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沮河是长江中游北岸、沮漳河上的一条
主要支流，发源于保康县欧店。沮河自北向
南流经保康、南漳、远安，在当阳市两河口与
漳河汇合，即沮漳河。沮漳河经枝江、江陵，
在沙市以西的宝塔河注入长江。

9月上旬，湖北日报全媒记者探访沮河
流域。

我是沮河里的一朵小浪花。在保康县马
良镇，我总能看到“楚国故里、沮水源头”的标
语。听马良镇镇长刘时忠说，3000多年前，
保康曾经是楚文化的发祥地。

凡是我流经的地方，人人都夸赞百里沮
河画廊美。如今，随着生态环境越来越好，曾
经在外务工的新农人们都回来了，一个个村
庄迎来了新的生机。

“呱呱呱……”你们听，在马良镇紫阳村，
蛙鸣声不绝于耳。村民邹涛第一个“吃螃
蟹”，成功摸索出了一条蛙稻共生绿色循环产
业的新路子。

现在，我常常在岸边听邹涛对前来考察
学习的人们讲自己的经历。今年40岁的他，
早年间就在外务工，逐渐进入新能源光伏逆

变器行业，并在浙江建了一家小厂。2018
年，因父母年老、孩子要上初中，邹涛顾念故
土，决定回乡创业。

一次偶然间，他在网上看到了蛙稻共生
的全新种养模式。这种生态循环模式一季双
收，青蛙吃害虫、粪便可回田，稻谷不必打农
药、施化肥。算一算账，每亩稻田每3个月可
养青蛙4000多斤，每季产蛙稻米700多斤，
优质蛙稻米每斤可卖8元到10元，每亩纯收
入比普通稻田翻了好几倍。

我常常看到邹涛沿着沮河考察，思索这里
的生态环境是否适合发展蛙稻共生。这几年
来，沮河画廊的颜值越来越高。“一块石头不能
下山，一粒砂不能上岸！”刘时忠说，这成为大家
保护沮河所坚守的工作原则。畅游在沮河中，
河水越来越清澈，美丽的小浪花们也越来越
多。邹涛下定决心，去武汉等地学习种养技术。

第一年3亩、第二年10亩……几年摸爬
滚打下来，邹涛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蛙稻共生
产业倍增效益初步形成。每次游过，我都能
看到邹涛在稻田忙碌的身影，沉甸甸的稻穗
压弯了枝头，活蹦乱跳的青蛙们奏响“蛙鸣交
响曲”。有时，一两只调皮的青蛙还会越过隔
离网，跳进河水中和我一起嬉戏。

眼看收成越来越好，邹涛成立穆岭头合
作社，注册穆岭头蛙稻米商标，蛙稻共生扩产

至30多亩，吸纳周边20多位村民就业，一年
毛收入超过80万元。

“我们的蛙稻米虽然周期长，但是无农
药、米质优、口感好，根本不用打广告，每年一
上市就被抢购一空。”邹涛说。眼看蛙稻共生
蹚出了新路子，刘时忠打算，3年内将种植面
积扩大至2000亩，打通种苗供应、饲料加工
等产业链，以生态循环绿色农业模式，带动村
民共同致富。

从蛙鸣声中继续向前，我闻到了陈家湾
村飘出的农家菜香，这是一位成功返乡创业
的新农人。自从村子里开展综合整治，变荒
滩为乐园、荒山为果园后，陈家湾就吸引了不
少周边的游客。

“大家看，萝卜菜、黄瓜都是我从西山村采
摘的，全是高山蔬菜，还有跑步鸡、土味排骨
……”和普通人开农家乐不同，书涵居农家乐
老板张兆江每天都支起手机拍摄短视频，以此
来吸引顾客。我总能看到各地牌照的车辆停
在书涵居门口，听到不同口音的人们来附近游
山玩水。张兆江说，每个月毛收入五六万元。

在当阳市两河口，我和漳河里的小浪花相
遇，从这里开始我们有了新名字——沮漳河。
当阳市环境监测站监测员唐森告诉我，通过断
面监测，今年以来，我们的水质一直稳定达到
二类，实现了以沮漳河之清，确保长江之净。

