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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来，国网阳新县供电公司形成党政主
要负责人指挥、分管负责人具体负责、各相关
部门分工协作的工作格局，打造文明创建新样
本，有效助力文创工作。

在阳新县城东地区人流量、车流量大的区
域，该公司第二批环网柜美化工作进展如火如
荼。本次环网柜箱体美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及特色景点、土特产、特色非遗文化等为
主题，彩绘内容有王英仙岛湖、龙港红军街、阳

新特色布贴等，彩绘主题鲜明、风格与周围环
境有机融合，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增添了亮丽
的色彩。

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些环网柜不仅
好看，而且能够有效抵制小广告，对于提升市
民文明素质和创建文明城市起着“润物细无
声”的宣传效果。

截至目前，该公司已经完成了30余个环
网柜和分接箱的彩绘工程。

此外，该公司通过制定特殊群体服务清
单，依托“鄂电红马甲”开展扶贫、助残等公益
志愿活动，推动电力服务与文明实践工作不断
向基层延伸、向群众惠及。

该公司坚持“硬件”“软件”齐抓，围绕乡村
振兴、优质服务、文明服务环境建设，深入开展
党员责任区、党员示范岗、文明服务窗口创建
等活动，将电力特色融入文明阳新的创建。

（张梦瑶）

阳新：供电柜“穿新衣”扮靓城市风景线
今年以来，十堰房县聚焦市场需求，打好政

策引人、培训育人、岗位留人“组合拳”，持续满足
企业用工需求，优化营商环境。

政策引人。统筹优质政策资源，印发政策宣
传单2000余份。设立就业服务专员，对146家
企业、43个居民小区实行专员包保服务。今年
一季度，共有499名大学生来房返房就业创业，
115名外出人员返乡创业。

培训育人。培育壮大7家定点职业技能培

训机构，开设30个工种的优质培训课程，帮助
348名劳动力掌握就业技能。服务197名进城
劳动力，培养汽配产业技能人才21名。

岗位留人。先后举办招聘会 107场次，
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547人。合理开发公益
性岗位，统筹安置1345名农村人口就业。建
成3家零工驿站，推动285名县城人口就地就
近就业。

（贺坚 唐波 陈靓）

房县：多举措打好就业“组合拳”

4月26日晚，第14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揭晓“天坛奖”各大
奖项。由麦特影业（湖北）有限公司出品，新人导演龙飞执导，
胡歌、高圆圆主演的鄂产电影《走走停停》，斩获最佳影片、最
佳编剧和最佳女配角三项大奖，成为本届北影节最大赢家。

“湖北造”影片再次闪耀重量级电影节

电影《走走停停》是著名演员胡歌与高圆圆的首次大银幕
合作。片方介绍，影片在北影节的首轮放映中备受好评，轻松
诙谐的疗愈轻喜剧风格让观众们好像来了一场“心灵SPA”，
在本届北影节竞赛片的场刊评分中获得了4.0的高分。参与
打分的媒体大V这样推荐：“一部非典型的治愈电影，没有语
重心长的强硬煽情和故作深沉的浓鸡汤，而是用笑中带泪的
生活流故事打动人心。”“把沉重的现实话题拍得轻盈诙谐。”

《走走停停》讲述“脆皮青年”吴迪在大城市事业受挫，
返回家乡重启人生，却机缘巧合与昔日“班花”冯柳柳重逢
的故事。影片尝试向观众呈现另外一种面对人生“停滞期”
的心态与选择。轻松幽默的处理方式也十分契合当代年轻
人的精神状态，胡歌饰演的吴迪和家人的相处日常，更是让
观众们感受到了一种似曾相识的真实感，逗得观众时而捧
腹大笑，时而会心一笑。

电影《走走停停》由龙飞执导，黄佳编剧，胡歌、高圆圆领
衔主演，岳红、周野芒、金靖、甘昀宸主演，刘钧特别出演。出
品方是我省的影视公司麦特影业（湖北）有限公司，影片于
2022年8月在湖北立项，2023年5月31日开机拍摄。

