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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白天 多云到晴天。气温30～36℃，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 今晚到明天白天 多云到晴天。气温31～
37℃，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 明晚到后天白天 多云到晴天。气温31～36℃，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

武汉
天气

全省
天气

今天白天 鄂西北、鄂东北西部小到中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3～37℃，最低气温26～31℃，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 今晚到明天白天 鄂西北西部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其中鄂西北东部、鄂西南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
最高气温鄂西北30～34℃、其他地区34～38℃，最低气温26～31℃，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 明晚到后天白天 鄂西北、鄂西南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最高气温鄂西南30～33℃、其他地区34～38℃，最低气温26～31℃，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

前有领跑，后有追兵，武汉商业航天
产业如何振翅高飞、竞逐上游，避免“起
大早赶晚集”的尴尬？

7月16日，武汉发布《推进商业航
天突破性发展若干措施》（简称《措施》），
将举全市之力打造全国商业航天高地，
助推我省商业航天产业加快崛起。

最早获批的国家级商业航天基地

对武汉而言，商业航天产业的主战
场一直在新洲区。

2016年8月，武汉国家航天产业基
地获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航天科工集
团落子新洲。由此，新洲建设全国首个
商业航天产业基地，并成为相关国家发
展战略承载地，被命名为“中国星谷”。

今年1月5日，武汉国家商业航天
基地（中国星谷）实现中国航天发射首
个开门红，以“一箭四星”方式将天目一
号星座4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创造了
国内商业卫星星座最快组网纪录。这
里生产的快舟火箭正式迈入批量生产、
批量总装、组批发射的产业化“快频”发
射阶段。

一路之隔，也是热火朝天。年产
240 颗卫星的卫星产业园正在“下饺
子”，实现全自动批量化生产，以满足日
益旺盛的市场需求。

从过去的菜园子到占地面积68.8
平方公里的产业园区，拓荒者们可谓筚
路蓝缕。如今，沿着航天大道，火箭产业
园、卫星产业园、行云工程、磁电产业园
……10多个产业集群拔地而起，星罗棋
布。经过7年建设，武汉国家商业航天
产业基地的产业主链已经基本成型，擦
亮了湖北打造商业航天产业的金字招
牌。今年上半年，又有一批新的配套项
目落地开工建设。

去年14个省市出台支持政策

谈到商业航天，绕不开美国商业航
天公司——SpaceX，创始人是大名鼎
鼎的马斯克。其火箭可复用技术的首
次成功运用，大幅度降低了航天活动的
成本。

随着技术的进步、成本的降低，商业
航天领域在过去几年中经历了前所未有
的增长和变革，呈现出万亿级的广阔市
场。2024年，“商业航天”首次写入国务
院政府工作报告，并将其定义为新增长
引擎和新质生产力，这是中国航天事业
的重要里程碑。

近年来，商业航天企业如雨后春笋
般涌出。截至目前，国内的商业航天企
业数量已经超过 500 家，2019—2023
年，商业航天市场规模由0.84万亿元增

长到1.94万亿元。今年有望突破2万亿
元大关。

据不完全统计，仅2023年，我国就
有14个省市出台政策支持商业航天发
展。如北京市出台了未来产业创新实施
方案以及航天产业发展计划，上海市出
台了布局卫星制造、火箭发射、地面设备
等全产业链行动计划等政策。

今年以来，全国商业航天进入新一
轮高速发展期，北京、上海、海南、陕西、
安徽等地，重点政策接踵而至，纷纷加码
助力。除此之外，商业航天领域吸引了
大量风险投资，在近3年的国内商业航
天赛道中，火箭制造和卫星制造的融资
数量和披露金额都是最高的。

鼓励“揭榜挂帅”遴选应用场景

今年5月，我省发布《湖北省突破性
发展商业航天行动计划（2024—2028
年）》，提出到2028年，建成具有全国影
响力的商业航天创新发展高地，突破关
键核心技术20项以上，全省商业航天及
关联产业规模争取突破1000亿元。

