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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日报讯（记者陈莉霖、通讯
员肖竞）6月 5日，一场以“江汉大米
香 粤鄂情谊长”为主题的“江汉大米”
粤港澳产销合作洽谈会在深圳举行。
省粮食局组织全省60家重点粮油企
业，携400余款优质粮油产品闪亮登
场。据悉，这是“江汉大米”首次进入
粤港澳大湾区。

水稻作为湖北第一大粮食作物，
总产量长期位居全国第5位，2023年
达到376亿斤，每年供应南方市场100

亿斤左右。“江汉大米”是湖北省粮食
局、省农业农村厅共同精心打造的优
质大米省域公用品牌，自今年3月13
日发布以来，已相继在武汉、成都等省
内外主销区市场亮相。

当天，省粮食局为首家“江汉大
米”粤港澳大湾区展示营销中心授牌，
标志着“江汉大米”正式进军粤港澳大
湾区市场。同时，鄂粤两省签署粮食
产销合作框架备忘录，进一步深化两
省粮食产销合作，共同促进双方粮食

产业高质量发展。来自粤鄂两省的44
家粮油企业签订产销战略合作协议，
总金额达 11.8 亿元，销售粮油 16万
吨。其中，10家“江汉大米”核心企业
拿下6亿元订单。

第六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10月
将在湖北举办。省粮食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将加快“走出去”“请进来”步伐，
讲好品牌故事、做好市场文章，让“江
汉大米”“荆楚粮油”成为全国百姓餐
桌上的幸福滋味。

湖北日报讯（记者海冰、通
讯员鄂文旅）6月8日，2024年文
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
沈阳举行，国家文物局公布了
2023年度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
案例、2024年度中华文物新媒体
传播精品推介项目及第六届最美
文物安全守护人名单，三项全国
大奖我省均榜上有名。

盘龙城遗址博物院申报“考
古研究守护城市记忆 创新展示
赋能遗址新生”荣获文物事业高
质量发展十佳案例。近年来，盘
龙城遗址博物院认真贯彻落实新
时代文物保护工作方针，持续开
展考古研究，深入挖掘遗址价值，
以考古成果为引导，蹚出一条考
古与遗址保护、展示深度融合的
创新发展道路。博物院创新遗址

博物馆管理新模式，开创馆址一
体运营体系，将绿色、共享、可持
续发展的理念融入遗址公园建
设、管理、运营之中，让公众成为
中华文明的薪火传人，为我国的
大遗址保护展示和创新性发展开
创了盘龙城范本。

《“郧县人”3号出土记》荣获
2024年度中华文物新媒体传播十
佳精品推介项目。湖北省荆门市钟
祥市明显陵管理处处长李斌入选
第六届最美文物安全守护人名单。

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文物
局）相关负责人称，此次我省在三
个领域全面获奖，充分展现了我
省文物工作者勇于开拓创新、勤
于实践研究、乐于扎根奉献的事
业精神，也是近年湖北文物事业
高速发展结出的硕果。

湖北日报讯（记者肖杨、通讯员
熊文婷）6月4日，天门中国服装电商
城项目开工。项目计划投资20.37
亿元，新增建筑面积58万平方米，建
设跨境电商大楼和选品中心、面辅料
交易市场、生产加工区、保税物流聚
集区等。预计到2026年，服装电商
城将可承载服装企业500家。

天门中国服装电商城是该市重
点建设的服装电商产业集聚区，总占
地面积约 1610 亩，已有建筑面积
39.2万平方米，包括工业厂房、仓库、
写字楼、商铺、宿舍等。目前，已入驻
服装电商企业200余家，已登记待入
驻企业50余家。

抢抓沿海城市纺织服装产业转
移和劳动力回流机遇，天门市在服装
电商城原有基础上进行扩容升级，规
划建设2公里网红打卡地和1公里
体验式直播基地，将其打造成集生
产、销售、中转、居住、商业、休闲等功
能于一体的服装电商综合体，方便更
多企业入驻。

纺织服装是天门市传统支柱产
业、富民产业。近年来，天门把服装
电商作为纺织服装产业转型升级的
重要抓手，积极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转
移，大批服装企业回归发展，现有服
装企业5000余家，服装电商年交易
额超400亿元。

湖北日报讯（记者刘胜、通讯员李
超）6月6日，黄冈市麻城市大松树岗金
矿、黄石市大冶市白泥塘铁矿2个探矿
权已由省自然资源厅委托省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挂牌出让，标志着我省新一轮
省级发证矿业权出让工作正式启动。

