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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中国航天日”主场活动

湖北武汉

湖北日报讯（记者张辉、通讯员
郑轩）4月20日上午，楚天好茶全国推
广活动沿海行出征仪式在武汉举行。
省政协主席、省茶产业链链长孙伟向
总领队授旗，并宣布楚天好茶沿海行
出征。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会长乔
传秀出席出征仪式。

近年来，湖北省委、省政府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做好茶文
化、茶产业、茶科技这篇大文章的重要指
示精神，将茶产业作为重要的生态产业、
特色产业、富民产业，以链长制促进茶产
业高质量发展，出台了《关于实施十大行
动推动湖北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即“茶十条”，积极推动茶产业延链、补
链、强链，湖北茶产业发展基础不断夯

实、优势日益凸显、品牌持续擦亮。
此次楚天好茶沿海行是“楚天好”省

域茶产业公用品牌首场大型宣传推广活
动，也是落实“茶十条”的具体行动。活
动以“楚天好茶 东风万里”为主题，组建
宣传车队，将历时30余天，深入武汉、南
宁、广州、东莞、深圳、厦门、泉州、福州、
温州、宁波、上海、南通、青岛、天津、唐

山、大连、杭州等17个城市，对“楚天好”
茶进行全程宣传推介，帮助茶企加快开
拓市场，提升品牌价值，促进茶农增收。

省政府副省长彭勇，中国茶叶流
通协会会长王庆，中国工程院院士、省
茶产业链首席专家刘仲华分别致辞。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省茶叶协会
有关负责人作推介和发布。

省政协副主席马旭明，武汉市政
协主席杨智，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杨青，省政协秘书长涂远超等
参加活动。

与会人员还参观了茶车生活展示区。

新华社北京4月20日电 4月2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
加蓬过渡总统恩圭马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习近平指出，中国同加蓬传统友好，两国友谊历久弥
坚。半个世纪来，任凭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中加始终平等相
待、相互支持，双边关系不断提质升级，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
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恩圭马总统一
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赓续中加传统友谊，

深化双边务实合作，丰富中加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
携手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

恩圭马表示，建交50年来，加中两国相互信任、真诚相
待，双边关系稳定发展，经济、社会和军事等领域互利合作成
果丰硕。加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加方愿同中方一道，推动加中全面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不断巩固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湖北日报讯（记者陶忠辉、通讯
员董想明）“可以喝上优质‘放心水’
啦！”4月18日，孝感城区供水系统
原水迁改工程项目全面完工通水，
66岁的董阿婆喜笑颜开。

城区供水系统原水迁改工程项
目总投资13.17亿元，是孝感有史以
来单项投资最大的一项民生工程。
建成通水后，汉江供水源取水能力由
每日23万吨增加至46万吨，供水服
务面积将超过100平方公里，惠及孝
感主城区、孝南区部分乡镇及云梦县
城乡约100万人。

孝感虽地处长江以北、汉江以东，
但人均水资源量仅有全国平均水平的
三分之一、全省平均水平的一半，属于
典型的水量型、水质型双重缺水城市。

早期该市自来水大多取自河道及

地下水。1975年，通过开凿地下井建
成小型水厂，启动集中供水。但随着
城市的扩张，地下水过度开采，导致水
位下降、水质恶变，供水水源不足的瓶
颈凸显。该市多次迁移取水口，相继
建成二水厂、八一水厂、三水厂一期。

孝感城区用水需求量仍逐年递
增，去年夏季用水需求最高达到33
万吨/日，而主供水源汉江取水规模
仅23万吨/日。2022年9月，该市启
动城区供水系统原水迁改工程建设，
将汉江取水口由新河镇小河村向上
游迁移24公里至城隍镇新华村，进
一步改善用水矛盾及水源水质条件。

目前，孝感城市供水保障率和水
质综合合格率在99.85%以上，农村
集中供水率 98%、自来水普及率
96%，超全省平均水平。

湖北日报讯（记者马文俊）夜间
施工的审批、监管，既关系项目推进效
率，也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4
月19日从武汉市江岸区行政审批局
获悉，该区建筑工程夜间施工许可“审
批+监管”全流程智能服务已正式升
级上新。在该“升级版”试运行期间，
居民相关投诉件同比下降了60%。

2023年3月，为推进项目早开工
早落地，江岸区创新探索服务模式。
针对夜间施工许可申办时限短、重复
办的特殊需求，江岸区行政审批局推
出多类证照前置审核、线上申请一键
提交等新功能，将相关许可办理时间
从以往的约2天压缩至10分钟内，实
现服务“零成本、零跑动、零见面”。
当年，该服务也成为全省唯一入选全
国政务服务效能提升“双十百千”工

