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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日报讯（记者谢慧敏、通讯
员高玲玲）8月16日，武汉氢能科技产
业园在武汉经开区军山新城启动建
设，产业园规划同步发布，打造国家级
氢能及燃料电池汽车产业集群基地，
计划到2030年，总体投资规模达100
亿元，引进30家氢能企业，推动3家
氢能企业上市，新建5座加氢站，投放
3000辆氢能示范运营车辆，实现营收
总额500亿元。

氢能产业是国家战略性新兴产
业和未来产业重点发展方向，已成为
新能源产业发展的下一个风口。湖
北省《关于支持氢能产业发展的若干
措施》明确提出，以武汉经开区为重
点，打造氢能产业园区。

据介绍，武汉氢能科技产业园总
规划面积4.2平方公里，将以氢燃料
电池和氢能装备产业发展为核心，以
军山创业园现有氢能产业为基础，招
引集聚一批上中下游企业，并依托东
风汽车等龙头企业，实现氢能产业在
汽车领域的全面应用和实践，形成从
产业孵化、产业完备、产业发展到产业
应用的全产业链发展闭环。

“武汉氢能科技产业园将进一步
集聚项目、资金、人才等资源，构筑产
业生态圈，打造创新生态链。”武汉经
开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已出台专项政
策，从产业投资、企业租赁、科技创新、

壮大燃料电池销售规模、加氢站建设
运营、商业模式创新等方面支持加快
发展氢能产业，其中，对氢能产业固定
资产投资、氢燃料电池销售规模分别
最高奖励1000万元。同时，依托经开
产投发展母基金，设立不低于10亿元
的氢能产业发展基金，联合龙头企业
及上下游合作伙伴，形成不低于100
亿元的氢能产业投资。

现场，5个氢能优质项目签约落
户，总投资超 30 亿元，涵盖氢能储
运、应用等多个环节。其中，湖北氢
能汽车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项目拟
投放上百台氢能重卡布局干线物流，
钢研楚天拟投资10亿元建设氢燃料
电池关键材料、电堆、发动机系统产
线及氢燃料电池研发中心，融通汽车
拟投资 15 亿元建设氢燃料供氢系
统、氢燃料发动机产线及氢燃料车辆
运营平台，湖北氢动力拟投资约1亿
元继续购置130台氢能车从事冷链
运输等。

作为全国汽车产业集聚度最高的
区域之一，武汉经开区加快开辟发展
新领域新赛道，已集聚武汉绿动氢能、
武汉理工氢电、康明斯等近20家氢能
龙头企业，建成4座加氢站，推广应用
近300台氢燃料电池汽车，初步形成
了“基础部件—燃料电池—整车—示
范运营”的产业链和创新链。

打造国家级氢能及燃料电池汽车产业集群基地

武汉经开区：最高奖励1000万元

湖北日报讯（记者左晨、实习生
管诗雨）8月16日，资本市场支持武汉
市专精特新发展暨专精特新专板推介
会在汉召开。会上，武汉中科锐择光
电科技有限公司、武汉市秀谷科技有
限公司等6家专精特新企业进入湖北
专精特新专板，走进上市“快车道”。

专精特新专板，是为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提供股权市场服务的区域性股
权市场专属板块，通过整合多方资源，
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对接、上市培育
和政策对接等综合金融服务。

2023年8月4日，经中国证监会
批复，湖北专精特新专板正式开板，由
湖北宏泰集团旗下武汉股权托管交易
中心负责运营。入选专精特新专板的
企业能更快转至新三板、北交所等全
国性资本市场，实现梯次晋级。

目前，武汉培育专精特新企业的
势头喜人。武汉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
中心主任苏新威介绍，2022 年至
2023年，武汉市连续两年新增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均保持在100家以
上。

武汉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党委副书
记、总经理杨启蒙表示，近年来，专精
特新企业已成为新上市企业的主力
军。截至2024年7月31日，武汉股交
中心累计托管登记企业7401家，托管
总股本2142.58亿股。湖北专精特新
专板入板企业824家，其中，培育层53
家，规范层750家，孵化层21家。湖北
专精特新专板将强化上市“预科班”作
用，深化与沪深北交易所、新三板等场
内市场的对接机制，使专精特新企业
的上市路径更加顺畅。

