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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日报讯（记者刘胜、通讯员吴
昌斌、罗玲）10月15日，湖北省正式启
用的2023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显
示，全省耕地总面积实现自“三调”
（2019年）以来耕地总面积首次净增长。

调查成果显示，全省国土总面积为
27890.80 万亩，其中耕地 7128.05 万
亩。通过与2022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数
据对比发现，2023年全省耕地总面积
同比增加81.08万亩。

湖北作为全国基本农田保护发源
地，各级党委、政府层层签订耕地保护
和粮食安全责任状。2023年以来，全
省发起“非粮化整治”和“找地运动”，坚
决守住6925.25万亩耕地和5950万亩
永久基本农田两道红线。

为了实现既要保护好耕地，又
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实现双赢，各
地想尽办法：荆州实施地块升级改
造，分类处置，找回耕地12.47万亩；

黄冈以高标准农田改造和地力补贴
为抓手，完成整改任务9.39万亩；襄
阳帮助外出务工农民在家门口找工
作，让抛荒的 8.9 万亩农田复耕；咸
宁通过林耕互换，增加耕地面积 1
万多亩。2023 年全省通过“整地、
换地、造地”多措并举找回耕地 144
万亩，一举扭转耕地总量连年下降
的严峻形势。

保数量更注重提质量。近年来，湖

北打出“组合拳”，持续提升耕地质量。
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4600万余亩，超
全省耕地面积六成以上，全省耕地质量
呈持续向好态势，连续5年提升，累计
提升0.3个等级，达到4.49，高于全国
耕地质量平均水平4.76。

今年湖北省自然资源总督察对
12 个耕地保护问题严重地区进行
集中约谈，让耕地保护“长牙”“带
电”落到实处。

湖北省耕地总面积首次净增长
耕地面积达7128.05万亩 增加81.08万亩

塔吊林立，机器轰鸣，挖掘机、运料
车辆来回穿梭，施工人员各司其职，忙
碌作业……10月16日，走进位于阳新
县的富水水库枢纽除险加固现场，工程
建设正紧张有序推进。

“9月2日起，全面进入水库除险加
固主体工程施工阶段，目前现场进驻了
42台套设备303人，正抢抓汛后施工
黄金期全速推进工程建设。”省富水水
库管理局副局长郭鹏振介绍，目前大坝

加固施工已完成施工平台开挖，完成施
工临时围堰填筑，溢洪道8套闸门启闭
设备、闸墩全部拆除，底板基础开挖、浇
筑完成80%，大坝防渗墙正在实施试
验段浇筑。

富水水库是富水流域控制性工程，
库区水域95%位于通山县境内，大坝
位于阳新县。主要通过拦蓄调节上游
来洪，控制下泄流量，保护下游65万
人、35万亩耕地，阳新县城以及106国

道，武九铁路，杭瑞、大广两条高速等重
要交通干线和阳新长江干堤的防洪安
全。

郭鹏振介绍，富水水库1964年建
成至今 60年以来，每年汛期都发挥
了巨大的防洪效益。随着运行年限
增长，富水水库出现坝基渗漏、坝肩
绕渗、溢洪道闸门不能控开和闸墩裂
缝等问题，在 2022 年被鉴定为三类
病险水库。2023年，富水水库枢纽除

险加固工程获批，并列入增发国债水
利建设项目，建设内容为大坝防渗加
固、溢洪道进水渠和控制段拆除重建
等。

据介绍，富水水库枢纽除险加固工
程今年4月23日开工，工程静态总投
资3.5亿元，总工期36个月，计划2025
年3月底完成溢洪道控制段拆除重建、
大坝防渗墙施工复坝等主体工程，达到
度汛要求。

总投资3.5亿元

富水水库枢纽除险加固工程建设全速推进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艾红霞 通讯员 鲁常绕 张文涛