程典型经验案例的区县级试点项目。
今年，为进一步解决夜间施工带

来的噪声扰民的民生难题，江岸区行
政审批局在去年基础上推出风险分级
监管功能。通过分析工地施工方信
用、历史扰民投诉等因素，该局建立对
应数据模型，按照“无投诉”“低风险”

“高风险”，将项目风险信息精准推送
至一线监管、执法人员的工作设备。

“对于投诉少、信用好的工地，
可适当减少监管、执法频次，投诉多
的工地则可提前预防，实现执法力
量的高效分配。”江岸区行政审批局
负责人介绍，自上线以来，江岸建筑
工程夜间施工许可“审批+监管”全
流程智能服务已服务21个项目，累
计使用112次，成为该区建筑施工
单位夜间施工的首选。

“吃闸口大虾，品珍珠液酒，游襄
阳唐城。”4 月 20 日夜，襄阳市襄城区
启动第三届闸口大虾节，火辣辣、香喷
喷的大虾伴随众多优惠活动打开食客
味蕾，点亮襄城夜。

据悉，襄城已连续3年打造“襄城
八点半”夜经济品牌，以“闸口大虾节”
为契机，促进夜游、夜购、夜食、夜娱等
业态的深度融合发展，正引发新一轮消
费热潮。 （湖北日报通讯员 谢勇 摄）

习近平同加蓬过渡总统恩圭马
就中加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怀着“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的豪情——

父子接力做“粮王”
文/图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胡琼瑶

父亲是中国农村改革初期最早的
规模经营者之一，先后在湖北、宁夏垦
荒种粮，每年向国家交售粮食超过200
万斤，1989年被评为“全国百名售粮模
范”；

两个儿子追随父亲，在戈壁滩上
自建7000亩高标准农田，将贫瘠的盐
碱地变成年年高产的吨粮田；

3年前，父子三人怀着“把饭碗牢
牢端在自己手中”的豪情，兜兜转转回
到家乡襄阳，用新理念和新技术，重新
播种丰收的希望。

他们就是“老一代粮王”刘文豹和
“新生代粮王”刘斌、刘杰。

3月26日，湖北日报全媒记者来
到枣阳市王城镇中楼村，走进两代“粮
王”的世界。

从鄂北岗地“种”到茫茫戈壁
——两代人坚守“粮”心

3月26日清晨，在枣阳市宏农种
植家庭农场，炊烟袅袅升起，趁着老伴
做早饭的间隙，78岁的刘文豹转悠到
自家田边，瞅着长势不错的麦苗，饱经

沧桑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笑容。
早上到田间转一转，是刘文豹多

年来的习惯。
在父亲的影响下，刘斌和刘杰也

养成了这个习惯，无论刮风下雨，总要
去田间看看才心安。

刘文豹父子三人对土地有着别样
的情感。

刘文豹出生在南漳县一个农家，
曾在襄北国营农场当农机员。1982
年，湖北开始实行联产承包，刘文豹从
农场离职，自筹资金买4台“东方红”拖

拉机，为周边农民代耕代收。看到规
模化发展的前景，刘文豹一口气承包
襄阳市襄州区古驿镇1070亩土地，仅
用两三年时间就将杂草丛生的岗地改
造成庄稼地。

凭借机械化和规模化，刘文豹一
跃成为当时湖北最大的种粮户，并走
进中南海，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
见。

那一刻，刘文豹倍感荣耀，也由此
坚定了一生的信念：多种地、多打粮，
多为充实国家粮仓作贡献。

种粮路上并不顺利。刘文豹曾在
汉江边上的鱼梁洲开发粮田近万亩，
后几度辗转，奔波多个省份找地种，最
后选择了宁夏，承包黄河滩涂7000亩。

老伴沙玉荣一路跟随，无怨无悔，
只是偶尔跟儿子吐吐槽：你爸种田有
瘾。

没想到，这个“种田瘾”竟“遗传”
给了两个儿子。

1984年出生的刘杰，自初中毕业
就跟着父母走南闯北，从小爱好机械
的他，几乎包揽了田里的机械活，一干
就是25年。 （下转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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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天好茶全国推广活动沿海行启动
孙伟授旗并宣布出征

孝感城区供水系统原水迁改工程项目竣工

百万群众喝上优质“放心水”
10分钟办好夜间施工证
江岸区升级“智能审管”居民投诉降六成

大虾节 襄城亮点

为加快建成支点
提供坚强支撑和保障
——省委十二届六次全会精神引发

省直单位强烈反响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邓伟 王成龙

中部风潮涌，奋进正当时。
省委十二届六次全会审议通过

了《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
关于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湖北实
践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
支点的意见》，要求以更加奋发有为
的精神状态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
重要战略支点。

