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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旧资源有效回收循环利用，就是开发了
“第二矿山”，让绿色循环经济的“马达”转起
来。

《湖北省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
旧换新实施方案》（简称《方案》）提出，我省将全
力实施回收循环利用行动，持续完善废旧物资
回收网络，推动二手商品有序流通交易，提升资
源加工利用再制造水平。力争到2027年，全省
全年报废汽车、家电回收量分别达27万辆、780
万台套，二手汽车交易超75万辆，建设全国重
要的循环经济集聚区。

以供应链思维打通“静脉产业”

“实施回收循环利用行动，是推进‘以旧换
新’的关键环节，有利于打通废旧物资回收等

‘静脉产业’，让湖北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更融通
顺畅。”湖北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孙红
玉说。

《方案》提出，持续完善废旧物资回收网
络。发挥省属国有平台作用，依托城乡供应链
一体化平台，探索建立“1个湖北再生数字化服
务平台、6个市州级拆解加工再利用基地、30个
县级绿色分拣中心和若干乡镇（街道）回收服务
网点”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加强公共机构数
字回收平台和行政事业单位“公物仓”建设。

孙红玉认为，当前，大部分地区废旧物品回
收主要由社会零散的回收者（如流动收购商、个
体回收点等）进行，这些回收活动往往没有统一
的标准和规范，存在回收效率低、数字化管理滞
后、废玻璃等低值物品回收率低等问题。《方案》
以供应链思维破题，切中了我省“静脉产业”提
质增效的痛点。

孙红玉建议，我省在推进城乡供应链一体
化平台建设工作中，要重视提升供应链规范化
和标准化，提供政策支持或税收优惠，鼓励市场
主体加强回收技术的研发与突破，促进循环经
济领域的商业模式创新。

二手车市场发展将“踩油门”

“断舍离”风潮下，“淘旧货”逐渐成为年轻
人的新消费方式。《中国闲置二手交易碳减排报
告》预测，我国二手闲置物品交易市场规模有望
在2025年超过3万亿元。

为推动我省二手商品有序流通交易，《方案》鼓励“互联网+二手”模
式发展，支持各地利用闲置商品房、楼宇等为二手交易提供场地保障，建
设集中规范的汽车、家电、家具、电子产品等二手商品交易市场。培育壮
大一批二手车龙头企业，推动新车、二手车业务一体化运营发展，加大二
手车出口主体培育力度。

“省内二手车市场发展将‘踩下油门’。”汉口北集团总裁曹天斌表示，
汉口北二手车市场成立于2015年，是省内最大的二手车交易市场。目
前，汉口北二手车市场成交额、交易量逐年均保持约10%的速度增长。
同时，市场拥有25家汽车4S店，囊括国内外31个汽车品牌，有利于推动
新车、二手车业务一体化运营发展，培育内外贸新增长点。“推动二手商品
有序流通交易，还能提振市场信心。”

《方案》提出，提升资源加工利用再制造水平。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
设循环经济产业园，建设全国重要的循环经济集聚区。

“小包裹”畅通经济“大动脉”。近年来，我省快递业保持10%以上速
度增长，构筑了巨大的循环经济资源池。

孙红玉建议，湖北要支持循环经济共性和关键技术研发，推动完善
绿色设计、清洁生产、循环经济、绿色产业、绿色消费等制度建设，鼓励
更多企业打造“无废企业”“绿色工厂”，为建设全国循环经济集聚区凝
聚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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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日报讯（记者刘畅、实习
生张雪晴、通讯员陈蓬）4月26日，
从武汉市政府新闻发布会获悉，
2023年，武汉市技术合同成交额达
2198.43亿元，首破2000亿大关，
同比增长62.23%，创历史新高，在
全国副省级城市中排名第三。

2023年，武汉市以建设具有全
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为目标，主
动探索多种转化新模式，推动科技成
果转化日趋活跃，路径日趋多元。

深化供需对接服务，打通成果
转化“最后一公里”。武汉市、区共
举办各类型成果转化对接活动90
场，促成成果转化意向529项，院
士专家项目落地71项。推动“5G
高精度定位产品研制及示范应用”
等一批重大科技成果在汉落地转
化，市级资助金额近3亿元。

完善技术服务体系，激发技术
市场活力。目前，全市经国家、省、
市认定的技术转移服务机构共
164家。持续壮大技术经纪人队
伍，全市共有持证技术经纪人
1259人，吸引更多技术转移机构
来汉创新创业。