在此基础上，武汉结合火箭发射、
卫星制造、北斗导航等科技领先资源进
行优势互补，一体化整体推进。瞄准产
业链发展的痛点难点堵点，以一盘棋的
思路，推动商业航天产业集群的“加速

跑”。
《措施》一大看点是“揭榜挂帅”。以

“军令状”等方式支持可重复使用火箭研
发、卫星通导遥一体化、航天配套分系
统、空间信息应用等商业航天重大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给予单个项目最高3000
万元支持，并赋予技术路线自主选择权
和资金使用支配权。

“激励性很强，对于我们正在进行中
的火箭重复回收试验研发可谓‘及时
雨’。”作为中国商业航天的“先遣队”，位
于武汉“中国星谷”的航天科工火箭技术
有限公司已经成功完成重复使用技术垂
直起降试验，研发人员正在自研最前沿
的商业航天赛道——液氧甲烷发动机，
该发动机可作为“心脏”，应用于未来可
重复使用运载火箭。

商业航天能够形成规模化、产业化、
实用化，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要有大量的
应用场景，从而降低成本，不断改进并与
市场接轨。为此，《措施》提出，扩大商业
航天场景应用开放，每年遴选10个商业
航天应用示范场景项目。同时，支持商
业航天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
的应用领域。做大做强武汉卫星数据应
用公共服务平台，放开城市、农业、气象、
交通等实用领域，大力拓展卫星遥感影
像应用场景落地。

拥抱万亿规模市场 武汉政策力度空前

单个商业航天项目最高支持3000万元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刘畅 实习生 严思琦 通讯员 唐诗

湖北日报讯（记者李源、通讯
员冉文娟、实习生周雨佳）7月17
日，武汉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新一
代港航技术与装备研究所（以下简
称“研究所”）建设方案通过专家咨
询论证，启动运营。

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中，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
等新技术对航运业现代化进程产
生了深远影响。作为智慧港航系
统的支撑底座，新一代港航技术与
装备更新换代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不言而喻。

湖北地处中国“天元”，坐拥长
江最长岸线，具有得“中”独厚的区
位优势和得水独优的资源禀赋。
武创院有关负责人表示，设立研究
所是把武汉、湖北科教人才优势转
化为创新发展优势、交通区位优势
转化为国内国际双循环枢纽链接
优势的有益实践。

研究所由武汉理工大学智能
交通系统研究中心教授初秀民担
任专家委员会主任、钟鸣教授担任
首席科学家，武汉天恒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董事长周慧明担任所长。

未来将专注于新一代航运系统、智
慧港城、绿色船舶、智能水/陆路网
联交通及水路交通智能装备等领
域，致力研发船舶绿色动力与推进
技术、船舶智能驾驶及数字航道、
大数据分析与应用等技术，为港城
交通与航运系统的智慧化、绿色化
发展提供“硬核支撑”。

研究所拟用三年建成“五平
台一智库”，即新一代航运系统研
究与技术转化平台、智慧港城数
字化改革服务平台、绿色船舶创
新服务平台、智能水/陆路网联交
通技术转化平台、水路交通智能
装备技术转化平台和智能航运与
智慧港城产业发展政策和战略咨
询智库，打造3到5个新一代航运
与智慧港城相关项目、创办1到2
家企业、孵化2到3家企业、培养
和引进1到2名领军人才。

“研究所的工作方向要河海兼
容、以河为主。”专家咨询论证组组
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朱英富建议，
研究所要专注内河航运，积极助力
武汉、湖北乃至全国智慧港航产业
高质量发展。

聚力研发新一代港航技术与装备

武创院再建一家高能级科创平台

湖北日报讯 （通讯员张祯）
7 月 16日，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
书记、副主任马国强率执法检查组
赴黄石，检查中小企业促进法及我
省办法实施情况，调研民营经济发
展，督导代表行动实施情况。检查
组一行实地查看了人本轴承、东楚
融通、东贝机电等企业和西塞山区
全过程人民民主研习实践基地，召
开会议听取当地政府、部门和代表
意见建议。

