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21日，夜色中灯火通明的阳逻港。这里已经成为国内大循环重要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枢纽。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魏铼 摄）

全家福里的中国式现代化新地标里话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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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改革，立足新发展阶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
激励约束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以国家标准提升引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支持企业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摘自《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在阳逻港从事集装箱装卸工作
13年，袁浩怎么也想不到有一天自己
能坐在办公室，像“抓娃娃”一样，通过
手柄远程遥控抓放集装箱。

过去操作龙门吊，司机要在集装
箱堆场爬上爬下。为看清抓取细节，
在驾驶室里“低头弯腰”是常态。劳动
强度很高但作业效率有限。

今年7月，阳逻港二作业区15台
龙门吊实现远控全覆盖——操作员坐
在远控室里，操作手柄就能抓放集装
箱。经测算，每人每月可装卸集装箱
1800个，工作效率提高一倍。

阳逻港龙门吊改造的故事，是用
数智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生动
写照。

武汉不沿边、不靠海，如何从沿海
开放的“后队”迈向新时代内陆开放的

“前队”？如何用好地处中国“天元”的
区位优势，充分发挥黄金水道的“黄金
效益”？

时间回拨至11年前。2013年7
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冒雨考察阳逻
港，强调长江流域要加强合作，发挥内
河航运作用，把全流域打造成黄金水
道，为阳逻港发展导航定向。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省委、省政
府把港口资源整合作为推进港口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港口转型健康发
展重要抓手，阳逻港发生翻天覆地的
变化。

2021年6月，湖北省港口集团有
限公司揭牌成立，全省48个港口作
业区实现规划一体化、建设一体化、
管理一体化、运营一体化。2022年1
月，阳逻港三个作业区合而为一，实
现历史性整合。2022年4月，湖北省
港口集团更名为湖北港口集团，并于
当年8月实现对武汉经开港控股，完
成全省集装箱港口资源整合的最后
一块拼图。

与此同时，阳逻港通过科技赋能
提升生产效率——通过应用无人模
块，二作业区A105和A106两台岸桥
率先“吃螃蟹”，具备了远控能力；过去
采用柴油动力的集装箱卡车，正逐步
替换为电动甚至无人集装箱卡车，更
加绿色环保；闸口经过无人化改造后，
车辆过闸时间从过去平均160秒降至
30秒。

大通道推动大开放，大开放助力
大发展。2013年，阳逻港仅有4条集

装箱航线，船型小、班期少，服务能力
有限。“那时候，阳逻港出口的货物只
能坐小船到上海洋山港等港口，再坐
大船出海。”“华航汉亚2”轮船长佘顺
意说，如今货物在武汉上船可直达日
本、韩国、俄罗斯和越南，不仅节省时
间，还节省了运输成本。

截至目前，阳逻港已开通4条近
洋航线、15条长江主线航线和8条长
江支线航线。这些航线与40条多式
联运通道“排列组合”，持续织密覆盖
全省、通达全国、辐射全球的立体交通
网络。

“2013年，阳逻港集装箱吞吐量
只有86万箱，2023年，阳逻港完成集
装箱吞吐量 230 万箱，年均增幅
10.32%。”湖北港口集团有关负责人
说，从曾经的小渔村迈向“长江中上游
第一港”，阳逻港见证了新时代全面深
化改革的成功实践和伟大成就。

江平水阔、船行如歌，夏夜里的阳
逻港灯火璀璨，集装箱卡车往返穿梭、
龙门吊升降腾挪，一派忙碌场景。最
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湖北港口集
团完成集装箱吞吐量223.49万标箱，
同比增长27.6%。

阳逻港集装箱吞吐量年均增长超10%

百舸争流淌黄金
开放后队进前队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李源 通讯员 易艳平 实习生 周雨佳

