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181号 邮编：430077 新闻热线：027-86770308 湖北日报官方微博：新浪@湖北日报 主编：林成文 版式：李曦 责校：李宗祥

H U B E I D A I L Y

湖
北
日
报
客
户
端

湖
北
日
报
微
博

中共湖北省委机关报 湖北日报传媒集团出版
http://www.cnhubei.com

2024.10.5
甲辰年九月初三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42-0001
第 27194 号 邮发代号：37-1

星期六
今日4版

“起吊！”10月4日13时39分，
随着一声令下，140吨重的箱梁被浮
吊缓缓提起。现场技术员罗桢楠与
9名工人身着工装，头戴安全帽，眼
神都紧随箱梁移动，生怕有个闪失。

这里是双柳长江大桥南岸施工
现场。今年5月，该桥南岸主塔封
顶，高达 212.78 米，巍峨耸立在岸
边。9月10日，南岸边跨箱梁率先进
入架梁施工阶段。

双柳长江大桥全长1630米，北
岸位于武汉市新洲区，南岸位于鄂州
市华容区，是湖北第40座、武汉第12
座长江大桥，也是武汉都市圈环线高
速公路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趁这几天风力减小，抓紧吊梁赶
工期。”罗桢楠介绍，前几天江面风力

超过了六级，无法吊装，影响了一点进
度。此刻，江风徐徐，明晃晃的太阳
下，施工现场一片热火朝天：60多名工
人各司其职，正在有序架设边跨箱梁。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在现场看到，
由于施工场地受限，箱梁只能从江中
起吊，这也意味着箱梁要经过“三级
跨”，即先从江中运输船吊到岸边的
滑移平台，再从平台滑移到主塔下方
后，由上横梁吊架起吊至35.2米高的
下横梁托架，再次滑移至边跨设计位
置进行焊接施工。

“第一节箱梁滑移110米，花了1
个多小时。”罗桢楠解释说，由于箱梁
体重大，且要保证箱梁四角在30多
米的高空处同步滑移，只能慢慢“漂
移”，每次最多移动0.6米，确保安装

精度不超过5毫米。
不止有精细工艺，还有最新材料加

持。据介绍，大桥南岸边跨箱梁为双幅
钢—轻质超高性能混凝土组合梁。超
高性能混凝土是我国建筑材料领域的
最新成果，不仅更轻薄、更耐久，承载
力、抗震性能也更强。这也是该组合梁
在国内桥梁工程的首次大规模应用。

“眼下天气晴朗，秋高气爽，我们
将加快工程进度，高质量、高标准奋
力推进双柳长江大桥快速建成。”承
建单位中铁大桥局项目部副经理刘
博表示，10月中旬，双柳长江大桥将
开启上部结构施工的第一步——先
导索过江，随后进行猫道架设、主缆
架设、钢梁吊装等作业，力争全桥按
节点合龙完工。

30米高空上，双柳长江大桥架梁忙

140吨重箱梁空中“漂移”超百米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刘宇 通讯员 柳涛 周瑜

湖北日报讯（记者力峰、祝华、万
钟、通讯员李伟）“20万斤稻谷卖24万
元，小龙虾卖15万元，减去成本，全年
纯收入25万元。”10月4日，沙洋县毛
李镇三坪村，种了176亩稻虾共生田的
71岁肖加兴，在田边算了一笔账。

三坪村像肖加兴这样耕种50亩土
地以上的大户已有68个。背后的动
力，来自“五统一分”改革。

三坪村是全国“按户连片耕种”发
源地，将每户小散乱的土地连成一片大
田，最多不超过两片。2015年，这种模
式在沙洋全县推行，并连续2年写入中
央一号文件。

土地分散化、碎片化矛盾解决了，但
农户特别是留守老人仍面临种田成本
高、收益低难题。一度成为全国农村学
习标杆的三坪村，再次开启改革探索。

村党支部书记肖勇介绍，三坪村有
3468亩农田，户均16亩。一家一户耕
种，购买农机投入大、使用率低；请人机
种、防虫、收割，费用又高；减去种子、化

肥等成本，户均年收入仅两万元。
2022年，经村民大会讨论，三坪村

试点“五统一分”社会化服务改革：由村
股份经济合作社组织，统一购种购肥、
统一机耕机种、统一病虫防治、统一收
割、统一销售，实行分户管理。

种植户不用自己购买各种农机，由
村里统一和农机合作社签约，耕种收割
都方便。村民雷扬中种了60亩田，只
用打个电话，一天不到就收割完。

“五统一分”还降低中间成本。肥
料从厂家直购，每袋比市场价低10元；
购种、飞防规模作业，各环节亩均最低
便宜20元，总体亩均降成本120元。

“种了74亩地，节省成本8000多元。”
村民鲁志荣连连叫好。

新模式也增加了农户销售收入。
“高油酸油菜籽品质优良，统一销售，每
斤获种植补贴0.66元。”正在查看油菜
出苗情况的鲁志荣说，去年12亩油菜
籽多赚2300元。

