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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日报讯（记者汪彤、通讯员
杨文兵）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4
月17日，记者从全省耕肥培训班上获
悉，近年来，我省深入开展耕地质量保
护与提升行动，实施科学施肥与节水
农业，耕地质量等级连续五年提升，达
4.49，高于国家平均水平0.27个等级，
有力支撑了全省粮食增产增收。

截至目前，全省已设立部、省、
市、县四级耕地质量长期定位监测点

1281个，平均每10万亩耕地达到1.8
个点，高出全国平均水平；化肥施用
量实现11年递减，从2010年的354.9
万吨（纯量）减到2022年的257.98万
吨，减幅达27%，位居全国前列；农作
物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每年稳
定在90%以上，主要农作物化肥利用
率从10年前的30%左右提高到41%
以上；开展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
吸引社会资本3.6亿多元、扶持培育

70多家专业化服务主体开展粪肥还
田利用，打通种养循环堵点，受农业
农村部充分肯定。

据介绍，我国一般将耕地分为15
个等级，1—4等是优等地，5—8等是
高等地，9—12等是中等地，13—15等
是低等地，1等耕地质量最好，15等最
差。会议明确，我省将进一步聚焦实
施科学施肥增效，建强粮食安全母体，
确保耕地质量等级持续稳步提升。

湖北日报讯（记者胡蔓、龙华、
通讯员童萱、实习生陈梦媛）一个漂
亮的旋切，迅速将心脏上包裹的一
层心肌完美卸下。4月26日，同济
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魏翔教授团队
用自己发明的“心脏不停跳心肌切
除器”，成功为第705名肥厚型梗阻
性心肌病患者实施了手术。目前，
已有美国、西班牙等国专家来院学
习这一“中国术式”。

从世界首创“陈氏胰肠吻合”术
到将暴发性心肌炎死亡率从50%以
上降至5%以内并提供“中国指南”；
从制造全球首个用于HPV整合检测
的体外诊断试剂盒到破解血管里的

“长寿密码”，同济医院正焕发出不
竭的创新动力。短短6年，该院喷涌
近千个医学创新成果。在4月27日
召开的“2024党建引领公立医院高

质量发展交流会”上，这一“同济现
象”引起业内关注。

该院党委书记唐洲平感慨万
千：“健康湖北在坚定书写‘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的时代答卷中，创新
是不可或缺的医学注解。要营造敢
于创新的氛围，培育鼓励创新的土
壤，让一切变得水到渠成。”

为了培育让成果拔节生长的沃
土，医院打破常规，从“引、育、用、留”
入手，打造引才聚才“强磁场”，形成
了两院院士领衔、名医名家荟萃的人
才格局。他们通过揽月计划、领航计
划等，前瞻性地培养高水平医学人
才；通过领军人才、高层次人才、骨干
人才、基础人才项目，搭建专门平台，
分层孵育。医院还制定人才“伯乐
奖”等激励办法，向科研特别突出的
人才倾斜。 （下转第2版）

新质生产力蓬勃向上奋进中的湖北

我省耕地质量等级连续五年提升

湖北建设世界级北斗产业集群——

北斗送我上青云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肖丽琼 实习生 林柱斌 胡晓晗

在北斗技术的加持下，华测首款手持扫描仪，每秒可以获取10万点的测
距和测角数据信息。 （图片为受访者提供）

新闻调查

快速二环画圆，高速高铁通江达海——

内畅外联引发襄阳蝶变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翟兴波 雷闯

4月26日，总投资超百亿元的襄
阳环线提速改造工程全线通车，中心城
区快速路网通车里程达到200公里。

襄阳成为继武汉之后，全省第二个
拥有快速、完整“内外环线体系”的城
市。

从襄阳市区任意一个地方出发，
10分钟可上快速路，15分钟抵达高速
路口，30分钟可到达高铁站、机场。中
心城区迈入半小时交通圈，标志着襄阳
内畅外联的新交通格局全面形成。

襄阳市委主要负责人表示，将加快
构建铁水公空立体式交通体系，做强全
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功能，努力建成中心
城区面积300平方公里、人口300万人
的Ⅰ型现代化大城市，打造引领汉江流
域发展、辐射南襄盆地核心增长极的省
域副中心城市。

做大城市提升品质——

16年接力建成城市快速路网

驱车驶上环线，时速最高达到80
公里，一路畅通。

从空中俯瞰，53公里长的环线犹如
一条玉带，串起了襄城区、樊城区、襄州
区、高新区、东津新区，形成一个“圆”。

“围合面积约173平方公里，惠及
170多万人。”襄阳市住建局局长陈建
斌表示，按照国内外城市发展经验，平

均每平方公里1万人的空间布局是最
科学的。

2008年，襄阳的经济总量刚突破
1000亿元，中心城区面积也只有80平
方公里。“市委审时度势，提出向北京、
上海等大城市学习，启动环线规划，拉
开城市骨架。”襄阳市发改委三级调研
员李地宝说，此后，市委、市政府锚定目

