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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阳某电厂内，高耸的冷凝塔不
断“哈”出水蒸气，百万千瓦火电机组
正全力运转。在中控室大屏幕上，各
项运行参数不断跳动，工作人员密切
关注着机组运行状态，确保每一度电
都能安全稳定地输送到千家万户。

“这两个月，我们大约要用20万吨
煤。”该电厂相关负责人介绍，以前买煤，
煤源地、煤炭数量、质量都很难得到保
障，整体下来用煤成本很高。现在足不
出户就能货比三家、安全付款，而且还有
人帮忙张罗铁路和公路运输。

企业如此从容，得益于湖北省煤

炭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简称“湖北省
煤炭供应链平台”）的高效运转。今年
7月31日，湖北省煤炭供应链平台交
易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平台提供前置
采购、集合采购、代理采购和阳光采购
四种煤炭采购模式。

在集合采购板块，可以看到各涉
煤企业发起的集合采购信息，包括发
货地、计划采购总量、煤种、预计发货
时间等，企业可对比后，选择“我要报
名”，参与集合采购，买煤炭就像淘宝
一样方便。

大冶华鑫实业有限公司，每月用

煤量不多，煤炭价格一直砍不下来。
现在，通过平台“拼单”，价格降了不
少。“我们的平均采购成本降低了5%
左右。”大冶华鑫实业有限公司能源部
部长王旭说。

“一些小、微、散的用煤企业，他们
对市场不太了解，且缺乏规模优势，议
价能力有限，导致煤炭采购成本居高不
下。”湖北国贸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总

经理冷小勇说，湖北国贸集团等省级煤
炭保供单位作为省属贸易平台，汇集企
业用煤需求后整合成大订单，直接向上
游煤源集中采购，获取一定的议价权，
为企业提供一站式的煤炭代采、代提、
代运服务，企业平均采购成本下降5%
至10%。

截至2024年8月底，湖北省煤炭
供应链平台服务上下游客户共计284
家。为持续强化平台运作，引领湖北
煤炭产业转型升级，湖北省发改委（省
能源局）已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推
广应用行动，力争实现平台省内煤炭
保供企业、主要涉煤企业、重要物流枢
纽的入驻全覆盖。

湖北中小涉煤企业可线上拼单购煤
平均采购成本下降5%至10%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左晨 通讯员 蒋宏 薛礼彬 陈富兵

聚焦湖北省煤炭供应链平台

湖北日报讯（记者胡祎）9月4日7
时25分，一辆编号为“55510”的绿皮
检测列车从荆州火车站缓缓开出，这
标志着荆荆高铁进入联调联试阶段，
线路即将开通运营。荆门市是湖北省
目前唯一不通高铁的城市，荆荆高铁
开始联调联试，标志着湖北17个市州
实现“市市通高铁”目标进入倒计时。

荆荆高铁连接荆门、荆州，新建正
线长77.47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
该高铁从2020年9月开工建设起就备
受关注，2024年 4月全线铺轨完成，
2024年7月进入静态验收阶段。联调
联试是铁路通车前的重要步骤。

该高铁共设荆门西站、沙洋西站、
荆州站3座车站。“我已经迫不及待
了。”荆门日报全媒体记者张彩云说，从
2021年9月25日荆门西站开工，每隔
一段时间她都会来拍照、记录。为让孩
子记住荆荆高铁的特殊意义，她曾多次
给两个儿子拍下与荆门西站的合影。

高铁是经济大动脉。湖北已形成
以京广高铁为纵向、以沪汉蓉客运通
道为横向，以汉十高铁、武九客专为东
南―西北走向，以郑渝高铁为东北―
西南走向的骨干高铁网络。武汉、鄂
州、黄石、黄冈、天门、仙桃、潜江、咸宁
等城市，依托（武）汉宜（昌）铁路，以及
武汉至咸宁、鄂州、黄冈、黄石、仙桃等
城际铁路，都能实现家门口上高铁。

襄阳、十堰、随州、孝感、神农架等城
市，可由汉十高铁、郑渝高铁快速通
达。荆州、宜昌、恩施等地，可由汉宜
铁路、宜（昌）万（州）铁路通达。

荆荆高铁通车后，将让荆门接入
高铁时代，为“轨道上的湖北”补上最
后一块高铁版图。坐高铁从荆门至荆
州将压缩至20分钟左右，从武汉至荆

门将从目前的4小时左右压缩至2小
时以内。随着荆荆高铁、沿江高铁武
宜段、宜昌至郑渝高铁联络线、西十高
铁、襄荆高铁、沿江高铁合武段、呼南
高铁宜昌至常德段、沿江高铁宜昌至
涪陵段等陆续建成通车，湖北高铁里
程将再上新台阶。