在北京电影节颁奖典礼上，导演龙飞宣布《走走停停》定
档6月8日端午假期全国公映。在官方发布的定档海报中，
吴家餐厅吃瓜小队集结，每位角色的眼神都十分微妙有趣，泛
黄的老房子有着独特的明媚感。整体氛围松弛惬意，极具烟
火气，仿佛围坐着的都是身边的邻居或是老友。海报上“允许一
切发生，做勇敢快乐的人”的描述也阐释了影片所传达的价值
观：人生走走停停，重要的是拥有接受一切发生的心态和勇气。

湖北从票房重镇加速成为创作高地

本届“天坛奖”的国际评委会由7位成员组成，分别是担任
评委会主席的塞尔维亚名导埃米尔·库斯图里卡，以及6位评
委：澳大利亚电影声音设计师大卫·怀特、华人演员费翔、奥地利
导演杰茜卡·豪丝娜、巴西导演卡洛斯·沙尔丹哈、中国演员马丽
和中国演员朱一龙。

在本届北影节的闭幕红毯上，评委费翔曾提前透露，评委
会全体成员在“最佳影片”的选择上英雄所见略同，在终评环
节，7个人不约而同地把“最佳影片”的票投给了同一部电影，
随后揭晓就是鄂产电影《走走停停》。

从2021年的高口碑电影《爱情神话》，到2024年一鸣惊
人的《走走停停》，麦特影业（湖北）有限公司这几年接连出品
了两部备受电影节青睐的佳作，为鄂产电影的高质量发展作
出了注解。《走走停停》制片人、麦特影业相关负责人岳洋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从《爱情神话》到《走走停停》，都是新导
演、好监制、好演员、好剧本，有偶然，但更是必然。尊重内容，
尊重电影的专业性，就会有好作品。”

《古田军号》《中国医生》《爱情神话》《人生大事》《你好，李
焕英》《穿过寒冬拥抱你》……近几年，多部“湖北造”和带有鲜
明湖北元素的电影载誉各大电影节，在华表奖、金鸡奖评选中
展现了湖北电影创作的最新成就，也让“票房大省”湖北加速
成为“创作大省”。

省委宣传部电影处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湖北省持续
营造影视生产良性生态，除了持续深耕主旋律电影并收获累累
硕果，还加大支持力度，营造良好的电影创作和投资环境，引进
更多高质量商业电影“入鄂”，为中国电影打造更多兼具思想深
度、艺术高度和观赏价值的高分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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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通车里程816公里，县县

通2条高速；刘集机场完成改造，直飞全
国30个城市，今年又新开通了直飞香港
航线；小河港开通26条国内外航线，通
江达海。

2022年，襄阳被列为全国性综合交
通枢纽城市。

李地宝表示，西十高铁有望明年建
成，呼南高铁向北至洛阳、向南至常德，合
襄高铁纳入国家规划，襄阳国家铁路枢纽
功能将全面增强。同时，还将加快建成襄
阳至宜昌、新野、信阳等高速公路。

构建大通道、大枢纽，变货物“流量”
为要素“留量”。

4月27日，襄阳综保区内，300多台
新能源汽车和一批汽车零部件等待出
关，以公铁联运的方式发往西安。

成立一年多来，该综保区开通了襄
西欧、襄渝欧、襄汉欧等国际货运班列，
以及至武汉阳逻港、深圳盐田港、宁波港
等路线。2023年完成进出口贸易额3.16
亿美元，今年1—3月完成1.5亿美元。

