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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日报讯（记者崔逾瑜、通讯
员柯建国）5月23日从湖北省第三次
土壤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从
2022年8月28日在天门市黄潭镇徐
马湾村挖下“第一铲”，到日前在蕲春
县张塝镇塔林村挖下“最后一铲”，我
省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外业调查采
样工作历时1年8个月余，圆满完成。

据悉，全省各级土壤普查办及
外业调查采样单位全力奋战，提前
半年完成全省84842个样点的外业
调查与采样任务，其中包括81210个
表层样点和3632个剖面样点。

土情连着农情、国情、民情。时
隔43年，我国于2022年全面启动第
三次全国土壤普查（简称“土壤三
普”），按照“一年试点、两年铺开、一
年收尾”的进度安排，摸清土壤家
底，守护大国粮仓。

湖北地质地貌丰富，土壤类型
多样，作物种类丰富，受天气、种植

制度等影响，外业调查采样难度大、
时间长。我省率先在天门市开展试
点，该市采集1900个土壤点位的样
本，顺利完成对全市耕地、园地、林
地等土壤的“全面体检”，为全省全
面铺开探好路、起好步。

2023年，湖北明确工作机制，落
实责任清单，优选专业队伍，“一盘
棋”开展土壤三普。外业调查采样
工作质量是土壤普查的“生命线”。
我省严格落实“五靠四控”要求，从
全省科研院所、耕肥农技、地质地环
等系统遴选出65名省级外业专家，
分为10大片区，开展“一对一”技术
指导、线上质控、技术培训等，统一
了全省外业调查采样工作标准，有
效解决省级、县级、采样队三级质控
人员技术规范理解有偏差、质控尺
度不一致的问题。

下一步，我省土壤三普工作将
全面转向内业测试化验阶段。

5月25日子夜时分，鄂州
花湖国际机场灯火通明，一架
架货机在东、西跑道次第着
陆，装卸工人紧随其上，卸下
货物运至分拣车间，系统自动
分拣后再装车登机。清晨，载
着货物的航班再次飞往各地。

近日，一季度全国机场货
邮吞吐量“十强”出炉，花湖机
场货邮吞吐量达15.10万吨，
位列全国第六，成为目前中西
部地区货邮吞吐量最大的机
场，货邮吞吐量同比增长
1465.02%，增速居全国首位。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任
勇 通讯员 王星予 摄）

花湖机场货邮吞吐量增速居全国首位

8年前，秭归县沙镇溪镇下狠心关停112座煤矿——

峡畔褪去“黑色”群山重披“金装”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吴坚 周泉 通讯员 李尧鑫

秭归县沙镇溪镇地处长江西陵峡
畔。初夏时节，满山坡花果飘香。果农
于花丛中摘下金灿灿的果子，一车车运
往镇上的收购点。

时间回溯十年，群山环抱、煤矿众
多的沙镇溪以“黑金”闻名。高峰时，全
镇办证煤矿企业达112家，相关从业人
员上万人。挖煤收入高，来得快，许多
村民无心管护果园，逐渐抛荒弃种。

长期开采煤矿，破坏了生态，也影

响地质结构的稳定。2016年前后，沙
镇溪下狠心关停所有煤矿，开展生态修
复，稳固山体及地下水资源，彻底告别

“黑金时代”。
没有了“吹糠见米”的煤炭产业，身

处大山的沙镇溪，如何继续“靠山吃山”？

重回柑橘主产区

煤矿关停之初，许多村民不愿重新
拿起锄头，选择外出务工。一时间，全

镇常住人口从3.2万人降至1.8万人，
出去的基本都是年轻人。

“我挖了多年煤，家里橘园都撂荒
了。矿关了后，我有伤病干不了重活，
无法外出务工，只能留在家里继续种柑
橘。”梅坪村村民梅理说。

重拾荒山谈何容易？柑橘品种改
良，需要将橘树种植密度从每亩100棵
减至70棵以下，并重新嫁接，3年没有
收益，梅理等村民无法接受。

村里把专家请到田间，又带村民外
出考察，让大家明白种柑橘不是没有希
望，只是过去种的品种落后了。

老党员梅昌新带头，引导村民改良

柑橘品种，提高种植技术和果园管理水
平。镇里还积极引进龙头企业，培育销
售主体，加强农业产区基础设施建设，
推进适度规模化种植和柑橘产业现代
化，融入“秭归脐橙”公用品牌。

“我们花了6年时间，才重回秭归四
大柑橘产区。”沙镇溪镇党委书记覃晓峰
说，目前，全镇7.9万
亩柑橘均已改为伦
晚、红橙等优势品
种，品改后的橘树
大多进入丰产期，亩
产值最高可达2万
元。 （下转第2版）

