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钢架为“骨”，管廊为“脉”，一条凌空飞架的
“巨龙”，将企业连接起来。

5月21日，位于潜江市王场镇的江汉盐化工
业园内，管廊施工现场一派忙碌，工人们站在吊
车上对钢架进行安装、焊接。

据悉，该管廊全长逾10公里，横跨潜江江汉盐
化工业园、周矶街道办事处、泽口工业园三个区域。

“这条管廊可以让两个工业园区的企业实现
蒸汽、氮气、氢气等能源介质的共享，串起一条绿
色循环产业链。”潜江市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开发
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8家企业等“汽”开工迫在眉睫

在江汉盐化工业园，北旭（湖北）电子材料有
限公司，年产1300吨光刻胶上游树脂项目，正在
开足马力建设。

北旭电子是一家高新技术企业，主营业务为
面板正型光刻胶，国内市场占有率50%以上。

“正在建设的项目将再往上游延伸，推动北
旭成为国内第二家可以生产光刻胶上游树脂的
企业，彻底解决面板、半导体等所有光刻胶用的
关键材料。”该公司副总经理黄细阳介绍。

“光刻胶上游树脂要有200℃以上的高压蒸
汽进来才能生产，且蒸汽比用电节约一半成本。”
黄细阳说，该项目计划今年10月建成，蒸汽管廊
能否顺利接入，成为他最关心的事。

同样紧迫期待的，还有湖北兴训电子材料有
限公司。该公司年处置利用10万吨光芯屏行业

废弃电子化学品项目，计划9月底试运行。
“只有稳定的蒸汽供应，才能保持稳定的生产。”

兴训电子生产负责人陈燕军介绍，该公司利用精馏
技术，通过蒸汽加热，对废有机溶剂进行分离、提纯，
实现资源的再生利用，年蒸汽需求量达15000吨。

不仅是北旭电子、兴训电子，王场镇服务企
业专班收集到，该镇工业园区共8家企业有用汽
需求。

背靠江汉盐化工这棵“大树”，为何园区还缺
蒸汽？

王场镇相关负责人介绍，江汉盐化工为长飞
光纤、晶瑞股份、鼎龙控股等一批用汽大户提供
蒸汽，随着园区企业增多，蒸汽需求旺盛，供不应
求。

供“汽”企业产能过剩每天喊亏

在10公里外的泽口工业园，瀚达热电有限
公司已实现在节能减排的前提下持续供蒸汽。

“我们每小时可向园区企业集中提供高质量
中低压蒸汽450吨。”瀚达热电总经理助理顾乾辉
介绍，公司在泽口工业园已接入20余家企业，每
小时可用汽70吨，但他们仍为用户不多而发愁。

“只要供汽设备启动，每小时用汽量达不到
140吨，公司每天亏损约20万元。”顾乾辉说，该
企业提供的蒸汽体量可覆盖泽口、江汉盐化两个
工业园区百余家企业。

去年底，王场镇专班工作人员及时对辖区企
业用汽需求进行登记，并了解到泽口工业园的瀚

达热电可提供大量蒸汽。
“我们联合泽口一起牵线搭桥，组织8家企

业分别与瀚达热电签订供汽协议。”王场镇经发
办主任杨成说。

王场镇8家企业组团前来求“汽”，令瀚达热
电看到扭亏为盈的希望。

经初步统计，接入王场工业园这8家用汽企
业，瀚达热电最高每小时可增加114吨的供汽量。

政府增资亿元参与管廊建设

如何让10公里外的企业用上蒸汽，是瀚达
热电亟待解决的难题。

“10多公里的距离，仅管道就得花费1.2亿
元，这还不包括园区的管廊架等基础施工费用。”
顾乾辉说，高额的配套设施费用，成为制约公司
发展的又一“拦路虎”。

这笔庞大的资金到底从哪儿来？潜江市经
研究决定，采取政府主导、市场化运营模式，由
国有企业潜江市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开发公
司出资1亿元，承担从周矶街道办事处