标，一届接着一届干，不断优化环线路
网，经过十余年努力，城市环线实现了
贯通。

但建设赶不上发展。随着城市的发
展和车辆的增多，拥堵现象日益突出。

“从汉口站乘高铁到襄阳东站，最
快只需72分钟，而出站后到中心城区，
还需要四五十分钟。”襄阳市城市规划

设计院院长雷锦洪说，无论是满足人民
群众对舒适出行的需要，还是提升城市
品质，都需要建设城市快速路。

2022年4月，襄阳启动环线提速
工程，采取“主线高架＋地面辅道＋互
通立交”的方式改造环线，全市上下排
除万难，三年工期两年完成。

16年接力奋战，襄阳快速“二环”
终圆梦。“这是襄阳迈向大城市的关键
一步，具有里程碑意义。”雷锦洪说。

县县通高铁高速——

做强综合大交通、大枢纽

4月26日，呼南高铁襄荆段重点
控制性工程——宜城汉江特大桥建设
正酣，3个桥墩已进入梁部施工。

该高铁（段）明年建成后，襄阳将在
全省率先进入县县通高铁时代。

襄阳素有“南船北马、七省通衢”之
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汉丹、襄渝、焦
柳3条铁路建成通车，襄阳一跃为全国
铁路运输网的重要枢纽。

进入新时代，襄阳的交通蓬勃发展。
2019年，浩吉铁路、汉十高铁、郑

渝高铁郑襄段开通。2022年，郑渝高
铁全线通车，襄阳成为全省第一个拥有
两条高铁线的地级市，铁路运营里程达
808公里（高铁368公里），直达全国
170多座城市。 （下转第4版）

厚植生长沃土 澎湃科技动能

同济医院6年
喷涌近千个医学创新成果

短新闻荆 楚

湖北日报讯（记者杨富春、通
讯员林子荣）4月25日，湖北科创供
应链平台——黄石首批供需对接签
约活动在黄石（武汉）离岸科创园举
行，毫米波雷达、智能焊接机器人、
电动汽车热泵等32个合作项目现场
签约。

去年6月以来，省委先后召开13
次专题会研究部署“以用为导向的科
技创新供应链平台”建设。省委、省
政府部署建设湖北科创供应链平台
以来，黄石加强天网平台黄石专区建

设，打造以黄石技术交易市场为服务
中心，6个县（市、区）为服务节点，高
校院所平台、重点产业链等为服务驿
站的“1＋6＋N”地网服务体系；围绕
黄石企业的技术、人才、金融等重点
创新需求以及离岸科创平台建设，梳
理制定三个方面11项政策，形成金
额超8000万元的政策包，激励引导
科创企业上平台、用平台。

目前，黄石科创供应链平台累
计入驻企业283家、采集总需求300
项、对接需求 235项、匹配成功 39
项。首批签约活动中，技术、人才、
金融等32项供给与需求对接成功，
标志着平台进入运行阶段。

黄石科创供应链平台签约32个项目

银河如带，北斗如针。
千百年间，人类依赖北斗星的照

耀，识别方向、判断季节、计算时间。
而今，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导航
系统，将中华智慧与宇宙浩渺成功连
接，在智能驾驶、桥梁监测、交通管
理、防灾减灾、智慧农业、公共安全等
方面，绽放光彩。

作为湖北突破性发展的五大优
势产业之一，北斗在湖北的规模应用
正快速增长，一大批湖北科技企业奋
力追“星”，北斗技术已成为湖北新质
生产力的重要推动力量。

湖北“芯”精准“重塑时空”

清晨，江汉关钟楼的钟声悠然响
起，穿越长江两岸，回荡在江城上空。

历经一个世纪的岁月沉淀，江汉
关的钟声依旧铿锵有力。与百年前
相比，如今的江汉关钟楼嵌入的是一
颗中国“心”——接收北斗卫星信号
的北斗授时单元，每天的计时误差不
超过百亿分之三秒。

倚北斗，瞰星河。
由我国自主建设、独立运行的北

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已成国之重
器。依托这一技术，江汉关的钟声更
显豪迈与自信。

著名原子钟专家、中国科学院精
密测量科学与技术创新研究院研究
员梅刚华说，北斗的主要硬核功能是
授时和定位。通俗而言，北斗可以告
诉人们最精确的位置和时间，广泛用
于电力、通信、交通、证券、防灾救灾、
国防等领域。

为给北斗导航卫星装上更强大
的“心脏”，梅刚华带领精密测量院星
载铷钟研制团队潜心研发，攻克多项
关键技术，研制出具有完整自主知识
产权的星载铷原子钟（简称“星载铷
钟”），整体性能实现国际领先，湖北
北斗“芯”为北斗三号系统的成功建
设提供强大支持。

在需要精准授时、导航定位的
重要场景中，“湖北造”北斗产品大

显身手——
在武汉梦芯科技有限公司，一颗

红豆大小的硅体上集成百万字节的
存储单元，实现每秒近千万次运算。
这枚“启梦MXT2702”，是中国首颗
40纳米量产的北斗导航定位芯片，
由该公司董事长韩绍伟带队研发，填
补了湖北北斗产业“无芯”空白，斩获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科学进步奖一等
奖。在它的助力下，北斗精准定位可
达“厘米级”。