沮河小浪花见证——

百里画廊美 蛙稻大米香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汪子轶 胡弦 彭一苇 刘宇 通讯员 李斌 章单伟

9月19日，西藏山南市乃东区结巴乡生活
垃圾无害化处理中心成功点火，系西藏首个成
功运营的小型垃圾焚烧项目，开创全国社会化
环保援藏的先例。

乃东区，素有西藏粮仓的美誉，资源禀赋优
渥、生态环境优美，然而近些年却饱受生活垃圾
围乡的困扰。

“位于武汉江汉区的湖北元绘科技集团，针
对西藏地广人稀，垃圾集中处置成本高的痛点，
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焚烧炉，探索出小
型化、分布式、就近建设的运营模式。”湖北省武
汉市第十批援藏工作队领队，乃东区委常务副
书记、政府常务副区长袁宁表示，该模式可广泛
运用于西藏全域和西北地区。

“我们打造的高原焚烧炉不‘挑食’”

四年前，湖北元绘科技集团董事长刘晓宏
来到西藏旅游，壁纸级的蓝天白云、青山绿水，
洗涤着这位豪爽汉子的心灵。

然而，当他了解到生活垃圾正逐步污染当
地环境时，不由得心头一紧。“作为一名环保志
愿者，看到优美环境遭到威胁，令我十分难过，
很想为西藏环保事业做些什么。”

刘晓宏是一个敢想敢干的人。
通过前期调研，他分析认为，一方面，西藏

许多地方的垃圾填埋库容紧张，难以容纳逐年
增多的生活垃圾，具有不可持续性，而且填埋的
垃圾，会进一步污染土壤、湖泊等；另一方面，高
昂的垃圾处置成本，成为当地政府一笔不小的
财政负担。只有以就近焚烧的方式处置生活垃
圾，才是最优解。

想到这一点的，刘晓宏并不是第一人。在他
之前，许多企业都进行过尝试，但均以失败告终。

问题的核心出在焚烧炉上。在雪域高原，由于
缺氧，常规焚烧炉无法正常运作，遑论燃烧垃圾。

不过，这还只是摆在刘晓宏面前的第一道
难关。“就算解决了焚烧炉正常运作的问题，我
们还面临西藏生活垃圾成分复杂、焚烧过程不
能产生污染这两大挑战。”湖北元绘科技集团一
名技术员表示。

为此，湖北元绘科技集团先后投入研发费
用800多万元，四年磨一剑，最终开发出符合高
原“脾气”的焚烧炉。

刘晓宏介绍：“在西藏，只要是能点燃香烟
的地方，它就能正常运作，而且对生活垃圾完全
不‘挑食’，什么成分都能‘吃’掉。”

“通过等离子烟气集成处理系统，焚烧垃圾

后产生的气体，不含二噁英、硫化物等有毒物
质，完全符合环保标准。”结巴乡生活垃圾无害
化处理中心一名员工说，“一吨生活垃圾经过处
理，大概只剩3公斤残余，可当作肥料使用。”

湖北元绘科技集团绘来生态总经理陈蕾还
算了一笔经济账，以山南市浪卡子县为例，垃圾
处置的综合成本大约在300元—1000元/吨，如
果使用他们的设备就近焚烧生活垃圾，综合成
本将降至110元—150元/吨。

“天寒地冻无计可施，写遗书的心都有了”

科研道路上，往往遍布荆棘。
为顺利研发出高原焚烧炉，刘晓宏亲自带

领科研团队，跑遍西藏境内，收集第一手资料。
在这一过程中，曾遭遇生死危机。

“我们当时正行驶在前往日喀则的道路上，
但由于出发前忘记给车加满汽油，结果未到目
的地就抛锚了。”刘晓宏回忆，“更麻烦的是，当
时正值寒冬季节，抛锚后不久我们就遇到大雪，
道路都被封住了。”

刘晓宏说，他们当时的处境十分危险，前不
着村后不着店，方圆几十公里荒无人烟。由于
大雪封路，救援力量也无法抵达。随着夜幕降
临，他们还听到窗外有野狼的嗥叫声，一名女研
究员被吓得失声痛哭。

