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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02

今天白天 晴天到多云。气温27～38℃，偏东风2到3级。 今晚到明天白天 晴天到多云。气温28～38℃，偏北风
2到3级转3到4级。 明晚到后天白天 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6～35℃，偏北风3到4级、阵风5级。

武汉
天气

全省
天气

今天白天 全省晴天到多云，鄂西北、鄂西南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5～39℃，最低气温24～29℃，偏东风2到3级。 今晚到明天白天 全省晴天到多云，鄂西北、鄂西南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
最高气温35～39℃，最低气温24～29℃，偏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 明晚到后天白天 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0～36℃，最低气温22～26℃，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

湖北日报讯（记者张辉、通讯
员郑轩）9月6日，省政协召开月度
专题协商会，围绕促进我省民族地
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协商建
言。省政协副主席马旭明主持会
议并讲话。

会上，省农业农村厅通报我
省民族地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
展情况。省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
会主任施政作主题发言。吴建
清、何义发、吴晓晴、赵阳彪、剪治
刚、赵丽佳、李安辉作协商发言。
武静、李小国、陈晓敏、韦群分别
提问，与省直有关部门互动交
流。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郭宇听
取发言并作回应。

马旭明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
高度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
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上来，充分认
识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重要
性，增强责任感使命感。要充分认
清我省民族地区新型农村集体经
济发展现状，把握好发展路径，在
打造“头雁方阵”、构建多元发展格
局、破解发展难题上继续深化改
革、开拓创新，推动集体经济转型
升级。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制度
优势和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积极履
职尽责，助推民族地区新型农村集
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省政协秘书长涂远超参加
会议。

省政协召开月度专题协商会
围绕促进我省民族地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协商建言

湖北日报讯（记者刘洁）武汉
市人民政府网日前发布《关于加快
推进新时代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若
干措施》，提出6个方面 17条措
施，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
发展，不断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多
层次养老服务需求。

截至 2023 年底，武汉市 60
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 218.88 万
人，占户籍总人口的23.05%，比
全国21.1%的老龄化率高出1.95
个百分点。根据现实需求，《措
施》按照构建以居家为基础、社区
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
的养老服务体系总体思路，提出
发展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推进机
构养老服务提质增效、促进医养
服务融合发展等。

具体提出，到2025年底，各
区成立区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
农村养老设施覆盖率 100%；到
2025年底，全市养老顾问服务实
现全覆盖；到2025年底，中心城
区社区老年助餐服务全覆盖；到
2026年，街道（乡镇）幸福食堂、
中心城区社区老年助餐点、小区

老年助餐服务全覆盖。
专家指出，在发展社区养老服

务机构时要特别注意，老年人所需
要的服务不仅包括普通的生活照
料，还涉及医养、康养等众多领域，
要从老年人需求出发，培养从事社
区养老服务工作的各类专业技术
人才，将老年人真正需要的服务送
到他们的床边、身边和周边。

智慧养老依托于传统养老
服务体系，成为破解养老难题、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手
段。《措施》提出拓展养老服务智
慧赋能，具体包括优化智慧医养
平台功能，推广智慧养老应用服
务，加快数字服务适老化改造等
具体措施。

专家建议，政府出台相关政
策，强化数据互联和资源共享，提
升养老信息化水平，梳理形成老年
人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建立覆盖
全体老年人、保障适度、可持续的
基本养老服务平台。依托智能化
的软硬件服务，向老年人提供长期
的以康养为核心的智能化、网络化
的解决方案。

武汉加快发展居家社区养老服务

2026年老年助餐服务全覆盖

打破国外垄断，全国九成以上地
下管廊顶管机用的是科峰造减速机；
大小与U盘相当，却能直接决定通信
基站设备、家庭光猫的数据传输速率
和距离；突破OLED（有机发光二极
管）技术，未来，它能让窗帘拉下就能
变成一块屏幕……

