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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高速公路总里程已达7849公里
基本形成“九纵五横四环”高速公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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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货双枢纽基本形成
●空中丝路畅达全球

●亚洲最大的专业货运机场花湖国际

机场建成投入使用

●已开通国际国内货运航线73条

●今年货运量可突破120万吨

●武汉天河机场累计开通国内外航线201条

其中国际及地区直飞航线15条

水 路

黄金水道通江达海
万吨巨轮可通过长江直达武汉

武汉港集装箱吞吐量长江中上游
排在第1位

截至2024年3月末

湖北港口集团相继开通
多式联运通道69条

铁 路

全省已建在建高铁里程突破

3000 公里

超米字型高速铁路网加快形成

4小时可达
全国80%的重要城市

初步构建形成辐射全国、衔接日
韩、联通欧洲、连接东盟国家的联
运网络

在长江、汉江拥有码头泊位

204 个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胡祎 整理） 制图：徐云

2023年8月19日，鸟瞰武汉三环线西南段，该路段水网密布，位于武汉
白沙洲长江大桥和梅子立交桥之间，高架桥从两条人工水渠中间穿过，俨然
一条通往长江的生态绿廊。武汉三环线自通车以来，经过多年大规模绿化
美化，沿线景观明显提升。目前，武汉三环线保有绿化面积已达230万平方
米，环线遍植国槐、白蜡等7种行道树，紫叶李、高秆月季、海棠等20余种彩
叶绿植、花灌木。平均每年新（补）植乔、灌木约1.2万株、绿篱1万余平方
米、地被约5.6万平方米。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朱熙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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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崛起 支点担当

（上接第1版）目前，该集团在长江上仅布局了两个
港口，另一个在江苏南通。

湖北不沿边、不靠海，是全国唯一一个要经过
两个省才到边到海的省。

走向内陆，田幼波坦言：“不是简单的财务投
资，是基于全球航运通道建设的战略布局。”

企业的选择，蕴含着时代的考量。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国际经济循环

格局发生深度调整。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在中

共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出重大决
策：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认为，“经
济新常态”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现象，但关键的启示十
分清晰，未来的经济发展轨迹将会显著不同于过去。

时代风起云涌。
新发展格局中，湖北如何作为？
从中国看湖北，这里是全国主要经济区的几何

中心；长江黄金水道和南北交通大通道的中心枢
纽，连接全国“铁水公空”交通大动脉；超米字型高
铁网加速形成，4小时可达全国80%的重要城市；
全省综合交通网总里程达32.9万公里。

从世界看湖北，沿长江黄金水道，江海直达航
线直通太平洋；接丝绸之路，中欧班列（武汉）直达
欧洲和中亚；筑路向苍穹，亚洲最大的航空货运枢
纽鄂州花湖国际机场，打开空中“出海口”。

2000多年前，楚国的丝绸、漆器沿着古丝绸之
路沟通中西方。

近代，湖北是“万里茶道”的重要节点，有着“货
到汉口活”的美誉。

如今，湖北致力于打造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
支点，加快建设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先行区。

“湖北作为支点，找到了撬动中部整个板块
的杠杆。”湖北省政府咨询委员、长江经济带高质
量发展智库联盟秘书长秦尊文表示，这就是省第
十二次党代会提出的，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
场，打造国内大循环的重要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
环的重要枢纽，“这一功能定位，既落实了中央构
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又体现出中部支点的
战略价值。”

链接，打通内外循环的“任督二脉”

从中部腹地追赶世界，有多远？
在50岁的老船员卢德亿看来，世界就在江面

的日升日落间。
5月23日，武汉阳逻港。爬上三层楼扶梯，湖

北日报全媒记者在万吨巨轮“华航汉亚5号”驾驶
舱，见到满头大汗的卢德亿。他指向船舱，222个
来自日本的集装箱整齐码放，装满汽车零部件和电
子产品。卸货后，轮船将直接上载新货，连夜启程
赴日本名古屋。

这条线路，就是“汉亚直航”，又称武汉直达日
韩集装箱班轮航线，是长江中上游地区唯一直达境
外的水运航线。运行4年多来，卢德亿亲历“汉亚
直航”班轮装载量从100多个标箱增至满载的500
个标箱。

从中部腹地眺望世界，有多远？
在53岁的潘汉宜看来，世界就是铁轨的尽头。
潘汉宜是汉西车务段吴家山车站党支部书记，

每天协调中欧班列（武汉）的发车信息。“今年，每周
都有加开班列。”潘汉宜打开调度表，“仅5月17日
这一天，客户就要求加开了3列。”

车站斜对面，中铁联集武汉中心站作业股道
上，龙门吊巨臂起舞，将一箱箱“湖北造”吊装至中
欧班列的车皮。

目前，中欧班列（武汉）已有53条跨境运输线路，
形成“七龙出关”格局：途经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
内蒙古二连浩特、满洲里，广西凭祥，云南磨憨，黑龙
江绥芬河7个地方，辐射欧亚大陆116个城市。

