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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03

湖北日报讯（记者杨然、通讯员王威、陈龙）流窜于市县交界
处，藏匿在偏僻山野中，为逃避打击，赌博团伙可谓是狡兔三窟。
4月10日，武汉市公安局通报，今年以来，武汉警方扎实推进“清
风2024”专项行动，从严打击农村赌博等突出违法犯罪，共查处涉
赌案件861起，其中刑事案件40起、行政案件821起。

3月初，蔡甸区警方发现，辖区与汉川交界的张湾街白马山
一荒地附近疑似存在赌博窝点。警方派出精干警力实地摸排，
并出动警用无人机空中侦察，初步掌握了一个流窜于城郊偏僻
区域的大型聚众赌博团伙。3月12日晚，警方调集50余名警
力围捕，在一临时搭建的窝棚内，现场抓获涉赌人员30余名。

据介绍，武汉警方根据团伙性、跨区域赌博违法犯罪的规
律特点，紧盯市县、区县交界等重点区域以及露天工棚、养殖场、
废弃厂房等重点部位，组织开展不间断排查，并会同相关单位加
大对易滋生赌博活动的宾馆酒店、棋牌茶室、电子游艺、街边门
店等场所的巡查力度。3月17日，东西湖区警方在巡查中发现，
辖区一副食店门口连续多日有大量车辆停靠，通过分析研判，疑
似为一赌博窝点。3月18日晚，警方果断出击，将正在聚众赌博
的12人现场抓获。

“清风2024”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武汉警方对日常警情、舆情、
社情反映的涉赌线索，第一时间组织警力开展分析研判、落地核
查，坚持以快制快，露头就打。同时，武汉警方还在全市持续开展

“禁赌宣传月”活动，广泛开展普法宣传，深刻揭露农村赌博活动的
欺骗性、危害性和违法性。

严打农村赌博等违法犯罪

武汉警方查处涉赌案件861起

三、四月的武汉，春花一茬接一茬，处
处有“花事”。

武大、东湖樱园等江城全域樱花竞相
开放，吸引各地赏花客纷至沓来。“樱花名
城”俨然成为武汉的一张城市名片。短短
一个月樱花季，武汉多次上榜全国春游热
门赏花目的地。

把“花文章”做长，创新赏花新场景，
武汉全域打出“花牌”，将季节特色与文化
和消费业态融合，把“颜值”变成产值，释
放出春日经济的滚烫热力。

樱花“沸腾”一座城

4月7日，东湖樱园正式闭园，交出一
份亮眼的数据：一个月接待游客90.98万
人次，同比增加近30%；接待旅行团1518
批次，是去年同期的3倍多。

“今年樱花季，写真拍摄订单暴涨，基
本是外地游客来约拍。从汉服造型到选
点拍摄、修图包装，单笔客单价均超百元，
很多游客都乐于为浪漫买单。”东湖樱园
汉服租赁点工作人员介绍。

这个春天，武汉全城都被樱花环抱。
数据显示，武汉全市共有赏樱点161个，其
中种植樱花百株以上的赏樱点有40个。
全市种植樱花树已超过50万株，品种超过
120个，约占全世界樱花品种的三分之一。

全域绽放的樱花海，让江城人气持续
沸腾。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媒体上，“武汉
樱花”相关话题点击率超千万次，知名大v
及花客们纷纷当起“推荐官”，分享赏花指
南。热门主播董宇辉专程来汉参观推介
樱花游，最高峰时期在线人数超 27 万
人。3月24日，2024武汉马拉松首次在
樱花季开跑，来自29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
万名选手盛赞江城的春景。

携程数据显示，3到4月，武汉赏花的
热门景区为东湖樱花园、武汉大学、汉口
江滩、堤角公园、清凉寨景区、王家墩公
园、青山公园等。其中，东湖樱花园门票
预订量约占全国樱花主题景区门票总预
订量的79%。