在黄冈高新区，新技术催生的新
产品不断涌现，曾经的老区越来越有

“科技范”。
8月23日，黄冈高新区党工委副

书记、管委会副主任涂军走进湖北日
报5G演播室，畅谈发展新质生产力
的心得体会。

自主创新
“黄冈造”减速机取代进口

“我手上的这个产品叫减速机，是
机器人旋转执行器的核心零部件，被称
为机器人的‘关节’。”涂军介绍，为打破
国外长期垄断，位于黄冈高新区的湖北
科峰智能传动股份有限公司，勇闯新赛
道，通过技术攻关，实现高精度减速机
齿轮转一圈的误差小于1弧分，比一根
头发丝直径的十分之一还要小。

盾构机被誉为“工程机械之王”，
一台盾构机需要装5台减速机，过去
主要从日本、德国进口。科峰自主研
发盾构机（顶管机）用减速机，强度和
可靠性与进口产品不相上下，价格却
不到其一半。如今，国内九成以上地
下管廊顶管机用的是科峰造减速机。

“向新而行，我们在做强装备制
造、农产品精深加工等优势产业的同
时，依托三利谱偏光片、中船贵金属、
人福药业、美丰科技等重点企业，加快
培育光电子信息、生命健康两大战略
性新兴产业。”涂军说。

8月5日，黄冈高新区铭普光磁光通
信产品研发生产基地，经过移载、贴片、
共晶、打线、封帽等十几道工序，一个个
U盘大小的半导体激光器二极管走下生
产线，装车发往华为、中兴等企业。

“这个看似不起眼的设备，直接决
定通信基站设备、家庭光猫的数据传
输速率和距离。”基地负责人吴玉德
说，订单已排到年底，预计今年产值可
达2.2亿元。

光电新材料产业是湖北发展新质
生产力的“优等生”，也是黄冈高新区
重点培育打造的产业。

手机像纸一样卷起来藏在袖口；

窗帘拉下就能变成一块屏幕；汽车挡
风玻璃可以显示导航地图……这些电
影中才能看到的炫酷场景，因为
OLED技术逐渐成为现实。

涂军颇为自豪地介绍，园区企业
尚赛光电就是省内唯一、国内少有的
OLED核心材料供应商，拥有100多
项专利，填补国内光电显示领域上游
关键材料空白，为华星光电、天马微电
子等企业最新一代的OLED显示屏
生产线提供最重要的工业食粮。

追新路上，黄冈高新区培育出尚
赛光电等高新技术企业163家，拿下
省重点产业创新发展园区、省首批数
字经济标杆园区两个名号。

智能化转型
3小时下线一套定制家具

黄冈是农业大市，传统产业占
比高。如何因地制宜，实现传统产
业焕“新”？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的必由之路。”涂军表示，高新区正
推动传统产业设备更新、工艺升级、数
字赋能，让装备制造、农产品精深加工
两大优势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

以伊利乳业为例，2006年，伊利
集团入驻黄冈高新区，投资8亿元建
设乳品加工厂；2015年，伊利低温酸
奶工厂投产；2023年，伊利集团再追
加投资13亿元，在黄冈高新区建设高

端冰淇淋工厂。建新改旧，伊利乳业
不断进行技术改造、工艺升级，将数字
化智能化技术应用于全产业链各环
节。如今，黄冈已成为伊利集团除总
部外最大的生产基地，智能化水平行
业领先。

设备换芯、生产换线、机器换人，
黄冈高新区劲吹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新风。

索菲亚建成4.0智能车间，一套
定制家具，从下订单到打包入库，只需
要3个小时，全部工序均由机器人和
智能物流系统分工完成，产品全程不
落地。

稳健医疗投资6亿元改造提升水
刺无纺布产能。

“这些企业的进化，充分说明借
助新质生产力，传统产业才能实现
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涂军表
示，未来，以生命健康为主导产业，
黄冈高新区将推动现有的医药化工
产业蝶变，着力打造创新绿色原料
药生产基地。

