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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日报讯（记者杨念明）8月
12日下午，省政府召开低空经济发展
推进会。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忠林出
席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低
空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全力抢占新
赛道、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打造具有
全国影响力的低空经济发展高地。

会上，王忠林听取了我省低空经济
发展情况汇报，和大家一起深入剖析制
约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研究针对性解

决措施。王忠林指出，低空经济是国家
大力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是蕴藏着
巨大市场潜力的新蓝海，是各地激烈拼
抢的新赛道，也是我省具有良好基础条
件的新增长点。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增强促进
低空经济发展的责任感紧迫感，加快打
造千亿级产业集群。

王忠林强调，要坚持以设施建设
为基础，着力完善通用机场、起降点、
维修站等地面“设施网”，健全通信、导

航、气象、监测等低空智能“信息网”，
积极争取空域资源、划设低空飞行“航
线网”，打造覆盖全域的低空飞行“服
务网”，全力搭建低空经济发展的“空
中路网”。要坚持以研发制造为核心，
聚焦完善整机制造、关键系统研发、关
键零部件生产、新型材料供应等全产
业链，加强技术创新和项目招引，培育
头部企业、打造产业集群，做大做强做
优低空经济产业。要坚持以拓展应用
为抓手，加快发展应急救援、交通物

流、农业生产、文化旅游等“低空+”多
业态应用场景，持续推动低空经济走
进千家万户、赋能千行百业。

王忠林要求，各相关方面要树牢
“一盘棋”思想，坚持以创新生态为保
障，加强组织领导，强化人才、资金、
要素等支持，实施包容审慎监管，加
快试点示范，全面营造低空经济发展
的良好环境。

省领导邵新宇、徐文海、程用文
出席会议。

王忠林出席低空经济发展推进会

加快抢占新赛道培育新质生产力
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低空经济发展高地

湖北日报讯（记者杨念明）8月
12日，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忠林主持
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对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
护传承利用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
神；研究新型电力系统布局规划、统
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国
家自然资源例行督察发现问题整改
等工作。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提高政治站
位，切实增强做好文化和自然遗产保
护传承利用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
要坚持保护为先，敬畏历史、敬畏文
化、敬畏生态，构建大保护格局，提高
保护能力和水平，进一步加强文化和

自然遗产的整体性、系统性保护。要
立足我省丰富的文化和自然资源，强
化传承利用，让文化和自然遗产在新
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实现在
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要加强
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的国际交流合
作，充分挖掘荆楚文化的精神特质、
时代价值和独特魅力，讲好中国故
事、湖北故事，不断提高荆楚文化美
誉度、影响力。

会议要求，要坚持问题导向，科学
规划实施，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充
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
新型电力系统，以高质量能源供给护
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统筹推进
风光水火储一体化发展，适度超前布

局建设电力基础设施，推动新能源突
破性发展，强化煤电基础保障作用，建
设坚强智能电网，加快新型储能等调
节性资源建设，推进源网荷储协调发
展、促进新能源消纳，加强数字化、绿
色化技术应用，支撑电力安全稳定供
应和绿色低碳转型。要强化组织领
导、政策支持、跟踪问效，推动新型电
力系统建设各项任务落实；加强宣传
引导，增强全社会节能意识，加快形成
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

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教育科技
人才一体化发展的重大意义，统筹推
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改革，以科创
平台、攻关任务为牵引集聚人才，分
级分类培育人才梯队，加快形成教育

培养人才、人才支撑科技、科技引领
教育的良性循环机制，赋能高质量发
展。要加强力量统筹、资金投入、政
策激励，营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
展的良好生态，为中国式现代化湖北
实践提供坚实支撑。

会议要求，要切实增强抓好国
家自然资源例行督察发现问题整改
的政治自觉，深刻剖析问题背后的
思想根源，坚持“长牙带电”、动真碰
硬，扎实推动整改任务落实，举一反
三完善长效机制，标本兼治加强法
治宣传教育，严守耕地和永久基本
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
三条控制线，推动我省自然资源管
理工作提质增效。

王忠林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做好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
高标准推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

湖北日报讯（记者李朝霞、通讯
员沈商轩）8月10日，武汉市民徐先生
在武汉恒信一通一汽大众4S店购入
一台宝来汽车，并报废标致307旧
车。在拿到国家补贴之外，他还享受
了1.3万元厂家补贴。

截至8月8日，我省共有4.31万
人申请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完成家电
以旧换新26.1万台，带动新车和家电
产品销售超92亿元。

今年5月底，湖北安排3亿元补

贴汽车置换更新；6月，安排3.5亿元
补贴家电家居以旧换新。省商务厅
消费处处长刘默介绍，在全国范围
内，省级政府自主单列资金用于汽车
置换更新补贴的举措较少见，此举将
加快推动居民汽车消费潜力释放。