马国强充分肯定黄石贯彻实
施“一法一办法”和促进民营经济
发展取得的成效。他强调，中小
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

民生的重要力量。要提高政治站
位，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和省委
工作要求，严格对照中小企业促
进法及我省办法逐条逐项检查落
实情况，精准发现问题，靶向落实
整改，确保法律法规全面有效贯
彻实施。要强化法治护企的担当
自觉，依照法定职责，结合工作实
际，全力帮助企业解决回款难、融
资难、执行难等问题，依法维护企
业合法权益。要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全面落实各项惠企政策，统筹
各类资金资源，狠抓落地落实，将
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实效，促进
中小企业健康发展。

马国强赴黄石检查中小企业促进法
及我省办法实施情况

湖北日报讯（记者张宵祎、刘
钰杨）7月15日至17日，副省长程
用文赴襄阳、随州调研时强调，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
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上的重要
讲话和进一步做好“四好农村路”建
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特色优势，
提升规模能级，加快推动产业创新
和“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

程用文先后深入弗迪电池、东
风康明斯、瑞佳硅材料、三环锻造、
立晋钢铁、金龙新材料等企业，详细
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研发创新、安全
环保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产业

链创新链深度融合，支持企业加快
智能化改造，实施数字化转型，推动
绿色化升级，不断增强发展活力和
后劲，推动工业经济稳定增长。

在谷城县、枣阳市和随县部分
乡镇村湾，程用文实地查看“四好
农村路”建设管护运营情况，并召
开座谈会听取基层代表意见建
议。他强调，要深入谋划新一轮农
村公路提升行动，建立健全长效管
护机制，以“共同缔造”理念助力

“四好农村路”建设，让农村公路真
正成为老百姓家门口的致富路、幸
福路、连心路、振兴路。

程用文赴襄阳随州调研时强调

加快推动产业创新和“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

湖北日报讯 （记者唐晓安）
7 月 17日，副省长蔚盛斌在宜昌
调研经营主体运行、大数据产业园
建设时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市场监管的重要论述精
神，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在安全与
发展、活力与秩序、消费与供给等
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推动
经营主体提质扩容、高质量发展。

蔚盛斌先后到三峡大数据产业
园、安琪集团、西陵区葛洲坝市场监
管所，详细了解园区建设、企业运行
和经营主体培育等情况。蔚盛斌强
调，要加大数据开发应用力度，推动

数据变资源、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
金、资金变产业；坚持以用为导向，
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增强经营
主体竞争力；推进基层市场监管所
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加大场地建设、
装备更新、人员配备等力度，提升基
层市场监管服务能力；坚持审慎包
容原则，寓管理于服务之中，促进

“四新”经营主体健康发展。
在协和宜昌国家区域医疗中

心，蔚盛斌详细了解项目进展和宜
昌市数智化病理建设试点情况，要
求以数智化病理赋能区域医疗中心
建设，促进城乡医疗资源均衡布局。

蔚盛斌到宜昌调研经营主体培育和数字经济发展
光谷高新大道
获国家级奖项

7 月 17 日，航拍繁忙的武汉东湖高新区高新大道。近日，高新大道（三环线—外环线）综合改
造工程入选“2024年度通过市政工程最高质量水平评价工程名单”（原国家市政工程金奖），该奖项
是我国市政工程行业在工程质量方面最高的水平评价。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魏铼 摄）

湖北日报讯（记者蔡俊）7月
17日，全省三峡库区危岩崩塌防治
工作现场推进会在巴东召开。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
峡库区危岩崩塌防治工作的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
要求，研究部署下步重点工作。副
省长彭勇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自然资源、水利部门分
别演示汇报三峡库区地灾监测和
风险管控系统建设使用情况，恩
施、宜昌两地政府和有关高校、部
门进行交流发言。