协同发展
“光谷第九园”进圈成链

“身处都市圈核心区，发展新质生
产力机遇无限。”展望前路，涂军信心满
满。他说，黄冈位于武鄂黄黄一体化和
光谷科技创新大走廊双重战略节点，作
为经济发展的主战场，黄冈高新区具备

打造武汉产业转移示范区和产业配套
协同区的战略优势。

推动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黄冈高
新区充分发挥“研发在光谷、生产在黄
冈，头部在武汉、链条在黄冈”的产业协
同优势，设立20亿元产业基金，与东湖
高新区共建“光谷第九园”。

“光谷第九园”指在东湖高新区现
有的8个园区之外，在黄冈高新区建
设第9个园区。双方清晰勾勒出合作
路径：人员共派、资金共投、产业共建、
绩效共考、要事共商，共同打造华中光
电材料产业基地。

瞄准光谷企业投资扩产需求、科
研机构成果转化需求，黄冈高新区引
进瑞普赛半导体、启钠新材料等项目；
立足于产业配套，三利谱、铭普光通等
重点企业落户黄冈高新区，为光谷长
江存储、华星光电等头部企业提供上
下游服务。

每天，都有十余辆卡车运载着固
废、液废，从华星光电、京东方等光谷企
业驶入黄冈TCL循环经济产业基地。
在这里，废料经过处理，又成为华星光
电的原材料。黄冈高新区提供的环保
服务，成为武汉“光芯屏端网”万亿级光
电子信息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追新逐光，黄冈高新区已集聚光
电子企业30多家。今年上半年，光电
子信息产业实现产值翻番，成为全市
六大主导产业的领跑者。

黄冈高新区——

追新逐光，鄂东崛起“光谷第九园”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刘毅 柯利华 曹雯 通讯员 余金福 刘吉翔

新质生产力 潮涌开发区·全媒体访谈

开发区名片

黄冈高新区是武汉都市圈同城化
前哨点、主城崛起融合发展主阵地、黄
冈产业高质量发展主力军。

经过30多年的发展，黄冈高新区
形成南湖工业园、生物医药化工园、黄
冈科技新城三大片区，2017年升级为
国家高新区。

地处武鄂黄黄一体化和光谷科创大
走廊双重战略节点，作为光谷产业协同示
范区，黄冈高新区与东湖高新区共建“光
谷第九园”，加快培
育光电子信息、生命
健康两大战略性新
兴产业，目前拥有高
新技术企业163家，
是省重点产业创新
发展园区、省首批数
字经济标杆园区。

位于黄冈高新区的湖北铭普光磁光通信产品研发生产基地，员工在无尘
车间赶制光通信核心器件。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薛婷 摄）

扫码看视频

爱心打通养老助餐“最后一公里”

9月8日，在荆门市果园二路“雨花敬老家园”，老人排队领取免费的
“爱心午餐”。

今年5月15日，“雨花敬老家园”由荆门众多爱心人士发起运营，面向
65岁以上老人每天免费提供一顿“爱心午餐”，并为高龄、孤寡、失能老人
免费送餐，形成爱心链，打通养老助餐的“最后一公里”。目前“雨花敬老
家园”已服务老年人群体2万余人次，有2000余人次参与爱心服务。

（视界网 赵平 摄）

（上接第1版）
水运连着国运。今天的中国，已是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湖北省社科院经济所所长叶学平感
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
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决定了南水北调必
然一张蓝图绘到底。”

集中领导一盘棋
重塑地表江河，没有出现生态

恶化，换来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心系这杯“南水”，2021年 5月 13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线工程陶岔渠
首。水，从这里流出丹江口水库，流向
北方。

端起一杯新打上来的水库水，总书
记迎着光看了又看，笑着说：“‘水龙头’
水质不错！”

人类文明的发展，始终与大江大河
相依相伴；优于水而兴，忧于水则衰。

南水北调，重塑地表江河。在古老
大地构建的这张新水网，如何生生不息
地运转下去？

8月20日，十堰市南水北调水源区
保护中心。21年来，一直在这里工作的
苏道伟告诉湖北日报全媒记者：“调水，
绝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一调了之。”