从86万标箱到230万标箱，集装
箱吞吐量的变化是阳逻港茁壮“成长”
的最佳注脚。

航运业是最古老的行业之一，湖
北是长江干线径流里程最长的省份，
港航事业成色足不足，直接关系全省
经济社会发展好不好。

过去的阳逻港，通道数量、科技水
平、生产效率都有待提升，难担枢纽重任。

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新通道
陆续开辟、新技术迅速应用、新产业加
快形成、新动能不断成长……

阳逻港过去 11 年的发展历程充
分说明，只有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锐意改革、多措并举，传统
产业才能澎湃发展新活力、塑造发展
新优势。

迈上新台阶、走上新征程，继续做
好改革创新这篇大文章，加快形成新
质生产力，阳逻港乃至湖北港航事业
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必将行稳致远。

锐意改革，焕新传统产业
□ 李源

古城老街，寻常巷陌，飘来弦歌
声声。

7月14日，武汉市武昌区粮道
街鸿华花园小区内，徐文逸一家哼
唱着京剧《空城计》，由12岁的女儿
付知知“主唱”。

付知知是一名准初中生，学习京
剧已有6年。从戏曲“小白”到飒爽

“武旦”，她的成长伴随着京韵悠长。
“学校有京剧社，出门有京韵大

舞台，还常有专业老师来社区带居民
体验唱戏，现在孩子学京剧的氛围
足、机会多，太幸福了！”徐文逸说。

家门口看名家名团演出

这个家庭对京剧的热爱，始于徐
文逸的父亲徐大安。

小时候，文娱资源匮乏，徐大安常
用收音机听戏。久而久之，他喜欢上这
极具韵味的唱腔，总忍不住跟唱几句。

后来，徐大安成家立业，有了女
儿，他的哼唱让徐文逸也喜欢上京剧。

“有唱有舞，有对白、有武打动作，
京剧很有趣。”徐文逸说，那时自己和
父亲一样，只能通过收音机、电视来
接触京剧，偶尔跟唱已是“过瘾”。

等到徐文逸的女儿付知知开始
领略京剧之美时，一切都有了变化。

2018年，付知知6岁，省京剧院
京剧演员来到社区，免费带老人儿
童体验京剧唱法。或许是从小受到
外公和母亲的影响，这堂体验课后，
付知知主动提出，想学习京剧。

“孩子自己想学，全家人都很支
持。”徐文逸说。

从那以后，看戏听戏成了一家
人最喜欢的娱乐方式。和过去不一

样的是，他们多了很多选择——
随着“四馆三场两中心”（图书

馆、文化馆、博物馆、非遗展示馆，剧
场、排练场、文化广场，乡、村两级综
合文化服务中心）建设持续推进，湖
北在全国首批实现省、市、县、乡、村
五级公共文化设施全覆盖。

琴台大剧院、京韵大舞台、湖北剧
院、武汉剧院……徐文逸对身边的剧
场如数家珍，他们看过的戏里，有不少
是李胜素、于魁智等名家领衔，让孩
子大开眼界、受益颇丰。

不仅如此，全省各地还大力推进
文化共同缔造，吸纳社会资源共建
共享公共文化服务设施，“15分钟文
化圈”让老百姓就近享受看书、听戏、
看电影等便利。

在江边、在商场、在街头，时常
“遇见”的京剧表演，是徐文逸一家
最爱的“惊喜”。

名师名角进校园手把手教

进入武昌区棋盘街小学就读
后，付知知学习京剧的氛围更浓了。

“三年级加入学校京剧社团，每
周五上两个课时京剧校本课程。老
师还给我们准备了配套《戏曲读本》，
和志趣相投的同学一起学京剧，更有
意思！”付知知说。

棋盘街小学校长王娟介绍，该
校以戏曲为艺术教育特色，聘请湖
北省京剧院、武汉市京剧院的国家
一级演员担任授课老师，培养学生
对戏曲艺术的兴趣，进一步传承、弘
扬优秀民族文化。