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湖北实践

湖北日报讯（记者黄磊、通讯
员黄宣）5月25日，“民宿中国·2024
木兰民宿文化季”在武汉市黄陂区
木兰花乡景区启幕，来自全国各地
的文旅行业从业者、民宿代表、专家
学者等齐聚黄陂。

沙漠主题、松鼠主题、隐居主题、
太空主题、森林主题、田园主题……
近年来，黄陂特色民宿“百花齐放”。

“木兰泛舟青荷游，海滨赏浪小木栖”
“木兰湖看海，我在青荷小木等你”
“依山而建，傍水而居，裕和夫子山，
悠然山水间”……黄陂区10家民宿
纷纷登台推介，集中亮相展示。

武汉木兰花乡、斜阳耒筑·木兰、
河南云堡妙境以及浙江莫干山西坡
等国内精品民宿主理人，就中国民宿
业创新发展、民宿市场发展前景、旅
游消费升级等进行交流探讨。

近年来，黄陂区大力发展民宿经
济，盘活农村闲置资源，建成精品民
宿2000家，形成环木兰山、木兰湖、
木兰川的民宿集群，木兰·斜阳耒筑
通过国家级甲级民宿现场评审，青荷
小木等成为湖北民宿“天花板”。黄
陂区还现场发布《木兰民宿高质量发
展“黄金十条”》，从民宿品质提升、品
质打造、民宿人才培养等十大方面给
予民宿产业真金白银的支持。

作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近年来，黄陂充分发挥都市近郊
和生态资源优势，把旅游产业作为
区域发展支柱产业。全区23个景区
共创“木兰游”品牌，3A以上景区18
个，数量居全国县市区第三。年接
待游客量达到3000万人次、旅游综
合收入160亿元，全区36万人吃上

“旅游饭”。

民宿中国·2024木兰民宿文化季
在黄陂开幕

历时1年8个月余 采集84842个样点

我省土壤三普外业调查采样圆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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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日报讯（记者杨念明、龚雪、胡弦）5月25日
上午，主题为“打造绿色流域，建设美丽中国”的美丽
中国百人论坛2024年会在武汉开幕。全国政协副主
席沈跃跃讲话。生态环境部部长、论坛主席黄润秋，
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忠林致辞。全国政协常委、人口
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车俊，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
伟出席。

沈跃跃指出，建设美丽中国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着眼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建设全
局、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期盼所作出的重大战略
部署，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要以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锚定美丽中国建设目标任务，
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加快推动发展方
式绿色低碳转型。大力推进绿色生产力创新发展，实
施生态环境科技创新重大行动，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
科技支撑、增强创新活力。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
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坚持人
人尽责，激发全社会共同呵护生态环境的内生动力。
人民政协要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发挥环资界
委员专业优势，加强调查研究，深入协商议政，广泛凝
心聚力，为加快美丽中国建设、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

黄润秋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指引下，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
性、全局性变化，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加快绿色化、低
碳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
伐。建设美丽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重要目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扎实推进美丽中国
先行区建设，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强化生
态保护修复监管，健全美丽中国建设保障体系，以美
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要把加强水生态环境保护、打造绿色流域摆在美丽
中国建设的重要位置，以美丽河湖为引领，深入推进
大江大河和重要湖泊保护治理，以流域高水平保护
支撑高质量发展。

王忠林说，举办美丽中国百人论坛2024年会，是
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务实举措，是以美丽中
国建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行动。建设美丽中
国是绿色崛起之道、民生幸福之要、大国担当之责，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事关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全局。
近年来，湖北坚定扛牢生态大省政治责任，坚持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高水平保护提档升级，高效能治理
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提速竞进，美丽湖北建设迈出
坚实步伐。 （下转第2版）

风 正 好 扬 帆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并主持召开企业和专家座谈会纪实

新华社记者 张晓松 朱基钗 人民日报记者 杜尚泽 王比学

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30日召开会
议，决定今年7月召开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重点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

时隔不到一个月，习近平总书记即
深入地方考察调研，并就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听取意见建议。

“党中央作出重大决策、制定重要
文件，都深入调研，广泛听取各方面意
见，这是我们党的一贯做法和优良传
统。”总书记言明此行深意。

考察山东，强调“以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为动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
山东篇章”，勉励“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上勇争先”；主
持召开企业和专家座谈会，强调“紧扣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主题，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

向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航程，进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风正扬帆、征途如虹。

向海图强——
“我们应当坚定一种信念，中

国的改革开放之路一定可以成功”

