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181号 邮编：430077 新闻热线：027-86770308 湖北日报官方微博：新浪@湖北日报 主编：黎海滨 版式：李曦 责校：熊伟

H U B E I D A I L Y

湖
北
日
报
客
户
端

湖
北
日
报
微
博

中共湖北省委机关报 湖北日报传媒集团出版
http://www.cnhubei.com

2024.5.23
甲辰年四月十六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42-0001
第 27059 号 邮发代号：37-1

星期四
今日 12版

湖北日报讯（记者张乐克、通讯员刘春
华、李伟）5月22日，潜江新柳伍食品集团
液氮速冻生产线重新投产，当天有200吨活
蹦乱跳的小龙虾，被加工成10余种风味的
预制菜，在液氮无人车间瞬间冰冻后，将被
端上全国千家万户的餐桌。

生产工人赵国记激动地说：“过去，人在
车间里提心吊胆。现在，完全不用担心生命
安全。”

“一起事故敲响的警钟，让小龙虾加工
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湖北省应急管理厅
负责人感慨。

2023年5月20日，新柳伍公司生产车
间内一些工人突感不适，因液氮速冻机释放
氮气过量，造成生产环境缺氧，发生1死18
伤事故。调查发现，“氮窒息”重大风险被行
业忽视了。全国涉液氮制冷企业超过5000
家，既无统一国家标准，也没有安全规范。

“这是在‘走钢丝’。”武汉轻工设计院暖通总
工程师肖能辉说。

踏上预制菜赛道，液氮制冷发展迅猛。
常压下，液氮沸点为零下196摄氏度，是首
选制冷剂。3年来，全省新增45家相关企
业，其中八成从事水产加工。新柳伍公司事
故发生时，全省小龙虾年加工量约68万吨，
占全国产量近七成，其中液氮速冻占30%。

“一边是蓬勃发展的液氮速冻业，一边
是安全风险的悄然累加。”摆在眼前的事实
让我省行业监管部门陷入两难，如果“一刀
切”，则相关产业或遭重创，仅潜江就有近
20万名从业人员饭碗不稳，生鲜加工产业
升级受影响；如坐视不管，众多企业员工的
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后果不堪设想。

“前移治理关口，向事前预防转型，兼顾
发展和安全。”我省行业监管部门经几番论
证，达成共识。省应急管理厅立即组织武汉
理工大学、中钢安环院等成立专家组，对接

全省51家相关企业。政府与企业双向奔赴，在生产线上共克难题。
调研团队连续奋战180多天，整理70多万字资料，前后10余次易稿，

制定全国首例液氮速冻安全规范《涉液氮速冻隧道线企业安全技术管理指
引》，拿出11条化解风险措施，明确氧含量预警、空气交换阈值等治理方案。

“每一项指标都反复推敲，例如氧监测仪安装高度相差几厘米，结果就
大相径庭。专家多次推倒重来，直至找到最优解。”省应急管理厅工贸处负
责人曹新谷说，“这11条规范，是液氮速冻发展红线，也是工人的生命线，填
补了安全生产漏洞。”

省制冷学会副理事长陈焕新认为，新规守护劳动者生命安全，化解冷链
产业升级风险，为我省生鲜农产品飘香万里补上了关键一环。

相关报道>>>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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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初，量子理论开启第一轮量
子革命，诞生出半导体、激光、核能源等
诸多尖端技术，驱动人类全面迈入信息
时代。

当前，第二次量子革命来势如潮，
量子通信、量子计算和量子测量方兴未
艾，突破性、颠覆性成果频出。

量子科技产业化迎来机遇期。
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开辟量子、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新赛
道。

市场机构预计，2023 年至 2028
年，全球量子产业规模年平均增长率将
达到44.8%，到2035年产业总规模有
望升至8117亿美元。

未来已来，湖北如何竞逐量子产业
新赛道？连日来，湖北日报全媒记者进
行了深入探访。

“量”产多项领先成果，跻身
全国第一梯队

5月17日，武汉某科技创新中心的
无尘实验室内，工程师们正为精密的量
子器件做下线前的最后检查。

“在量子密钥分发领域，团队基于
自主硅光IP，完成偏振量子态编码和解
码芯片开发，性能达国际领先水平，相
关芯片器件已实现小批量供货。”该中
心量子业务负责人介绍，与传统算法加
密不同，经过量子加密的信息，不仅可
实现“一次一密”“阅后即焚”，还能使窃
听者无处遁形。

