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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1日，暮春的小雨洒向荆州市
松滋临港工业园，润物无声。一片翠绿之
中，松滋史丹利宜化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正在“拔节生长”，全面冲刺今年6月项目
建成并投产。

该公司由史丹利农业集团与湖北宜
化集团合资成立，集合双方技术、资源等
多重优势，打通了磷矿、磷化工、磷复肥全
产业链。总投资60亿元，通过生产新能
源材料前驱体磷酸铁和磷复肥等主要产
品，该公司将实现磷化工与新能源行业的
深度耦合。

该 项 目 让 磷 矿 粉 安 家“ 充 气 城
堡”、最大程度避免扬尘污染，全产业
链将磷矿“吃干榨净”，工业废水实现
零排放。

1毫米厚气膜仓有效降尘

史丹利宜化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占
地 1400 亩，车行其中，建设正酣。自
2022 年开工以来，白色办公楼拔地而
起，主要生产厂房、管廊已基本建成。巨
幅LOGO上写着“一次开车（即装置投
料正式生产）成功”，为项目全体人员加
油鼓劲。

厂区中，两个巨型半球状白色气膜
仓最为特别。走进其中一个气膜仓，形
状好似特大型充气城堡，灰黑色的磷矿

粉正在这里“安家”。“其中原理就是用鼓
风机将气膜鼓吹起来，形成中空结构的
库房。”该公司行政部负责人冯鑫介绍，
将磷矿石磨成磷矿粉，会产生大量粉尘，
气膜仓的使用可避免粉尘污染，而且出
入口均设置雾炮机，能有效降尘，实现清
洁生产。

和传统钢结构仓库相比，气膜仓内
部没有任何支柱，可利用空间非常大。
该气膜仓长190米、宽140米、高50米，
有效容积为8.8万立方米，可储存15万
吨磷矿粉。冯鑫说，得益于空间大的优
势，项目安装了大规模的堆料机和取料
机，每小时可处理600吨磷矿粉，且实现
全自动生产。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独特的“充气城
堡”厚度仅 1毫米，应用材料为高分子
PVDF材质，能扛住12级台风，确保气膜
仓的安全稳定运行。

全产业链实现磷的梯级高效利用

“为了找到合适的落户之处，2021年
我们花了1年时间做调研。”史丹利宜化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闫涛回忆
说，通过比较湖北省内外多地，因离港口
近的区位优势和土地资源，松滋临港工业
园脱颖而出。

和传统化工不同，该公司打通磷矿、

磷化工、磷复肥全产业链，实现磷的梯级
高效利用。

以磷酸铁为例，项目采用先进铁法
工艺，经过溶铁、氧化、陈化、固液分离、
干燥脱水等过程，获得电池级磷酸铁，
攻克了传统工艺制备磷酸铁产能小、副
产物多、产品质量不稳定等技术难题，
实现无污染制备高质量电池级磷酸铁
产品。

通过升级工艺和设备，该项目实现了
浓水和中水的全部回用，最终达到工业废
水零排放的目标。“作为新投产的项目，我
们非常重视环保。”闫涛介绍，在硫酸尾气
处理中，项目摈弃过去的双氧水氨法脱
硫，转而采取催化氧化法，不仅能耗低，而
且不会有副产品。

每年将产生约180万吨磷石膏，项目
也正提前为它们“找出路”。经过无害化
处理后，磷石膏可用于做透水砖、建筑骨
料等。同时，该公司计划合资新建项目，
将磷石膏用于生产更为高端的细石膏粉
产品，年产预计100万吨，进一步延长产
业链、增值价值链。

以高质量产品应对行业洗牌

随着磷酸铁行业竞争日趋激烈，史
丹利宜化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已感受到
危机的气息。“在产能较大的情况下，产

品价格下行，行业面临洗牌。唯有高品
质的产品，加上全产业链的布局，我们才
能更好应对市场波动和风险。”闫涛思路
清晰。

该公司生产的磷酸铁，将采用一步
法工艺，有别于其他企业采用的氨法工
艺，不仅不会产生硫铵等副产品，而且
产品密实度更高、杂质更少、品质更
好。同时，随着智慧工厂的建成，该项
目将节省三分之一的人工，更有效降本
增效。

3月9日，该公司的磷复肥生产线已
投产。一个月以来，磷复肥产品俏销，已
形成3000万元产值。冯鑫形容，产品供
不应求，仓库都被客户“搬空了”。据介
绍，该公司所有项目全面达产后，可实现
年均销售收入约61亿元，年均利税总额
约6.9亿元。