8月9日，我省消费品以旧换新
政策再升级：提高汽车、家电家装补
贴，并对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给予补
贴。消费者报废旧车并购买新车的
补贴标准，由购买新能源乘用车补1

万元、节能型燃油车补7000元，分别
提高至2万元和1.5万元。消费者转
让旧车购买新车，按照新车能源类型
及价格加倍提高我省汽车置换更新
补贴标准。

家电家装补贴的品类扩围、标准
提升。对消费者购买一、二级能效水
效的空调、电视机等8类产品，按照
销售价格给予20%或15%立减补贴；
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可补贴1件，每
件最高补贴2000元。

家电以旧换新方面，我省坚持收
售联动，积极探索“互联网+回收”新
模式，缩短以旧换新流程，实现更快
捷的便民服务。

“换新收旧一气呵成，连拆旧的
费用都省了。”武昌区居民韩先生家
里的空调已使用了20年，他趁着有
补贴在京东 APP 上下单了一台空
调，享受优惠260元。“换了新空调，
人更舒服了，也更省电了。”他乐呵
呵地说。

最高补贴2万元

4.31万湖北人喜换新车

湖北日报讯（记者高伊洛、通讯员
石志宏、李维）非法采伐林木201株，两
名被告人自愿认购89.45吨林业碳票，
支付认购金8159元，赔偿对生态环境造
成的碳汇损失。8月8日，秭归县人民法
院披露，该院日前审结一起滥伐林木罪
案，成为三峡库区首例“林业碳汇+生态
司法”碳汇赔偿案件。

秭归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和三峡
库区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被伐山林地属
该县九畹溪镇。秭归县人民法院审理查
明，2022年10月，该案被告人向某甲和
向某乙，组织工人非法砍伐201株林木，
林木蓄积总量为49.22立方米。随后，
向某甲分五次将砍伐林木贩卖至枝江市
某木材市场。

法院审理后判决，被告人向某甲犯
滥伐林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缓刑两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余元。
被告人向某乙犯滥伐林木罪，判处有期
徒刑一年两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
罚金人民币3000余元。

同时，林业部门技术人员测算出碳
汇损失量，根据前一个交易日上海环境
能源交易所发布的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配
额挂牌协议交易收盘价，计算出两名被
告人造成的林业碳汇损失金额。

“这类案件，过去一般责令违法行

为人对破坏植被补植复绿，但收效不理
想。”秭归县人民法院茅坪人民法庭庭
长王玉娥直言，“碳汇赔偿制度，解决了
这一矛盾。”

今年4月，宜昌市林业和园林、法
院、检察院、生态环境等多部门联合探
索开发林业碳票，并在长阳、秭归两县
率先试点，引导涉林案件违法行为人自
愿认购林业碳票，替代履行生态环境修
复，建立全省首个“林业碳汇+生态司
法”协同机制。

宜昌市天然林保护工程管理办公
室主任隗权介绍，林业碳票是林地、林
木碳减排量收益权的凭证。它以林木
生长量为测算基础，并依据计量方法换
算成碳减排量，再将碳减排量转化为一
种可交易、质押、兑现的有价证券。今
年7月 19日，三峡库区首张林业碳票
在秭归县签发，该碳票由秭归县国有九
岭头林场申请，经核算、审查，该项目开
发面积 10181.7 亩，签发碳减排量为
49593.42吨。

“‘林业碳汇＋生态司法’赔偿机制，
是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也是生态文明
理念在司法领域的具体实践。”宜昌市中
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陈莉说，被告人认购
的林业碳票资金，将进入专项账户，继续
投入生态建设，反哺绿水青山。

三峡库区首例碳汇赔偿案审结
非法伐木201株 自愿认购碳票89.45吨

“院士楼”又来客了。
8月12日8时30分，光谷高新大

道，武汉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以下
简称“武创院”）会议室座无虚席。

武创院的办公楼，之所以被称作
“院士楼”，因为近三年来有近百位院
士专家在这里参加各类学术会议，10
个由院士专家担任首席科学家的创
新单元在楼内办公。

当日，第四期东湖科学会议在这
里举办，来自俄罗斯、新加坡、希腊等
国和国内多个高校院所的十余位院
士专家汇聚一堂，共话航天产业高质
量发展。

专题报告一场接着一场，会议承
办方、武创院智能工业软件研究所副
所长孙佳认真聆听，不时画重点、做
笔记。

加入武创院体系一年半来，高规

格的学术会议对孙佳来说已是“家常
便饭”。“专家发言对武创院发展，对
武汉、湖北的科创事业发展来说，是
宝贵财富。”孙佳说。

“从研究到应用，这些都是国家
需求，很好！”中国工程院院士乐嘉陵
点赞第四期东湖科学会议。

他认为，会议搭建了学术与航
天工程应用交流平台，将有力促进
空气动力学、结构材料力学、轨道飞
行力学相应领域的国内外合作与产
业发展，是“以武汉所能服务国家所
需”的有益实践。

