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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黄石市中心的黄石大道上，
很难不被几座高大的圆柱形建筑吸
引，那是华新水泥厂留下的工业遗址。

1907年起，这里就是水泥厂，它
托起城市发展的重工业基础，更承载
着我国水泥工业从萌芽、发展到走向
现代化的进程。

现在，这里是历史风貌区，有着我
国现存生产时间最长、保存最完整的
水泥工业遗存，成为黄石独有的工业
文化标签和旅游品牌。

这里，如同时空隧道，可回到过
去，又通向未来，是黄石绿色转型的缩
影。

5月22日，湖北日报全媒记者来
到华新历史风貌区（黄石中央文化
区），探访它辉煌的历史，领略其蝶变
后的时代风华。

见证我国水泥工业
百年辉煌

从黄石大道进入华新1907文化
公园，工业气息扑面而来。这里是华
新历史风貌区的核心区，占地174亩，
有36处文物建筑。

高大的圆柱形水泥仓，架在半空
中的3条百余米长的湿法回转窑，墙
面泛黄的厂房，锈迹斑驳的铁轨和火
车头……这里保留着华新水泥厂原有
的厂房和生产设备，展示着其百年辉
煌历史——

1907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了
华新水泥厂的前身湖北水泥厂，是近
代中国开办最早的水泥厂之一。

1947年，华新水泥厂从美国进口
2条大型水泥湿法旋窑全套设备，并
于1948年投产，因其先进的技术装备
水平和强大的生产规模能力，被誉为

“远东第一”。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人民大会堂、

武汉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三峡大
坝等国家重点工程建设中，都选用了
华新水泥。

最值得骄傲的是，1975年，华新
水泥自己建造了第三条水泥湿法回转
窑“3号窑”，命名为“华新型窑”，在全
国推广建设，并远销海外，是中国水泥
工业发展史的重要实证。

直到2007年，因城市建设需要，
华新水泥厂搬迁，这个百年老厂关停
了最后一组水泥生产线。华新水泥厂
旧址被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和第三批国家工业遗产。

如今，几经修缮的华新水泥厂旧
址，变身为华新历史风貌区，集文博、
文创、文商于一体。

园区投资运营方黄石城发集团相
关负责人黄菁介绍，目前，该区总建筑

面积约145万平方米，划分为文博区、
文创区和文商区。保留建筑规模约
107.49万平方米，有84处文物单元，
7.39万平方米设施，遗存设备332台
套，非标件535件。

老厂房与新文化
交相辉映

在华新1907文化公园，仍能看到
制造水泥的全套工艺、设备、流程。

粗磨车间、细磨车间、包装车间等
厂房，变身为博物馆，保留着原有的设
备；目前世界罕见的1、2号湿法回转
窑及我国自主研发的3号湿法回转窑
等室外大型设备设施原封不动留在原
地。“当年停掉最后一条生产线时，所
有设备都可正常运转，顺着走一圈，便
能知道当年制造水泥的全过程。”黄
菁说。

进入细磨车间博物馆，30多米高
的厂房里，布满顶天立地的大型设备，
犹如置身“钢铁丛林”，其呈现的工业
美学令人震撼。车间墙壁上带有年代
感的巨幅标语，又让人仿佛回到那个
火热的年代。

“我们在这里办过演唱会，自带混
响效果。这里也很出片，不论什么年
龄的游客都喜欢在这里拍照。”黄菁
说，园区里这样的地方还很多，很适合
拍照。

据介绍，2021年，故宫博物院原
院长单霁翔到此参观后，曾说：“城市
的文化传承来自人们对于这座城市的
感情和记忆。黄石的工业遗产到了非
常关键的合理利用阶段，要找到最合
理利用的方向，要让它们能够活在我
们今天的社会生活当中，能够给市民
和游客带来深刻的印象，来了之后流
连忘返，走了之后念念不忘。”

如何让工业遗址活在社会生活

中？
将水泥厂原来的厂房、办公楼等

打造成各种业态，以各种文化活动吸
引人群。

狭长的新装车站台变为艺术长
廊。定期引入不同的展览，有的是全
国首展，有的仅在黄石能看到。

矿渣库变身为综合展厅，用于举
办各类展览、论坛、分享会等活动。黄
菁介绍，目前引入了“遇见博物馆”系
列光影艺术展，已展出的“遇见敦煌”