彭勇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增

强做好三峡库区危岩崩塌防治工作
的责任感紧迫感，扎实推进防治重点
工作落实，牢牢守住库区安全底线；
要坚持问题导向，排查摸清隐患底
数，抓好群测群防、专业监测和工程
治理，消除安全隐患；要推动北斗、卫
星影像等现代技术应用，加强应急力
量建设，提升综合防治和快速处置能
力；要压实工作责任，加强协调督导，
共同推动防治工作落实落地。

其间，彭勇还前往水布垭镇水
流坪水库、野三关镇善家河边坡治
理现场和信陵镇土店子村，调研防
汛备汛、乡村振兴等工作。

全省三峡库区危岩崩塌防治工作现场推进会
在巴东召开

（上接第1版）
崇阳县明确上级奖补的钱用于修

建高质量路面，边沟、绿化等整合多部
门资金，建立了“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
筹措为辅、社会资金参与”的思路。孙
文甫说，这种方式能最大限度发挥“四
好农村路”奖补资金的导向性作用，破
解资金瓶颈。

【画外音】省交通运输厅年投入省级
资金27亿元，制定完善“四好农村路”示
范创建标准和考核管理办法，引导各地
践行共同缔造理念，探索“政府投资、对
外引资、社会融资、群众捐资”的多元筹
资机制。全省创建全国“四好农村路”建
设市域突出单位3个，全国示范县22个，
省级示范县 56 个，省级示范乡镇 237
个。今年1月至5月，全省新改建农村公
路6462.5公里。

怎么管？
由“独角戏”变“大合唱”

当管路不再只是交通部门一家的
事，这条路该怎么管？

孝昌县的回答是：找路长！
这不，6月27日，来“找茬”的两位

路长遇到一起了！
在孝昌县小悟乡青石村的交通驿

站，村级路长、村党支部书记刘婷婷碰到
县乡道路总路长、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吴明智，笑着说：“您又有新发现了吧？”

“被你说中了。”吴明智边说边掏出
手机，给周巷镇镇长汪华锋发去信息：

“在邹李线上，隔离网歪倒在路上；道路
拐弯处丛生的树木遮挡了视线，要及时
剪枝。”信息里，现场图片一清二楚。自
从当上了路长，吴明智、刘婷婷常常来路
上“找茬”。

好路修到家门口，管养不能掉链子。
2018年，孝感市在全省率先推行路

长制，市政府主要领导担任总路长，副市
长为国省干线的分路长，县乡村分层分
级建立“路长制”治理体系。259名路长
承担统筹公路沿线发展规划、划定路域
管理保护范围、实施路域环境综合治理
等8项任务。

36岁的刘婷婷，没事就会沿着村道
走一走、看一看。她的眼睛“尖”得很，看
到道路破损、有牛粪等，都会立刻协调各
方解决。她说，路长制最大的变化，是扭
转了“管路靠交通”的传统观念，“一家”
变“大家”，引导村民自发参与路域环境
整治，撬动沿线路域景观打造，村容村貌
大有改观。

8.8公里的公牧山环线，串起茶园和
景区，民宿“青石居”野趣盎然，吸引游客
驾车游玩。刘婷婷说，她这个路长当得
相当自豪。

【画外音】2023年起，省交通运输厅
创新制定“四好农村路”五色图工作评价
机制，聚焦建、养、管、运四类12项核心
指标，对各县市区“四好农村路”建设成
效进行评价，按照优、良、中、次、差五个
等次，对应绿、蓝、黄、橙、红五种颜色，实
现一图揽全局，营造了各地“你追我赶、
争先创优”的浓厚氛围。

怎么护？
由“人挑肩扛”到“智慧大脑”

