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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03

3月29日下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奋
战开门红 市长话经济”新闻发布会。

黄冈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刘忠诚介
绍，今年以来，黄冈全力拼经济、实现开门
红。扎实开展“我为企业解难题、配政策、找
订单”活动，1至2月，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
增速全省第三，工业用电量增速全省第一。
集中开工项目232个、总投资1333亿元。
持续举办“东坡庙会”及促消费系列活动，1
至2月，全市社零增长7.1%，商品房销售面
积增长9.9%。

以供应链思维推动特色农业产业——
打造全国优质农产品供应链基地

农业是黄冈的根本，乡村振兴是老区发
展的重中之重。

“坚持以供应链思维推动特色农业产业
高质量发展，加快形成乡村新质生产力。”黄
冈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胡朝晖介
绍，黄冈搭建特色农产品供应链平台，培育
链主企业，为链上企业提供交易、保险、物
流、检疫、品牌等全流程服务，努力实现蕲春
蕲艾、浠水鸡蛋、麻城菊花等特色农产品供
应链总产值过百亿元，逐步将黄冈打造成全
国优质农产品供应链基地。

做深农产品加工，建设一批农产品加工
专业园区，围绕中医药大健康和农产品加工
两大产业，全力招引培育龙头企业，实现农
产品加工总产值过千亿元。

多措并举推进土地流转，培育壮大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推动传统农业向规模化、集
约化、标准化发展，力争全市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流转率达到60%以上，新增社会化
服务100万亩次。

胡朝晖说，力争2024年黄冈所有行政
村集体经济收入过10万元，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达到2万元以上。

黄冈的好山好水好物产，也促进了农文
旅融合。黄冈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
长涂宝峰介绍，黄冈擦亮“大美黄冈，此心安

处”文旅品牌，发展全域大文旅，通过举办黄
冈东坡美食大赛、白莲河青背胖头鱼大赛等
系列活动，推出了一批黄冈美食；通过文创
大赛，结合文化与地方特产，开发了一批可
观赏、可体验、可带走的文创产品。

以新型工业化催生新质生产力——
今年1至2月技改增速居全省第一

今年是黄冈新型工业化起势之年。黄
冈以新型工业化催生新质生产力，以新质生
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

黄冈现有省级重点成长型产业集群12
个，总数居全省第二。307家省级专精特新
企业，总数居全省第四。

“针对传统产业占比大的现状，我们
将抢抓国家大规模设备更新机遇，深入开
展‘技改赋能、制造焕新’专项行动。”黄冈

市经信局党组书记、局长刘婷介绍，坚持
“技改政策优于招商政策”，将设备补贴由
原来的8%提高到15%，今年1至2月，技
改增速居全省第一。下一步，将推动建材
向装配式建筑拓展，向新材料延伸；化工
向化学原料药、电子化学品、精细磷氟化
工聚焦，纺织向纤维新材料、功能性纺织
品升级，船舶向绿色智能转型，让传统产
业新起来。

发挥黄冈毗邻大武汉区位优势，主动
对接东湖高新区，协同发展光电子信息、
生命健康产业，布局长江存储配套产业基
地、生命健康专区等专业园区，出台专项
政策，完善专项配套降低企业综合成本，
不断壮大光电子信息材料、生物医药等新
兴产业。

打造良好营商环境，让企业大胆闯放心

干。黄冈市发改委党组书记、主任蔡伟介
绍，以控制成本为核心、以“高效办成一件
事”为抓手优化营商环境，打造“冈好办”品
牌。开展“我为企业解难题、配政策、找订
单”活动，有效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创新供
应链金融服务，探索信贷风险补偿金“白名
单”制度，信贷增量、增速均居全省前三。

推进“双集中”和就地城镇化——
打造黄冈教育品牌赋能城市发展

黄冈基础教育在全国有地位、有影响，
黄冈中学、“黄冈密卷”等品牌家喻户晓。

“在主城区加快黄冈中学资源管理和开
发利用，突出以教育为核心的优质公共服
务，引导人口集聚，提高城市吸引力和承载
力。”刘忠诚说，正在建设的黄冈第二中学一
期将于今秋投入使用，还将在该片区建设小
学、幼儿园，打造成优质教育资源集聚区，有
力增强黄冈市区人口聚集力，形成城市发展
新的竞争优势。