“戏曲进校园，不仅激发学生对
戏曲音乐的兴趣，更唤起学生对传

统文化的热情，相关课程深受学生
喜爱。”王娟说。

小牡丹奖、国戏杯……经过多
次比赛和展演的磨砺，如今，付知知
能表演《霸王别姬》《扈家庄》等多个经
典唱段，在行当上兼顾青衣和武旦，
扮起“虞姬”雍容华贵，演起“扈三娘”
英姿飒爽，已获得大小奖项10余项。

“以前我做事总是毛毛躁躁，现
在好多了。”付知知说，不论是记唱
词、学唱腔，还是练动作、上舞台，她
都沉浸其中，发自内心想要做好。

几年与京剧相伴，老师和同学都
说，她变得更沉稳、更阳光，对历史、
文化等领域，也有了更多学习热情。

学戏不仅改变着付知知，还给徐
文逸带来了新的思考。

徐文逸是武昌区中华路街道的
一名社工，主要工作是在社区服务

“一老一小”。
她发现，家人常常一起哼唱京

剧，讨论唱词和历史故事，找到了共
同话题，家庭关系更加和睦。

于是，她策划“同绘一张脸谱”等
文化活动，邀请“文艺轻骑兵”来社区
演出京剧。老人小孩都来画一笔，还
可以体验穿戏服、扮戏相，跟着老
师学唱腔、练身段。

“京剧是国粹，老少皆宜。”徐文逸
说，一次次活动中，居民和社区、居民
和居民之间有了更多交流。大家有
事好商量，邻里之间纠纷少了许多。

9月，付知知就要升入初中。徐
文逸笑言，孩子早早开始规划初中
生活，京剧仍是其中的重要部分。

“期待更多人看京剧、懂京剧，
共同传承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付
知知说。

家门口看戏 校园里学戏

一家戏迷捧出12岁小武旦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龚雪 曾雅青

“有电影看，孩子手机都玩得少了！”
进入暑假，老河口市开展公益电

影送“清凉”活动，挑选一批大众喜爱
的优秀电影，在人员比较集中的公园、
广场放映，每天都有许多人前来观看。

家门口免费看电影，既能欣赏
艺术，又能愉悦身心，受到当地居民
一致好评。

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
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

2019年2月，《湖北省公共文化
服务保障条例》施行，从此开始一边

“种文化”，一边“送文化”。
“种”出文化自信——
开展“文化力量·民间精彩”全

省广场舞展演、“大地情深”全国群
星奖优秀作品巡演、“钟鸣楚天元宵
夜”主题灯会、东坡庙会等活动，搭

建起人民群众自我创造、自我表现、
自我服务的平台。

实施文艺作品质量提升工程，
《古田军号》《中国医生》《我的父亲焦
裕禄》等25部作品获中宣部“五个一
工程”奖，《山河袈裟》《高原上的野花》
等获鲁迅文学奖，展现出荆楚文艺创
作欣欣向荣、百花竞放的喜人景象。

统筹推进长江、长征国家文化公
园（湖北段）和长江博物馆建设，组织
中国（武汉）文化旅游博览会、世界华
人炎帝故里寻根节等节庆活动，擦亮
湖北文化品牌。

“送”出文化大餐——
常态化开展“六个一百”系列文

艺文化活动、荆楚“红色文艺轻骑
兵”、“文化进万家”、农村公益电影放
映等文化惠民活动，让群众在家门口

享受优质文化产品。
全省建成2.37万个数字农家书

屋，持续加强实体书店、城市书房等
新型文化空间建设，全力打造“书香
荆楚·文化湖北”全民阅读品牌，人民
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更加充实。

更有118个公共图书馆、221个
博物馆、127个文化馆、16家美术
馆，敞开大门静候“知音”；1000余
场次“村晚”带来乡土音乐节，其中
13场入选国家级新媒体平台示范展
示，线上观看人次达3000余万。