另外，携程租车数据显示，武汉位列

今年春季自驾热门赏花目的地首位，超过
拉萨、无锡、扬州、昆明等地。赏樱也带动
景区门票订单、附近酒店订单增长，东湖
樱花园附近酒店，3到4月订单量同比增
长二至三成。

国风国潮等新场景打破赏花“围墙”

“谨以白头之约，书向鸿笺，好将红叶
之盟，载明鸳谱。”连日来，武汉欢乐谷持
续上演国潮文化节系列活动，包含六大赏
花秘境、古韵国风演艺、超樱速音乐周末
等。悠扬古乐中，演员们身着锦绣华服，
乘舟款款而至，引得湖边看客拍照叫好。

“今年春季，我们结合樱花氛围布置
开展国潮文化节，给花季武汉打造一处春
游新去处。自3月开幕以来，吸引数万人
次入园赏玩。”武汉欢乐谷工作人员介绍。

樱花季虽只持续1个月，武汉各景点
商圈创新多样赏花场景，将花文章做到花
景“围墙”外，营造全城赏花氛围。

“游船上‘赏花’，别有一番滋味，这大

概是武汉独有的体验了。”4月5日，清明
假期，两江游晴川号随波行驶于长江上。
甲板上，游客在粉色“樱花树”装置中穿梭
打卡，与花样夜色合影。

不远处，长江灯光秀《浪漫樱花，相约
武汉》樱花季特辑，以“万物生春，早樱绽
放”“繁花似锦，春樱送暖”“浪漫江城，大美
武汉”三个篇章表现武汉樱花的缤纷绚丽。
璀璨夺目的光影在夜空中舞动，仿佛将整个
城市的春天都浓缩在这光耀之中。长江之
上，汉口与武昌交相辉映，樱花灯光绽放，万
千花瓣在夜空中翩翩起舞，令人陶醉于

“繁花之城，大美武汉”的独特魅力之中。

花景接力“拉长”春游时光

3月的樱花使武汉稳稳成为国内春季
热门城市，接踵而至的4月，杜鹃、月季、
蔷薇、泡桐、绣球等各类花卉接续绽放，持
续接力春日主场。

花博汇迎来游客踏青出游的高峰，清
明小长假期间，花博汇共接待了超过3万

名游客，相较于平时增长了约30%。景区
内千亩花海全面盛开，覆盖近百万平方
米。虞美人与粉蝶花正处于最佳观赏期，
雏菊、报春、木绣球、紫藤花等花卉也已盛
开。据悉，四季花海还计划种植新的4月
花卉，包括大花飞燕草、耧斗菜、玛格丽
特、天竺葵、大花葱、金鱼草、石竹花等，为
游客带来更多惊喜。

“我们在花季推出了‘知音花月夜’夜
游项目，游客可与美丽的花神亲密互动，欣
赏花街上的精美陈设，并观看了系列精彩的
演出表演。其中，‘童梦广场’的泡泡秀、‘玫
瑰之约’‘钟楼幻镜’‘倚栏问月’的光影秀、

‘星月花野’电音蹦迪等夜游点位节目备受
游客喜爱。”花博汇工作人员黄婷介绍。

4 月的东湖磨山南麓迎来“姹紫嫣
红”，175亩、80万株杜鹃花海绽放，营造出

“满山杜鹃红”的盛景；汉阳公园牡丹园，红
色、粉色、黄色、白色等各色的牡丹花正处
于盛放期；黄陂木兰云雾山的杜鹃花分布
于3座山头，花期可持续至5月初……全城
大街小巷，都能偶遇到春日浪漫。

从“一树”樱花到全城“花事”

花季武汉让游客慢享缤纷春光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严芳婷 通讯员 武文旅

湖北日报讯（记者刘畅、通讯员周
麒）近日，武汉一项大型矿车制动能量回
收再利用的专利荣获首届中部六省高价
值专利大赛一等奖。这项专利帮助大型
矿车将下坡时消耗的能量回收，有效减少
碳排放量。这也是该大赛高端装备制造
赛道湖北省唯一的一等奖。

