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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日报讯（记者海冰）9月15
日，“新象长江”主题美术作品展览在
湖北美术馆开幕，中国文联党组书
记、副主席李屹，省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琚朝晖共同为展览启幕。

作为长江文化艺术季的“重头
戏”之一，展览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长江大保护重要讲话精神，立足长
江经济带、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等
战略，深度挖掘长江文化的精神内涵
与时代价值，精彩展示长江经济带高
质量发展的伟大成就，努力彰显生动
立体的新时代长江风貌。

展览得到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
国家画院及长江流域13省区市的大
力支持，共收到推荐作品300余件，
经过评选，展出美术精品108件。参

展作品题材丰富，门类齐全，涵盖中
国画、油画、版画、实验影像等。艺术
家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
生活中汲取滋养，围绕新时代长江流
域的自然景观、历史人文、脱贫攻坚、
城乡发展、科技创新等主题进行创
作，不乏对少数民族、科研人员、奋斗
青年、建设者等形象的鲜活描绘。中
国美协主席范迪安、中国国家画院院
长刘万鸣、著名画家周韶华等名家力
作位列其中。

展览由中国美术家协会、省委宣
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主办，省美术家协会、湖北
美术馆承办，既是长江流域的美术盛
宴，更是对长江文化的集中展示、对
母亲河的盛大礼赞。

湖北日报讯（记者邓伟、通讯员楚
仁轩）当地时间9月15日晚，第47届世
界技能大赛在法国里昂闭幕，我省代表
国家参赛的两位选手曹博、贾京分别获
得电子技术项目金牌、家具制作项目银
牌。这是我省在世界技能大赛上取得
的最好成绩，实现历史性突破。

曹博毕业于武汉市仪表电子学校
电子信息与技术专业，贾京就读于湖北
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室内设计专

业。在2023年全国第二届职业技能大
赛中，两人表现出色，分别获得电子技术
（世赛）、家具制作（世赛）赛项金牌，并入
选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队。
在今年国家集训队考核中，两人均以第
一名的成绩获得代表国家参赛的机会。
备战世界技能大赛的几个月里，他们在
国家集训队教练的指导下全身心投入训
练，针对性改进问题，最终凭借稳定的发
挥，在大赛中取得了优异成绩。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技能领域的
“奥林匹克”，每两年举办一届，是当今
世界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大
的职业技能赛事。大赛官方数据显
示，今年有超过70个国家和地区的
1500名选手同台竞技，约1400名行业
专家参与，展开技能领域的巅峰对
决。中国代表团共派出68名选手参
加6大类全部59个项目的比赛，是我
国参赛项目和选手最多的一届。

湖北日报讯（记者许应锋、通讯
员曾雨、徐春晓、黄铄清）9月5日，在
位于十堰市张湾区的华工激光智能
装备有限公司，16台机器手臂组成
的激光焊接作业岛上，技术人员正在
进行商用车顶盖激光焊接调试。

“相比传统焊接技术，激光焊接
高效、精确、美观。”调试负责人张运
邦介绍，这是国内商用车首次采用顶
盖激光焊接技术，将运用于东风商用
车新一代主力车型东风D600。

2023年 9月，张湾区引进华工
激光，将十堰汽车制造带入“光智造
时代”。张运邦介绍，未来将会有更
多商用车激光设备在十堰汽车制造
企业落地。

汽车是张湾区的传统优势产业，
区内有东风商用车公司等企业总部，
年均商用车整车产能35万辆，还聚
集起700余家地方零部件企业，10
万多名产业工人。近年来，该区借力
区内龙头东风商用车公司，以供应链
体系链起东风板块和地方工业，固本
兴新，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
色化转型升级。

全力支持东风商用车，巩固传统
汽车产业集群基础。该区建设智能
装备、动力系统、底盘系统等产业园，
将原先分散在多个山沟里的铸锻厂、
模具厂、刃量具厂等搬进工业园区，
全面降低配套企业和供应链上下游
成本，提升了产业集群优势。

依托汽车产业优势，聚焦新能
源、新材料、智能装备等新兴产业建
链、延链、补链。2022年，张湾引进新
型电池“链主”企业远景动力，“链”动
一批企业相继落户。目前，远景动力
已与本地易捷特和赛力斯汽车形成
动力电池供应关系，与东风商用车共
同开发下一代底盘集成式商用车电
池产品，今年产值有望突破百亿元。

“通过供应链抓现代产业体系建
设，不仅巩固了汽车主导产业，更开
辟了新的发展赛道。”张湾区主要负
责人说。

今年1月至7月，该区完成工业产
值364.2亿元，同比增长14.8%，工业
增加值增速10.6%；新能源产业产值
达46.3亿元，同比增长179.8%，成为
继汽车产业之后的第二大支柱产业。