小小的量子，缘何拥有如此魔力？
根据量子理论，量子是最小的、不

可再分割的能量单位。在我们日常生
活的宏观世界里，物体的位置、速度等
都可被精确测算，但在微观量子世界
中，各种物理规则却迥然不同。

无论相隔咫尺光年，两个纠缠的量
子始终“心有灵犀”；没有固定运动路
径，多状态叠加存在，不确定性是量子
世界中唯一的确定性……量子物理学
的奇妙魅力，最终也通过量子技术，为
全球打开了通往新世界的大门。

着眼量子科技广阔的发展前景，湖

北在全国率先起跑，从原始创新到场景
应用，量子产业跻身全国第一梯队。

多年来，位于武汉的中国科学院精
密测量院完成了多项“从0到1”的历史
性突破。该院完成的我国首台钙离子
光钟，105亿年偏差不到一秒，成功在
原子频标领域留下浓墨重彩的湖北声
音。

“以自研的量子加密芯片为核心，
我们的多款产品正从源头解决信息安
全问题。”长江量子（武汉）科技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柳鹏介绍，其量子安全蓝牙
耳机、量子安全电脑，能自动在终端上

完成加密和解密，有效防止信息泄露。
量子计算的优越性更令人赞叹。

业内人士透露，同样是分解300万大数
据的任务，目前万亿次的经典计算机，
大约需要15万年，而使用量子计算机
只需1秒。“今年，公司研制的国内首台

‘100+’比特原子量子计算原型机正式
发布，受到业界广泛关注。”中科酷原科
技（武汉）有限公司总经理汤彪表示。

作为湖北省量子科技产业的“链
主”企业，湖北交投集团已在多个领域
深耕。目前，由其承建的湖北省量子通
信骨干网总里程已超1700公里，鄂州
花湖国际机场智慧高速也被打造为全
国首条具备量子保密安全能力的智慧
高速公路。

眼下，以光谷为创新极核，湖北已
初步形成以量子芯片和元器件、量子保
密通信终端、原子钟、时空精密测量仪
器等为代表的量子科技优势产业链，吸
引约20家相关企业扎根，在光量子、量
子精密测量、原子量子计算领域具备一
定优势。

穿越“阵痛期”，光谷蓄力打
造“量子谷”

尽管产业化路径仍在探索，落地应
用尚处过渡期，世界各国在量子科技上
的竞争却日趋激烈。

近年来，美国、德国、英国、韩国等
国家已宣布为量子技术开发提供大量
资金。据统计，2023年全球用于量子
技术的公共资金比2022年猛增50%以
上。 （下转第3版）

打造“量子谷”，提速“量子+”，湖北出台三年行动方案——

青云直上无限“量”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马文俊

湖北日报讯（记者刘胜、通讯
员阳爽、李金欣）土地是项目建设的
基础要素保障。今年以来，全省自
然资源系统持续开展自然资源要素
保障上门服务行动，全力推进重点
项目建设，截至5月中旬已批准建
设用地7.78万亩，助力392个省级
重点项目落地。

保障前倾、研判前移、服务前
置。今年以来，湖北自然资源系统
积极推动项目用地审批提速，获国
家批准重大项目建设用地24个、
面积4.55万亩，分别是去年同期的
2.4倍、4倍。以先行用地方式服务
襄宜高速宜昌段、南漳抽水蓄能电
站等重大项目提早开工建设，项目
数量和用地面积同比分别增长
50%、18%。花湖国际机场铁路联
络线用地预审从报部到通过会审