蓝图更宏伟、思路更宽广、路径
更明晰，部署更全面。

省直单位党员干部第一时间深
入学习省委全会精神，倍感振奋。大
家一致表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上来，不
断提升眼界、境界、格局，充分发挥主
观能动性，大胆闯、主动试、抓紧干，
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湖北实践走
深走实，为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
要战略支点提供坚强支撑和保障。

立足本职，在发展大局中
找准定位

作为省直单位，服务保障支点建
设，首先要找准自身工作在全国全省
发展大局中的定位，做到从全局谋划
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

“湖北是人力资源大省。加强人
力资源开发利用，加快塑造现代化人
力资源，为加快建成支点提供有力保
障和有效支撑，人社部门重任在肩。”
省人社厅党组书记、厅长刘艳红表示，
该厅将聚焦就业创业提质，强化就业

优先政策，促进重点群体高质量充分
就业，提高全社会劳动参与率，高效利
用人力资源；聚焦能力素质提高，壮大
高层次创新型人才队伍，建强技能人
才队伍，深化人才评价机制改革，全面
开发人力资源；聚焦合理流动提速，提
升人力资源供需适配性、配置均衡性、
流动便利性，优化布局人力资源；聚焦
社保水平提升，推动全民参保、完善制
度体系、提升保障水平、优化经办服
务，更好保障人力资源；聚焦治理体系
提效，健全收入分配机制、构建和谐劳
动关系、完善权益保障制度，充分激活
人力资源。

“在支点建设的进程中，我们要
自觉把退役军人工作放在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全局中谋划推进。”省退役
军人事务厅党组书记、厅长杨爱东表
示，该厅将全面贯彻落实全会精神，
对标对表党中央关于退役军人工作
的决策部署，准确把握省委工作要
求，紧紧围绕推进新时代湖北退役军
人工作高质量发展，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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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湖北实践，加快建
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省委十二届六次全
会明确强调重点把握“五个关系”。其中，“把握好
局部和全局的关系”居首。

2022年在新疆调研时，习近平总书记将其置于
欧亚大陆中心地带，为曾经“路到头、人到头”的边
境之地，指明了“如果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起来，新
疆将可能成为繁华的中心”这一广阔发展前景。
2023年全国两会之后，总书记到广东考察，在改革
开放的先行地、实验区，观察现代化建设的新进展
新气象，寄语南粤大地“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中走在前列”。循着总书记遍布大江南北的调研足
迹，我们能深切感知到，在治国理政的大擘画中，

“观大势、谋全局”作为一种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
方法，对于事业发展所具有的保障性作用。

全局决定着事物发展的整个局面、整体态势。
干任何工作，如果不能做到站位全局，就容易一叶
障目、不见泰山，两耳塞豆、不闻雷霆。谋改革、促
发展，只有善于从全局上分析形势、研究问题，才能
牢牢把握主动权。我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湖
北的使命任务，把支点建设的目标定位细化为“五
个功能定位”，这与总书记强调的中部地区“三基地
一枢纽”的定位有很高的契合度。站位“在更高起
点上扎实推动中部地区崛起”的全局，立足“加快建
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大局，全省各地
都要把自己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
深入思考该干什么、能干什么、能干成什么，因地制
宜、量体裁衣，进一步细化、实化“五个功能定位”，
找准在我国发展全局、我省发展大局中的定位，善
于从整体上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
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单一孤立地观察事物、研
究问题、推动发展。

全局是由一个个局部构成的，单点竞相发力、
汇聚成势，才能促进工作全面提升、带动发展整体
跃升。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在追求
上，就是要努力成为全局中的重要节点；在行动上，
就是既要落实好规定动作，把全局要求的事做好做
到位，也要谋划好自选动作，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和
基础条件，把自己独一无二、最具特色的核心优势
做大做强。落实省域战略规划要求，在水安全、水
环境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地质安全等底线管
控要求上，做到上下贯通，在重大生产力布局、人口
发展与城镇体系布局、基础设施布局、用地布局等
方面，做到省市县统筹，这是我们在奋力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湖北实践，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
略支点的过程中，深刻把握“全局”与“一域”的空间
辩证关系要抓好的大事。全省各地要吃透“上情”、摸清“下情”，把二者有机结
合起来，真正做到思路清、方向明、举措实、效果好。

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湖北实践，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
都是动词打头，但最终都要靠“人”来完成、靠“事”来促成。全省各地各部门都
要有强烈的责任人意识，全省上下都应当好坚定的行动派、实干家，在火热的
荆楚大地共同书写更多“既为一域争光、更为全局添彩”的生动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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