“遇见古蜀”非常受欢迎，不同主题让
人常来常新。

老装车站台则成为一个小剧场，
脱口秀、话剧等在这里不定期上演。

面积小一点的维修班、销售科等，
则成为了书店、咖啡馆等。

就连园区内的草坪也被打造成了
露营基地，吸引年轻人在这里露营、唱
歌，搅活“夜经济”。

据统计，华新1907文化公园自
2022年开放以来，累计接待游客约
30万人次。

历史文化在生活中
历久弥新

华新水泥厂这个工业遗址的变化
仍未停歇。一个业态更丰富、更具国
际范、更有活力的历史风貌区，正款款
走来。

“我们已请了世界著名建筑大师
安藤忠雄来做设计！在保护和展现建
筑原始面貌的同时，把这里打造成一
个酒店。”黄菁指着包装车间旁边的六
座圆柱形建筑兴奋地说。

安藤忠雄是享誉世界的建筑大
师，以清水混凝土建筑而著名，善于
利用光影，在全球打造过多座地标性
建筑，获建筑界最高荣誉普利兹克
奖。

“这里过去是水泥储仓，和安藤忠
雄的设计理念非常契合。我们希望通
过大师的设计，留下一个地标建筑，吸
引建筑爱好者和酒店爱好者。”黄菁
说。

正在施工的联合储库厂房，将成
为VR元宇宙体验馆。在这个老厂房
里，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展示黄石工业
文化，并通过虚拟游戏等，穿梭于历史
和未来。

更多的区域正在建设中。
占地211.7亩的文创区包括东门

广场及五羊巷片区，定位于聚集先锋
文化的文创产业园区。

正在打围建设的五羊巷曾是华新
水泥厂的职工生活区，还保留着礼堂、
剧院、浴室等48处文物建筑。这些建
筑修旧如旧后，将成为湖北美术学院
协同创新示范基地。将来，湖北美院
将有部分学生在这个工业历史旧址上
课。

“工业遗址会为学生带来创作灵
感，而学生也会为工业遗址带来源源
不断的活力，增加园区的文化艺术氛
围。”黄菁介绍。

面积约152.7亩的文商片区已完
成施工，这个开放式商业街区，将引进
万达影院、婚纱摄影拍摄基地、餐饮、
书吧等项目。“希望打造成为潮流商业
圈，可以吸引更多本地人常来。”黄菁
说，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历史街区真正
融入百姓的生活，这样才能将历史文
化传承下去。

特意搬到文化公园里的一巢书屋
老板李杨说：“华新水泥厂的变化，正
是黄石从工业城市逐步转型为绿色城
市的缩影，聚集而来的文化艺术、人
群、业态，更让我在这里看到了黄石的
未来。这些都深深吸引了我，我也想
通过这家城市书店为传承文脉出一份
力。”

华新历史风貌区：一座城市转型发展的缩影
——“老街新韵”系列之六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陈熹 通讯员 牛振英 代清漪

华新历史风貌区。（湖北日报通讯员 何戈 石勇 摄）

5月22日，恩施市白果乡桑树
坝村村民刘发群将一筐玉米粒放进
大功率粉碎机，合上刀闸，嗡嗡嗡的
响声便从他家养殖场里飘荡出来。

循着轰鸣声，国网恩施市供电
公司纪委、白果供电所“清风为民助
服务”专班走进刘家院落。刘发群
边拍打着身上粉尘边说：“家里喂养
了100多头生猪，我正在加工下午
的饲料呢。”“今天特地到您家回访
项目实施效果，听见电磨运转洪亮
的声音就知道用电还稳定。”供电人
员在对线路测量电压后肯定地说。

前不久，白果供电所了解到刘
发群家养殖场电压偏低的情况后，
特事特办，为他家所在台区安装了
一台升压器。“我家有两台冰箱，儿
媳妇还买了大功率取暖桌，现在饲
料粉碎机和家用电器都能同时使
用了。”刘发群一脸欣喜。