到江汉盐化工业

园的管廊及配套设施建设任务，长7公里。
潜江高新投项目管理中心负责人朱文俊介

绍，去年底，该项目完成设计方案，今年3月完成
招采手续正式开工建设，分6个段面施工，5月底
各企业将陆续接入管廊，今年底可实现江汉盐化
工业园全面通蒸汽。

有了地方政府分担压力，瀚达热电投资发展
的信心更足了。顾乾辉介绍，今年3月，瀚达热
电承担剩下部分的管廊架和用汽主管道建设，预
计7月底主管道可全面竣工。

“管廊建成后，园区所有企业都可实现管廊
共享。”朱文俊说，管廊不仅输送蒸汽，还可实现
氮气、氢气等更多能源介质的输
送，相当于潜江有了大型能源
共享管廊，真正串起泽口工
业园区、江汉盐化工业
园能源共享、绿色循
环的产业链。

池塘精养革新，温棚土

池领航，工厂化养殖突破，攻

克“四季有虾”，潜江一直在

探索。

在“虾十条”的指引下，去

年，湖北省小龙虾产业技术研

究院在潜江揭牌，潜江联合中

国科学院水生所、省农科院、

华中农业大学、长江大学等7

家单位，重点攻关“四季有虾”

核心技术。

“四季有虾”有哪些创新

技术？需要攻克哪些难关？5

月21日，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走进湖北省小龙虾产业

技术研究院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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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江观察

湖北日报讯（记者黄璐、通讯员
杜少华、周瑞）5月23日的潜江市今
年首场“优化营商环境”新闻发布会透
露，年底前，该市将落地实施新增的

“一事联办”主题事项，完成公积金、不
动产、户口迁移、社保卡办理、企业开
办等领域的1000项高频事项纳入全
省通办。

潜江市发改委党组书记、主任郑
慧涛介绍，潜江持续深化“一件事一次
办”改革，推出“高校毕业生就业一件
事”“医疗费用报销一件事”等主题套
餐服务，到今年底将“一事联办”主题
事项扩展至55项以上，构建智慧人才
服务平台，推进高层次人才健康体检、
津贴办理、住房补贴等不见面服务。

推行土地全生命周期“一码管地”
应用服务机制，破解信息共享弱、企业
群众多头跑和重复提交资料等难题，
由“慢办难办”向“好办易办”转变。深
化“互联网+不动产登记”改革，实现
缴费、核税、缴税智能联办、一体化办
理。推进住建行业高频服务智能审
批，对安全生产许可证办理等高频服
务，快速审批、快速生成电子证照，实
现“无感办理”。

此外，潜江市优化“职工参保登
记”事项在线办理、优化高龄津贴申
领、推广应用全省统一的基层电子证
明系统，减少群众办事跑动，推进医学
检查检验结果跨机构互认，缩短患者
就医时间、减轻医疗费用负担，提升医
生诊疗效率。

潜江1000项
高频事项

将纳入全省通办

“3月底，一笔1000万元的融资
贷款，解了公司燃眉之急。”5月 22
日，潜江方圆钛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
经理周晓东说。

去年7月，方圆钛白总投资7.5亿
元的钛白粉提质减排升级改造项目正
式投入生产。该项目通过引进先进的
设备和工艺，对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
同时，新建1条钛白粉生产线，进一步
提升产品质量和产能。
产能加速扩大，企业对流动资金的需
求也愈加迫切。正在方圆钛白为难之
时，潜江市经信部门在实地调研后，积
极组织多家银行与企业对接，及时谈
妥3000万元融资贷款，目前已到账
1000万元，后续2000万元贷款也在
审批中，预计二季度到账。

引来金融活水，为企业发展添动
力。一季度，方圆钛白公司产销两旺，
实现产值超3亿元，同比增长275%。

今年，潜江制定《潜江市民营企业
定期沟通及问题协调解决工作机制》，
构建企业问题“收集-研判-交办-督
办-反馈-评价”工作闭环，开展走访
企业活动，收集企业诉求问题。

针对企业融资需求的共性问题，
经信部门在今年初发布第一批48家
企业融资需求清单，组织市域内10家
银行，点对点上门服务100余次，实现
金融需求企业全覆盖。截至目前，对
33家企业授信或放款3.72亿元。