湖北日报讯（记者艾红霞、通讯
员陶新萌）10月13日，滔滔江水经过
引江济汉工程拾桥河下游泄洪闸，持
续流向长湖、东荆河流域。据悉，这
是工程今年第七轮向长湖、东荆河流
域补水，此轮补水自9月25日开始，
截至13日上午8时，工程共向长湖、
东荆河流域补水0.8亿立方米，约3/4
个东湖的水量。

今年出梅以来，我省降雨量与
多年同期相比偏少约六成。进入9
月以来，长江、汉江上游来水及季节
性降水偏少，适逢秋收麦种农业生
产关键时期，汉江中下游以及长
湖、东荆河沿线水位持续下降，影响

沿岸群众的生产生活用水需求。
经省水利厅调度，引江济汉工

程管理局于9月25日11时27分开
启进口泵站4台机组，将长江水引
入引江济汉工程干渠，并开启拾桥
河下游泄洪闸，以60立方米每秒向
长湖、东荆河流域进行补水，满足长
湖、东荆河流域群众的日常生活、农
田灌溉等用水需求。

据悉，长湖地跨荆州、荆门、潜
江，是江汉平原重要的调蓄湖泊和
生态屏障，也是长江流域的重要组
成部分。今年以来，工程已累计向
长湖、东荆河流域补水量达5.36亿
立方米。

引江济汉向长湖流域补水
19天补水3/4个东湖水量

湖北日报讯（记者左晨、通讯员
李青）10月15日，在广交会“提升贸
易数字化水平研讨会”上，由商务部
外贸司指导，外贸发展事务局和湖北
碳排放权交易中心合作建设的中国
绿色贸易公共服务平台（以下简称

“平台”）发布，平台可为外贸企业提
供碳关税模拟计算，助力外贸企业更
好地应对欧盟碳关税。

从2026年 1月 1日起，欧盟碳
边境调节机制将进入收费期，也就
是俗称的“碳关税”将正式实施。湖
北碳排放权交易中心绿色贸易部专
员邵梓晗介绍，欧盟将逐步取消碳
排放交易体系的免费配额，这意味
着欧盟境内企业需承担更高的碳
排放成本。欧盟碳关税设立的目
的，就是为了将进口产品的碳成本
拉到与欧盟国内一致水平，中国外

贸企业应该通过技术创新、设备升
级、能源利用效率提升等方式，降
低碳排放，提高产品的环保性能。

以模拟计算板块为例，平台分行
业提供了欧盟碳关税以及全国碳市场
配额模拟计算方法，外贸企业输入二氧
化碳排放量、碳价、出口量等信息，就能
计算出当月、当年应该缴纳的碳关税。

邵梓晗介绍，很多外贸企业都是
找第三方咨询服务机构开展认证服
务，这些机构参差不齐，有的缺乏可
信度。对于中小企业来说，还是一笔
不小的成本。有了平台，企业就能根
据计算结果采取相应的措施优化生
产过程，减少能耗和碳排放了。

目前，该平台碳关税模拟计算已
纳入钢铁、水泥、化肥、铝、化学品
（氢）五大行业，后续将按照碳关税发
展要求纳入更多行业。

中国绿色贸易公共服务平台
助外贸企业出海

“越是难以替代的芯片，越是应
该采用国产替代，MCU和专用芯片
是我们国产芯片替代的重中之重。”
10月15日，东风汽车研发总院智能
化总师张凡武说。从东风汽车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风汽车”）获
悉，东风汽车已完成3款车规级芯片
流片，填补了国内空白。其中，一款
高端MCU芯片、一款H桥驱动芯片
已实现二次流片，一款高边驱动芯片
已开始整车量产搭载。

张凡武介绍，当前，单车约有25
至50个控制器，共含约500至1000
颗芯片。一些用于动力域、底盘域控
制器的高端 MCU、部分专用芯片
（智能功率器件和电源管理）与汽车
核心功能耦合度较高，长期被国外厂
商垄断。