松滋市科经局班子成员、中小企业
服务中心主任黄元丰介绍，松滋已成
立专班，服务史丹利宜化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等重大增长点项目，目前已
帮助该公司协调解决磷石膏运输难的
问题。

根据规划，该项目二期将建设无水
氟化氢、磷酸铁锂项目，重点以循环经济
模式推进新能源行业和磷精细化工升
级，有利于延伸产业链，推动上下游产业
集群发展。

重大增长点一线行

中国共产党党员，湖北省文联退休干部、原党组书记，
湖北省政协九届常委、委员，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潘涛
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4年4月10日5时29分在武汉
逝世，享年83岁。

潘涛，男，1941年5月生，湖北潜江人，大学学历，1966
年9月参加工作，196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潘涛同志逝世

4月14日，著名考古学家、“世界考古论坛”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严文明先生在京逝世。严文明先生与湖北考古有着不解之缘，曾担
任石家河考古队队长，主持发掘天门石家河遗址，首次确认石家河古
城的存在，并持续关注湖北考古事业发展。

中国考古学科发展的引领者
提出文明进程“重瓣花朵”理论

4月15日零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发布讣告：中国共产党
党员、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严文明先生因
病医治无效，于2024年4月14日20时13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2
岁。

严文明是北京大学考古学学科和人才培养体系的主要设计者和
领导者，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科体系的创建者，中国考古学科发展
的引领者，中国考古学与文化遗产保护思想家，卓越的考古学教育
家，为中国乃至世界的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培养了众多优秀人
才，是中国考古学界的一面旗帜。

他用哲学家的思辨和诗人的眼光洞悉了中国史前文明的
结构美，提出了“重瓣花朵”的论断（即中国的民族和文化从
史前时代开始就已经形成一种分层次的、“重瓣花朵”式的向
心结构，其核心便是中原地区），说出了中华文明绵延至今的
密码。

他倡导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多学科研究方法，并不遗余
力地推动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化，是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的重要领导
者。2023年12月15日，在上海举行的“第五届世界考古论坛”上，严
文明获颁终身成就奖。

曾主持发掘石家河遗址
考古队首次确认此处存在史前古城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勤介绍，天门石家河遗址发现于
1954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严文明先生和赵辉、张弛等在此进行调
查、发掘，考古队首次确认此处存在一座史前古城。这处长江中游规
模最大的史前聚落揭开面纱，成为该遗址考古学意义上的飞跃，也进
一步丰富了严文明先生所提出的文明进程“重瓣花朵”论。

严文明先生在著述《长江文明的曙光》中，介绍石家河城的规模
时推测，“单以城垣来说，就至少用了100万立方米的土。”他设想，在
当时只有石铲等极简单的劳动工具装备的情况下，假定有1000人持
续不断地工作，也要花若干年才能完成。他认为，这样大的工程，自
然要有强有力的组织和指挥中心，要有权威性的规划方案，并且要有
强制性的纪律保证。显然，石家河的统治者权力之所及绝不会限于
石家河遗址分布范围。

方勤称，先生因主持石家河遗址考古发掘，一生对石家河遗址充
满感情。他曾饱含深情地写下一首长诗《石家河赞》：“竟陵古迹多，
最酷石家河。大城平地起，谭家设宝座……”

方勤忆起与严文明先生的交往历历在目，他称，当年，由北京大
学、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荆州博物馆组成石家河联合考古队，先
生担任队长。2023年3月29日，他和先生见了最后一面，他和学者
韩建业带着《江汉考古》上刊发的《石家河城址与水系》去看望先生，
先生听完汇报很开心，特地与他俩合了个影。“汇报的时候，我还说，
您是我们石家河永远的队长！”

曾参加纪南城考古大会战
为楚文化研究提供宝贵见解

2021年是中国考古学诞生100年，当年3月20日，“纪念中国
考古学诞生100年学术研讨会”在汉举办，考古界大咖云集，畅谈
中国考古百年如何走来，将走往何处。严文明先生在发给大会的
视频发言中指出，湖北的考古工作与湖北的地位有很大关系，湖北
地处长江中游，是拥有长江干流最长的省份，文明进程源远流长。
这里是楚文化发展的中心，楚文化曾是非常特殊、非常强势的中国
文化，楚对长江中游地区的统一，为秦统一全国及长江中游完成华
夏化进程奠定了基础。在此之前的石家河，曾是长江中游持续千
年的文明中心。