仅用3天，沪渝高速公路武汉至黄
石段改扩建先行用地从报部到通
过会审仅用2天，刷新了报批速度
的纪录。

全省自然资源系统用活用足多
项创新政策，725个省级重点项目
从中获益。推进黄石、黄冈、宜昌、
随州等地44个重点项目优化调整
城镇开发边界。争取国家下达湖北
省土地计划基础指标6.94万亩（同
比增长14%），以增存挂钩盘活存
量保底获取计划指标12万亩，省级
统筹兜底保障重大项目耕地占补指
标7400亩。同时，深化制度改革，
持续提升审批质效。承接用地审批
权下放的8个市（州）和4个县（市）
批准用地 5.30 万亩，同比增长
12.53%，市级审查一次通过率提高
13个百分点。

全省自然资源系统
持续开展上门服务

助力392个省级重点项目落地

湖北日报讯（记者吴文娟、通
讯员江舫）5月22日从省经信厅获
悉，1至4月，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7.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4个百分点。

工业生产平稳运行。4月当
月，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5%，较3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
延续整体平稳、质效提升态势。1
至4月，9个市州增速较一季度加
快，5个市州实现两位数增长。

高技术制造业加速引领。在五
大优势产业和新兴特色产业链高位
推进机制下，产业结构加快调整向
新，高技术制造业发力抬升，1至4
月，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4%，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5.6个百分点。

投资动能持续释放。今年以
来，我省抢抓“两新”机遇，点亮“制

造翘楚”品牌，推动制造业投资扩
面提速。1至4月，工业投资、技改
投资分别增长15.6%、13.8%，比一
季度分别加快 0.4 个、1.7 个百分
点。制造业31个行业中，23个行
业投资实现增长，增长面达74.2%。

增长点向新发力。1至4月，预
增产值过10亿元重大增长点，累计
完成产值同比增长25.4%。新能源
汽车、光电子器件、手机产量实现
较快增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量
增长92.5%，一方面得益于狠抓汽
车产业转型升级，加速抬升新能源
整车占比；另一方面得益于构建创
新融合产业生态，强化整车企业牵
引，零部件企业、供应链平台紧密
联动高效协同，在不断提高国内市
场占有率的基础上，加速新能源整
车企业出海。

前4月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4％

湖北工业经济新动能持续攀升

盛春时节，武陵大地，绿意盎然。
眼下正是日本落叶松种苗繁育的

关键期。连日来，在建始县国有长岭岗
林场（以下简称：长岭岗林场），技术员
正忙着给种子园内的日本落叶松母树
进行矮化修枝，好让它们在夏秋之时，
结出更多的种子。

日本落叶松因原产于日本而得名，
原为北方树种，主要分布于我国东北一
带，但它却在鄂西南山区一个小林场
——长岭岗落地生根。从266株幼苗
起步，经过60余年的种苗繁育科研攻
关，如今，这里成为我国南方最大的日
本落叶松种子园、全球最丰富的日本落
叶松种质资源库，累计为全国提供日本
落叶松优质壮苗逾1亿株、种子超过50

吨，推广种植面积达400万亩，创造了
北树南移、扩绿增绿的奇迹。

近日，湖北日报全媒记者探访了这
片林海背后的故事，这还得从一把种子
说起——

随手撒了一把种子，空地上竟长出

266棵树苗

南国客松“根”落武陵

长岭岗林场始建于1957年，平均
海拔超过1700米，林地面积1.53万亩。

1958年，林场迎来第一位林学科
班出身的技术员肖凡。

这年4月，肖凡从华南农学院（现
华南农业大学）毕业，前往恩施报到。

途经武汉时，他到湖北省农业展会上逛
了逛，随手将一把日本落叶松种子带到
长林岗林场，撒在了一块空地上，几个
月后，竟然长出了266株幼苗。

第二年春，树苗蹿到了80多厘米
高，肖凡就向老场长黄明涛作了汇报。
黄明涛立即赶到现场查看。

“这个东西这么珍贵，你不种远了，
种远了怕弄丢了。”黄明涛专门腾出老
场部附近一块2亩菜地，让肖凡进行移
栽，方便管理。就这样，266株日本落
叶松种苗在此落地生根。