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物质基础。为尽快把资源优势转
化为经济优势，今年以来，省自然资

源厅落实新一轮全省找矿突破战略
行动工作部署，进一步提高矿产资源
安全保障能力，积极谋划推动省级发
证矿业权出让工作，制定2024年矿
业权出让计划，拟于全年分六批次出
让50至80个探矿权区块。

据悉，近期省自然资源厅还将委
托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分两批次陆
续出让15个探矿权区块。

短新闻荆 楚

6 月 8 日，武汉东
湖听涛景区在屈原纪
念馆、行吟阁与碧潭观
鱼等景点举办丰富多
彩的端午文化节活动，
市民游客在吃、喝、玩、
乐中沉浸式体验了听
涛端午的独特魅力。

（湖北日报全媒
记者 朱熙勇 通讯
员 周翠兰 摄）

“江汉大米”首进粤港澳大湾区促销
签约金额11.8亿元

湖北文物考古工作
获三项大奖

我省新一轮矿业权出让工作启动

天门中国服装电商城扩容升级

通了水路通心路 水净景美百姓富
——荆州打造四湖流域综合治理小样板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崔逾瑜 通讯员 刘秋娥

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湖北实践

入夏之后的太湖港，水如镜，清如许。
这里是江汉平原“四湖流域”源头，

经万城闸引沮漳河水进丁家咀、金家
湖、后湖、联合4座水库和港北、港中、
港南3条渠，汇入太湖港总渠，进长湖、
洪湖，最后入长江。

这里是典型的库区小流域，“四库
连江、引江灌库、库水济湖”，流域内大
小水库星罗棋布，河流沟渠纵横交错。

这里与纵横山河之间的山区流域、
人烟稀少的湿地不一样，水库之下农田
广袤，人口密集，既要兜牢“水袋子”安
全，又要守护“鱼米之乡”的丰饶，还要
还回她美丽的生态。

曾经，“水问题”困扰太湖港，阻碍
当地发展。近两年，荆州区、荆州高新
区全力治理太湖港，积极打造库区流域
综合治理新样板，以水生态、水安全倒
逼地方谋求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从“三提三放”到“零补偿”，
通的是水路，也通了心路

库区流域首要的是“水安全”。
2023年6月，荆州区开展太湖港流域
综合治理试点，首先瞄准港中渠。

荆州区委统战部部长胡庆海介绍，
港中渠为上世纪60年代修建，是当地
群众生活与农业灌溉水源，后来无人管
理，杂草丛生，被人为分成9个鱼池发
包给私人。筑坝养鱼，水流不畅，安全
隐患大。2016年、2020年，岳台段、陈
台段发生漫堤，居民担惊受怕。

生命渠快要变成“夺命渠”了，治理
港中渠刻不容缓。

“区政府曾经三次开会提起，三次
都放下。”胡庆海说，港中渠沿线有280
座坟墓、4万余棵树木、9个鱼塘及20
栋违建房屋，征收需要7000余万元。

光靠财政拿不出这么多钱。
直到“共同缔造”花开荆楚，荆州区

找到“金钥匙”——街道制作宣传片，居
民出镜说，“五老”上门讲，沿线群众接
受了这个理。

罗滩社区居民陈志喜清理自家树
木200余棵，梅槐社区养殖户王洪钢腾
出鱼池30余亩，秘师桥社区居民黄庭
东带头退还早期征收款4000元……有
了榜样带路，群众踊跃跟进，砍杂树、退
鱼池，最值一提的是，部分群众把先期
已经到手的补偿款总额400万元悉数
退还政府。

历时100天，港中渠清障除杂“零
补偿”完成。

港中渠通了。畅通水路的过程中也
通了群众心路：“环境治理不能光靠政
府，必须干群同心协力才能办好大事。”

截污水控源头，美了环境，也
护了家园

水系畅通，死水变活水，保护清水
东流就成为新的头等使命。“现在全区

在生态建设方面的重点就是排查排污
口，清渠洁岸。”胡庆海说，太湖港流域
内大小水体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
美化环境和保护家园成为一体两面，缺
一不可。

八岭山镇3楼会议室，镇委副书记
何子康端详着太湖港流域地图，上面密
密麻麻印着各色标记。他说，近期通过
地毯式排查，全镇范围内汇入口、取水口、
排污口都已查明，分类施策，逐一销号。