专利成果的研发团队来自武汉工程
大学、中国中煤能源集团、中煤平朔集团、
武汉微氢新能源有限公司、湖北华中电力

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闳臻智能科技
（上海）有限公司等单位。

大型矿车是煤炭行业的核心设备，也
是全球资源开采和大规模基建的关键装
备，1年油耗超过500吨，以每吨油7000元
计算，一辆车一年的油耗就高达350万
元。降低能耗已成为技术攻关重点。

2014年，中煤平朔集团有限公司提出
了降低大型矿车油耗的科技攻关需求。武
汉工程大学联合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

司等多家单位，围绕大型矿车制动能量回
收利用装备，历经10年技术攻关，不断完
善理论研究及产品应用。

“大型矿车上下坡频繁，在刹车和上下坡
制动过程中，制动能量损耗占比高达1/4。
将制动能量回收，上坡或正常行驶时再利
用，可有效节能节油，并降低碳排放量。”武
汉工程大学电气信息学院教授刘健介绍。

2017年，研发团队实现世界首台大
型矿车制动能量回收装备的工业运行。

2017年至今，装备不断完善，在进口大型
矿车上运用，能量回收效率53.5%；在国
产矿车上运用，能量回收效率高达90%。

其间，由院士专家牵头的评价组进行
了多次成果评价，评价组认为：“成果整体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该成果还荣获了
2023年湖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据悉，武汉东湖高新区积极指导该项
专利参与中部六省高价值专利大赛。目
前该区依托光谷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
示范区和服务业高质量集聚发展示范区
优势资源，实施高价值专利培育工程，全
面开展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

近3年，该项专利运用累计创造经济效
益近15亿元，其中应用企业通过提高运输
效率、节约燃油等新增经济效益11.2亿元。

帮助大型矿车回收能量累创效益近15亿元

武汉一高端装备获中南六省高价值专利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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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花经济靓动江城

长江天山一线牵，鄂疆携手向未来。
今年是湖北对口援疆25周年。

我省坚定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
代党的治疆方略，深入开展全面援疆、
精准援疆、长期援疆。

湖北对口援建新疆博州和兵团第
五师，25年来两地经贸往来密切、人文
交流频繁，对口援建像一根纽带把两地
紧紧连在一起。4月11日，省发改委援
疆办有关负责人说：“今年我们将根据
省委省政府部署，扎实推进对口援疆20
大工程，在推动既有任务、项目落实基
础上，不断深化拓展鄂疆两地更大范
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务实合作。”

产业援疆 促进经济发展

我省对口援疆，坚持把发展产业作为
强基之策，组织全省11个国家级开发区与
博州、五师开展园区结对共建，推动66家
湖北企业落户、累计投资100多亿元。

如今，一批批企业在当地扎根，不
断发展壮大——

普耀建材成为全疆第二大玻璃生产
企业、全疆唯一LOW-E玻璃生产企业。

金鑫昱二期项目建成，总产能达到
40万锭，成为北疆地区规模最大的纺织

产业园区。
兴童牧业二期、新金九二期建成，成

为北疆地区规模最大的生猪养殖基地。
省委省政府组织开展“湖北国资国企

兴边疆”“湖北民营企业进边疆”“新疆招商
湖北行”活动，促成一批标志性项目签约落
户，为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蓄积强大动能。

我省还大力扶持博州、五师职工合
作社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一批批职
工和群众就近就便就业，实现了致富增
收。建立健全农产品销售体系，线上线
下齐发力，让更多农产品走出兵团、走
进湖北、走向全国。

山河万里，鄂疆同心。省发改委援疆
办相关负责人介绍，25年来我省对口援疆
工作成果丰硕：累计选派九批次4094名干
部人才援疆，投入资金56.9亿元、援建项目
718个，较好服务新疆和兵团建设发展。