企业诉求闭环机制

引来3.72亿元
“金融活水”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黄璐 通讯员 成妍

湖北日报讯（记者黄璐、通讯员
何敏）5月20日，在湖北金松纺织科
技有限公司智能生产线，仅一名工人
操控，纺织设备飞速运行，编织一片新
天地。

“棉纺行业劳动强度大，生产环境
较差，三班制生产模式让公司一度陷
入用工荒，技改势在必行。”金松纺织
公司总经理王海明正在为技改资金发
愁时，收到了潜江市财政局支持中小
微企业发展的补贴经费47万元。

目前，该公司已完成7条智能生
产线改造，涵盖217台智能设备。王
海明说，以智能化生产替代人工，既节
约了劳动力成本，也使纯棉纺纱速度
提高了20%。

近年来，潜江市陆续出台支持纺
织服装、电子产业、石油化工、招商引
资等领域相关措施，大力支持企业发
展。去年，潜江投入支持产业发展资
金3.8亿元，其中，1.7亿元用于支持
69家企业技术改造。

潜江市财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该市6家纺织服装企业入选潜
江市智能制造示范企业，潜江市政府
将为 25 家智能制造示范企业给予
3000万元资金补贴。

3.8亿元资金
支持产业发展

池塘精养——
住“水下森林”吃“营养套餐”

初夏时节，潜江后湖张家窑“四季有虾”试
验示范基地，一只只小龙虾个大体肥，色泽红
润，品相喜人。

“5月21日，14亩的7号池，捕捞662斤。”
湖北省小龙虾产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李明波
拿起手机，给记者看刚收到的数据和视频。

据介绍，从5月10日开捕至5月21日，7
号池已产虾2687斤，其中，7钱以上的大虾占
76%，1两以上的“炮头”占40%。

如何做到龙虾产量高、品质优？李明波
说，“四季有虾”需要攻克四道难关。

第一关，越冬。秋冬季节，小龙虾要打洞
冬眠。李明波指着眼前的池塘说，去年，他们
对池塘临水面四周加装围网，防止小龙虾上爬
打洞。

第二关，营养。冬季的小龙虾基本处于不
摄食、不活动状态，个头小、肉少。基地工作人
员根据龙虾冬季营养吸收和转化特点，缺什
么，就补什么，制定“营养套餐”，保证小龙虾冬
季也能进食生长。

第三关，环境。走到池塘边，只见清澈的
水面下，苦草、菹草、伊乐藻等水草欣荣摇曳，
仿佛一片“水下森林”。李明波说，养虾先养
草，不同季节选择不同的水草搭配栽种，确保
四季有草，为小龙虾生长提供适宜的生态环
境。

第四关，水质。销售完春虾后，池塘残留
的有害物质累积在底部，对养殖秋虾造成影
响。为此，工作人员研究出微生物制剂，对池

塘定期消杀处理，改善池塘黑底和水质变差等
问题，确保好水养好虾。

目前，“四季有虾”养殖模式亩产冬虾200
斤，全年可达800斤。

“我们正在试验轮收轮放模式，一边收成
虾，一边投虾苗，养殖产量将有更大突破。”李
明波介绍，他们还将探索虾稻田四季有虾模
式，让虾稻田四季都有虾，四季产大虾。

温棚土池——
虾菜共生 大棚也能玩“混搭”

龙虾养殖、大棚蔬菜，单拎出来不稀奇，但
一边养虾、一边种菜的设施大棚，你见过吗？

5月21日，在潜江高场街道小龙虾“四季
有虾”温棚土池养殖模式试验基地，记者就见
到了这一幕。

一座1万平方米的玻璃温棚里，6个500
平方米的养虾土池一字排开，一只只肥美的小
龙虾在池里嬉戏；养虾池旁，立体管道水培架
上芹菜、生菜郁郁葱葱，长势喜人。

“水培架里水的来源，就是旁边的养虾
池。”温棚土池项目现场负责人冯立慎介绍，华
中农业大学袁勇超教授团队研发的“虾菜共
生”系统，将养虾池和种菜池相互串联起来。

“虾的粪便和饵料残渣经过分解、过滤后
变为蔬菜的‘营养液’，蔬菜在充分吸收营养的
同时，又将水净化循环给虾用。”冯立慎说，虾
肥水、菜净水、水养虾的生态模式，无污染、零
排放，让养虾不换水、种菜不施肥。