《武汉铁路百年》一书的作者汪瑞

宁评价，荆荆高铁的贯通，将让武汉都
市圈与宜荆荆都市圈往来更高效，能进
一步促进都市圈的要素流动。以武汉
为核心的超“米字形”枢纽网，以襄阳、
宜昌为副中心的“多向放射形”高铁枢
纽，以其他市州为节点的“十字形”高铁
枢纽，将为湖北迈向“九州通衢”奠定更
牢固的交通底盘。

荆荆高铁开始联调联试

湖北“市市通高铁”进入倒计时

8月31日，湖北150家A股上市
公司，22家港股及3家美股共175家
上市公司披露半年报。上半年，128
家湖北上市公司实现盈利，占比超七
成。生命健康、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
车等湖北优势产业表现亮眼。

4家生物医药企业盈利超
10亿元

上半年，什么行业表现最亮眼？
毫无疑问是生物医药。

从半年报看，湖北生物医药产业
已形成燎原之势。上半年，湖北盈利
过亿元的上市企业有48家，盈利超
10亿元的7家企业中，远大医药、济
川药业、九州通、人福医药均来自医药
生物行业。全省26家生物医药相关
企业中，有17家实现盈利。截至8月
30日，26家企业总市值约1778亿元。

生物医药上市公司的较好表现，
与湖北突破性发展生命健康产业密不
可分。今年，全省生命健康产业规模
有望突破万亿元。

创新能力和药品研发能力，成为
湖北生物医药企业营收和利润增长的
关键词。

1995年港股上市的远大医药诞
生于湖北武汉，现在已经是一家科技
创新型国际化医药企业，业务主要涉
及核药抗肿瘤诊疗及心脑血管精准介
入诊疗科技、制药科技、生物科技三大
领域。其中，核药抗肿瘤诊疗是远大
医药全球化程度最高的板块之一，建
立了完整的产业链。2024年上半年，
远大医药实现归属净利润 14.56 亿
元，同比增长 51.35%，创新产品 15
项，仿制产品5项，核药抗肿瘤诊疗药
品盈利超100%。药品创新成为其业
绩稳健增长的新动能。

济川药业、九州通、人福医药等医
药企业，在各自细分的赛道上加速创
新，提高市场竞争力，上半年营收、净
利润位居前列。济川药业上半年研发
投入超2亿元，九州通上半年在数字
化及智能化转型方面研发投入1.38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5.74%。人福
医药上半年在麻醉药品等核心领域研

发投入超7亿元。

行业“第一股”密集上市显示
新质生产力崛起

2024年，先后在A股上市的湖北
企业康农种业、戈碧迦、平安电工、达
梦数据，港股上市的武汉有机、黑芝麻
智能均实现利润增长。“湖北种业第一
股”“中国自动驾驶芯片第一股”“中国
数据库第一股”……各个行业涌现出
来的领军企业，乘着资本市场的东风
迅速成长。

今年6月，“中国数据库第一股”达
梦数据在上交所科创板挂牌上市。在8
月由湖北省企业上市发展促进会组织
的“资本市场赋能数字经济产业链高质
量发展沙龙”活动上，达梦数据高级副
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周淳在分享公司上
市历程时表示，资质优良的企业一旦成
功上市，资本市场的充足资金会为企业
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企业不仅可
以获得长期融资，还能够提高整体质
量，扩大知名度，加快高质量发展。

从达梦数据的半年报来看，上半
年公司归 属 净 利润同比上升 约
2983.85万元，增长幅度为40.68%，主
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449.64万元，
公司品牌知名度、影响力和综合实力
稳步提升。

今年8月港股上市的“中国自动
驾驶芯片第一股”黑芝麻智能，上半年
归 属 净 利 润 1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9.63%，位列全省上市企业第 7。
2024年上半年，得益于自动驾驶导航
在部分车型和城市开始量产，黑芝麻
智能在手订单实现大规模突破，商业
化过程加速，在自动驾驶芯片领域核
心优势愈发凸显。

从新兴产业中脱颖而出的上市企
业，得益于湖北持续完善的上市培育
工作机制。近年来，湖北以做优做强
资本市场为抓手，通过引导长期资本
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挖掘科技含量
高、创新能力强的优质企业，加大政策
支持培养上市后备梯队，以后备上市
和已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引领湖北
经济高质量发展。