“天寒地冻无计可施，我当时也挺绝望的，
写遗书的心都有了。”刘晓宏表示。

为抵御严寒，刘晓宏一行抱在一起取暖，硬
是挺到第二天，才幸运脱险。

在这种缺氧不缺精神的意志支撑下，湖北
元绘科技集团最终以技术创新破局，并把高原
小型垃圾焚烧项目提上日程。

为助力该项目早日在西藏落地生根，当地
政府和湖北省武汉市第十批援藏工作队纷纷伸
出援手。

乃东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夏开仕表示，当
地政府为小型垃圾焚烧项目共投入财政资金500
余万元；湖北省武汉市第十批援藏工作队则协
助企业通过环保认证，增强企业扎根山南的信心。

袁宁说，下一步，湖北省武汉市第十批援藏
工作队将助力企业在山南投资建厂，就地生产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备，力争形成成熟的运
作模式，在全西藏进行推广。

刘晓宏表示，随着小型垃圾焚烧项目的顺利
落地，不仅能为当地上缴税收，还将为更多藏族
同胞解决就业问题，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贡献
力量。

高原有了不“挑食”的焚烧炉
——记西藏首个成功运营的小型垃圾焚烧项目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陈映午 通讯员 韩艳蓉

9月2日，保康县马良镇陈家湾，沮河在这里绕了一道弯。（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柯皓 摄）

我随碧波看流域 ④

流域名片

今年被称为双万兆商用元年，双万兆带
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效应明显，与人工智
能、超高清视频、大数据、云计算、元宇宙等技
术的深度融合将不断推动应用创新，催生出
新视听、新通话等诸多新业态、新体验，在丰
富多彩的应用场景中大放异彩，充分释放赋
能、赋值、赋智和“一业带百业”的重要作用。

家庭是日常生活中用网最频繁、最重要
的场所之一，随着双万兆（5G-A、F5G-A）)
技术的不断进步，智能家居、智慧康养、超高
清视频娱乐、超高清云游戏、AI家庭助理等
智能应用对家庭网络的要求越来越高，极速
智家硬盘、极致云交互、3D光感知、XR云直
播等创新型应用不断涌现，双万兆到户已经
走进现实。

双万兆是支撑各行各业数字化转型的坚
强基石。双万兆为企业提供大带宽、低时延、
高可靠的确定性网络，实现应用场景、企业需

求和技术能力的有力结合，显著提升了企业
在数据处理、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方面的能力
和效率，远程教育、远程医疗、工业质检以及
智慧城市等数字化应用具备更多的能力。

感知能力开辟新赛道。在通信能力的基
础上引入感知能力，这是双万兆5G-A的关
键创新。通信网络不仅可以通信，还可以感
知，可以为车辆、船舶、无人机提供位置、速度
以及周边环境信息。通过整合人车物、海陆
空等综合态势信息，将激发低空经济、智能驾
驶等业务新模式、挖掘产业新价值。

芳华待灼，行而不辍。在数字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火热浪潮中，湖北电信持续推进双
万兆超高速数字基础网络建设，开辟更加广
阔的数字经济发展空间，为数字湖北、网络强
省建设提供坚强网络支撑，注入更多的源头
活水。

（许国胜 谢安琪）

舞动荆楚双万兆 筑基数字新高地

湖北电信双万兆建设助力数字湖北腾飞
金秋九月风来劲，楚地天高云卷舒，数字经济浪潮涌，智慧湖北展宏图。全省上

下喜迎祖国75周年华诞，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
政府关于打造全国数字经济发展高地的决策部署，加快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
业深度融合，湖北全力打造的全国数字经济发展高地正快速崛起。

“地基”牢靠，才能建起数字经济的“摩天大楼”。中国电信湖北公司（以下简称
“湖北电信”）坚定履行建设网络强省和数字湖北、维护网信安全的使命责任，全力夯
实数字经济基础建设，双万兆(5G-A、F5G-A)建设成为湖北电信超高速数字基础网
络建设中的灼灼亮点。