目前，襄阳已建成33个公路物流园
和11个铁路物流园。

襄阳市交通物流发展服务中心主任
周运华表示，将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打造

“五枢纽＋五园区”物流空间布局，建成
7条国内物流轴线，拓展襄欧出境物流、
沿江出海物流、东南出海物流、西南出境
物流、襄蒙俄出境物流等5条国际通道。

资源要素“向襄”奔赴——

大交通助推大发展

4月26日晚，襄阳唐城景区游人如
织，400名演员翩翩起舞。去年，该景区

接待游客超过200万人次，创下新高。
乘坐高铁1.5小时到武汉，2小时到

郑州，4小时到北京、重庆……高铁时
代，大大缩短了襄阳与全国城市的时空
距离，助推旅游火爆“出圈”。

2023年，全市游客接待量首次达1
亿人次，增幅位居全省前列。今年春节
假期接待游客 683 万人次，同比增长
66%。

襄阳市住建局副局长张德平表示，
环线与高铁站、机场、高速公路快速对
接，大大提升了城市的可进入性和游客
的舒适度，襄阳旅游将更上一层楼。

便捷的交通，带动人流、物流、资金
流等资源要素不断向襄阳聚集。华侨
城、比亚迪等一大批头部企业落户，

“144”产业集群加速发展，工业总产值
向万亿挺进，地区生产总值从千亿跃升
到五千多亿，实现“四级跳”。

行驶在环线东段，武汉理工大学、华
中农业大学、同济医院、襄阳市中心医
院、襄阳市科技馆等单位依次坐落。

这里是省政府批复的第一个城市新
区——东津新区。眼下，这片218平方
公里的土地上，正在依托襄阳东高铁站
的优势，加快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科教
中心、教育医疗中心、会展中心。

“以后，从东津到襄城、樊城的车程缩
短至20分钟，往来更快捷。”东津新区管
委会副主任于庆波说，这对东津承接老城
区功能疏解、人口转移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东津人口已增至22万，中化
六建、华为襄阳云计算基地、长飞光纤、
中国联通等一批企业入驻。

“东津可借鉴广州等地经验，利用高
铁等综合交通优势，培育会展经济，带动
产业和人口‘双集中’。”雷锦洪说。

4月26日，2024中关村论坛举
办“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发展论坛”，发
布《国家高新区创新能力评价报告
（2023）》（以下简称《报告》）。论坛
上，东湖高新集团负责人作专题报
告，介绍成果与经验。

光电子产业占全国半壁江山

创新能力稳步提升

论坛上透露，2023年全国178家
国家高新区实现生产总产值18万亿
元，占全国GDP的14%，实现工业增
加值9.2万亿元，占全国比重的23%。

近年来，国家高新区综合实力稳
步提升，总体经济规模和效益进一步
增长，高科技产业主体不断壮大，并
持续向集群化、集约化、高端化发展。

《报告》显示，2022年，177家国
家高新区入统高企数量占比达
67.4%。国家高新区通过培育壮大先
进产业集群，成为保障产业链、供应
链安全的重要基石。其中，武汉东湖
高新区光电子产业规模占全国50%。

不仅如此，《报告》中多项指标显
示，武汉东湖高新区的创新能力也在稳
步提升。

在产业技术交易方面，2022年，
湖北的国家高新区企业当年完成的
技术合同成交额达727.6亿元，位居
全国第六。其中，武汉达565.8亿元。

从拥有的知识产权看，2022年，
东湖高新区企业100亿元增加值拥
有知识产权数量和各类标准数量达
10464件，位居全国第三。

从企业效益看，2022年，武汉东
湖高新区企业净利润达 1003.7 亿
元，从营收比例看，武汉东湖高新区
的高技术产业营收占营收比例达
42.9%，排名均为全国第七。

作为诞生于光谷、成长于光谷的
企业，东湖高新集团在东湖高新区投
建武汉软件新城，2023年园区企业
总产值约200亿元。该公司董事长
杨涛介绍，园区内聚集了以IBM、纬
创软件为代表的世界500强企业7
家，以迈异信息、安天信息、软通动力
等为代表的30余家行业全国百强企
业，产业集聚效应显著。

布局新赛道新产业

加强颠覆性技术攻关

《报告》显示，国家高新区紧跟前
沿技术发展方向，前瞻布局未来产业，
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颠覆性技术
攻关，尤其是一流园区表现突出，涌现
出许多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加快部署
新赛道新产业。