搭建成果转化平台，提升转化
服务效能。2023年，全市新增备
案中试平台62家，中试平台累计
达156家，中试设备达2.5万台。
2023年，全市开展中试服务约6
万项，服务收入近20亿元。

大力推进以“科保贷”“科担
贷”为核心产品的科技信贷服务，
组建武汉创投联盟，不断提升金融
支撑科技创新能力。截至2023年
末，武汉市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
4496.97亿元，同比增长11.56%。

同比增六成 创历史新高

武汉市技术合同成交额
首破2000亿元

湖北日报讯（记者黄璐、通讯
员陈文雯）4月24日，黄冈中院、
工商联、破产管理人协会联合发起
成立全省首家企业重组重整法律
服务站，旨在进一步提升破产办理
质效，帮助更多企业“脱困重生”。

黄冈市企业重组重整法律服
务站，将充分整合各方资源优势，
为经营困难且有挽救价值的企业
提供免费法律资源及政策指导，帮
助企业解决股权转让、企业合并分
设、调查企业资产、清理债权债务、
劳动争议中的相关法律问题，引导
企业合规经营，制定重组方案，识

别困境企业的重整价值，助力企业
通过重组、重整、和解等程序摆脱
困境、恢复生机。

黄冈市中院负责人介绍，黄冈
法院去年审结破产案件192件，是
上年同期结案数的10.6倍，14件
两年以上长期未结破产案件实现
全部清零。坚持分类施策，建立经
营异常企业公益清算强制退出机
制，推动106家符合清算条件的

“僵尸企业”退出市场，有效释放生
产要素；帮助8家企业走出困境、
涅槃重生，化解债务18.2亿元，安
置职工300余人。

黄冈成立全省首家
企业重组重整法律服务站

省委十二届六次全会明确提出支点
建设的“五个功能定位”，加快建设国家
优质农产品生产区为其中之一。

湖北是水产大省，淡水鱼产量多年稳
居全国“第一把交椅”。眼下，我省在做强
常规品种的基础上，做大小龙虾、黄鳝、龟
鳖等特色品种，全力打造“一鱼一产业”。

作为我省渔业方阵的“特种兵”，湖
北富渔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一
家以母种繁育、甲鱼苗工厂式孵化、成品
养殖为主的现代渔业企业。今年3月
底，公司获批全国现代设施农业创新引
领主体。“让现代渔业联农带农，富‘甲’
一方，我们授之以鱼，更授之以渔。”董事
长李名富充满信心。

用上环保“地热+空气能”
甲鱼住进“水暖房”

4月25日，湖北日报全媒记者走进
大冶市东风农场管理区，湖北富渔生态
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坐落于此。

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恒温大棚，一
共11座，满满“住”着200多万只甲鱼。

“这是最先进的第六代恒温大棚，采用更
加节能环保的地热、空气能循环加温系
统，通过埋在池底的管道为甲鱼池水加
温。”公司总经理乔建平介绍，“甲鱼喜

温，让它们住进‘水暖房’。”
走进棚内，顿感热气腾腾，室温显示

为31℃。黑暗中，记者拿手电筒一照，
14个精养池整齐排列，水池里不时冒出
一只只甲鱼的小脑袋。见有人来，胆小
的甲鱼立即潜入水中。

池边的层层挂网上，一只只甲鱼正
趴伏着，优哉游哉。“这是甲鱼的休息区，
若嫌水里挤，就‘上网’玩玩。”乔建平笑
着解释，通过挂网，可增加养殖密度。

水体有股淡淡的中药味。原来，该
公司一直用中药养甲鱼，小甲鱼破壳而
出时，先用板蓝根浸泡一周，以提高幼苗
防病能力。待“移居”恒温棚后，水体里
再加入五倍子、益生菌等，起到消毒杀
菌、助消化之作用。除了“药补”，给甲鱼
的“食疗”是纯鱼粉，不含添加剂。“到点
开饭，工作人员将鱼粉撒在饲料台，甲鱼
自己爬上来吃。”乔建平说。

恒温大棚还配备了全自动增氧设
备，一天增氧几次、增氧多少，自动调
控。同时，温度、湿度全按照甲鱼的喜好
设定，舒适感拉满。

带动83户农户养甲鱼
亩纯收入预计过万元

正午时分，阳光直射。东沟闸村，大

大小小的养殖池塘边坡上，刚吃过午饭
的甲鱼爬出来晒太阳。

养殖户李忠介绍，每年11月到次年
4月，水温降低，甲鱼潜入池底淤泥开始
冬眠。“前两天，甲鱼才开始进食，少食多
餐，慢慢来。”