如今，国网恩施市供电公司正
开展“巡千线、查万台，走千家、进
万户”专项行动，切实承担起保障
能源电力安全、服务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使命。

（何厚英 李欢）

5月18日，2024湖北“潜江龙
虾”产业博览会在潜江市龙展馆开
幕。国家税务总局潜江市税务局
借助博览会人流量大的优势，组织
税收政策宣传服务队开展“点对
点”宣传辅导，努力实现“政策找准
人、政策送上门”，持续优化税收营
商环境。

博览会期间，龙展馆内人潮攒
动，潜江市税务局税宣志愿者借此
良机，设立税费政策咨询台，发放税
收宣传资料，赠送印有宣传口号的
定制手提袋、扇子和水杯等小礼品，

向参展企业精准定向宣传相关税费
优惠政策，现场解答涉税疑问，把税
费优惠政策送到纳税缴费人手中。

此外，潜江市税务局还采用了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通过
直播带领网友在参观潜江龙虾产
业博览会的同时进行税收政策的
宣讲。短短一个多小时的直播，不
仅宣传讲解了企业招用重点群体
就业享受的税费减免政策、个人所
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等内容，在
线解答网友提问30余次。

（梁羽 胡坤洋）

为进一步增强执行透明度，提升执行工
作质效，5月23日，武汉经开区法院首次对执
行工作开展网络直播。直播全程2个小时，共
吸引25万余人在线收看，引发强烈反响。

本次直播的“主角”是位于经开区核心地
段的两栋待拍房屋，预计开拍时间为6月23
日。两名执行干警变身“主播”，详细说明了
房屋的周边环境、区位优势、屋内格局以及拍
卖流程、竞拍要求等基本信息，还介绍了经开
区人才强区、购房优惠等政策。广大网友跟
随直播镜头，第一时间“沉浸式”观看了拍品
房屋详情，也感受到该院“切实解决执行难”
的坚定决心。

直播过程中，执行干警还与网友展开互
动式普法，逐一回应网友关心关切的“保证
金缴纳退还”“现场看房”“交易税费”等问
题，同时结合执行案件，生动直观地释法说
理，引导公众正确理解法律规定，自觉履行
法院裁判。

下一步，武汉经开区法院将继续扎实开
展“荆楚雷霆2024武汉行动”，探索更多直播
形式，让人民群众“沉浸式”体验执行工作，以

“阳光执行”推动执行工作规范化，营造全社
会关注执行、支持执行的良好氛围，助力优化
法治化营商环境。

（黄犇）

恩施市供电清风为民护农忙 潜江：提升服务质效 助力“龙虾盛会” 武汉经开区法院开启执行直播新模式

夏季到来，小龙虾市场需求更加旺盛。在“中国小龙虾
第一县”监利，小龙虾外运车辆的数量也随之激增，日均超过
400台次，高峰日甚至超过1000台次。

湖北高速交警三支队监利大队联合“一路三方”（交警、
路政、经营公司），积极谋划、主动作为，及时解决小龙虾在高
速公路运输中存在的问题和隐患，不断优化地方营商环境，
护航企业平安发展，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建立快速响应机制，优化服务区管理

5月14日16时，一辆满载2000斤小龙虾的轻型货车，
行驶至许广高速K478路段时，突然爆胎撞向应急车道护
栏，导致车上装满小龙虾的箩筐撒满一地。天气炎热，不少
地上慢爬的小龙虾因为高温死亡。

高警监利大队民警周俊迅速赶到现场，做好安全防护，通知
施救部门前往救援，并帮助捡拾箩筐和存活的小龙虾。几分钟后，
施救部门赶到现场，迅速帮助更换轮胎，运虾车得以继续前行。

据介绍，针对小龙虾运输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
湖北高速交警建立快速响应机制，确保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进行处置。同时，与“一路三方”建立联动机制，共同应对可
能出现的紧急状况。

“加大对小龙虾运输车辆的路面巡逻力度，确保运输车
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超载、不疲劳驾驶。”周俊说，湖
北高速交警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和违法行为，及时进行纠正和
处理，确保运输过程安全顺畅。