东湖科学会议是武汉市委、市
政府赋予武创院的重要使命，旨在
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一流科技创
新会议平台。

去年10月27日，首期东湖科学
会议上，30余位院士专家受邀来汉，

为我国岩土工程产业发展把脉定向；
11月11日，第二期会议关注芯片产
业，主题为“建设面向未来的RISC－
V开源架构新生态”；12月3日，聚焦

“天然产物与新药发现”的第三期会
议迎来塞尔维亚代表团参会，武汉创
新火花闪耀“一带一路”。

三场大会彰显了武创院干事创
业的精气神，更重要的是，这些会议
成为交流的起点与合作的开端。

陈十一、程时杰、刘胜、丁汉、倪
光南、张建民……心怀“国之大者”
的科学家们，有的积极为东湖科学
会议献计献策，有的担任咨询论证
专家为创新单元呱呱坠地“保驾护
航”，有的直接率领团队与武创院合
作共建高水平专业研究所。在他们
的帮助和支持下，武创院启动运营
以来设立了72个创新单元，仅今年

上半年就新增25个。
在武创院院长助理王慧中看来，

武创院独特的政产学研金服用“北斗
七星式”科技成果转化体系，推动专
家与专家间、专家与企业间、企业与
企业间缔结为互惠共赢的创新联合
体，“专家们为湖北未来产业发展指
明了方向，他们的前沿技术也在湖北
找到了最优应用场景，这是典型的双
向奔赴。”

“我们将坚持以‘用’为导向，始
终把市场需求和产业应用作为科技
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武创院院
长李锡玲说，对标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提出的“针对优化重大科技创新组
织机制”，武创院正加快步伐，持续推
进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赋能新
质生产力发展，为把湖北科教人才优
势转化为创新发展优势作贡献。

“院士楼”又来客了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李源 通讯员 冉文娟

夏日炎炎，武汉易形三维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渤在
武汉和南京之间奔波，忙着准备一个文物三维数字化保护
项目。

办公室有一面灰色的铜镜，是3D打印出的文物复制
品，镜面纹路清晰可见。“上色后，看起来会和文物一模一
样。”王渤说。

既是一名创业者，王渤还是一名增材制造设备操作员。
增材制造，就是我们常说的3D打印。在专业人士眼

中，“万物皆可打印”。
“从入门级的打印手办等小物品，到如今广泛应用在高精尖领域，增材制造技术

仍有无限可能。”8月10日，王渤对湖北日报全媒记者说。

建模编程打印样样要精通

增材制造技术，是一种通过逐层添加材料来制造三维物体的制造方法，与传统的
减材制造（切削、磨削等）和等材制造（锻造、铸造等）方法不同。

“增材制造技术基于数字模型，将材料（塑料、金属、陶瓷、复合材料等）按照预定
路径逐层堆积，最终形成三维实体。”王渤介绍。

增材制造设备操作员要根据实际需求，建模绘图或三维扫描出需要打印物品的
数字模型，将模型转化为3D打印所需的加工指令。

他们还要熟练掌握3D打印设备的操作技巧，对打印出来的实体进行清洁、打磨、
固化等后处理。

整个流程，需要扎实的专业功底和丰富的操作经验。
2013年，王渤与增材制造结缘。在武汉职业技术学院求学时，学校非常重视3D

打印这一技术潮流，依托模具设计制造专业探索3D打印应用方向人才培养。
“学校开设的三维建模、3D打印理论及实操课程，为我打下了好基础。”他说。

（下转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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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新职业

王渤在操作3D打印机。

3D打印出来的服装配饰。

锚定现代化 改革再深化

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 记者从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
年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2
亿人次，旅客周转量9454.53亿人公
里，同比分别增长15.7%、10.6%，均创
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
稳有序。

国铁集团客运部负责人介绍，今
年以来，国铁集团加快构建铁路现代
化运输服务体系，科学合理安排运力，

落实便民利民惠民举措，有力保障了
旅客平安有序出行，积极助力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

1至7月，铁路部门统筹高速铁路
和普速铁路资源，用好今年新开通的
新线能力和京广高铁全线时速350公
里高标运营成果，千方百计挖潜运输
能力，精心铺画列车运行图，全国铁路
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0434列，同
比增加998列、增长10.6%。

与此同时，铁路部门加强跨境旅
客运输组织，在京港、沪港间开行夕
发朝至高铁动卧列车，在中老铁路安
排开行中国西双版纳至老挝琅勃拉
邦国际旅客列车2列，恢复开行中国
呼和浩特至蒙古国乌兰巴托国际旅
客列车。1至7月，广深港高铁累计发
送跨境旅客1537.7万人次、同比增长
54.7%，中老铁路累计发送跨境旅客
13.9万人次。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5亿人次
创历史同期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