当升级版农村公路越来越宽、越来
越美，如何让它们永葆美丽容颜？

潜江市的回答是：信息化！
6月28日，在潜江市莫岭村，身着

红马甲的养护员陈洪波行走在后湖至返
湾湖的村道上。发现一处标牌歪斜后，
他连忙用手机拍照，随后在APP上定
位、上报病害、上传，一气呵成。

在数十公里外的潜江市农村公路信
息化管理服务平台，相关人员收到信息

后，通过系统快速派单，专业养护机构1
小时派人赶到现场处理问题。

过去，这样的效率几乎不可能。陈洪
波要巡完整条路后，再向上反映问题。等
到施工人员到场，两三天就过去了。

信息化、科技化，悄然掀起农村公路
的养护变革。

刚改造的渔阳镇双马桥焕然一新，
每榀13米长、15吨重的预制梁上，都粘
着一个名片大小的小盒子。

“预制梁里藏芯片，一桥一个‘身份
证’。”潜江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刘美蓉
介绍，这是RFID射频芯片卡，方便对桥
梁进行健康监测。工作人员坐在办公
室，就能清楚地为每座桥梁“把脉”。

2017年，潜江市投资100万元，建
成湖北首个集农村公路建设、管理、养护
于一体的“农村公路信息化管理服务平
台”，通过移动互联网、GIS地理信息系
统、北斗定位系统等技术应用，实时监控
农村公路，从发现到处置、反馈，农村公
路管理、养护步入科学、规范、高效的新
境界。

刘美蓉称，目前路面坑槽等病害可
实现3天内处置，未来还将启用IA智能
巡查。

【画外音】省交通运输厅推动农村公
路从重建设向重养护转变，提升农村公
路数字化水平、路况水平、本质安全水
平。在役公路数字化、农村公路灾毁保
险等已纳入交通强国试点。计划到
2025年底，优良中等路率达到90%以上。

怎么用？
从“通上车”到“富一方”

当“四好农村路”不再只是路，那它
是什么？

在冠昌源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程国庆的眼中，路，是“孝昌血桃”摆上大

型商超货架的速度。
每天凌晨4时，大货车、面包车、快

递车如赶集般涌向孝昌县丰山镇，将孝
昌血桃以最快的速度运往各大商超。在
当地交通部门支持下，不仅好路通到七
仙红桃产业园，还开通了丰山镇至武汉
市黄陂区的2元钱专线公交，吸引武汉
采摘客，实现一桃卖三季。目前，产业园
正在扩建停车场，申报3A景区，力争将
桃园变景区。

在潜网集团企业发展部负责人王丽
晴的眼中，路，是小龙虾从产地跳上餐桌
的鲜活度。

6月28日，空中鸟瞰位于潜江后湖
管理区的潜网集团潜江小龙虾交易市
场，只见9条6米宽的双车道形成8.8公
里的“三纵三横”路网。从机耕路到沥青
路，货车可直达虾稻田边。小龙虾从产
地到餐桌，由8小时缩短为4小时，虾的
运输鲜活度从85%提升至95%。去年，
潜网集团销售小龙虾23.73万吨，销售
额111亿元。今年上半年，交易量增长
3.25%。

在宜都市208路公交专线驾驶员张
勇的眼中，路，是快递抵达村民手中的幸
福感。

邓家桥村笃睦湾曾经交通闭塞，快
递物流只能送到村一级物流网点，村民
寄取快递不方便。随着新修的两车道流
域精品路通车，宜都市交通运输局推进
物流快递进塆落，方便村民生活。

“真不敢想象，前天网上下单、从浙
江义乌寄的水杯，今天走了不到100米
就拿到了。”村民朱家兰脸上掩不住的开
心。今年，宜都市试行物流快递进塆落，
这在湖北省尚属首次。

【画外音】省交通运输厅推动农村路
网、客运网、邮政快递网融合发展，构建
便捷高效的农村运输新模式，全省建制
村快递服务通达率100%。

“四好农村路”串起田园新丰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