孝汉应高速公路孝感西收费站，
是湖北31座北斗授时收费站之一。
北斗为高速公路上的交通运输提供
高度精确的时间同步服务，从而确保
所有设备之间的通信和协作正常运
行，支撑车路协同效益的有效发挥，
有助于减少交通事故和拥堵，提高交
通效率和安全性。

“武汉是全国率先为共享单车使
用北斗电子围栏技术的城市。”武汉
北斗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余峰介绍，省内北斗产业链上的企
业协同创新，为共享单车企业研发出
北斗电子围栏技术。这一技术很快
在全国各大城市推广，帮助共享单车
企业的止损率从20%降低到5%。

“北斗＋”，从耀苍穹到伴身边

北斗距我们有多远？
从物理距离看，北斗卫星在远离

地面3万多公里的高空；从心理距离
看，武汉华测卫星技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武汉华测”）总经理袁本银认
为，北斗就在我们身边。

4月24日上午，在武汉华测车
间，技术人员展示出一张图。图上，
总面积7万多平方米的工业园区一
目了然。点住远处一座厂房放大，原
本指甲盖大小的区域占据整个屏幕，
厂房上的企业名称清晰可辨。

“这不是照片，而是北斗这个‘千
里眼’拍下的三维实景地图，地图上
的元素可以放大数十万倍。”袁本银
告诉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在北斗技术助力下，2024年，武
汉华测将高精度RTK（实时动态）与

激光雷达相结合，推出首款手持扫描
仪“如是RS10”，开创全新的三维测
量时代。传统的高精度RTK每秒只
能测量1个点，获取厘米级的坐标；
激光雷达通过激光扫描，每秒可以获
取10万点的测距和测角数据信息。

二者创新性组合后，可实现每秒测量
10万个点的坐标，实现对真实物理
世界的精准复刻，“说得通俗一点，就
是人眼看到的所有物体的空间信息
都可以被RS10记录下来。”

（下转第3版）

4月26日，车辆在襄阳环线提速改造工程云兴互通立交桥上通行。
（湖北日报通讯员 谢勇 张沛 摄）

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湖北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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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7日，恩施州举行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科
技论证会，相关部门、专家、茶企代表围绕新产品、
新工艺、装备信息系统开发、作用机理研究等38
条科技需求进行论证，聚力解决茶产业发展的关
键共性技术难题。

截至目前，全州已有茶产业类科技创新创业
平台46家，茶产业类高新技术企业54家，备案茶
产业类科技型中小企业92家，构建了茶树良种
化、茶园生态化、生产标准化、加工清洁化标准管
控体系，为推动以“一红一绿”为代表的硒茶产业
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注入新动能。

品种创新激发“芯”动力

4月12日，走进恩施州农科院国家茶叶区域
性种苗繁育基地，“玉露1号”“中茗6号”等茶树
幼苗抽芽吐绿，生机勃勃。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早在30多年前，恩施
州农科院就开始立足本地资源选育优良品种。

1988年，研究人员在恩施市芭蕉侗族乡灯笼
坝村发现两株早芽茶树单株，属本地群体种恩施
苔子茶，后被命名为恩T1号、恩T2号。

“恩T1号具有发芽早、抗寒性强、产量高、味
鲜香浓等优点，适合制作针形绿茶。”恩施州农业
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所长梁金波介绍，历经长期
观察、扦插繁育、品比试验、国家区试等科研过程，
将恩T1号培育为恩施玉露专用茶树新品种，命名
为玉露1号。

2022年，玉露1号获得农业农村部品种登记
授权，在全国适宜种植区域推广。

近年来，恩施州农科院茶叶研究团队依托茶
树新品种选育与推广项目，联合中国农科院、省农
科院、华中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校，从新品种选育、繁育推广、高效种植、绿色管
护、集成防控等方面进行全产业链研发，大幅提升茶叶的抗病、抗虫、抗高温、
抗冻害等能力，成功选育出国家登记品种玉露1号、利川红1号，省级品种鄂
茶10号等多个特色新品种，并从省外筛选引进中茶108、龙井43、白叶1号、
黄金芽等优异品种，从种植源头优化产业发展的“基因”。

“通过工厂化繁育，我们将育苗时间缩短至6个月，实现一年四季可栽
茶苗。”梁金波说，通过技术创新，恩施州农科院制定了一套完整的管护标准
和技术体系，新栽茶树成活率达95%，将茶树从苗到茶的“窗口期”由3年缩
短至1年。

开启“一键制茶”时代

鲜叶摊放、蒸汽杀青、整形上光、焙火提香……4月13日，在恩施市芭蕉
侗族乡黄连溪村恩施蓝焙茶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焙茶业）生产车
间，一条全新恩施玉露生产线开足马力，偌大的车间只有2名工人在操作，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不禁产生好奇。

目前，在恩施玉露生产工序中，摊青至杀青、动态烘干至精揉等工序
尚未实现全自动化，需要人工转运茶叶，一条生产线至少需要10多名工
人作业。 （下转第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