丹江口水库位于汉江中上游，截取
一部分汉江水北上，汉江下游包括国家
重镇武汉的用水怎么办？

早在通水前，“引江济汉”作为中线
工程重要补偿工程就已同步实施。从长
江荆州段至汉江潜江段，开挖一条人工
运河，实现长江水首次反哺汉江，满足了
汉江中下游供水、灌溉需要。

随着北方用水需求的增加，2022
年7月7日，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首个重
大项目“引江补汉”工程开工。这次是
从长江三峡库区引水入丹江口水库大
坝下游，工程建成后，中线平均年调水

量将由原来的95亿立方米，增加至115
亿立方米。

苏道伟总结：“全国一盘棋统一调
度，既保证了北方稳定的输水量，又有效
应对了调水之后汉江中下游水量减少的
矛盾。”

除了水量，水质也是南水北调的一
大关键。

为了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10
年来，十堰市累计投入资金300多亿元
治水管水护水。

曾经，“百里万箱下汉江”是丹江口
市的一大盛景。中线工程通水后，库区
12万只网箱被全面取缔，全市万余名渔
民“洗脚上岸”。

依托卫星监测、无人机巡航等，去年
成立的十堰市丹江口库区水质安全保障
指挥中心，用“一张网”对全市的支沟、管
网、重点企业进行监测。

如今，通过开展小流域综合治理，以
水系为脉络划定“治理网格”，十堰彻底
消除城区79条黑臭水体，官山河、犟河、
剑河、泗河、神定河等五河治理经验被列
入全国典型。

一杯“南水”，从丹江口水库出发，经
过15天流淌抵达北京。沿线受水的26
个大中城市，有的在干渠边建生态保护
项目，打造生态走廊；有的对地下水污染
防治进行精准管控，实现农村黑臭水体

“动态清零”；有的对境内河段实施修复，
让荒滩变湿地……

曾经惠及埃及一亿多人口的阿斯旺
大坝，随着时间推移，成为尼罗河上的一
把“双刃剑”，造成地面沉降、土地盐碱
化、水质恶化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

南水北调，改造自然并顺应自然。
中线工程通水10年，一条高水平生活
带、景观带、生态带正在形成，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

原湖北省南水北调办主任郭志高
说：“南水北调经受住生态考验，没有党
的集中统一领导、没有全国一盘棋的系

统调度，这一切很难实现。”

同行同向一条心
饮水人没有忘记“掘井人”，而

付出巨大牺牲的“掘井人”，又主动
当起“守井人”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19天后，习
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新年贺词中送出
了特别的问候：“沿线40多万人移民搬
迁，为这个工程作出了无私奉献，我们要
向他们表示敬意，希望他们在新的家园
生活幸福。”

63岁的王瑞权，就是为了这杯“南
水”而离开故土的移民，而且先后移民
两次。

1965年，丹江口大坝建设，3岁的他
随父母外迁至襄阳宜城。故土难离、乡
情难却。临行前，有人捧一把故乡的土，
有人在亲人的坟头长跪不起，有人三步
一回头……大坝蓄水后，2000多年的古
均州城长眠水底。

高中毕业后，王瑞权返回丹江口，先
是走街串巷卖冰棍，后来在三官殿街道
马湾村办食品加工厂和服装加工厂，还
盖起了两层小楼。

2005年，为确保“南水”顺畅自流进
京，丹江口大坝开始加高。竣工后，水库
正常蓄水水位从157米提升至170米。
这期间，马湾村需整村搬迁，纵有万般不
舍的王瑞权咬牙第一个签字，拆掉房子
和工厂。“国家重点工程，不能因为哪一
个人影响大局。”他说。