上半年超七成湖北上市公司盈利

创新是生物医药行业
利润增长利器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王艳华

联调联试检测车行驶在荆荆高铁上。（湖北日报通讯员 陈龙 摄）

东湖评论东湖评论

警惕“特供”成售假

当没有双臂的袁伟译在巴黎残奥会的泳池奋
勇冲刺之时，无数人为这条“无臂飞鱼”惊人的速
度而震撼、惊叹。

这是人类不屈的意志闪光的瞬间。
如果说，奥运会是人类挑战极限的战斗；那

么，残奥会就是人类挑战命运的战斗。2008 年，
年仅 8 岁的袁伟译因意外触电失去了左耳和双
臂。命运仿佛对他轰然关上了大门，直到病床上
的袁伟译看到了北京残奥会上无臂游泳选手何军
权的夺冠瞬间。残奥会选手们不屈不挠的精神，
点燃了袁伟译内心的希望之光，让他坚定了继续
生活的勇气，踏上了追逐梦想的道路。“拼命地游，
就没有人能看到我的眼泪。”2013年，袁伟译被选
拔进湖北省残疾人游泳运动队，成为队里年纪最
小的队员。游泳队的教练，正是何军权。

一对没有手臂的游泳选手，默默完成了无形
的接力。在巴黎残奥会男女混合4×50米自由泳
接力20分项目决赛中，袁伟译与队友勇夺金牌并
打破世界纪录，实现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三连冠；

在男子50米仰泳S5级决赛中，袁伟译再夺一枚金
牌。当他用牙咬着绳子支撑身体“起飞”的时刻，
当他用头撞向池壁冲刺的时刻，无数电视机前的
观众也咬紧牙关、握紧拳头，为他加油鼓劲，因他
热泪盈眶。

奥运会让我们见证了人类体能的巅峰，残奥
会则让我们见证了人类永不屈服的灵魂。残奥会
的舞台上，每一位运动员都是冠军，每一位运动员
都是生命的强者。他们中，有的失去肢体却能在
跑道上飞驰，有的双目失明却能精准命中目标，他
们以非凡的毅力展现了生命的无尽可能，诠释着

“超越自我，挑战极限”的残奥会精神。
生命的价值，不会因为身体的残缺而残缺，却

能够因为内心的坚韧而强大。有种观点认为，残奥
会缺乏“经济价值”，“没有必要”继续举办。但是，每
一届的残奥会，不仅同样传递着“更高更快更强
——更团结”的奥林匹克格言，还传递着生命的尊
严与平等。残奥会的持续举办、持续出彩，同样是人
类社会不断进步的象征。

据世界卫生组织2022年发布的《全球残障人
士健康平等报告》指出，全世界有严重残障的人数
约为13亿，占全球人口的16%。中国约有8500万
残疾人，占人口总数的6%。近年来，我国不断完
善残奥会体育项目的构建，将残疾人体育纳入全
民健身、健康中国、体育强国等国家战略，加强残
疾人体育运动的推广，推动残疾人体育健身和竞
赛活动在全国各地开展。这些举措，不仅给了残
疾人直面生活的勇气和追求梦想的机会，也促进
了中国残疾人保障和体育事业的发展。

残奥会为大众关注残障人士打开了一扇窗
口，在赞美残奥会运动员顽强意志的同时，我们应
将目光投向更庞大的残障群体。关注残障人士的
日常生活、教育就业、心理健康，努力消除社会对
残障人士的偏见和歧视，推动无障碍环境的建设
和完善，确保他们能够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每
个人都拥有追求梦想、实现自我价值的权利，创造
一个更加平等、包容、和谐的社会，是我们共同的
责任。

向人类永不屈服的灵魂致敬
□ 湖北日报评论员 张双双

阅读提要

如果说，奥运会是
人类挑战极限的战斗；
那么，残奥会就是人类
挑战命运的战斗。奥运
会让我们见证了人类体
能的巅峰，残奥会则让
我们见证了人类永不屈
服的灵魂。

快递公司寄丢毕业证，只赔付3倍运
费共计36元，合理吗？近日，江苏省淮安
市盱眙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快递公司赔
偿消费者各项损失以及精神抚慰金共计
9000 元。目前，判决已生效。（9 月 4 日

《法治日报》）
未保价的快件丢失或损毁，快递公

司普遍执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
法》确立的三倍运费赔偿封顶行规。但
现实中，有些快件的市场价值较高，或者
具有特殊的用途、价值、意义，三倍运费
赔偿封顶的行规，难以补偿消费者的权
益损失，引发了大量争议。这起毕业证