许广高速监利段车流量较大，单向日均车流量1万台左
右，但监利服务区仅有大货车停车位180个，导致部分驾驶
员选择不进服务区或者停在服务区进出口匝道上。

为了消除驾驶安全隐患，也方便驾驶员快速给小龙虾
“消暑降温”，高警监利大队联合“一路三方”各单位，优化服
务区管理和设施布局，为运输车辆提供更为便捷、安全的休
息和补给场所。

“为了全力保障小龙虾的运输安全和品质，我们持续开
展车辆乱停乱放专项整治行动。服务区加水处的加水管由原来2根增加至5根，
并专门划分加水等候区，规范秩序，提高加水效率。近年来，辖区涉‘虾’交通事故
逐年下降。”高警监利大队事故处理岗位民警郭秋说。

建立“服务绿通群”，加强信息共享

“感谢你们紧急带道，让我及时驶过拥堵路段，避免了不必要的损失。”监利市
美江山水产运输公司驾驶员李师傅说。

4月13日，李师傅运输小龙虾从监利赶往天门，行驶至许广高速广许向K485
处，发现前方因事故和大流量导致路面拥堵。李师傅不禁担心起车上的小龙虾，驾
驶员可以等，小龙虾可等不得。

李师傅打开“服务绿通群”寻求帮助，民警王子龙立即在群里回应，迅速赶往现
场协助李师傅驶离拥堵路段。几天后，李师傅专程前往大队送上一面锦旗，表达对
民警的感谢。

高警监利大队大队长陈刚介绍，通过走访辖区周边水产运输企业，了解企业的现
状和运输模式，该大队联合“一路三方”共建“服务绿通微信群”，邀请水产企业管理人
员和运虾驾驶员进群，及时了解运输需求和困难，并提供有针对性的帮助和支持。

同时，高警监利大队在群内及时发布路况信息、安全提示等，引导运输车辆合
理安排行程，确保运输安全和效率。

一水产公司负责人李富民在“服务绿通群”内提出，收费站在对运虾车入站进
行检查时，流程较为繁琐，查验一台运虾车要耗时20余分钟，建议优化查验方式，
减少在收费站入口等待时间。

了解该诉求后，高警监利大队联合随岳南高速经营公司，对收费站员工开展“快速
查验运虾绿通车”业务培训，针对小龙虾绿通车辆查验制定了一套高效的检测方法。

“优化绿通车免费通行高速的程序后，运虾车检查耗时减至10分钟内，极大提
高了通行效率。”陈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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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日报讯（记者胡祎、通讯员杨
林、雷陈标）从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
限公司获悉，5月23日，由武九客运专
线湖北公司建设管理、中铁二十四局承
建的西（安）十（堰）高铁湖北段郧西站
站房正式开工，标志着西十高铁湖北段
站房建设正式启动。

西（安）十（堰）高铁西起陕西省西
安市，向东南穿越秦岭山脉，经商洛，终
到湖北十堰市，湖北设郧西、十堰东等
站，在十堰东站与2019年11月通车的
汉十高铁相接，形成西安至武汉又一快
速铁路客运通道。

站房建设是新建铁路施工的重要
环节。郧西站以“秦楚门户，山水郧西”
为构思立意，优美缓和的屋顶曲线与两
侧舒展飘逸的水平线条构成站房整体

形态，与周边自然山水景观融为一体，
表现城市腾飞姿态。

郧西站站房建设工程主要包含郧
西站站房、站台雨棚、旅客地道（仅装
修）以及站房室外工程，其中郧西站站
房为线侧下式站房布局，建筑面积9990
平方米。站场设计规模为2台4线，站
台雨棚投影建筑面积7639平方米。

西十高铁是福（州）银（川）高铁武
汉至西安段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项目
正线全长255.76公里，其中湖北省境
内86.36公里，陕西省境内169.4公里，
设计时速350公里。项目建成通车后，
湖北西北走向的高铁运输能力将大幅
提升，武汉都市圈至关中平原城市群的
旅行时间将缩短至2—3小时，武汉开往
西安、西宁等地的高铁有望大幅增加。