专精特新专板一天上新6家企业

“50年，终于找到妈妈了！”“长
得像我啊，我的乖！”

8月1日下午，襄阳市公安局樊
城区分局，来不及等待民警宣读完
DNA检验结果，李红建与82岁的母
亲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1974年 6月的一天，刚满3岁
的小红建，和哥哥姐姐在襄阳人民
广场玩耍时不慎走失。全家人发动
亲戚朋友在人民广场周边找了个
遍，也没有小红建的身影，最终报警
求助。

这是襄阳公安机关登记在册的
最早一起儿童走失案件。50年来，
襄阳警方和李家人从未放弃希望，
一家人终于团圆。

家人和警方从未放弃

“只要经过人民广场，心里就想
着，说不定哪天妹妹就回来了。”8月
14日，姐姐李红玲对湖北日报全媒
记者说。

身旁的母亲，不时擦拭眼角的
泪水。当年，只要听说周边哪里有
走失的女孩，李家人就会赶到当地
看看。

“邻省河南的一个地区，那时有
22个公社，爸妈走遍了18个，渴了
连路边的泥水都喝过。”李红玲讲述
寻亲的艰辛。

1991年，小红建的父亲去世。临
终前，父亲对走失的女儿念念不忘。

多年来，襄阳民警也始终没有
放弃。2008 年，公安部建立打拐
DNA系统，民警立即上门采集小红
建亲属的血样入库。此后，樊城警
方又两次采集家属血样，遗憾的是
都没有比中。

今年7月，好消息传来。公安
部经过DNA数据碰撞，发现广东湛
江警方采集的一组名为韩永勤的血
样，与失踪儿童李红建的血样高度
相似。

省公安厅接到线索高度重视，
立即通知襄阳市公安局。

“两人很可能存在亲缘关系。”

襄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DNA室进
一步复核双方血样。

相似度高达99%，比对成功！
最终确定，河南省新野县籍女子韩
永勤，就是50年前失踪的襄阳女童
李红建。

“侧影一看就像我们家里人”

“我们立刻给本人去电，她最
初不信，以为遇到诈骗。”樊城区
刑侦大队副队长胡雄林告诉记
者。

因为对自己的身世一直心存疑
虑，在樊城警方劝说下，李红建决定
来襄阳碰碰运气。

7月31日，跨越千里，在小女儿
的陪同下，李红建出现在樊城区刑
侦大队。次日，警方通知李红建的
二哥到大队采集血样，并告知很有
可能妹妹找到了。

“哥哥特别激动，恨不得马上见
到妹妹。”胡雄林说。

当天下午两点，李家大姐、二哥
搀扶着母亲来到刑侦大队。

“没错，肯定是三妹，侧影一看
就像我们家里人。”远远看见妹妹的
身影，李红玲激动不已，在群里和家
人分享。

相认的一刻，双方以拥抱和泪
水弥补遗失半个世纪的亲情。

认亲之后，李红建来到父亲墓
地，哽咽地说：“爸爸，我回来了……”