从中部腹地呼叫世界，有多远？
在37岁的“空中交警”巴富毅看来，世界就在

指令传输的刹那间。
这位新疆小伙子原本在乌鲁木齐工作，跨越

6000里举家投奔湖北，担任鄂州花湖国际机场管
制室经理。

每天，他在机场最高处的塔台，通过成百上千

的指令，协调飞机起降。“夜间，货机密集进出港，需
要精神高度集中。”巴富毅说，从2022年机场首航到
现在，单日航班数从个位数跃升为百位数，流量发生
了显著变化，“在这里能感受到强大的‘枢纽’气场。”

目前，该机场已开通51条国内货运航线、22条国
际货运航线。上海造、深圳造、武汉造等在这里完成

“物物交换”，实现“运全国、配全国，运全球、配全球”。
经济活动是一个动态的、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
畅通经济循环的“经络”，推进“铁水公空”硬连

通。2023年湖北铁水联运量占长江干线的三分之
一，国家多式联运示范工程达10个、全国最多。“武
汉是重要的中转节点，铁水联运发展空间很大。去
年公司15.8万标箱的业务，大部分都是中转、联运
业务。”武汉中远海运港口码头有限公司生产操作
部门经理陈晓勉介绍。

“通道经济”释放活力，彰显重要节点和重要枢
纽磁吸力。

5月10日，“华航汉亚”轮班装载着55个高箱
的日本高端整车，由日本名古屋港口运抵阳逻港。
在武汉集结后“换乘”中欧班列前往中亚。这一航
线颇受青睐，6月起，该轮班日本整车装载量提升
为220个高箱。

5月30日，潜江小龙虾交易市场，车辆南来北
往。安徽、湖南、江西、江苏、四川等地的小龙虾养
殖户和商户，争相将小龙虾送到这里。“高峰期日交
易2300吨小龙虾，小龙虾到潜江，不仅可以卖掉，
还可以卖个好价钱。”中国虾谷、潜江鲜活小龙虾交
易市场负责人康峻说。

内循环“畅”起来，内需潜力在激活。今年1至
5月，湖北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9293.81亿元，
同比增长5.6%，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今年前5
个月，武汉出入境旅客超过50万人次，同比增幅近
300%。

双循环“稳”起来，支撑高水平开放。“相比过
去，现在运输的是电子显示器、汽车零配件、锂电池
等高端货。”华中港航大通国际副总经理曹志宇介
绍。去年，全省“新三样”出口增长91%，新能源汽
车出口规模位居全国第五位。

拥抱，加速融入国内外产业链

武汉江汉关大楼，今年迎来落成百年。
穿越历史风云，大楼的钟声，见证了从闭关锁

国到开眼看世界、再到走向改革开放的历程。
世界经济的大海，不可能退回孤立的河湖。以

内循环为主体，也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
开放的姿态，闪耀“一带一路”。湖北建桥军团

在30多个国家设计建造了近200座大桥，全球大
跨度桥梁一半以上是“湖北造”。

开放的气质，提升湖北能级。世界500强对话
湖北、华侨华人创业发展洽谈会、汉交会等国际经
贸合作平台活动常态化推进，吸引采埃孚等知名企
业“投资中国、优选湖北”。

开放倒逼改革，激发更加旺盛的活力。
5月22日，武汉东湖综合保税区。在这片5.41

平方公里的“境内关外”，光谷货站正按照相关要求
进行最后的冲刺改造。一年多以前，武汉光迅16
箱光电子产品，首次“尝试”从这里出关离境，踏上
前往欧洲的天路。

不远处，“极速通关”也在武汉自贸区生物制品
通关平台上演。密闭的仓库内，海关人员据单清
点、逐一核对。价值28万美元的美产免疫球蛋白
直接离境，相比在机场排队出境节约至少3天。

截至目前，湖北自贸试验区“先出区、后报关”
等28项制度创新成果在全国推广。

物流的“地网”，数字化的“天网”，供应链的“金
网”，服务贸易的“商网”，共筑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持续扩大经贸合作共赢圈。

今年前4个月，武汉东湖综合保税区进出口总
值达132.4亿元，同比增长35%。位于武汉市蔡甸
区的中德国际产业园，吸引160多家中外企业落
户，其中外资企业60多家。

在开放中收获成长，在开放中争取新的更多战
略主动。

迎着“双循环”东风，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湖
北正努力由沿海开放的“后队”变为新时代内陆发
展的“前队”。

时间，会铭记今天的奋斗。

湖北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忠禄——

“花湖”起飞，奔赴“国际一流”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胡祎 戴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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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0日凌晨2点10分，顺丰航空
O36987全货机航班降落鄂州花湖国际
机场，约30吨海南荔枝运入转运中心。