耕作轻松了，收益提高了，回乡搞

规模种田的村民越来越多。
杜小刚种田104亩，纯收入14万

元，比在广州打工强；肖加兴叫回外地
开车的儿子，计划年内再流转50亩。

目前，村里68个种植大户耕种面
积达3700亩，其中包括从外村流转的
400多亩。

“五统一分”模式扩展至全县14个
镇区，共36个村。沙洋县农经局局长
王家平说：“全县50亩以上种植大户已

有5200多个，共种田82.73万亩，占全
县耕地面积的48%。以前担心田没人
种，现在担心田不够种。过去许多村种
别人的田不要钱，现在流转费达每亩
450元。”

为确保规模适度、耕作精细，沙洋
县还要求种植户流转土地超100亩需
到乡镇备案，超800亩需到县里备案，
并缴纳保证金。同时，推广农业保险，
今年全县有987个种植大户投保。

湖北日报讯（记者雷闯、汪璐）
联合谋划推进457个重点项目，通办
60万件事项……9月27日，襄阳都
市圈发展协调机制第三次会议召开，
公布了襄阳、十堰、随州、神农架同向
发力的新进展。

“兄弟”抱团交通先行。去年以
来，四地加速推进交通互联，呼南高
铁襄荆段、武西高铁十堰段加快建
设，合襄高铁纳入国家“十四五”铁路
发展规划。48个交通“硬联通”项目
已完成35个，丹江口至襄阳段航道
1000吨级整治项目初步设计获批。

高质量发展产业为首。襄阳、十
堰、随州联合武汉制定《武襄十随汽车
集群培育提升三年行动方案》，加快打
造国家级汽车产业先进制造业产业集
群。随州牵头联合襄阳、十堰、荆门成
功申报国家级香菇产业集群，争取国
家资金1.5亿元。随州、襄阳携手建设
鄂北新型电力系统先行区，率先建成
全省首个跨市域新型电力系统。

对照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推
动襄阳都市圈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
见》，襄十随神联合谋划实施总投资
1.23万亿元的重点项目457个，引江
补汉工程、张家坪抽水蓄能电站、鄂

北地区水资源配置二期等重大项目
加快推进。

生态共治积极开展。建立“襄十
随神”跨区域河湖长协同联动工作机
制和跨市流域联防联治机制，推动建
立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十
堰、襄阳联合申报的废弃矿山生态修
复工程入选全国示范项目。

服务联动持续提质。襄阳都市
圈“全域通办”平台上线事项1120
项，去年以来，为四地群众办理业务
60万件，入选全国第七批自贸区改
革试点经验、全国“2023数字政府创
新成果与实践案例”，共享“数公基”
建设经验，四地均通过阶段性验收。

区域交流广泛开展。四地签订
交通、文化旅游、汉江流域综合治理、
教育、卫生健康、金融、劳动保障监察
等多项协同发展协议，今年以来举办
各类交流活动10余次。湖北文旅集
团完成襄阳古隆中、十堰武当山、神
农架景区资源整合，实现产品打造、
线路推介、日常运营一体化。成立

“襄十随神”旅游联盟等6个联盟，常
态化开展文旅走亲、文化下乡活动，
推进旅游资源互补、信息互通、产品
互推、客源互送。

谋划457个项目 通办60万件事项

襄十随神一体化
从“规划图”变成“施工图”

全国“按户连片耕种”发源地再探索“五统一分”模式提高种田收益

沙洋三坪村冒出68个种植大户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原主任、
华中农业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宋
洪远：

“五统一分”改革是在坚持农村土
地所有权制度的前提下，通过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发挥社会化服务功能，以降
低种地成本、提高种田收益，是巩固和
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有益探索，符
合当前农业发展方向。

湖北省社科院农经所副所长王薇薇：
“五统一分”服务模式符合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巩固和完善农
村基本经营制度”所述多项改革内容，
是解决当前农村普遍存在的劳动力减
少、生产成本高、分散经营收益偏低的
有效办法，为小农户走向适度规模经营创
造了条件，为促进农民合作经营和健全便
捷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探索了新
路径，且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抛荒撂荒行
为的发生，具有借鉴意义和推广价值。