黄梅县是全省推进城市和产业“双集
中”6个试点市县之一。黄梅县委副书记、
县长马梁介绍，试点以来，黄梅注重规划统
筹、指标引领、政策激活、项目配套“四位一
体”，探索推动“人、城、产”融合发展。2023
年城镇化率提高1.37个百分点。

黄梅将2所乡镇高中迁入城南片区，同
时配建初中、小学、幼儿园，建成后新增学位
1.1万个，预计可带动进城人口2.5万人；建
立“规、建、管”一体化机制提升县城品质，建
设绿色低碳县城；聚焦农产品加工、纺织服
装、文旅康养三大主导产业，促进产业集中
高质量发展。2023年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9.1%，高于全省、全市平均水平。

今年，黄冈将黄梅经验在全市各县市区
全面推开，制定县城绿色低碳建设标准，加
快提升县城建设质量和公共服务水平，出台
综合性民生支持政策，促进县城人口集中、
产业集聚。春节前后，黄冈新增县城购房需
求2.5万人。

黄冈用改革创新精神探索现代化建设路径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黄璐 通讯员 郭斯

3月 29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奋战
开门红 市长话经济”系列新闻发布会第
十五场。

神农架林区党委副书记、政府区长刘启
俊表示，省委、省政府对神农架作出了“把该
保护的坚决保护好、能发展的高质量发展
好”的战略指引，神农架紧抓《神农架林区自
然生态保护和统筹发展规划》落地实施契
机，努力让绿色低碳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普遍
形态，切实以“开门红”带动“季季红”“全年
红”，打造华中生态文明高地。

保护生态创品牌
厚植高质量发展底色

神农架因林而建、因林而兴，是全国唯
一以“林区”命名的行政区。

1960年，神农架以开山伐木启动开发，
至2000年天然林保护工程启动，累计向国
家贡献木材1554.36万立方米。

“天保工程实施后，神农架严格做到有
树不砍、有兽不猎。”林区政协党组副书记、
副主席、林业管理局局长沈绍平介绍，24年
过去，全区森林覆盖率由 63%上升到
91.16%，森林蓄积量达3300多万立方米。

作为重要水源涵养地，神农架被誉为
“华中水塔”。神农顶、大九湖的天然水通过
“落水孔”进入堵河，经丹江口水库、南水北
调中线工程进入华北，滋润京、津、冀、豫近
2亿人民。

神农架坚持把流域综合治理作为绿色
低碳发展的具体抓手，以保护水资源、防治
水污染、改善水环境、修复水生态为重点，完
善“一河一策”，构建水安全网、水资源网、水
生态网、水智慧网，压紧压实109名“三级”
河长、2000名巡河保洁员责任，确保“一江
清水东流、一库净水北送 ”。

今年，神农架将持续提升自然保护地的
科学保护水平与管理能力，高质量完成本底
资源调查的15个专题研究，建成“天空地
人”一体化监测系统，更好实现资源管护“一

图、一表、一责任”管理，让“绿色”成为生态
品牌、发展底色。

旅游品质练内功
提升高质量发展成色

旅游业是神农架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着力点。2023年，神农架重点景区接待
游客、旅游收入分别增长48%、35%，省外
游客占比上升到63.4%。一季度，神农架

“六大景区”游客接待量同比增长21%，顺
利实现“开门红”。

“神农架是一卷‘饶有故事的书’。”神农
架林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守东
介绍，将深度发掘神农文化、野人文化、生态
文化，创新性锻造神农氏、野人、金丝猴“三
个核心IP”，启动踪峡、太和山、环天燕等景
区开发，加快建设世界著名生态旅游目的地

与示范地。
湖北神农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孙俊表示，将进一步丰富特色
旅游产品，全力打造消费新热点、新场景，让

“小资源”持续释放“大效应”。
——做强研学品牌、打造“自然课堂”。

立足世界自然遗产价值展示，持续优化地
质、湿地、植物、动物、农业等10类研学产
品，系统推出“探华中之巅绿色奇迹，寻林中
精灵金丝猴踪迹”等10条精品线路，让孩子
们亲近自然、激发求知欲。