去年以来，袁勇超教授团队利用温棚土池
的温控优势，结合小龙虾的繁殖和生长特性，
通过水草立体化种植、精准营养与投喂等关键

技术，实现月月有菜摘、季季有虾吃。
目前，该模式下，单茬大规格优质龙虾苗

种产量已达到每亩100公斤以上，高品质成虾
养殖每年可达4至 5茬，平均每年亩产高达
400公斤，其中7钱以上大虾占比超60%。

工厂化养殖——
享受“独门独栋”配备“恒温泳池”

小龙虾“住进”工厂里，“独门独栋”还配备
四季恒温泳池，这样梦幻般的场景，在潜江变
成现实。

在小龙虾“四季有虾”工厂化养殖基地，41
个蓝色帆布池和56个白色圆形养殖桶整齐排
列，小龙虾有的在虾巢休息，有的在攀爬架上
玩耍。

基地里，机器的低鸣声在回响。“那是增氧
机、控制器和风机在工作，所有养殖用水每日
都在重复‘自洁’。”现场负责人冯世豪介绍，养
殖用水先由微滤机将虾的残饵粪便拦截分离，
再进入生化池进行消毒，可以实现循环使用。

该基地由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
研究所田娟团队负责，小龙虾工厂化养殖的核
心理念是用最少的地、最省的水，养出最优质
的水产品。

如何控制温度，是工厂化养殖的关键一
环。冯世豪说，为控制水温，他们引进了一台
水产养殖恒温热泵，处理过的水经过水泵加热
后投入使用，为冬季养虾提供有利条件。

“仅仅20天时间，工厂化养殖的虾苗可长
到20克。”冯世豪说，这一新型室内工厂化养
殖技术体系，让小龙虾摆脱季节限制，不再靠
天吃饭，达到高产优质好虾的目标。

湖北日报讯 （记者黄璐、通讯员罗珊
珊）5月18日，《2024年潜江龙虾全产业链标
准化白皮书》正式发布，一个环境有监测、操
作有规程、防治有计划、生产有记录、产品有
检测、基地有认证、上市有标识、安全可追溯
的潜江龙虾全产业链标准化生产管理模式
已形成。

潜江龙虾全产业链涵盖185项标准，涉及

生产环境到种养技术、加工工艺到市场交易、
传统产品到衍生产品等方面，成为潜江龙虾产
业发展壮大的重要引擎。

《白皮书》指出，从农民无意间的“发明”，
到科研专家的理论总结；从掌握种苗研发等核
心科技，到养殖技术标准的制定，潜江现已主
导研制15项标准，成为潜江龙虾实力“出圈”
的制胜法宝。

同时，深耕第二产业一批“拳头”产品，无
论是虾稻米，还是潜江龙虾制品、调味品；无论
是甲壳素精深加工、还是休闲食品、预制菜等
领域，大胆探索和创新，总结成熟经验做法，潜
江现已主导研制12项标准。

潜江还在品牌管理、购销、冷链物流、餐
饮、城市旅游等方面重点发力，已制定13项
切实可行的先进标准，为提升潜江龙虾全产

业链产品在国内外的知名度提供有力的技
术支撑。

《白皮书》强调，经过20多年系统规划建
设，潜江建成全国最大的小龙虾良种繁育基
地、小龙虾交易中心。通过标准引领，将生态
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
势，2024年龙虾全产业链综合产值预估达750
亿元。

185项标准助力龙虾全产业链发展

5月17日，美
食爱好者齐聚潜
江，共赴万人龙虾
宴。（湖北日报全
媒记者任勇摄）

“四季有虾”工厂化养殖。
（湖北日报通讯员 杨靖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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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边等“汽”开工 那边有“汽”无“利”

10公里管廊串起“能源共享链”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黄璐 通讯员 何敏 刘彦辉

江汉盐化工业园内，供汽管廊正加紧施工。（湖北日报通讯员 何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