早在2019年，东风汽车便决心
推动这类芯片的国产化替代，规划了
一款高端MCU芯片，四款专用芯
片，以保障供应链长期稳定和安全。
2022年，东风汽车牵头，联合中国信
科二进制半导体有限公司等8家企
事业单位，共同成立湖北省车规级芯
片产业技术创新联合体。

“创新联合体从需求定义、设计、

制造、测试等出发，串起一个芯片产
业链。”张凡武说，今年8月，由创新联
合体开发的高端MCU芯片实现第二
次流片，正同步开展控制器软件开
发，预计明年搭载上车，有望成为国
内最早量产的全国产化MCU芯片。

一款车规级芯片从提出需求定
义到真正落地，至少需要3到6年。
这类芯片投入周期长、回报慢，还面
临开发难、上车难。张凡武曾根据调
研分析，绘制了一张国内汽车缺“芯”
示意图。图上，绿色笑脸代表国内还
有一些资源；红色苦脸，则代表国内
资源空白。

“芯片真正实现国产化，应该是
一种正向开发，即软硬件全部国产
化，各项功能可以恰如其分地匹配国
产车需要，而不是一种简单的逆向替
代。”张凡武说。

在今年9月举行的东风汽车科
技创新周活动上，东风宣布，未来
还将加快国产高算力芯片应用，
2026年广泛采用7纳米制程芯片，
2030 年将应用 5 纳米制程芯片，
2035年将应用更先进的芯片架构，
与AI算法深度融合，功耗更低、算
力更强，让汽车更聪明、更懂用户。

东风汽车牵头打造自主“中国芯”
3款车规级芯片实现流片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左晨 通讯员 顾盛炜

湖北日报讯 （记者蔡俊）10 月
11日，我国首颗可重复使用返回式技
术试验卫星——实践十九号卫星，在
东风着陆场成功回收，恩施德源硒材
料工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恩
施德源”）的专利菌株BLF120211387
随卫星一同返回，这是该公司开展的
全省首个超聚硒益生菌航天育种试
验。

航天育种也叫太空育种，是将农
作物种子和微生物搭乘返回式卫星和
载人飞船等航天器进入太空，利用太
空特殊的、地面无法模拟的环境，如高

真空、微重力、宇宙高能离子辐射等，
使种子产生变异。返回地面后，再选
择可遗传的优良变异用于培育优质
高产多抗新品种。

“与传统育种技术相比，太空育
种最大的优势在于空间诱变材料的
变异率高、育种周期缩短。”恩施德
源技术经理龚珏介绍，此次太空之
旅是想让公司的专利菌株“优等生”
进入太空超前班“进修”，希望能实
现有机硒生物合成能力提升等有益
突变。

航天器的每一克载荷资源都很宝

贵，那么，恩施德源的微生物菌株为何
要踏上太空之旅呢？

硒是人体所必需的微量元素之
一，用微生物提升植物聚硒能力，植物
在自然生长过程中吸收无机硒转化形
成的有机硒，通常更容易被人和动物
身体吸收利用，且安全性更高。

近年来，恩施德源一直致力于硒
资源开发与产业化应用，此次进入太
空的专利菌株，是技术团队经过3年
时间，从上百株菌株中筛选而来，具
有超强硒耐受和硒转化能力，能够
在逆境下生存并帮助植株快速合成

硒，目前已广泛应用于超聚硒植物堇
叶碎米荠的种植培育。

“我们选育的专利菌株活力强，
综合性状好，相关研究数据丰富，并
且此次卫星搭载的微生物中我们菌
株实验的方向为硒领域，较为独特。”
龚珏表示，航天育种不是一飞了事，
难点不仅在于上天，更繁重的工作在
于入地，公司将联合高校、科研院所
进一步开展研究，进一步增强专利
菌株的硒耐受和硒转化能力，增加
富有机硒功能化拓展，助力硒产业
发展。