经略海洋、向海图强，这是高质量
发展的题中之义，也是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的必然要求。

3500多公里约占全国六分之一的
海岸线、26个大大小小的港口次第排开、
拥有一大批重量级的海洋科研机构和创
新平台、海洋资源丰富……在习近平总
书记心中，海洋大省山东“完全有条件把
海洋开发这篇大文章做深做大”。

2018年3月全国两会，习近平总
书记在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时提出“海
洋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强调“要更
加注重经略海洋”“加快建设世界一流
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
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
洋强国建设作出贡献”。

6年过去了，山东在“加快建设世

界一流的海洋港口”等方面进展如何？
22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山东考察第
一站，来到黄海之滨的日照港。

日照港石臼港区码头，展板上显示
着山东沿海港口布局图。

习近平总书记走上前，仔细察看。
滨州港、东营港、潍坊港、烟台港、威海
港、青岛港、日照港……顺着海岸线，坐
落着山东半岛7大港口。

山东港口集团负责同志告诉总书
记，他们把山东半岛各大港口整合起
来，握指成拳，协同发展，5年间不仅吞
吐量连跨5个亿吨台阶，科技创新实力
更是明显增强。 （下转第3版）

湖北日报讯（记者龚雪、通讯员郑
轩）5月24日至25日，全国政协副主席
沈跃跃率专题调研组来鄂，围绕“新型
城镇化”有关问题开展调研，并召开座
谈会听取意见建议。

全国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
会主任车俊，驻会副主任欧青平参加调
研。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伟参加调
研并主持座谈会。

在鄂期间，调研组先后到宜昌市、
武汉市，深入村镇、社区等地，详细了解
农业人口市民化后的生活、社区服务居
民情况以及美丽乡村建设工作。

沈跃跃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
型城镇化的重要论述为推进中国特色新
型城镇化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
根本遵循，要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核心
要义和实践要求，聚焦“符合中国实际的

城镇化率、城镇人口比例多少为宜”问
题，充分发挥政协优势，深入调查研究，
系统分析论证，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
型城镇化建设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沈跃跃强调，新时代新征程上推进以
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要科学研判我国
城镇化所处的发展阶段及其特征，系统分
析主要影响因素，从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的大背景下去思考，与高质量发

展、高水平安全紧密结合，与国家发展战
略相互衔接，充分考虑四化（新型工业化、
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并联式”过
程特征，统筹好与乡村全面振兴的关系。

调研组成员杜志雄、卓贤、尹稚、孟
刚，住鄂全国政协委员马建华、徐旭东、
童金南、舒晓刚、谢文敏等分别参加了
相关座谈及调研。

调研座谈会上，省委常委、常务副
省长邵新宇汇报我省有关情况，武汉市
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武汉市有关情况，
省发改委、省自然资源厅、省农业农村
厅、省统计局负责人和有关专家发言。

省政协副主席张柏青、秘书长涂远
超参加相关活动。

围绕“新型城镇化”建设

沈跃跃率专题调研组来鄂调研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主题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和专家

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坚定改革信心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与会代表谈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企业和专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第3版

湖北日报讯（记者汪彤、通讯员谢娅、
刘静）5月25日，襄阳市樊城区太平店镇
小龙洲村华瑞农业家庭农场，机声隆隆，
一块稻茬小麦单产“冠军田”在此诞生。

当天下午，襄阳市农技推广中心、
省农科院组织专家对该农场承担的稻
茬小麦高产攻关示范方进行了实收测
产。示范方现场测产面积2.21亩，收
获籽粒鲜重1347.8公斤，测定平均含
水量13.6%，杂质率0.5%，按照小麦标
准水分含量 13%折算，亩产 602.6 公

斤，创下全省稻茬小麦单产新纪录。
小麦根据前茬作物种类，可分为旱

地小麦和稻茬小麦。稻茬小麦即水稻
收获后种植的小麦。国家小麦产业技
术体系武汉综合试验站站长、省农科院
粮作所研究员朱展望介绍，水田土壤质
地黏重、湿度大，导致稻茬麦整地播种

困难，土壤湿度大易发生渍害，赤霉病
发病较重，从而影响产量。

去年以来，襄阳市农技推广中心、
省农科院、省农技推广总站与樊城区太
平店镇农技推广中心在小龙洲村开展
联合攻关，选用我省自主选育的抗赤霉
病小麦新品种垦麦58，集成药剂拌种、
机械宽幅匀播、机械开沟防渍、病虫害
绿色防控等新技术，逐项击破病虫草
害、渍害等稻茬小麦增产障碍。

602.6公斤！湖北稻茬小麦单产新纪录诞生

短新闻荆 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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