民生援疆 群众更有获得感

“看病找湖北医生，上学找湖北老
师……”这是博州人民的口头禅。

湖北8所知名学校和幼儿园在博
州、五师设立分校，建立起全学段名校办
分校体系，选派优秀教师援疆，促进当地
教育教学质量全面提升。2023年，华师
一附中博乐分校、黄冈中学第五师分校

高考本科上线率分别达到 100%、
98.3%，成为全疆的标杆性学校。教育
部总结推广湖北教育援疆工作经验。

我省推深做实医疗援疆品牌，全省
134家医疗机构参与结对帮扶。华中
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同
济医院等15家省内知名医院，以“院包
科”形式对口帮扶博州人民医院，助力
打造区域性医疗中心，普外科实现“国
家级临床重点学科创建”零的突破。

聚焦基层和民生重点领域，湖北实
施一大批民生援疆项目，改建便民医疗
中心、提升村容村貌、培育特色产业基地
等工程发挥良好效益，极大增进各族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认同感。

智力援疆 激活发展新动能

新疆有所呼，湖北必有应。我省对
口援疆，坚持把智力援疆作为治本之举。

积极推进“鄂才疆用”。在优化“组
团式”援疆基础上，聚焦受援地产业发
展、科技创新、文化旅游、国资国企等方
面人才需求，大力开展柔性引才服务协
作，引进湖北专家人才 200 多批次、
1000多人次赴博州、五师开展短期服
务，解决了一批管理和技术难题。

多方位培养干部人才。通过挂职锻

炼、跟班培训、青蓝结对、远程授课等方
式，帮助受援地培训党政干部3200余人
次、教师13000余人次、医护人员9000
余人次、其他专业技术人才2000余人次。

务实服务创新发展。持续开展“湖
北院士专家边疆行”“湖北专家博州五
师行”活动，湖北高校与博州、五师共建
人才培养基地14个、创新平台6个，推
动武汉纺织大学博州纺织服装产业技
术研究院等科创平台实体运作，不断激
活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文化润疆促进民族团结。深入开
展“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湖北人民与
新疆少数民族群众结对认亲1721户。
扎实推进“楚风西润”文化润疆工程，推
动楚文化和楚戏、汉剧、黄梅戏等入疆
交流，各族群众“五个认同”不断增进，
民族感情更加坚固。

一批批优秀的湖北援疆干部人
才，把新疆作为第二故乡，在岗位上拼
搏进取奉献，把青春挥洒在大漠戈壁，
11名干部“终身援疆”，打造了一支留得
住、能战斗、带不走的人才队伍。

当前第九批湖北省援疆干部代表
团，正在博州、五师开展工作。湖北援疆
工作前方指挥部相关负责人说：“我们将
切实履行职责、担当使命，为建设美丽新
疆、服务国家大局，作出湖北新的贡献。”

山河万里 鄂新一家亲
——湖北省对口援疆工作扫描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龚雪

以前种油菜，农民需要辛苦找车、装袋、晾晒，忙得脚不沾
地、腰酸背疼。如今，农田送进“托管班”，农民当起“甩手掌柜”，
在家门口乐享“诗和远方”。

这不，随着“油菜小镇”出圈，仙桃市杨林尾镇晓阳村农田
增效、农民增“笑”，美哉妙哉。

“全托”后坐等收获

4月3日，杨林尾镇晓阳村2800亩油菜基地，金黄的油菜花海
渐次退场，结出浓密的菜籽荚。

不远处的油菜基地，技术人员灌装药液、设定喷幅……一阵
操控后，两台植保无人机盘旋升空，按照预定的路线，在农田上空
来回穿梭，针对油菜发病情况开展“点对点”飞防作业，助力油菜
生产。

“无人机飞防成本低，效率高，施药精准。”杨林尾镇农技服务
中心主任赵建红正在田间地头调查油菜发病情况。他介绍，基地
80%以上的油菜长势良好，针对小片区油菜发病情况，采取“一促
四防”，因地制宜“点对点”二次施药，喷施叶面肥、植物生长调节
剂、杀菌剂，防止“花而不实”，促进油菜生长。