——做大冰雪产业，打造“南国雪乡”。
紧盯雪场提档升级，加快对滑道、索道、服务
大厅等优化提升，把神农架国际滑雪场打造
成中国南方品质最优的滑雪场。

——做优旅游服务，打造“最美环境”。
加强旅游人才队伍培养，高标准建设景区内

和周边基础设施，持续完善旅游公共服务体
系建设，“坚决不让一个游客在神农架受委
屈。”

今年，神农架将举办UTSS森林越野
跑、山地自行车赛、大众冰雪节等节庆赛事
活动，让神农架的自然之美、纯粹之美、天然
之美“圈粉”四海游客。

林下经济见实效
增添高质量发展亮色

神农架林地面积超过480万亩，其中
150万亩可用于发展林下产业。

“经过实践探索，形成 6种林下产业
模式。”沈绍平介绍，将通过“林药模式”做
强“药箱子”，通过“林蜂模式”做大“蜜罐
子”，通过“林果模式”做实“果盘子”，通过

“林菌模式”做特“菌篓子”，通过“林菜模
式”做优“菜篮子”，通过“林饮模式”做靓

“饮瓶子”。
神农架加强与华农、省农科院等科研

院校合作，聘请专家团队，改良种植品
种。同时，推动特色产品标准化、智能化、
品牌化生产，打造“神农系列”产品，重点
支持神农百花蜜、道地天麻打造省级知名
农业品牌。

神农架林区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
黄久诚介绍，将以单品突破引领产业突围，
找准农林产品“小而特、特而优”的特点，在

“特”上见实效。目前，神农架推广种植天麻
16万棒，种植、加工、销售全产业链条基本
建成；地栽种植神农鸡枞等菌棒14万袋，培
育金耳等10个品种74万棒，开发十菌汤
包、桑黄茶等30余种产品，珍稀菌产业活力
迸发；发展淫羊藿种植基地3070亩、育苗基
地287亩，种植面积全省第一。

“产业发展为了群众、依靠群众。”神农
架林区林业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向丹表示，将完善联农带农机制，
推广“企业＋基地＋农户”产业链模式，以林
下经济实现美了“生态”、富了“口袋”。

神农架打造华中生态文明高地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刘汉泽 通讯员 陈祥辉 龚俊 唐玉

湖北省大别山中药材检验检测中心。（黄冈市委宣传部供图）

多年来，神农架森林覆盖率稳定在91.1%以上。（神农架林区党委宣传部供图）

奋战开门红 市长话经济湖北发布·
3月28日，小米汽车

SU7发布会上，雷军宣布，
小米汽车的城市NOA将会
在今年4月开启用户测试。

NOA（Navigate on
Autopilot），指点到点辅
助驾驶，将实现自动驶入
驶出高速公路匝道、自动
辅助变道、超车等新奇功
能，其技术主要依靠激光
雷达完成。

3月29日，在武汉未
来科技 城 现 场 发布的
《2024中国激光产业发展
报告》（简称《报告》）显示，
2023年中国激光雷达上
车量达71万颗，同比增长
450%。

不仅是激光雷达，激
光投影、极紫外光刻等新

“风口”也接连涌现。《报告》
预测，中国激光产业正进入
加速发展的“铂金十年”。

同步举行的中国光谷
绿色激光产业交流会上，
激光行业专家学者、企业
嘉宾等100余人到场，共
话激光产业发展新未来。

激光已成制造强国的
革命性手段

2023年 12月 26日，
智能汽车问界M9上市，
搭载业界首款32英寸车
规级投影巨幕。

这是激光投影的全新
应用。《报告》显示，2023年，
中国激光投影在家用市场
的出货量占比已达67.6%，
激光显示正得其势。

随着金属3D打印兴起，2023年中国激光增材
制造市场规模达到66.9亿元，同比增长约30%。

“激光制造已成为制造强国提升制造业水平
的革命性手段。”激光加工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
任、教授朱晓介绍，激光不仅赋能传统产业，在光
伏板划线切割、圆柱电池极耳/极片焊接等细分
领域已几乎取代传统切割、焊接工艺。在激光雷
达、激光医疗设备、激光显示等新兴产业上，将迎
来产业快速发展期。而在未来产业上，激光在可
控核聚变、反物质研究等领域正发挥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国外已实现利用高能量激光的脉冲压缩
氘氚颗粒，实现小规模可控核聚变。