富渔公司于2022年7月成立，当年
底正式投产。2023年夏天，第一批苗种
驯化成熟后，周边83户农户买回苗种，
发展甲鱼养殖2000余亩。养殖过程中，
如何消毒、调水、掺砂、抬饲料台、控制水
深和养殖密度等，公司全程指导。

李忠养殖甲鱼17亩。他算了一笔
账，从富渔公司进回苗种25元/斤，放
在大塘养，每长一斤需要饲料成本13
元，待养到两斤出售，即便按进价，每
斤净赚12元。按亩产1000斤计算，亩
纯收入可过万元。“去年我没卖，今年
再养个半年，长到 3斤以上可以卖更
好的价钱！”

朱四水是村里唯一卖了甲鱼的养殖
户。一口4亩的塘，投苗2600斤，卖鱼
4700斤，鱼虽不大，仍净赚2万余元。
加上大冶市对精养鱼池按5000元/亩补
贴，朱四水拿到手4万余元。眼下，他正
忙着改造池塘，在边坡上加铺一层砖。

“去年用网兜护坡，易破不说，甲鱼钻进
去常被卡住。今年铺上砖，投入3万元，
管用好多年。”朱四水认准了甲鱼养殖，
决定大干一场。

东风农场管理区副书记熊建坤介
绍，富渔公司在当地采取“三提供一回

收”政策，提供苗种、提供饲料、提供技
术，再高于市场价回收，这种模式有助于
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从母种繁育到精深加工
深挖甲鱼全产业链

春暖花开，富渔公司抢工抢时，300
亩母种基地、2万平方米阳光大棚、600
亩外塘示范基地施工正酣。

“我们要‘做给农民看、带动农民干、
领着农民赚’。”据李名富介绍，建厂一年
多，目前只是小试牛刀，今年这些项目将
悉数建成、投产、达效。届时，母种基地
100口繁育池，将年产苗1200万枚。这
些苗种经恒温大棚和阳光大棚驯化，规
避成长初期的风险后，绝大部分交给农
户投放外塘养殖。

李名富曾在浙江养甲鱼30年，甲
鱼主要销往杭州批发市场。目前，公司
选址还地桥镇，正在新建一座加工厂。
据悉，加工厂将分“三步走”——初加
工，上自动化宰杀设备，做成甲鱼净菜；
深加工，开发甲鱼汤、红烧甲鱼等预制
菜；精深加工，与科研院所合作提取甲
鱼肽等。

“加工厂还将配套冷链仓储，进行
甲鱼活体储存，以实现错峰销售。”李名
富说，“甲鱼从母本到产蛋，再到孵化、
驯化、成鱼养殖，再加工、销售，实现全
产业链发展，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
收益。”

授之以鱼更授之以渔——

让现代渔业富“甲”一方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崔逾瑜 通讯员 刘斌

湖北日报讯（记者王成龙、通讯员
关杰青、郭瑾）4月28日，中共湖北省委
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与武汉大学签署青
年工作合作协议。在此合作框架下，我
省50多家省直单位与武汉大学相关学
院（单位）达成156项合作意向。

省委直属机关工委与武汉大学签订
的青年工作合作协议提出，省委直属机关
工委将依托武汉大学的学科优势和重大

科研平台的建设经验，着力推动省直各单
位与武汉大学相关学院（单位）开展理论
研究合作、青年人才发展与科技项目合
作、智库合作、培训合作、青年交流合作
等。在这一合作框架下，双方成立了领导
小组，并建立工作层面定期会商制度。

“与省委直属机关工委推进合作，是
让武大青年在中国式现代化湖北实践
中、在青年工作领域里当实干家、做奋斗

者，为武汉大学和武大青年提供了服务
‘国之大者’、融入‘省之要事’的广阔舞
台。”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黄泰岩表示。

武汉大学团委书记黄鑫说，将以此次
签约为新起点，高质量推动协议确定的各
项合作事项落地见效，继续拓展更深层次、
更宽领域的全方位合作，切实为学校双一
流建设、为湖北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

“武汉大学科教资源丰富、学科门类

齐全，具有专业技术和专业人才的独特
优势，可以为党委政府提供科学性、前瞻
性的决策建议和资源支撑。”省委直属机
关工委常务副书记陈正祥说，将借助此
次合作着力推动省直单位与武汉大学思
路“联谋”、问题“联解”、力量“联合”，进
而实现资源互联、优势互补、平台互动，
共同为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湖北实践
聚智赋能、储备人才。