方勤介绍称，早在1975年，严文明先生参加了纪南城考古大会
战。在那次重要的考古发掘中，严先生凭借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敏
锐的洞察力，为楚文化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见解。“他的贡献
不仅丰富了我们对楚文化的认识，也推动了我国考古学在相关领
域的进步。”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湘、鄂、豫、皖楚文化研究会向严文明先生
治丧委员会发去唁电称，“严先生学识渊博，研究深入，不仅在考古领域
取得了众多开创性成果，更以其深厚的学术造诣和严谨的研究态度，影
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我们将永远铭记严先生的学术贡献和精神
风范，继承他的遗志，继续推动我国考古学事业的繁荣发展。”

4月13日，2024年“323”攻坚行动肿
瘤防治工作会议暨湖北省第30届全国肿
瘤防治宣传周启动仪式在汉举办，会上发
布了全省最新肿瘤登记数据。2020年，
全省肿瘤登记地区发病率排前五位的是
肺癌、女性乳腺癌、结直肠癌、肝癌和甲状
腺癌；死亡率排前五位的是肺癌、肝癌、结
直肠癌、胃癌和食管癌。

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居榜首

会上，湖北省癌症中心主任、湖北省
肿瘤医院院长魏少忠就湖北省肿瘤登记
地区2020年恶性肿瘤发病与死亡流行情
况进行数据发布。

2020年，湖北省肿瘤登记地区恶性
肿瘤发病率为 311.36/10 万，其中城市
地区343.31/10万，农村地区279.12/10
万。发病率前5位分别是肺癌、女性乳
腺癌、结直肠癌、肝癌、甲状腺癌。从年
龄上看，35 岁以后发病率明显上升。
35岁以后的男性发病率居首位的是肺
癌；35-64岁女性，发病率居首位的是

乳腺癌，65岁以上女性，发病率居首位
为肺癌。

2020年，湖北省肿瘤登记地区恶性
肿瘤死亡率为 184.58/10 万，其中城市
地区190.92/10万，农村地区178.18/10
万。死亡率排前5位的分别是肺癌、肝
癌、结直肠癌、胃癌和食管癌。从年龄
上看，45岁以后死亡率上升较快。35
岁以后，男女恶性肿瘤死亡率第一的均
为肺癌。

魏少忠介绍，我省在 2022 年实现
了肿瘤登记覆盖全省人口的目标，2024
年将继续狠抓肿瘤登记数据质量，力争
用最真实准确的数据为湖北省癌症防
治策略的制定与调整提供有力依据，为
湖北省癌症防治效果的评估提供数据
支撑。

肺癌筛查覆盖面逐步扩大

居民癌症谱中，肺癌连续多年登顶，
这种情况我省与全国统计情况基本一致。

针对于此，我省正积极行动，扩大筛

查覆盖面，从早发现寻求突破口。据省
卫健委医疗应急处介绍，针对肺癌发病
率与死亡率居高的现状，我省在实施国
家重大公共卫生癌症筛查项目的基础
上，将肺癌作为重点癌种，进一步扩大筛
查覆盖面。

2023年湖北专门投入500万元，将
宜昌、黄石、大冶、鄂州、荆州、恩施等8个
地区作为试点，开展肺癌筛查，全年初筛
近2万人，识别高危人群1.1万人。2024
年，我省力争筛查5万人，在全省每个市
（州）选择1至2个地区作为筛查试点，通
过问卷对50岁至74岁居民进行风险评
估，然后给评估出的高危人群做低剂量螺
旋CT检查，再根据检查结果给予随访建
议或临床干预。

专家提示，切实有效降低癌症的发
病率和死亡率，关键还是需要人人做好

“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主动了解自
身有哪些癌症高危因素，从而主动接受
科学的防癌体检。目前我省共开设了
53家早癌筛查门诊，可提供规范的癌症
风险评估和防癌体检服务。

基层肿瘤诊疗水平稳步提升

省卫健委医政处一级主任科员刘进
介绍，基层医疗机构是癌症防治的中坚力
量，因此，提升基层的肿瘤诊疗水平也是
癌症攻坚的重点。

近年来，我省着力加强基层肿瘤学
科建设，强化癌症防控人才队伍建设，
加强肿瘤诊疗规范化管理，基层肿瘤诊
疗水平得到了稳步提升。全省 8个二
级医院、25个三级医院肿瘤科相继被评
为省级临床重点专科；来自 10 个市
（州）的 871名基层癌症防治专业技术
人员接受了“慢病健康管理癌症筛查与
早诊培训项目”培训，其余7个市（州）
350人即将接受2024年度培训；肺癌、
乳腺癌等 8个肿瘤单病种质控委员会
相继成立，完善了相关肿瘤单病种诊疗
规范、质控指标、临床路径与分级诊疗
技术方案，并在全省推广；全省 86.4%
的县（区）拥有了至少一家癌痛规范化
治疗病房。