有了超高速的双万兆网络，普通消费者
能够享受哪些精彩？感受到哪些不一样的数
字新生活？

5G—A 如天上一张网，F5G—A 似地
上一张网，二者共同构成超高速数字基础设
施的两大支柱，为用户提供超大带宽、超低时
延的固定与移动双万兆网络。当千行百业的
数字化转型进入“深水区”，千姿百态的数字
化场景对网络连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了
传统的大带宽、低时延、万物互联的功能，双
万兆还新增了通感一体、空天地一体、无源物
联、内生智能功能，大大拓展了网络能力边
界，能更好地匹配低空经济、海洋经济、人工
智能、万物智联、高端制造等新应用场景，对
普通消费者而言，则可满足直播带货、3D全
息体验、自动驾驶、机器视觉等对上行速率要
求更高的应用场景。

9月14日，首届长江文化艺术季开幕式
别开生面地在宽阔的长江江面举行，现场通
信用户达数十万。宽阔的长江江面无基站立
锥之地，且水面反射、杂波重叠，数十万用户

集中时段高频次上传下载图片视频，对现场
通信保障带来前所未有的复杂的技术考验。
湖北电信首次在长江江面采用5G-A三载波
聚合技术，持续优化沿江两岸、两桥两隧、长
江江面的无线网络，通过天线调整和参数优
化，显著提升了无线网络的覆盖率、连续性和
稳定性。创新应用RIS相控阵通信系统+5G
应急通信背包，对江面中行进的参演船只通
信能力进行双重聚合双重备份，确保了现场
组织方、演出方及数十万观众的通信体验。

近日，湖北电信联合长江通信管理局在
长江航道完成5G-A基站感知能力试验，率
先在长江航道实现了船舶速率检测、轨迹跟
踪等感知能力验证。通感一体是5G-A的新
增能力，让基站兼顾通信和感知双重能力，可
对周边的无人机、汽车或轮船等物体进行探
测跟踪。新型5G-A通感一体基站，可以让
航道管理具备“慧眼”，即使在大雾大雨天气
等能见度低的场景，也可以准确、及时提供感
知数据并进行联合分析，及时发现船舶异常
行驶、故障失控等异常情况。

省会武汉，九月秋季开学前，湖北
电信联合武汉轻工大学，建设湖北首
个双万兆智慧校园。刚刚完成开学报
到的学生、老师惊喜地发现，打电话、
上网体验到前所未有的快捷。据现场
电信专家介绍，开学季的校园，语音、
数据通信频次高、峰值高，是典型的通
信高带宽、高并发接入园区场景，针对
开学季校园网络上下行带宽与并发接
入需求激增，湖北电信在武汉轻工大
学采用“全光纤接入、全对称内网、万
兆到楼层、两千兆到个人、Wi-Fi 7
无缝漫游、远程智能运维”等特性的

“六边形”双万兆全光接入方案，极大
提升了学校内网承载及出口能力，也
为远程教学、在线研讨等教学场景提
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为校园内的大
数据分析、云计算、云存储、AI算力平
台等面向未来的先进应用创造了先决
条件。

水电之都宜昌，近日，三峡大学的
学生、老师们新奇地发现，手机屏幕上
出现了崭新的“5G—A”信号图标，上
网体验畅快、迅捷。这缘于湖北电信
联合三峡大学完成校园内双万兆网络
部署，双万兆F5G—A技术通过引入
更高的传输速度和更低的延迟，实现
了有线下行速率接近10Gbps，满足
了科研、教学等高速数据传输的场景
需求，为学校科研事业的进步添砖加
瓦。据电信专家介绍，依托双万兆校
园网，三峡大学出口总带宽已达
85Gbps，具有云服务能力的数据中心
和计算能力达30P（FP16）的先进计
算中心，建有106间智慧教室、45间
常态化录播教室的全学习中心。双万
兆网络的大带宽、高稳定性能力还支
持大规模在线考试、远程监考等应用，
丰富了教学管理解决方案，也为其它
高校提供了校园网络建设的参考。

串珠成链 双万兆闪亮荆楚
全新体验 双万兆应用精彩纷呈

蹄疾步稳 双万兆精彩未完待续

湖北电信工程师建设5G-A网络。

在武汉江滩核心区域部署5G-A超高速网络。 在宽阔的长江江面进行网络覆盖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