恩施德源开展太空育种试验
有望提升有机硒生物合成能力

恩施德源专利菌株。（受访单位供图）

超聚硒植物堇叶碎米荠种植基地。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蔡俊 摄）

▲

▲

省引江济汉局开启拾桥河枢纽下游泄洪闸向长湖补水。
（湖北日报通讯员 陶新萌 摄）

湖北日报讯（记者李朝霞、通讯
员刘卫华）是否有企业先涨价后降价，
有没有违规套取补贴、借机销售伪劣
产品的现象发生……在“以旧换新”的
热潮中，一些违规现象偶有发生。

10月16日从省商务厅获悉，经
第三方审计机构审计发现，监利市
纵横商贸有限公司、潜江酷动数码
设备有限公司、宜昌杨凯双翼科技
有限公司、十堰市蓝之星电脑有限
公司、宜昌市蓝之星电脑有限公司
及其线下门店在参与家电以旧换新
活动中存在一机多卖骗取补贴的违
规经营行为，已取消其家电以旧换
新活动销售实施企业资格，当地商
务部门正进行后续调查。此为全国
首例对骗取家电以旧换新补贴违规
行为的处罚。

“骗补”“套补”等违规行为，不
仅违背了以旧换新政策实施的初
衷、影响市场正常秩序，还侵害了消

费者权益。
“目前少数一机多卖骗补现象主

要发生在电脑品类上。”省商务厅流
通处相关负责人介绍，在以旧换新补
贴活动中有任何违法违规不良记录
的商家，将被取消参加本次活动资
格，情节严重的将追究相关责任，确
保活动平稳有序推进和财政资金安
全高效使用。

加力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实
施以来，我省家电消费潜力进一步释
放，截至 10 月 15 日，家电总销量
100.74万台，销售总额45.99亿元。

据悉，我省对于家电以旧换新补
贴政策施行的监管力度正在加大、加
强，各市州商务部门持续联合市场监
管部门开展督导检查，省商务厅委托
第三方机构每月开展审计，加快商户
核销进度，加大财政资金使用监管力
度，让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政策资金真
正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五家企业家电一机多卖骗取补贴
被取消以旧换新活动实施资格

湖北日报讯（记者张爱虎、通讯
员卢燕萍、刘石）10月15日，武汉海
关所属鄂州海关关员在鄂州花湖国
际机场口岸对两票泰国进口榴莲现
场查验过程中，通过智慧海关取样送
检全流程信息监控业务场景进行“一
键送检”，标志着该项目在湖北省全
面复制推广。

取样送检是海关履行守国门职责
的重要手段，跨部门、跨领域、链条长、
环节多，其流程长短直接影响进出口
货物通关效率。为全面提高监管效能
和服务水平，海关总署正全面推进智
慧海关建设，而“一键送检”便是智慧
海关建设工作的重要项目之一。

新模式下，海关现场关员一键将
检测信息推送至检测实验室，实验室
也可将检测结果第一时间反馈至监管
现场，实现了取样送检的现场作业和
实验室“同规则标准、同作业体系、同

流程管理”，可将取样送检操作时间缩
减七成。外贸企业还能通过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即时查询取样送检关键节
点信息，大幅提升取样检测流程的可
视化、透明化和可监控化水平。

“湖北省作为农产品、化工产品的
进出口大省，一直以来取样检测业务
较多，企业对提升检测效率、加快合格
产品通关上市的呼声也较高。‘一键送
检’新场景的全面复制推广，能给进出
口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对优
化营商环境有着进一步促进作用。”武
汉海关综合业务处相关负责人介绍。

作为新模式的尝鲜人，进口商全
球港供应链（广州）有限公司负责人李
正春表示：“新模式检测时间明显短
了，我们还可以第一时间掌握检测进
度、查看检测结果，可以有效提前进口
生鲜产品的上市时间，便于我们更好
地安排销售计划，真的非常方便！”

湖北进口产品实现“一键送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