西十高铁湖北段站房建设启动

湖北日报讯（记者刘畅、通讯员杨
明）5月22日，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对
位于该区金口街槐山西麓长江边的明代大
型水工程——槐山矶驳岸工程发布司法
保护令。据悉，此份司法保护令是湖北省
首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为
省内水工程文物保护颁发的司法保护令。

槐山矶驳岸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
驳岸依山就势而筑，分为三层台阶式条
石结构，全长247米，平均高度7米。
驳岸由麻石垒砌，雄浑大气，雕栏砌柱，
工艺精湛，体现了明代高超的水工程建
设水平以及当时人民的聪明智慧，具有
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2013年

被授予“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称号。
伴随着长江之畔这一珍贵的历史

文化遗迹即将对外开放，江夏法院秉持
预防性保护理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文
物保护法》第七条、第十七条，《中华人
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第十五条规定，
及时为槐山矶驳岸发布司法保护令：禁
止对槐山矶驳岸的古砖、古碑、古墙、古
柱石等实施拆除、损毁、占用、刻画、涂
污等破坏活动；禁止在槐山矶驳岸保护
范围内进行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
挖掘等作业；禁止在槐山矶驳岸实施不
利于文物保护的其他行为。

江夏法院发布水工程文物司法保护令

清杂、除湿，透过筛子的缝隙，黑
亮色的油菜籽如水银泻地，倾倒在测
产的磅秤上。

5月22日，湖北日报全媒记者走
进远安县旧县金农植保专业合作社，
只见油菜田野间的金黄深处，饱满的
油菜荚密密麻麻缀满枝头。伴随油菜
收割机的轰鸣声，一排排油菜整齐倒
下，收割、脱粒等工序一气呵成。

“经测算，杂质含量为2.74%。”没
来得及搬上运输车，负责测产的技术
专家就蹲在田边，选取样品开始测量
工作，引得周边村民纷纷围观。“今年

油菜肯定高产！”围观人群中，当地村
民于大爷自信满满。原来，他的油菜
田刚刚收割，才收到8分田，菜籽称重
已达180公斤。

据悉，今年该合作社在旧县镇流
转土地200亩，实施稻油轮作，油菜夏
收亩产达221公斤。

“3月，这里曾是一片花海，美不
胜收。可我觉得它现在的风景更美。”
眺望着收割完后光秃秃的油菜地，鼻
尖呼吸着青草香，远安县农业技术推
广中心主任田俊伟感叹。

远安是传统农业县，土壤和气候

适合油菜生长，产出的油菜籽饱满、含
油量高、味道醇正。春天的远安油菜
花成片绽放，吸引无数游客前来打卡
游玩。如今，丰收的喜悦让游客们的
笑容延续到村民们脸上。油菜陆续成
熟丰收，花海变油田，通过精细化加工
提升了产品附加值，油菜产业链正不
断壮大。

近年来，远安把油菜种植作为群
众增收致富的重要经济作物来抓，扩
大生产规模，大力支持油菜“种、管、
收”全程机械化生产。今年在油菜初
花期，全县积极推广植保无人机技术，
组织相关领导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向
农户手把手传授科学应对低温冻害田
间种植管理技术，指导农户最大限度
减少天气、病虫害对油菜生长带来的

影响，多次举办“种肥同播”、“一促四
防”、油菜机收等现场观摩会，有效促
进油菜后期生长发育，预防油菜花而
不实、菌核病、早衰以及高温逼熟，确
保今年油菜高产稳产，实现亩平节本
增效100元。

油菜不仅要种得好，产出优质菜
籽油更是关键。为了进一步提升附加
值，让农户获得更好收益，远安在洋坪
镇三板桥村投资4000多万元，建成瓦
仓谷香食用油加工基地，实现了油菜
籽的安全、营养、低耗、高效及高值化
加工，打造从“田间到餐桌”的完整油
品生产链条，全年可生产菜籽油1万
吨以上，年产值达1亿元以上。

今年，远安夏收油菜面积达11.3
万亩，预计油菜籽产量1.6万余吨。

漫山花海变油田 一地金黄变黄金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刘澍森 通讯员 蒋博

记者机收一线看“丰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