2014年，王瑞权受邀参加中线工程
通水活动。北京的哥听闻他是水源地移
民，怎么也不肯收他80元打车费。

吃水不忘“掘井人”。为回报库区人
民作出的巨大牺牲，北京市10个城区
（含开发区）与十堰市各县市区及开发
区，建立长期对口协作关系。10年来，
北京市累计援助资金22.5亿元，54家在
京企业落地十堰。

受水地获得实惠，供水地的发展也
没耽误。北冰洋饮料、燕京啤酒这些北
京来的企业，把优质水转化成了好产品，
库区自己也推出了“武当山”天然水品
牌。通水10年间，十堰市地方生产总值
增长近一倍，这里的绿水青山正在变成
金山银山。

京堰两地，同心筑梦，而湖北的武汉
市、黄冈市、潜江市等9个市州，纷纷向
丹江口库区移民敞开怀抱，拿出好的土
地、好的政策，为他们建设新的家园。

武汉市长江新区六指街道新博村，
移民陈健峰开着农家乐，取名武州农庄
——“武”代表新家武汉，“州”是纪念老
家均州古城。陈健峰告诉湖北日报全媒
记者，这个名字代表移民的心愿——既
不忘来时路，更期待过上好日子。“有当
地政府帮扶，农庄经营顺利。大家想方
设法为我们排忧解难，最近正打算将农
庄重新装修。”他说。

一杯水，一条心。
为了让这杯“南水”永远清甜，湖北

和十堰人民把守水护水当成“天大的
事”。从通水那天起，十堰人民完成从

“掘井人”向“守井人”的转变，10年来先
后涌现250个守水护水志愿服务团体。

63岁的蒋德新曾经是丹江口市的
一位渔民，2019年，他“上岸”成为一名

“守井卫士”，每天驾船在汉江水面巡
查，检查河道卫生状况，清理沿岸垃
圾。如今，他的队伍已从最初的16人
发展到186人。

8月13日，全国生态日到来之际，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库区的环保志愿者的
回信中说：“得知十年来越来越多库区群
众加入志愿服务队伍，用心用情守护一
库碧水，库区水更清了、山更绿了、环境
更美了，我很欣慰。”

入夜，记者漫步汉江之畔。江水蜿
蜒，老人们摇扇听涛，孩童们戏水踏
浪。巍峨的丹江口大坝像一弯臂膀，护
佑子孙。

一杯“南水”的中国力量

（上接第1版）
这一别，已然六载。
纪官升从学校毕业后到山

东工作，尼玛格桑成长为18岁的
小伙子。

“老师，我考上您的母校了！”
7月31日，尼玛格桑收到湖北文
理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录取通知
书，成为考取该校的首位受支教学
生。远在山东的纪官升闻讯，给尼
玛格桑发去微信：“你给了我一个
惊喜，成为我的学弟；我也会给你
一个惊喜。”

9月6日晚，纪官升从山东青
岛飞抵湖北襄阳。9月7日晚，当
尼玛格桑走出机场时，纪官升从身
后喊住了这位当年的学生、今朝的
学弟。

为了6年前的一个约定，他从
西藏、他从山东，在襄阳重逢，跨越
九千里长路。

像6年前一样，纪官升带着尼

玛格桑，去迎新点报到，去食堂吃
饭，去寝室铺床，去操场散步。这
一刻，他们再度唱起那首熟悉的
《烛光》：“黑暗中与你相遇，智慧的
烛光赐予我光明，如同父母般照
顾，尽可能地爱护我们。向老师您
献上这首歌，深沉昏暗您牵引，人
生的前途赐予光明……”

纪官升和尼玛格桑的故事只
是一个缩影。10年来，16批83名
来自湖北文理学院的大学生，为
5000多名藏区孩子推开看世界的
一扇窗；30年来，湖北省累计选派
10批1194名援藏干部人才，投入
资金48.6亿元、实施项目704个，
服务了西藏稳定发展。

在高原学子的热切期盼中，
“格桑花”第十七批队员已整装
待发。

在“石榴籽”精神的感召下，汉
江之滨与雅砻河畔，跨越山海，心
手相牵。

《烛光》一诺九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