省委直属机关工委与武汉大学签订青年工作合作协议

50多家省直单位与相关学院达成156项合作意向

抢抓机遇 推动“两新”

以党建为引领、以青年为纽带，省委
直属机关工委“搭台”，推动省直单位集
中与高校达成合作，此举在全国尚属首
创。这会给我省加快建设全国构建新发
展格局先行区、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湖北实践带来哪些助力？

4月28日，省委直属机关工委与武
汉大学签署了青年工作合作协议后，省
直单位“各取所需”，纷纷与武汉大学相
关学院（单位）进行集中现场对接。

“我们计划以汉江中下游水安全、江
汉平原水沙调控两个研究课题为切入
点，与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密切合
作。”省水利厅规计处二级主任科员罗颖
说，合作将聚焦汉江下游河床下切、崩岸
机理和治理对策，以及平原湖区河湖水
沙数学模型构建、水沙冲淤机理试验等

方面开展研究，聚智聚力发展水利新质
生产力。

“今年，我们希望在自然资源领域，
全面推进法治建设提档升级。其中，有
一个很重要的制度设计，就是‘普法订
单’制度，正好需要与来自高校的法学专
家建立稳定的联系。”省自然资源厅法规
处处长左艳红说，该厅将与武汉大学法
学院全面对接，邀请高校法学专家与司
法工作者、基层执法人员等共同组建法
治专家库，聚焦推进改革中的法律问题、
基层执法中的操作难题或重点领域的行
政争议解决等，通过召开座谈会、现场指
导、联合普法等方式，解决问题、推进改
革、促进发展。

“我们单位与武汉大学资源与环境
科学学院可以在平台联建、技术研发、人

才培养、资源共享等方面进行合作。”此
次，生态环境部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监督
管理局生态环境监测与科学研究中心
（简称长江局监测科研中心）与武汉大学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简称武大资环学
院）达成合作意向。该中心总工娄保锋
说，长江局监测科研中心主要从事长江
流域的水环境和水生态监测与评价及相
关的科学研究工作，而武大资环学院所
擅长的遥感技术，可以对陆域植被、水华
面积等生态环境指标进行监测，双方所
采用的技术手段、方式、频次、参数等都
有很大差别，彼此的合作能优势互补，有
助于推动立体智能监测网络的形成，提
高监测效能，共同助力“长江大保护”。

此轮大规模合作，不仅能给我省高
质量发展赋能，也会推动省直单位与武

汉大学互利共赢。
省地质局与武汉大学测绘学院、水

利水电学院、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等多
个学院，聚焦青年人才发展、培训、青年
交流和智库建设达成合作意向。该局团
委副书记李兴明说，以青年人才发展为
例，双方将共建实习基地，安排武汉大学
相关专业的学生参与到省地质局的具体
项目中跟班学习，一方面鼓励学生带来
先进的理论知识，另一方面为学生们提
供实践的平台。“省地质局还计划与武汉
大学的相关学院，共同打造高水平的科
研平台，共同申报高层次科研课题。”

“青年，是省直各单位的业务骨干，
也是高校开展教学、科研的中坚力量。
此次，我们探索以党建为引领、以青年为
纽带，全方位地系统性加强省直单位与
高校的合作，目的就是共担使命、共育人
才、共享资源。”省直机关团工委书记谢
明敏说，下一步，将结合省直单位与武汉
大学相关学院（单位）的洽谈情况，及时
跟进开展分析研判和对接沟通，确保各
项合作落地落实落细。

聚高校之智，促先行之为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王成龙 通讯员 关杰青 郭瑾

学习贯彻省委十二届六次全会精神 一线探访

链接

4 月 25 日，空中俯瞰提
档升级完成的武汉市东西湖
区柏泉街睡虎山西路。近
日，东西湖区东山、辛安渡、
柏泉、新沟镇和走马岭街 5
个街道的83条农村公路和4
座桥涵改造完成。

东西湖农村公路提档升
级项目主要包含路基、路面、
桥涵等工程，公路和桥涵总
长 134 公里。项目完工后，
为该区多个街道的农产品销
售、居民生活提供巨大便利，
同时推动乡村旅游、休闲农
业、主题研学、采摘游等地方
特色产业蓬勃发展。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倪
娜 通讯员 徐卉婷 晏君 摄）

武汉东西湖区
83条农村公路
提档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