“经过几代民警接续努力，终于
让一家人团圆。”胡雄林和同事们也
高兴不已。

跨越半个世纪的全家福

李红建告诉家人，自己走失后，
被河南邓县（现邓州市）四龙村一户
姓田的人家收养。1985年，养父母
先后去世。

“生前，他们对我很好。他们去
世后，村里人才对外传，我不是亲生
的。”李红建说。

当年，与邓县四龙村相隔30公
里的新野县上岗村，一个同样被收
养的男孩，听亲戚提及小红建的身
世。男孩也有一个走失的妹妹，他

马上到四龙村，找到小红建。在没
有科学鉴定的情况下，男孩认定小
红建就是自己的亲妹妹。

1986年，李红建随哥哥前往广
东东莞打工。1987 年，李红建结
婚，定居湛江，婚后育有3个子女。

从自己的身体特征，以及一些
残留的记忆，李红建对自己的真实
年龄有过怀疑。

“这么多年来，哥哥一直很疼
我，我就没往深里想。”李红建说。

所有相聚都是久别重逢，割舍
不断的是血浓于水的亲情。

3岁走失，归来已白发。警方
50年不放弃，家人的爱与坚持，让血
亲再团聚。

认亲后，李红建一家人拍了一
张全家福，他们特意邀请民警一起
合影。

“没有你们，就没有我们今天的
团聚。”李红建一家人对民警的感激
之情溢于言表。

目前，樊城区公安机关正着手
帮助李红建找相关部门恢复真实身
份。

几代民警接力寻亲，襄阳最早儿童走失案画上大团圆句号

走失50年的女儿回家了
文／图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许旷 通讯员 何瑾

“走啊，打球去！”
7月9日揭牌的黄石经济开发区·

铁山区金山街道上林社区体育公园，
现在成了周边社区居民的“心头好”。

该体育公园由劲牌有限公司公
益投资，占地面积约 7900 平方米，
设置了多功能篮球场、羽毛球场、乒
乓球场和智能单车竞赛区，功能实
用、设施时尚，可满足不同健身人群
的需求。

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黄石
全市建有体育公园7个,街道（乡镇）
运动健身中心37个,社区（村）文体广
场 87 个。目前，该市有体育场地
12541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2.9平方
米，社区、行政村体育设施实现全覆
盖，经常参与体育锻炼人口比例近
50%。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采访发现，近
年来，黄石通过多元投入，整合各方资
源，将闲置资源“变废为宝”，见缝插针
激活存量资源，在百姓身边打造起“15
分钟健身圈”，实现了群众家门口“运
动自由”。

废弃矿山上演速度与激情

“唰——”越野摩托车的轰鸣声，
划破了清晨的宁静。崎岖的矿山赛道
上，轮滑、滑板选手或竞速穿梭或飞跃
漂移，扣人心弦。

这是6月5日发生在铁山区流浪
矿山上的刺激一幕，当天，2024年黄
石轻极限运动高山速降活动在此拉开
帷幕。

流浪矿山曾是工矿废弃地，早年
堆积废弃石料，渣土裸露、灰尘满天，
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去年，黄石市将
这处工矿遗址活化利用升级，融入矿

冶文化、植入太空元素、引入体育竞
技，推进文体旅游产业深度融合。目
前，流浪矿山已接待游客超30万人
次。

通过因地制宜和改旧创新，黄石
建设了一批公共体育场地。如西塞山
区利用废弃煤矸石场建成飞云体育公
园，铁山区将空闲场地建成标准轮滑
竞速场，把废弃矿坑建成滑板运动公
园，每年举办轮滑极限运动周，让轮
滑、滑板、小轮车运动在青少年中风
靡。

黄石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主任
孙小江介绍，该市连续三年将体育场
地设施建设列入市政府民生实事项
目。建设之前广泛征求各方意见，较
好地破解了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供需
矛盾。

企业内部球场敞开大门

入伏之夜，灯火通明，下陆区骆驼
山体育公园的健身居民络绎不绝。

该体育公园于今年5月开放，依
托现有骆驼山公园建设，新建篮球场、
足球场、游园路和健身步道，改造了羽
毛球、乒乓球运动场和多功能运动场，
安装健身设施60余套。

作为传统老工业基地，老厂区、
老社区多，公共服务场地少的现状一
度制约了黄石城区体育事业发展。

为此，该市持续盘活体育场地资
源，扩大公共服务供给。下陆区铜都
公共体育场的前身是有色公司内部体
育场，经与下陆区政府协商，有色公司
将体育场委托区政府管理和使用，下
陆区政府争取资金对体育场进行改造
后免费开放。

此外，黄石港区青山湖智慧体育

公园、西塞山区八泉街道运动健身中
心、下陆区团结社区运动健身中心、铁
山区九龙洞运动健身中心等一批运动
场所，让老百姓在家门口便能方便地
参与锻炼。

废弃鱼池变赛场

7月4日18时，距“村BA”比赛还
有1个小时，大冶市茗山乡茗香广场
的看台上已是人头攒动。“五一”以来，
茗山乡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BA）持
续进行，30个村、社区及各部门单位组
建的26支球队激情角逐。