“丢件”案件，在司法实践层面对三倍运
费赔偿封顶的行规进行了“突破”，对于
快递企业完善特殊物品寄递规则、消费
者维权都有示范意义。

毕业证书属于特定物品，包含了特
定的精神利益内容，更是持有人求职、参
加各类考试的必要条件，其重要性不言

而喻。在现实生活中，通过快递渠道寄
递毕业证、录取通知书、公证文书、合同、
相关证明或文件、遗嘱、遗物等特殊物品
的情况越来越多。这些特殊物品往往都
具有溢出于市场价值之外的特殊价值或
意义，其在快递过程中的丢失、损毁，会
给消费者造成多重损害，也会给快递企
业带来成本损失和经营风险。

盱眙县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判决快递公司对毕业证“丢
件”承担赔偿责任，体现了对契约规则的
尊重，更加公平合理。这起“丢件”案件
也警示快递企业，应针对特殊物品建立
特殊快递机制，制定特殊快递标准，以提
升安全履约、完全履约的成功率，并提前
向消费者提示寄递风险，与消费者约定
快件丢失、损毁的赔偿责任。同时，有关
部门也有必要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给消费者维权和快递企业担责提供清
晰、权威的依据和指南。

特物丢件赔付亟待完善规则
□ 李英锋

来论

视点视点

时事绘

“原价上千，现在只要两位数！”山东一市民在
直播间购买了一瓶“特供酒”，品尝后怀疑买到假
酒，遂向当地公安局报案。经鉴定，该直播间售卖
的所谓“特供酒”，根本不是某知名酒厂生产。

“特供”给人稀缺、神秘的错觉，一些商家以
“特供”为噱头，以次充好、以假乱真，扰乱市场秩
序，糊弄消费者，这样的把戏终究会败露。消费者
也应保持理性消费，不要贪便宜吃大亏。（文/艾丹）

漫画/王鹏

新学期伊始，北京市义务
教育学校对课间安排作出整体
统筹优化，原则上落实15分钟
课间时长，提供更加从容的课
间时间。

一段时间以来，“消失的课
间10分钟”“安静的课间10分
钟”等话题引发广泛关注，“把
课间10分钟还给孩子”的呼声
愈发高涨。教育部一再明确要
求，严禁以各种方式挤占学生

“课间10分钟”休息，还提出严
禁挤占德育、体育、美育等课
时。北京等地率先将小课间延
长至一刻钟，正是对社会呼声
的积极回应，释放出鼓励学生
走出教室、参与户外活动的鲜
明导向。

不少人的学生时代，都曾
尝过“下课铃怎么还不响”“老
师千万不要拖堂”的“煎熬”。
课间10分钟，初衷是让学生调
节状态、缓解疲劳和相互交
流。向老师请教知识疑点，和
同学聊天玩耍，在操场上打球、
跳绳、踢毽子、玩弹珠，或者只
是去了趟厕所，又或者看看远
处放松一下，一个个多姿多彩
的课间拼图，构成了无数人难
以忘怀的校园记忆。

教育不是圈养，学业并非
全部。经过40多分钟的“知识
密集型劳动”，短暂的休憩不仅是忙碌课业的暂
停键，也是孩子身心健康的润滑剂。对于天性
喜动的孩子来说，尽可能地让他们多跑跑跳跳，
就是在激发创造力和想象力。学校不只是学习
的场所，也是结交朋友、培塑性格的空间。舒展
筋骨、放松身心，既可以避免变成小眼镜、小驼
背、小胖墩，也可以醒脑提神，在下一堂课中展
现更好的状态。

“为了安全而取消课间活动”，是一种典型
的“懒政”。课间休息不是可有可无的附属品，
像重视课堂那样重视课间，强调的是恪守原则
的时间观，是尊重孩子成长规律的育人观。课
间10分钟变成课间一刻钟，不少人报以掌声的
同时，一些担忧也随之而来：“10分钟都难以落
到实处，孩子们能完全享有这一刻钟吗？”政策
调整并不难，难在能否引导各方作出实质性改
变。从10分钟到15分钟，不只是中场休息时间
的延长，更是教育理念的深化与升华。课间是
促进孩子身心成长的黄金时间，不断拓展课间
活动空间，丰富课间活动内容，实现课间休息

“增量”和“提质”的双重提升，在安全有序和充
满活力之间找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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