激光发源地诞生众多“第一”

光谷是中国激光产业的发源地之一，历经50
余年发展，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激光设备制造基地
之一。

位于武汉未来科技城的光谷国际绿色激光产
业基地，已聚集华工科技、锐科激光、帝尔激光、逸
飞激光等上市公司，拥有航天三江激光院、锐晶激
光等一批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聚集激光
企业200多家，成为湖北激光产业的硬核高地。

全球首创激光转印技术、国内首台120kW
超高功率光纤激光器、国内首次突破 1.5 微米
光纤放大器技术……一系列“第一”在武汉未
来科技城诞生。

为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激光产业创新高
地，光谷已发布实施专项政策，从支持激光企业加
大研发投入、设备投入、规模提升到人才引进，光
谷给予全方位资金支持。

朱晓认为，光谷要持续巩固扩大激光产业优势，
抢占产业新风口，充分发挥公共服务平台的作用，支
持龙头企业加快发展，让更多“未来之光”闪耀。

光源技术将助力开展极紫外光刻研究

“光”是一个很大的家族。除了可见光，探测
宇宙，可以选用无线电波；跟踪飞机，可以选用微
波（雷达）；要“看清”病毒、蛋白质分子甚至金属原
子等微观物体，必须选用与这些微观物体大小相
近或更短波长的光束。

同步辐射光源，其波长范围宽，从远红外到硬
X射线连续可调，可根据不同需要选取相应波长
的光，且同步辐射X射线比常规实验室X光机亮
度高10亿倍以上。

“同步辐射光源是当前国际上应用领域最广、
支撑用户数量最多、成果产出最多的科技基础设
施，利用同步光源已有5项成果获得了诺贝尔奖，
也在生物医药、微电子、新材料、催化等领域发挥
了重大作用。”武汉大学先进光源研究中心主任何
建华教授介绍，目前全球近60台同步辐射光源在
运行，其中25台为第三代光源，3台为第四代光
源。我国大陆现有北京同步辐射装置（第一代）、
合肥光源（第二代）、上海光源（第三代）3台光源
装置在运行中。

据介绍，武汉先进光源研究中心以最先进的
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技术作为研究目标，其亮度
可比第三代光源提高百倍以上，将极大增强同步
辐射光源前沿研究能力。该中心将兼顾产业应
用与科学研究需求，瞄准光电器件、极紫外光刻、
新型显示、绿色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关键技
术进行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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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分行与周丽莎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分行与周丽莎签署的

《债权转让协议》，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分行已将其
对下表所列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义务人享有的主债
权及相应担保权利等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周丽莎。湖北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分行现将债权转让的事实公告通知

各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义务人。
周丽莎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依法对各债务人、担

保人及其他相关义务人进行公告催收，请各债务人、担保人
及其他相关义务人，或债务人、担保人和其他相关义务人的
权利义务承继人，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向周丽莎履行还款

义务和相应担保责任。
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分行，联系人：任先生，联

系电话：0710-3276890，地址：湖北省襄阳市长虹北路5
号；周丽莎，联系电话：18807272199，地址：湖北省保康县
城关镇东沟街63号。

特此公告。

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分行
周丽莎

2024年3月30日

序号 原债权银行 债务人 担保人及其他相关义务人 债权金额
币种 本金（元） 利息（元） 费用（元）

1 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分行 湖北金陵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蒋宗兵、李红 人民币 800,000.00 408,178.10 20,138.00

注：1. 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2023年12月6日
的贷款本息、费用余额，借款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义务人
应支付给周丽莎的利息、罚息、违约金、相关费用等，按照相

关合同、生效法律文书和法律法规的规定计算。
2. 若债务人、担保人、其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

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

的，由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履行义务或履行清
算责任。

3. 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等。

4. 如清单中债务人、债务金额、担保人、其他相关义
务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相关合同、生效法律文书等
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