茗山乡书香文化广场是在一座
废弃鱼池的基础上改造而成，占地19
亩，分活动广场、篮球场、羽毛球场三

个区域。建成后，村民自发组织篮球
比赛，吸引了周边以及黄石、鄂州的球
队前来打友谊赛。2022年8月起，茗
山乡党委、政府对篮球场进行提档升
级，建成茗山乡全民健身运动中心，于
同年承办湖北省首届和美乡村篮球赛
（省村BA），打造“村BA”品牌名气越
来越响。

孙小江表示，“村BA”的火爆是加
强体育基础设施和全民健身升温的双
向奔赴，近年来，黄石围绕打造“15分
钟健身圈”，通过新建一批、充实一批、
更新一批，有力推动全市体育基础设
施增量提质，扩大群众健身场地，降低
群众健身活动门槛，厚培体育文化土
壤，带动了更多人加入全民健身的行
列。

矿山变赛道 鱼池成球场
黄石闲置资源“忙”起来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彭磊 祁泉 通讯员 曹玉琴 石勇 姜博

湖北日报讯（记者刘钰杨、通讯
员曹爽、刘一帆）“再也不用两省往返
跑，省时又省力。”河南桐柏县月河镇
胡家花园苗木基地负责人胡世美在随
县定居，8月9日，他来到随县办税服
务厅，不到10分钟就完成发票开具。

湖北随县和河南桐柏一山相隔，
山水相连，两地交界地区有纳税主体
1000余户，纳税缴费群体地域交叉情
况较为普遍。

今年以来，为优化税收营商环
境，提升办事效率，推动涉税费事项
跨省协同服务常态化、高效化运作，
随县税务局、桐柏县税务局借助全国

统一规范电子税务局上线契机，将首
批187项跨省通办涉税费事项扩展至
276项。

据悉，随县税务局、桐柏县税务
局自开展跨省合作以来，通过建立完
善收件、办理两地窗口协同联动工作
机制，开设“远程虚拟窗口”，运用远
程身份核验、音视频交互、屏幕共享
等技术，为企业和群众提供“云教办”

“云帮办”服务。目前，已累计为两地
500多位纳税人缴费人办理跨区登
记、电子发票领用、增值税申报等6类
38项业务共计1551笔，办理异地帮
办代办事项326次。

随县桐柏县“跨省通办”涉税费事项

湖北日报讯（记者戴辉、通讯员
潘庆芳、鲁琴）“当道路货物运输老板
的梦想实现了。”8月 15日，在石首
市市民之家，绣林街道金银垱社区
居民徐志不到半小时，就办理了道
路货物运输营业执照、道路运输经
营许可证、道路运输证及电子证
照。算下来，从他提交资料起只用
了5个工作日。

6月30日，湖北省开办道路货运
企业“一件事”线上办理专区正式开
通，实行“一件事一次办”服务。开办
道路货运企业，只需一次提交材料，5
个工作日内，就能实现企业证件和车
辆证件一次集成办结。目前，道路货

物运输经营许可和普通道路货物运
输车辆道路运输证等事项办理材料
由原来的32份，缩减至14份，减少比
例达56%；办理时间由原来最多60个
工作日，缩减至最多5个工作日，缩减
比例达92%。

效率大幅提升的背后，是减材
料、减流程。省交通运输厅确保与政
务服务网、道路运输四级协同操作系
统有效衔接，对相关业务事项、流程、
材料、表格进行认真梳理，将办理流
程由串联改为并联，对不同事项材料
和表单填写进行去重、删减，并采取
数据共享和网络核验多种方式，形成
高效的一件事办理标准。

5个工作日可开办货运公司

武汉氢能科技产业园一瞥。（湖北日报通讯员 李岿 摄）

2023年10月30日，在修葺一新的茗山乡全民健身运动中心，湖北省和美
乡村篮球大赛（村BA）冠军争夺战激情上演。 （湖北日报通讯员 周巍 摄）

李红建（右）和大姐相拥而泣。李红建（右）与妈妈亲热交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