谁也没有想到，有一天，它会成为
这片大山的主人。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全
国大面积暴发松科溃疡病，长岭岗林场

20多年辛辛苦苦发展的1万余亩华山
松林也未能幸免。

“毫无办法，只能眼睁睁看着松林
大面积枯黄病死。”林场第三任场长谢
忠华回忆。

当时，林场迫切需要新的树种来挽
救。

在华山松成片死亡时，工人发现由
肖凡引种的266棵日本落叶松丝毫没有
受病害的影响，且其生长速度、抗冻性等
大大优于华山松。林场据此提出了“改
造华山松，建万亩日本落叶松”的目标。

1981年开始，林场陆续分配来多
批科班出身的技术员。266棵日本落
叶松也长成了参天大树，部分已结种。

（下转第3版）

建始长岭岗林场60余年专注日本落叶松引种栽培与繁育推广

266棵幼苗“种出”400万亩林海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张泉 蔡俊 通讯员 吴邱叠 黄妮

习近平向越南新任国家主席苏林致贺电
>>>第5版

新质生产力蓬勃向上奋进中的湖北

新闻调查

5月22日，武汉量子技术研究院，科研人员调试量子卫星地面站。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魏铼 摄）

湖北日报讯（记者成熔兴、通讯员曾斯、袁永
华、肖熊）5月22日下午2时许，武汉地铁前川线
二期第5座也是最后一座跨铁路转体桥顺利完成
转体，标志着该线路进入贯通冲刺阶段，为今年通
车奠定坚实基础。

桥梁空中转体技术，是克服地形、交通限制而
选择的一种特殊施工方式，多见于跨铁路线的施
工。前川线二期工程全长15.35公里，多处上跨
麻武、京广等铁路干线，形成了五座跨铁转体桥，
因此成为武汉轨道交通建设史上空中转体施工最
为集中的地铁线路。经过约一年的建设，5座转
体桥相继完成前期建设准备工作，于今年4月起
陆续开始“转体表演”，34天时间里连破纪录。

4月18日，武汉地铁首座跨铁转体桥成功转
体，桥重2400吨，花了67分钟转体70.4度，成功上
跨麻武铁路，打通了出入前川线车辆段的“咽喉”。

5月15日、16日和22日，前川线二期涉铁一
标工程连在一起的三座桥相继完成转体，共跨五
股铁路线。“这也是国内市政轨道交通领域转体吨
位最大、跨度最大的连续梁桥。”施工单位中铁大
桥局项目书记吴奔介绍。

5月21日，武汉地铁单体规模最大的转体桥
顺利完成上跨京广铁路的转体施工。中铁十局利
用“基于BIM转体过程数字化实时可视监控系
统”，最终确保1.2万吨的桥体顺时针转动65度，
完美合龙。

34天5座庞然巨物顺利“空中转体”
武汉地铁前川线二期连破武汉轨道交通建设纪录

5月22日，在武汉市黄陂区横店武汉轨道交通7号线前川线二期工程涉铁一标段工程现场，最后一个跨铁路主墩
连续梁成功转体。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倪娜 通讯员 曾斯 袁永华 摄）

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 5月22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届中美旅
游高层对话开幕致信。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美建交45
周年。中美关系的根基由人民浇筑，中
美关系的大门由人民打开，中美关系的
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也必

将由两国人民共同创造。
习近平强调，旅游是中美两国人民交

往交流、相知相近的重要桥梁。我们热情
欢迎美国游客来华旅行，结识中国朋友、体
验中华文化、游览美丽山水，亲身感受真实
的中国。希望两国各界以本次高层对话为
契机，深入交流，凝聚共识，积极行动，以旅

游合作促进人员往来，以人文交流赓续中
美友谊，助力“旧金山愿景”转为实景。

第14届中美旅游高层对话当日在
陕西省西安市开幕，主题为“旅游促进
中美人文交流”，由中国文化和旅游部、
陕西省人民政府、美国商务部、美国旅
游推广局共同主办。

习近平向第14届中美旅游高层对话开幕致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