两个小时后，分拣完成，这批新鲜的
荔枝又飞往全国，赶着在清晨的阳光中，
送到消费者手中。

“这是一个‘货到花湖快’的典型案
例。”湖北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李忠禄介绍，今年一季度全国机
场货邮吞吐量“十强”中，鄂州花湖国际
机场位居第六位。

放眼全球，新一轮产业革命方兴未
艾。“更好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
种资源，实现更高水平的开放，需要高
质量的物流通道支撑。”李忠禄说，从国
内外先进经验看，围绕机场建设发展，
可以快速招引高科技、高附加值企业，
形成高新技术产业链和产业集群，规模
效应和集聚效应将带来产业结构升级
和城市能级提升。

作为亚洲最大的航空货运枢纽，鄂
州花湖国际机场是中国从其天元位置打
开的内陆“空中出海口”，是国家重大生
产力布局，是湖北对外开放的“新名片新

高地”。投运两年以来，该机场已开通
51条国内航线、22条国际货运航线。“每
天都在变化，国际范越来越足！”李忠禄
总结说，花湖航空口岸正式开放，B型保
税物流中心封关运营，4类口岸指定监
管 场 地 建 成 投 用 ，全 球 最 大 的
B747-800型F类全货机获批起降，并
将开通“迈阿密—鄂州—仁川—迈阿密”
和“芝加哥—鄂州—仁川—芝加哥”两条
第五航权货运航线。

行百里者半九十。当前，机场建设
运营仍处于滚石上山的关键时期。“锚定
打造国际一流的航空货运枢纽目标，将
通道优势转化为通道经济，还有许多工
作需要做。”李忠禄说。

眼下，花湖国际机场正积极和各方
对接，拓展更多国际货运航线，持续织密
航线网络，提升货运枢纽功能。同时，引
进更多国内国际货邮企业，增加货源供
给，提高运营效率，努力构建双向开放的

“大通道—大枢纽—大网络—大平台”，
逐渐汇聚人气、财气、智气，为湖北打造
国内大循环的重要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
环的重要枢纽贡献力量。

中西部最佳“出海口”上“新”——

无人集卡“忙搬运”电脑远程“抓娃娃”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陈会君 戴辉 胡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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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起长江，浪花拍岸。5月23日，
武汉阳逻港艳阳高照。1500多米的岸
线上，一二三期码头建设并列舒展。

这片深水良港，是长江中上游最大
的集装箱枢纽港，中西部地区的最佳“出
海口”。

“绿色化、智慧化是我们的建设方
向。”港区展厅，工作人员介绍。

动动拇指，“抓”起集装箱

35岁的潘婷是阳逻港龙门吊“司
机”，却不在驾驶室工作。

“每天对着电脑屏幕，来回操控手柄
‘抓娃娃’。”她跟湖北日报全媒记者形象
比喻现在的工作。

记者在阳逻港中控楼办公室看到，
潘婷和同事们紧盯电脑。屏幕上，从多
个角度显示着集装箱的方位。机械臂如
何抓取集装箱，起吊、推移到什么位置，
电脑都有数据显示，潘婷只需要在合适
的时候或旋转、或按下手柄。

“以前是室外高空作业，风吹日晒雨
淋。每天爬上10多米进操作室，整天低
着头俯瞰集装箱，一天下来腰酸背痛。
现在坐在办公室，一人可以同时操作三
台设备，轻松作业，高效安全。”潘婷说。

闵东波介绍，港区建设不断朝着智慧
化方向迈进，以远程控制龙门吊为代表，
码头岸桥也实现了自动化。目前，阳逻港
还完成了智能理货系统、智能闸口系统等
信息化建设。

集装箱运输车很“聪明”

晌午时分，3艘巨轮停靠泊位。龙门
吊、桥吊起落不停，集装箱堆垛成“山”。

记者在码头看到，现场几乎没有人
影。

岸桥启动装卸作业，“钢铁巨臂”从船
上精准抓取集装箱，吊起后越过船舷，放
置在卡车上，整个过程一气呵成。

蓝色的集装箱运输车，远看像个
“大滑板”，在堆场间穿梭自如；近看，
记者发现是无人驾驶，运输车依据算
法自主识别道路环境，沿着规划路线
自动前行。

“无人集卡有个聪明的大脑。”武汉
港集装箱有限公司信息部经理闵东波介
绍，它配备多种传感器、工业摄像头，在
行驶过程中感知道路情况、自主避障，并
提前预判行驶路线，实现精准停靠、自主
返回、自动充电。

今年，阳逻港三期港区将实现无人
集卡全覆盖。

阳逻港区还努力打造“零碳码头”示
范样板，在长江中上游率先实现港区岸
电全覆盖和船舶污染物全接收。

“眼下，以清洁能源为动力的港口机
械占比已达72%，绿色发展水平跃入长
江干线前列。”武港集团党委委员、副总
经理郭文川说。

今年1至4月，阳逻港完成集装箱
吞吐量81.4万TEU，同比增长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