文以载道，以文育人。
荆楚大地上，惠民利民的城乡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已基本建成。湖
北将持续推进文艺精品创优、文化
场馆升级、文化服务提质，不断为城
乡居民幸福“加码”。

送出文化大餐 种出文化自信

近500家文博场馆免费开放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曾雅青 龚雪

付知知（左一）与
外公、妈妈在一起。

（湖北日报全媒
记者 张竞恒 摄）

（上接第1版）当前，实现《巴黎协定》目
标任重道远，关键在于行动落实。中方
愿与各方一道，维护多边进程、确保资
金支持、推动转型创新、打造气候韧性、
强化国际合作，为应对气候变化不懈努
力、协同发力。期待各方从全人类和子
孙后代的福祉出发，找到国家利益与
全球整体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推动
COP29取得成功，为《公约》第三十次
缔约方大会（COP30）奠定坚实基础。

会议期间，黄润秋与来华出席会
议的《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
（COP28）主席、阿联酋工业与先进技
术部部长苏尔坦，COP29候任主席、阿

塞拜疆生态与自然资源部部长巴巴耶
夫，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鲍
恩，新西兰气候变化部长沃兹，孟加拉
环境、森林与气候变化部长乔杜里，
《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斯蒂尔，联合
国秘书长气候行动和公正转型特别顾
问、助理秘书长哈特，德国外交部国务
秘书兼国际气候政策特别代表摩根等
分别举行会谈。

本届会议以“强化全球气候行动，
落实《巴黎协定》目标”为主题，全面总
结了 COP28 的成果，深入讨论了
COP29和COP30涉及的减缓、适应、
支持等主要问题，并就加强国际合作、

推动能源转型充分交换意见。来自澳
大利亚、新西兰、德国、欧盟轮值主席
国匈牙利、法国、美国、印度、巴西、南
非、沙特、阿联酋、阿塞拜疆、日本、韩
国、新加坡等近30个国家的部长级代
表出席会议。

MoCA由中国倡议，与有关国家
于2017年共同发起，以推进全球气候
行动、完善全球气候治理为宗旨，聚焦
落实《公约》和《巴黎协定》，围绕减缓、
适应、损失和损害、资金、技术、能力建
设等全球共同关心的议题进行深入交
流，为凝聚绿色发展国际共识、推动气
候治理集体行动发挥了独特作用。

第八届气候行动部长级会议在武汉举行

（上接第1版）要坚持把稳增长作为重
中之重，加强对重点地区、行业、企业
精准调度，抓紧抓实投资、消费、外贸
等工作，争取更多政策、资金、项目落
地，持续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
势。要坚持把强科技作为核心引擎，
加强关键技术攻关，加快重大科创平
台建设，加速创新成果转化应用，加
力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
改革，奋力推动科技强省建设聚势突
破。要坚持把壮产业作为重要载体，
着力培育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

以新技术赋能传统产业，支持龙头企
业做强做优，构建“51020”现代产业
集群，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坚持
把防风险作为底线要求，系统谋划，
迎难而上，精准拆弹，科学化险，着力
防范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
小金融机构、安全生产、社会稳定等
重点领域风险，切实为经济社会发展
营造安全稳定环境。要坚持把惠民
生作为根本目的，围绕“让老百姓过
上更好的日子”目标，聚焦就业、教
育、医疗、住房、养老等重点领域，抓

好办成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持续完
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兜牢兜实民生
底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王忠林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坚持
把抓落实作为鲜明导向，提高站位、
干字当头，提高标准、争当一流，提高
能力、攻坚克难，提高效率、雷厉风
行，确保各项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
成效。

省领导邵新宇、徐文海、程用文、
张文彤、陈平、蔚盛斌出席会议。

锚定目标持续攻坚 全力稳增长强科技壮产业防风险惠民生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湖北实践筑牢坚实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