《报告》特别指出：武汉东湖高新
区在光通信、激光、集成电路、新型显
示、生物医药等领域突破了一批“卡脖
子”技术。

在光通信领域，“三超”光传输，
传输容量跃升至P比特级，居于世界
领先，成功研制国内首款800G硅光
模块和首款1.6Tb/s硅光互连芯片。

在激光领域，成功研发万瓦级光
纤激光器，打破国外技术垄断。

在集成电路领域，自主研发的

232层闪存芯片成功跻身全球前沿
技术队列，全球首颗北斗精度AI控
制芯片、全国首款百万像素级双色双
波段红外探测器芯片等一批首创成
果不断涌现。

在新型显示领域，涌现全球首款
8英寸无偏光片360°折叠屏、全国
首台新型显示喷墨打印技术与装备，
长江存储成功研发三维闪存芯片，实
现了国内高端存储芯片“零”的突破。

光迅科技研发的硅基相干光收
发芯片和器件，填补了国内商用硅光
芯片和光传输器件空白。

“我们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
力。”杨涛介绍，东湖高新集团聚焦智
能制造、生命科技、新材料三大主题
产业，在全球运营了45个园区，开辟
产业新赛道。

“每个园区都结合园区所在地资
源禀赋打造产业集群。”杨涛以生物
医药为例介绍说，公司突破空间界
限，在武汉化工区布局上游的原材
料、原料药，在光谷、杭州、上海、比利
时布局中游的医药研发与生产制造，
在海口自贸港布局下游的医药流通
和医疗服务，围绕产业链的项目布
局，更好更精准地匹配企业发展需
求，实现跨区域资源联动，进一步完
善园区产业发展生态。

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全国第二

科技创新生态不断完善

科技创新生态是深度影响创新
实力与成果的外部要素，国家高新区

科技创新生态的构建，一方面源自高
新区对企业直接或间接提供的资金
支持和创新服务，另一方面取决于高
新区内各类主体共同营造的创新氛
围与相互支撑。

《报告》显示，国家高新区省级及
以上各类创新服务机构数量持续增
长，中部地区增长最快。2022年，湖
北拥有国家高新区省级及以上各类
创新服务机构达500家，占国家高新
区整体比例的 6.66%，位列全国第
五。其中，东湖高新区拥有203家，
全国园区排名第三。

从单个园区科技企业孵化情况
看，东湖高新区拥有国家级科技企业
孵化器45家，排名全国第二。《报告》特
别指出，需要注意的是，东湖高新区也
是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占科技企业
孵化器比重最高的园区，说明东湖高
新区对企业孵化创新的支持力度更
大，企业参与度更高。

不断完善的科技创新生态，
吸引着人才和产业向东湖高新区
聚集。

此次参加中关村论坛活动的武汉
敏声新技术有限公司对此深有体会。
公司董事长孙成亮说：“其实，这些年
也有很多地方抛来橄榄枝，但我们还
是坚定选择留在光谷。”他介绍说，东
湖高新区在人才引进政策、资金扶持
等方面，给了公司很大的帮助，“并不
是‘画饼’，而是说到做到，都已兑现或
正在兑现中。我特别感动和感谢。”孙
成亮说。

在创新中持续绽放“光”芒
——世界领先科技园发展论坛侧记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陈熹 张歆 通讯员 张延

（上接第1版）
“这是恩施玉露全自动化生产

线，通过应用智能传感及生产控制等
集成技术，只需要2名工人就可以实
现智能化、自动化、洁净化生产，无需
人工转运。满负荷情况下，每天可生
产600斤干茶。”蓝焙茶业董事长蒋
子祥介绍，该公司投入500多万元，
联合浙江工业大学、上洋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加强技术研发，融合多种先进
茶艺加工技术，建成全州首条恩施玉
露全自动化智能生产线。

记者在现场看到，车间上方有一
间主控制室，摆放着两台电脑，上面
实时显示摊青萎凋、蒸汽杀青、回潮
风选、动态烘干等模块，通过鼠标可
以一键调整各项参数。

“从鲜叶原料投放到产品生成，
整个生产流程数据可视、工艺可动态
优化、成本质量可追溯。”蒋子祥说，
只需选择茶叶品种、采摘天气、鲜叶
等级等类别，生产线即可实时调整相