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逝世
曾主持发掘天门石家河遗址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海冰史丹利宜化实现磷的梯级高效利用 ——

磷矿粉安家“充气城堡”全产业链“吃干榨净”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胡弦

最新肿瘤登记数据显示:肺癌发病位居首位

我省进一步扩大肺癌筛查覆盖面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龙华 通讯员 罗俊华 王芳 实习生 陈梦媛

湖北日报讯（记者韩晓玲）4月15日，在第24个世界知识产权
日来临前夕，第十三届“法理争鸣”高校版权辩论赛决赛在汉举行。
经过此前的初赛、复赛和半决赛，中南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两支
队伍杀入此次决赛。正反双方围绕“应该/不应该将电子游戏规则纳
入著作权保护范围”展开激辩，最终中南大学夺得冠军。

“法理争鸣”高校版权辩论赛由省委宣传部（省版权局）、武汉市
委宣传部（武汉市版权局）主办，紧扣版权专题，旨在促进各高校之间
的交流，弘扬思辨精神，倡导思辨文化，培育尊重知识、崇尚创新、诚
信守法、公平竞争的知识产权文化理念，营造更加开放、更加积极、更
有活力的知识产权人才发展环境。

本届辩论赛自3月22日启动以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
民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全国33所高校参加，以辩
会友。各高校辩手聚首云端和线下，聚焦热点话题展开辩论，展示思
辨风采。经过激烈角逐，中南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四支代表队于4月13日展开半决赛，其中
两支队伍进入决赛。

据介绍，辩论赛创办之初，原为省内高校赛事。之后，参赛范围
不断扩大，从湖北走向华中地区，再走向全国，参赛队伍也由最初的
武汉地区9所高校扩大为全国30多所高校。

“法理争鸣”高校版权辩论赛
在汉落幕

4 月 15 日，武汉天河机场
T2 航站楼正式恢复启用，旅客
在工作人员引导下进行自助值
机、经过安检，准备登机。据了
解，当日 T2 航站楼航班量 174
架次，预计运送旅客 2.42 万人
次。至此，天河机场步入“双航
站楼时代”，T2航站楼主要服务
国内航线，T3 航站楼则兼顾国
内和国际、地区航线，整体客运
保障能力达每年 5000 万人次，
居中部首位。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倪娜 通
讯员 杨永勇 习悦 摄）

身高154.075米，腰围10多米！4月
14日17时，随着最后130立方米混凝土
浇筑完成，由湖北交投集团投资、中国铁
建大桥工程局承建的宜来高速宜昌段控
制性工程——晏家坪大桥2号桥墩实现
封顶。

在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五峰镇茅坪村，
武陵群山满目葱茏，一条在建高速公路如
巨龙般蜿蜒伸展。工地两侧绝壁如刀砍
斧削般高耸，峡谷中矗立着一排排主墩，
黄色塔吊挥舞吊运钢材，地泵将混凝土喷
射到百米高的作业区，每小时达60立方
米。晏家坪大桥主墩如同一个“巨人”耸
立，“身板”耗费2346吨钢筋和1.2万立方

米混凝土。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乘坐施工电梯，经

过3分多钟升至150多米高的主墩顶端，
再弯腰爬升几节铁梯，只见八九名工人正
在钢筋森林中振捣混凝土。

晏家坪大桥是湖北山区建造难度最
大的大桥之一，2号主墩经过建设者226

天昼夜不歇奋战实现封顶，创造山区高速
建设新速度。

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4标项目经理
郑晓冬介绍，晏家坪大桥是宜来项目全
线桩径最粗、桩长最长、墩柱最高、跨
度最大、施工难度最大的混凝土连续
刚构桥。其中，2 号墩柱高 154 米，相

当于54层楼的高度，它由12根嵌岩桩
组成，最深桩基80米，桥址区有串珠型
溶洞，建造难度很大，施工犹如串起“糖
葫芦”。

在施工过程中采用了液压爬模技
术，是目前国内最先进的附墙爬模技术，
它以液压为动力，通过导轨与支架互爬
的自动爬升，相比传统施工，能将生产效
率提升了1.5倍，还能让工人在百米高空
如履平地。

宜来高速宜昌段全长 92 公里，投
资 168 亿元，桥隧比达 73.3%，建成后
将是宜荆荆都市圈东西向的交通大
动脉。

宜来高速晏家坪大桥主墩封顶

墩柱高54层楼 施工如“串葫芦”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戴辉 通讯员 黄健 高俊龙

武汉天河机场
T2航站楼启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