专家点评

钻孔机轰隆作响、塔吊挥舞巨臂、运输车辆往来穿梭……国庆假期，秋高气爽，风和日丽，正值项目建设施
工的“黄金期”。荆楚大地广大建设者抢抓晴好天气，奋战施工一线，赶工期、抢进度，火力全开，铆足干劲推动
项目建设“加速跑”，助力湖北经济高质量发展。

“嗞嗞嗞”
“嗡嗡嗡”“咚咚
咚”“请注意，倒
车”……

10 月 2 日
上午，走进鄂
州空港综合保
税区多功能物
流 仓 储 中 心
（以下简称“仓
储中心”）建设
工地，电焊声、
混 凝 土 浇 筑
声、钢结构拼
装敲击声、混
凝土罐车倒车
提示声，各种
声 音 此 起 彼
伏，争分夺秒。

放 眼 望
去，三栋保税
仓库、两栋保
税加工厂房、
一座海关卡口
以及危险品库
区 等 主 要 建
筑，已完成主
体结构封顶。
工人们正在对
仓库外立面进

行墙面板焊接、外墙粉刷；仓储中
心主干道上，混凝土罐车正在抓
紧时间浇筑。

国庆期间，600多名泥瓦匠、
电焊工、水电工24小时不间断施
工。

眼下，鄂州花湖国际机场正在
着力打造国际自由贸易航空港，努
力建设国内大循环的重要节点和
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枢纽。仓
储中心与机场北货运区仅一墙之
隔，其功能是为进出口货物提供保
税仓储。

“工程概算总投资 11.86 亿
元，自7月开工以来，一直保持高
速建设节奏。”湖北昌翔临空产业
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黄茂森表示，
仓储中心预计将于10月完工。项
目建成后，将提供10.7万平方米
的仓储出租规模，有力推动湖北外
贸的进一步发展。

“大家努把力！争取高质量交
付！”施工单位湖北工建项目经理、
中国一冶项目经理、中建三局项目
经理，正在为工人们鼓劲。工地上
空，不时有“顺丰航空”的飞机掠
过。

“任务细化到每半天一盘点，
上午没完成，下午必须想方设法赶
回来，决不拖沓到明天。”湖北工建
项目经理廖志刚说。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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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日报讯（记者戴辉、通讯员
史家汲、程良伟）国庆节假日，湖北36
个高速公路项目不停工，3万多名建
设者坚守岗位，利用黄金施工期加速
推进项目建设，冲刺全年精彩。

10月2日，世界最大跨度公铁双层
斜拉悬索协作体系桥——荆州李埠长
江公铁大桥4号主塔欢声一片，首节标
准段施工完成，标志着大桥迈入“节节
拔高”阶段。不远处，世界最大跨径公
路斜拉桥——观音寺长江大桥北岸，由

中国铁建大桥局承建的边跨混凝土梁
首节钢筋部品吊装到位。

高速公路是强化大通道格局的
主动脉。眼下，从长江到汉江，从幕
阜山到秦巴山，湖北在建高速公路延
绵2000多公里。山路崎岖，人迹罕
至，湖北交投集团投资建设的房县至
五峰高速公路兴山至长阳段，是湖北
在建高速建设条件最艰巨、地质地形
最复杂的项目之一。节假日，数千名
建设者坚守岗位昼夜不歇抢进度。

在机械震耳的轰鸣声中，中铁二十局
承建的童庄河南岸首桩顺利浇筑，目
前控制性工程19个开工点已同步开
工。

目前，湖北交投集团在建高速公
路项目 36 个、2485 公里，总投资
5058亿元。这些重点项目已完成投
资1706亿元，占总投资33.7%。咸
九高速、呼北高速鄂湘界段、武天高
速天门东段、十巫北高速等项目冲刺
年内建成。

36个高速公路项目节日不打烊

10 月 1 日，
武汉中建·福地
星城二期项目施
工现场，中建三
局 180 余名工人
进行楼板面钢筋
绑扎工作。国庆
期间该项目建设
者坚守一线，奋
力冲刺年底封顶
目标。

（湖北日报
全媒记者 田悦
通讯员 王淑芹
摄）

编者按

湖北日报讯（记者马明玉、郭晓
明、蔡毅、通讯员张黎、胡晶晶、实习生
唐成靖、周沛言）阔别四年，武汉网球公
开赛今日起将在光谷国际网球中心焕
新开赛，10月5日至6日为资格赛，7日
起全面开启正赛。