应加工参数，有效解决了以往依靠人
工把控质量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
保证茶叶品质稳定。

以前，红茶制作采用的是阳光萎
凋和自然萎凋，这种方法时间长、不
好把控，同时还会影响茶叶的鲜爽
度。利川星斗山红茶有限公司首席
制茶师邱建红反复试验，发明专用的
电萎凋槽，摸索出“电热恒温＋标准
化萎凋槽”的现代萎凋工艺，极大提
高了利川红的品质。

目前，恩施州已建成连续化、自
动化生产线246条，全电气化制茶企
业达到158家。

传统茶饮挺进“潮”品江湖

“还有茶叶口红？”4月20日，在
恩施市硒都茶城“一红一绿”新茶饮店，

几位顾客一进门，便被一款口红吸引。
“这款茶叶口红中含有茶籽油和

茶多酚，具有滋润保湿和抗氧化功
效，有助于淡化唇纹。”湖北“一红一
绿”茶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何
洁介绍。

2021年，恩施州农业农村局为
补齐茶产业链精深加工和综合利用
方面的短板，建立了中国农业科学院
茶叶研究所茶深加工与多元化利用
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尹军峰专家工
作站。依托该工作站，何洁组建专家
团队，在传统茶饮基础上，研发生产
茶粉、新茶饮产品20余种，创新开发
了系列茶叶口红、洁面啫喱、爽肤水、
润肤乳、喷雾等多种茶叶“潮”品。

“今年以利川、巴东、鹤峰的茶叶
为原材料，新开发了3款不同色号的

口红，还将推出茶叶面膜产品。”何洁
说，公司生产的洗护用品旅行装和茶
叶口红，受到女性消费者喜爱，年销
售额超过200万元。

围绕“茶科技”做文章，恩施州不
少茶企创新开发恩施硒茶精深加工
产品，提高夏秋茶的利用价值，延长
茶产业链。

走进恩施州龙马新果实业有限
公司生产车间，一股浓郁的茶香扑鼻
而来。该公司是恩施州首家抹茶生
产企业，拥有6条标准化抹茶生产
线。总经理柴荣建介绍，抹茶起源于
中国隋唐时期，古时称作末茶。作为
天然食品添加剂，现如今广泛用于食
品、医疗、化妆品等行业。

2018年落户恩施以来，该公司每
年技改投入200万元，从颜色、口感、
香气等方面不断提升品质和生产稳定
性。目前已签下100吨的抹茶订单，
大部分来自新茶饮头部企业。今年还
将投资1000万元，新建一条生产线。

“一红一绿”向新而行

中国·武汉木兰草原国际风筝邀请赛
暨全国运动风筝锦标赛开幕

五颜六色形态各异的风筝在木兰草原上空迎风飞舞。（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倪娜 通讯员 鲁明 摄）

湖北日报讯 （记者黄磊、通讯员黄
宣、鲁明）4月27日，2024年中国·武汉木
兰草原国际风筝邀请赛暨全国运动风筝
锦标赛在木兰草原景区开幕。来自18个
国家和地区的风筝爱好者相聚“中国风筝
放飞基地”木兰草原景区。

本次大赛共有42名国际参赛选手，是
历届以来国际参赛选手最多的一次，同时
邀请了35支国内顶尖风筝专业选手队伍
同台竞技。选手们将在4月27日、28日两
天时间里参加8个竞赛项目角逐和5个传
统项目表演。

本次风筝赛首创十串六连串团飞表
演，由中国武汉、天津、沈阳和泰国共十位
选手操控60只四线风筝。此外，此次风筝
赛参赛队伍中有风筝赛举办以来最年轻
的选手，年仅13岁，来自泰国，是全球运动
风筝比赛中最年轻的选手之一。

活动现场，全球最大的软体风筝——
长达100米的“章鱼”风筝在木兰草原首
次亮相，与面积超400平方米、长达50米
的“鲸鱼”风筝在天空一同上演“奇幻海洋
之旅”。活动现场还专门设置了风筝放飞
体验区，让群众现场体验放飞大型风筝的
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