220亩油菜发病基地，不到一个小时便飞完了。村民田华啧啧赞
叹：“以前油菜用人工打药的时候，时间慢，打不均匀，工价高，一旦有
病虫害我们的损失就很大。”

去年，田华将30亩农田“全托”给村集体，统一播种、管理、收
割，全程不操心，种子、农资统一提供，施肥、打药均免费，自己只用
出点收割费，每亩60元。据村支部书记刘柏红说，有市农业农村局
的项目支持，200多户村民将农田“托管”，尤其是在外务工的村
民，不用来回跑，每年到5月中旬，坐等收获。

仙桃是全国粮油生产大市，也是务工大市，“谁来种田”一直是
该市的难题。为了减轻种植户的劳动负担，该市依托种粮大户、村
集体及农户，今年种植86万亩油菜。18个乡镇分别安排农技人
员驻点，从耕地选种到精准施肥、病虫害防治等各个环节，开展全
环节技术指导。

年关前后，两轮低温雨雪冰冻天气来袭。油菜正值蕾薹期，经
过冻害后，油菜梗萎蔫，失去活力。仙桃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范桂
萍介绍，“油菜最怕泡水”。

仙桃市委、市政府抽调市农业农村局等部门，组成7个专班，
经过半个月连续作战，督查排积水、及时摘掉冻死早薹、采取“一促
四防”补救等措施，油菜终于恢复生机。

“瞧这浓密的菜籽荚，今年又是丰收年。下半年再种上大豆，一
田双收。”当天，前来查看油菜长势的村民，忍不住掰着手指盘算收
成，开心地笑了。

小镇“出圈”绽放花样经济

尽管已是末花期，晓阳村油菜花海浪漫未了，依然挡不住游
客赏花踏青、乐享春光。

清明假期，三五成群的游客结伴而来，自带音乐设备、帐篷等
物，就地安营扎寨，感受田园芬芳和乡村之美。

“我对这片油菜花海情有独钟，金黄的油菜花、别致清新的
乡村民居和水塘、沟渠交相辉映，承载着很多小时候的回忆，年
年都来，百看不厌。”天门市一位游客道出大家的心声。“沔阳麻
鸭味道独特，三菜一汤不过百来元，农家菜新鲜又好吃。”假期3
天，该镇大小餐馆排队就餐的游客络绎不绝。

2021年，杨林尾镇打造独具江汉平原特色的“油菜小镇”，并选
址晓阳村，推进油菜花海建设，筛选优质品种，投入项目资金，开展
技术指导。通过油菜轮作项目和冬种油菜项目带动，晓阳村油菜基
地统一种、统一管、统一收购，实现机耕机播、“一促四防”，小镇迅速

“出圈”。
“村里举办了三次油菜花节活动，游客超过12万。”刘柏红说。
声势浩大、车水马龙……尤其是第一年的盛况让刘柏红记忆犹

新，整整一个月，村干部、村民几乎没休息，忙着充当交通疏导员、
服务员、志愿者，奔波在花海周围。村民们支起小摊，搬出家里的
新鲜农产品，“连房前屋后的野菜都一抢而空”。

近年来，镇政府将一年一度的油菜花节当作重头戏，打造当
地乡村旅游的一块“金字招牌”。村民们齐心协力，有的搭班子
建餐馆，高峰期一天收入过万；有的卖货，从油菜花蜜、土鸡蛋
到防晒商品，挣上“外快”。村集体仅赏花游的停车收费，去年
增收12万元。

欢庆的丰收锣鼓声、载歌载舞的笑声……随着油菜基地成为
越来越多人的打卡地，“花样经济”正在绽放。

农田增效 农民增“笑”

油菜托管绽放
“花样经济”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崔逾瑜 通讯员 黄芸

春耕一线看农业新气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