中午时分，茶厂工人纷纷从车间
走出来，去食堂吃饭。

“一日三餐，全包咧。大伙想住这
就在这住，想回家住就回家住。”杨代
宗笑着向湖北日报全媒记者介绍，满
是自豪。

57岁的杨代宗皮肤黝黑，身穿蓝
色工作服。他是恩施市洞下槽村大宝

坪组村民，现为恩施蓝焙茶业股份有
限公司茶园管理负责人。

距茶厂100米，挨着马路的白色三
层小楼是杨代宗的家。一楼腾出了两
间房开小超市，琳琅满目的商品摆满
了货架，不时有人来购买。“这些年，到
村里、到蓝焙的客人多了，生意还不
错。”杨代宗说。

“洞下槽村历来有种茶的习惯，但
此前都是小打小闹，不见起色。”杨代
宗说，脱贫攻坚期间，驻村工作队开始
扶持茶产业发展。2013年蓝焙到村里
承包茶园，茶产业逐渐发展起来。曾
经种过茶的杨代宗以熟手的身份进入
蓝焙，负责管理茶园。他的工资也逐
渐涨到5000元左右，公司还给他交了

“五险”。
“山里的农民，能在家门口有这样

的收入，很幸福了。”杨代宗说，加上小
超市的进账，家庭年收入10万元。他

家的日子越过越好，自家的一层平房
扩建到三层。2021年，他买了一辆小
轿车。

从空中航拍，茶园如同花园。“现
在种有机茶，杂草靠锄头除、人工拔，
施肥用生物有机肥。”杨代宗边走边
说，近几年，随着恩施茶叶知名度的提
升和公司的发展，茶叶带动了洞下槽
村及周边村村民就业，茶农的收入水
涨船高。“以往几十元1斤的鲜叶，现在
收 100元 1斤。茶厂常年有 50人工
作，忙时有200多人。” （下转第4版）

“日常使用的时钟如果每天快
慢几秒，计时精度就算很高了。但
是一台铷原子钟，每天的计时误差
可能只有百亿分之几秒。”9月10日
上午，在位于武汉的中国科学院精
密测量科学与技术创新研究院（以
下简称“精密测量院”），著名原子钟
专家梅刚华研究员这样形容原子钟
的精度。

他的面前，是一个鞋盒大小的
金色盒子。这个盒子正是甚高精度
星载铷原子钟——每天计时误差不
超过百亿分之三秒的“时间魔盒”，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心脏”。

为让这颗北斗“心脏”跳出“中
国心率”，梅刚华和团队奋斗了近30
年。“现在的北斗三号卫星上，装备
了45个我们的铷原子钟！”梅刚华的
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欧美技术封锁，倒逼湖北
科学家自主研发

“做不出原子钟，北斗系统就建
不成。”北斗工程总设计师孙家栋院
士曾这样界定原子钟的关键作用。

原子钟是基于量子物理学的基
本原理——原子由原子核和电子组
成，电子在不同的能级之间跃迁时，
会释放特定频率的电磁波，这些电
磁波的频率是固定的，不受外界干
扰，因此可以用来作为时间标准。

梅刚华说，日常生活中，大家或
许感受不到原子钟的存在，然而正
是依靠原子钟的计时精度，让人类
每一场竞赛、每一次卫星发射，乃至
金融市场的每一笔交易，都能在时
间的洪流中找到自己的精准坐标。

星载原子钟是北斗的“心脏”，
却一度是北斗人的“心病”。

1985年，梅刚华从武汉大学硕
士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武汉物
理与数学研究所（简称“武汉物数
所”，精密测量院前身）。武汉物数
所是我国最早开展原子钟研究的单
位，也是梅刚华“梦开始的地方”。

梅刚华早期从事了10年的原子
物理基础研究。他由此获得博士学
位，也练就了扎实的原子钟技术研
究基本功。

20世纪90年代，我国制定了北
斗卫星导航系统“三步走”发展战
略。能否实现原子钟技术突破，关系
到北斗系统建设的成败。当时，星载
原子钟技术仅为少数西方国家所掌

握，在我国属于技术空白。星载原子
钟机理复杂、技术难度极大，要实现
从无到有的突破，难度可想而知。

1997年，梅刚华团队接下研制
北斗星载铷原子钟的任务。此时，
欧美国家已经先行了近30年。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铷钟的精
度跟西方发达国家比差了将近100
倍。在可靠性、寿命、卫星环境适应
性方面，更是连设计概念都没有，差
不多是一片空白。”面对欧美的技术
封锁，梅刚华明白，只能走自主研发
这一条路。