从外，截污控源——
荆州太湖港水产科技公司养殖示

范基地，1200亩鱼池养殖尾水集中连
片治理。公司管理人员张恒介绍，他们
探索“一区二渠五沟”多重防护模式治
理尾水：“一区”即净化区，在池塘布设
生态浮床，种植水雍菜或粉绿狐尾藻，
调节水质减少排放；“二渠”即修建两条
生态渠，建过滤坝，坝体用火山石吸附
污水中的有害物质；“五沟”即对5条支
沟整治护砌，播撒草籽，净化水体。另
外，公司还建一座水质监测站，保障尾
水达标排放。 （下转第4版）

实验室难题，在中试基地找到答案
——《架起“中试桥”穿越“死亡谷”》引出的话题①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杨然

中试，是产品正式投产前的试验过
程，是产品在大规模量产前的较小规模
试验。

山穷水尽之际，丁明跃教授团队遇
到中试平台，全国首台大型3D超声断
层成像设备终于从实验室走到市场。

科研成果从实验室到市场，这“最

后一公里”路程，是不少科创企业夭折
的“死亡谷”。跨过“死亡谷”，中试平台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武汉是全国六大科技创新中心之
一，高校、国家级创新平台和全国（国
家）重点实验室聚集，每年产出大量科
研成果。

目前，武汉市备案的中试平台已超
过150家，连接起实验室与大市场，成为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

让“金点子”成为“金钥匙”

偶遇果商削菠萝，从“刀片穿心，旋
转而下，果心随之抽拉而出”的画面中，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心外科主任魏
翔萌生了心肌旋切手术的金点子。

从一个创意到成为手术器械，再应
用于临床，需要克服诸多难题。

启动资金、研发团队、样品生产

……每一个阶段所需要的资源，都不是
一位医生单枪匹马所能解决的。对于
一般的医疗机构而言，也没有相应的机
制为医生“圆梦”。

东湖科学城医疗器械创新转化平
台牵线搭桥，武汉奥绿新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为魏翔医生的“金点子”提供
全流程中试服务。

在奥绿新公司，不仅有满足研发需
求的实验室，还有符合GMP（药品生产
质量管理规范）的生产车间。“我们聚集
了公司所有的资源，材料部门、工艺团
队、机械部门、检测部门一起发力。”该
公司项目总监徐帅说。

自2018年3月创意萌生以来，经
过多年的试制、实验、改进和原理样机
迭代，心肌旋切设备于2022年4月通
过验证。近年来，手术临床试验顺利，
为解决“不开胸、不停跳”切除肥厚心肌

这一世界性难题提供了“金钥匙”。
今年5月24日，来自全球10个国

家的12名心外科领域专家到访同济医
院，参观学习由魏翔团队全球首创的用
于治疗肥厚性梗阻性心肌病的心肌旋
切技术。

从“金点子”到“金钥匙”，中试平台
依托专业的设备和技术支持，不仅提供
了实验与验证的场所，还切实推动技术
创新和行业应用升级。 （下转第3版）

6月6日，湖北日报头版头条刊发
《全国首台大型3D超声断层成像设备
迈入产业化——架起“中试桥”穿越

“死亡谷”》报道，引发社会各界对中试
现象的关注讨论。中试如何架起成果
与市场的桥梁？其自身如何走好市场
化之路？连日来，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深入武汉各大中试平台探访，今起推
出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编者按

距距全全国国第七届第七届
大学生大学生艺术艺术展演活动展演活动

开幕还有开幕还有33天天

厚植家国情怀 涵养进取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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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日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湖北省博物馆举办“保护传
承非遗 赓续历史文脉 谱写时代华章”非遗宣传活动，向游客呈现
包括石雕（绿松石雕）、囊匣制作技艺、微雕、鄂派紫砂壶陶艺、剪纸
（武汉剪纸）、楚式漆器髹饰技艺、编钟乐舞等在内的馆藏非遗技艺的
魅力，全面展示省博在非遗保护方面的成果，同时增强公众对非遗的
认知与保护意识。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何宇欣 通讯员 黄敏 摄）

非遗技艺
吸引公众关注

6月8日，宜昌
端午市集暨“文化
和自然遗产日”非
遗宣传展示活动启
动，夷陵广场上人
头攒动，外国游客
学习包粽子，孩子
们进行才艺展演。

（湖北日报全
媒记者 刘曙松 摄）

6月8日，武汉市
武昌区起义门社区邀
请红石榴院校联盟单
位与国家通用语言文
化政策教育培训基地
的学员联合开展“粽
情相约迎端午，团结
花开一家亲”活动。

（湖北日报全媒
记者 张鸿 通讯员
魏玉萍 谢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