在武网挥拍之前，10月4日，“武网嘉
年华”作为2024武汉体育金秋消费季的

主场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年“武网嘉年
华”首设“主会场＋分会场”的双会场模
式，10月4日至6日在武汉天地·新天地
广场举行的是分会场，10月7日至13日，
主会场活动在光谷国际网球中心举行。

今年武网嘉年华，沉浸式打卡体验
进一步升级，打造覆盖“食、游、购、展、
演”的多元化消费场景。记者在武汉天

地分会场看到，除了市集展销，还设置
了网球、篮球、冲浪等多样运动互动装
置，以及巨型网球和城市打卡点，吸引
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体验。而7日启动
的武网嘉年华主会场设置了“购精彩”
市集、“LOVE武网”大看台、“多巴胺运
动汇”和武网美食节四大区域，集中满
足市民购物、看球、运动、美食等需求。

2024武汉网球公开赛今日挥拍
“武网嘉年华”邀您打卡

国庆奋战
建设一线

如果有人问，当前中国制造业哪个行业最火热？
造船业就是其中之一。

据工信部统计，全球每10份造船新订单中，就有
超过7份流向中国。前8个月，中国船舶出口成交额
同比增长了81%。

这不仅是数量上的提升，更是中国造船技术实力
的体现。

中国造船业的闪耀，有来自湖北的一颗“芯”——
湖北率先发力电动船舶，电动船舶核心动力系统市场
占有率达到62%，全国第一。

科研院所与企业一拍即合
“君旅号”启航电动船舶行业标准

2016年，当国内电动汽车产业快速走进千家万
户时，电动船舶产业仍处于空白阶段。

彼时，在武汉，作为全国唯一一家专注于船舶电
动力系统研发的科研院所，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
七一二研究所（以下简称“七一二所”）断定：全球减碳
背景下，船舶电动化将成为行业主要发展方向。他们
率先将目光瞄向电动船舶，进行了一系列技术探索和
储备。

从实验场走向大市场，七一二所将首个应用场景
锁定在内河观光电动游轮。

当时，武汉市轮渡公司也正在谋求转型：以前轮
渡只作为过江交通工具，噪声大、柴油味重，如今要转
向观光体验，急需更清洁、安静、性能更好的游轮。双
方一拍即合，决定建造纯电动游船“君旅号”。

但对于电动船舶来说，实现产业化，找到市场还
不够，关键在于制定标准。

“船舶下水都要向中国船级社申请‘入级’，就像
汽车上路必须上牌照。”七一二所电力推进事业部主
任周凌辉介绍，申请入级的前提是船舶必须符合相关
标准，但电动船舶作为一个新生事物，结构更复杂、可
燃物多、灭火更加困难，缺乏相关的标准。

以“君旅号”为示范，中国船级社武汉分社、武
汉规范研究所联合七一二所，经过一年多时间不断
进行方案研讨、型式试验、安全性检测等，共同推
出了电动船舶行业电池标准规范和相关产品检验
指南。

2020年 6月 23日，国内首艘纯电动商旅游船
“君旅号”启航，湖北造的这颗“绿色心脏”引来不少
来自广州珠江、天津海河等地的游轮公司来湖北考
察。

“三峡氢舟1”号国产化率95%以上
技术创新多次跨越“从0到1”

名气已有，但这颗“绿色心脏”还在追求更绿、更强劲。
与动力电池相比，氢燃料电池更高效、更环保，但其动力系统更复杂、技术

门槛更高。当时在船舶氢能领域，国内以小型科研船舶为主，尚无正式示范运
行的氢能源船舶。2019年，七一二所开始重点攻关氢燃料船舶动力产品。

“三峡氢舟1”号是我国首艘氢能源船舶，搭载的正是该所自主研发的全
国首台500千瓦级船用氢燃料电池系统。

“最难的是保证其船用适用性和安全性。”七一二所燃料电池事业部技术
中心主任王振告诉湖北日报全媒记者，历时4年，该团队经过上百次论证，持
续攻关，确保其安全性能达到最高级别。

2023年10月，“三峡氢舟1”号首航，关键性能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是
目前全国发电功率最大、储能水平最高的氢燃料电池动力船。据介绍，该船的
国产化率达到95%以上，打破国际技术壁垒，为氢燃料动力船舶关键核心装
备设计建造提供了又一“中国方案”。得益于“三峡氢舟1”号的成功示范，氢
动力船舶市场逐渐进入快航道。 （下转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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