越是关键，就越要去攻克

从核心部件突破！
微波腔是铷原子钟的核心部

件。 （下转第2版）

创新，在大国重器的诞生之旅
中，从未缺席。

跳动在荆楚大地上的“湖北芯”，
见证一个科技大省攻坚克难的向上
之姿，融入中国科技自立自强的奋进
之路。

科技创新要产生澎湃动力，自立
自强是最坚实的依靠。自立自强不
是闭门造车，不是搞关门主义。最坚
实的依靠，指向的是在事关安身立命

的根本性问题上，我们要有的坚定之
志、笃定之行。

用别人的昨天来装扮自己的明
天，指望依赖他人的科技成果来提高
自己的科技水平，永远跟在别人的后
面亦步亦趋，这是危险的，也走不
远。自立自强的关键，就是把创新主
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
中，以不会受制于人的能力、实力，应
对各种不确定性。 （下转第2版）

奋进强国路 澎湃中国芯

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在法国闭幕

我省选手摘金揽银实现历史性突破

湖北团队奋斗近30年，让中国卫星跳动“中国心率”

45个“湖北造”铷原子钟服役北斗三号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肖丽琼

自立自强是最坚实的依靠
湖北日报评论员 周磊

编者按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75
年来，中国从积贫积弱迈向繁荣富
强，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奇
迹。75 年来，中国经济影响力持续
提升，成功迈进现代化建设的新阶
段。湖北立足雄厚的工业基础，以
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一批“中国
芯”带动中国制造由大变强，服务中
国式现代化建设。

即日起，湖北日报开设“奋进强
国路 澎湃中国芯”专栏，展现湖北
人民推进科技自立自强的拼搏作
为，见证中国式现代化伟大成果。

梅刚华在原子钟整机调试间工作。
（受访单位供图）

景区“火”游人乐
9月16日晚，武汉花博汇景区内灯火璀璨，主

题烟花秀、火把巡游、篝火晚会及火棍武术、火壶表
演、打铁花等特色鲜明的“火秀”特技给游人带来一
场视觉盛宴，现场人气火爆。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朱熙勇 通讯员 黄婷 摄）

洞下槽村茶园变乐园

老杨家门口挣钱 盖房买车好惬意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林晶 通讯员 谭涛

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同频共振

“新象长江”主题美术作品
展览在汉启幕

以汽车产业“链”出第二支柱

十堰张湾新能源产值增长近2倍

短评

又是一年月圆时，东湖畔亮起“不一样的星
光”。

9月16日晚，近200位院士专家相聚在武汉
东湖长天楼，参加湖北省院士专家中秋国庆联谊
会，在一场钢琴演奏中共迎佳节。

演奏厅内张灯结彩，充满节日氛围。院士专
家们从繁忙的科研工作中抽身，沉浸在高雅音乐
中，共叙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深厚情谊，脸上洋溢着
轻松喜悦的笑容。

李德仁院士、程时杰院士、陈学东院士、金梅
林院士、李培武院士等前排就座，现场还有来自我
省各个领域的高层次人才优秀代表。

“湖北的发展，凝聚着各位院士专家的智慧和
心血。”省人社厅主要负责人对“人才天团”的杰出
成果如数家珍，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

仰望苍穹，“东方慧眼”顺利实现业务化运行，
湖北“织”造的五星红旗在月球飘扬；俯瞰大地，国
产航母、特高压输电等大国重器背后凝聚着湖北
智慧；一批“卡脖子”技术因人才取得突破，一批创
新成果因人才加速转化。湖北的院士专家们如同
群星闪耀，为中国式现代化湖北实践持续点亮“智
慧之光”。

掌声中，祖籍湖北荆州的知名青年音乐家杨
远帆走上舞台，指尖落至琴键。

从世界名曲到《北风吹》《彩云追月》《红色娘子
军》《梁祝》《黄河》等中国经典，悠扬的旋律如泉水
般涌出，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温柔婉转，令人陶醉。
特别是一曲《荆江之歌》，更是赢得了热烈掌声。

《荆江之歌》是杨远帆5年前回国探亲时创作
的，该乐曲用四个乐章礼赞荆江人民，展现新时代
荆江的沧桑巨变和文化风情，曾在中英建交50周
年音乐会上演奏。

现场聆听，湖北工业大学中德生物医学中心
主任胡康洪湿了眼眶。他感叹，琴声不仅让他回
想起了早年在国外求学的难忘岁月，也更加坚定
了他回归祖国、科技报国的决心与信心。中美华
世通生物医药科技（武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
发明说，归国创业的这些年来，见证了祖国的发展，体会到了湖北尊重人才、爱
护人才、以诚待才、用心爱才的举措，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陈学东点赞连连。他说，科学与人文
是相互融通的，这场演奏是一场用人文艺术启迪科创智慧的盛宴。

晚9时许，演奏临近尾声，杨远帆以一首《我和我的祖国》谢幕。熟悉的旋
律响起，在场人员不约而同起立，挥舞着手中的五星红旗，齐声高唱“我和我的
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室内，琴瑟和鸣心潮起；窗外，月圆风清楚天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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