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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日报讯（记者金凌云、通讯员谢雪娥）近日，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了磷酸及磷酸
盐企业碳排放核算国家标准：《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
求 第45部分：磷酸及磷酸盐企业》。

该标准由邦普循环牵头制定，由宜昌邦普循环科技有限
公司、宜昌邦普宜化新材料有限公司等宜昌企业参与起草。
这是我国首个磷酸及磷酸盐企业碳排放核算国家标准，尤其
适用于磷酸铁及磷酸铁锂产业，为该产业链相关企业的绿色
低碳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磷酸及磷酸盐是新能源储能、动力电池的主要化工原材
料之一。近年来，新能源产业迅猛发展，尤其是磷酸铁锂电池
的大批量装机，带动了磷化工产品需求大幅攀升。但与此同
时，相关行业一直缺乏组织层面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标准，企
业开展核算工作缺乏依据，制约了产业从粗放向绿色低碳的
转型升级。

“标准提出并量化了磷酸及磷酸盐企业的温室气体核算
方法，相当于是给行业一个计算的标准公式，或者说一把尺
子。”邦普循环相关负责人说。

宜昌拥有丰富的磷矿资源，磷酸及磷酸盐产业发展势头
强劲。目前，宜昌邦普全链条一体化产业园，已投产磷酸铁、
磷酸铁锂正极材料等新能源电池材料产品。

此外，由邦普循环牵头的中国首个电池回收企业碳排放核
算国家标准《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46部分:废弃
电池处理处置企业》也在近日发布。

两项标准聚焦新能源产业链基础原材料、末端处理两大
关键环节，为产业链“一头一尾”的碳排放核算明确了规范指
引。

首个磷酸及磷酸盐企业
碳排放核算国家标准发布

湖北日报讯（记者刘钰杨、通讯员张琴、钟金辉）10月14
日至15日，“随州香菇 香飘万家”全国宣传推广活动首站走进
北京。随县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与有哥供应链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3家随州企业与餐饮供应链头部企业签订产品购销协议。

此次推广活动通过大会品牌推介、源头爆品市集展览、随
州香菇之夜等多种形式，向出席大会的近千家餐饮企业和60
余家餐饮供应链企业进行宣传推广，推动“随州香菇”品牌和
产品高效与餐饮端进行链接。

市集展览现场，随州香菇展位前人气火爆，不少供应链企
业驻足洽谈，还有北京市民试吃香菇酱、香菇脆等产品。

随州是全国现代香菇产业起源地，经过40余年发展，随
州香菇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带富能力越来越强，菌种产量、种
植规模、香菇价值、品牌价值均全国领先。目前，全市香菇产
业从业人员30万人，年种植规模4亿袋，全产业链产值500
亿元。2023年，随州市香菇及其制品出口额10.2亿美元，占
全国香菇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今年，“随州香菇”以
176.28亿元蝉联全国食用菌区域品牌价值榜第一名。

随州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推动“随州香菇”区
域公用品牌走向全国。同时，加快建成全国香菇交易中心、种
植基地、加工基地、出口基地，实现千亿元香菇产业发展目标。

“随州香菇”
建全国交易中心

湖北日报讯（记者彭磊、通讯员谢忠方、唐上游）10月17
日，黄石市、下陆区在湖北新型绿色智能表面处理产业园内召
开新闻发布会，现场回答记者、居民及网民的提问。

湖北新型绿色智能表面处理产业园，项目总投资10亿
元，由长江产业集团所属湖北省生态环保有限公司投资建
设，是2023年、2024年湖北省重点项目以及2023年湖北省

“百千万”引领性劳动竞赛项目。目前，产业园一期已经建
成并即将实现开园。

作为长乐山工业园区长宇社区的居民代表，刘勇对项目
投产后如何处置污水非常关心。长乐山工业园区党委委员、
管委会副主任曾湛涛现场答复称，产业园采取“废水预处理中
心+工业污水处理厂”的双保险模式。

所有入园企业均要完成“独立环评”，“园区排放污水确保
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一级A标准，甚至部分
指标还要高于国家排放标准。”

网友“汉函谷关”询问产业园工作待遇问题。湖北长投
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谢柳现场称，园区建有倒
班楼，有可容纳3000人就餐的员工食堂，员工宿舍也是按
星级宾馆标准设计。

黄石新闻发布会
开进园区

做研发最怕什么？做出来的产品没市场。
李游是武汉华威科智能技术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

没少经历这种痛苦。所以，最近和三峡科创园合作进行
的研发，让他觉得很过瘾——从立项到做出样品，仅用9
个月。

“不仅知道大概的研究方向，还知道产品要做成什么样
子、要解决哪些具体问题。这样做研发，舒服！”李游说。

应用出题 科研答卷
“A4纸”精准测量风机叶片覆冰状况

华威科成立于2011年，创始人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熊有
伦。依托华中科技大学的科教资源，华威科在柔性传感技
术上积累深厚，拥有近200项专利。

柔性传感是一项根技术，向上延展，有许多分支。此
前，华威科将这项技术应用于工业、医疗和人形机器人领
域，去年6月入驻三峡科创园后，陡然发现，这里另有一番
天地。

三峡科创园是三峡集团设立的科技创新机构。近年
来，三峡集团大力发展风电，在湖北、湖南等地建设风电场，
建设、运维中发现不少痛点，其中之一就是风机叶片覆冰问
题。

“湖北、湖南的高山地区低温、高湿，叶片一旦覆冰，基
本上是雨凇，又厚又结实。”三峡科创园工控中心专业师何
立夫介绍，现在，风机叶片一旦覆冰，就只能停止工作，哪怕
程度轻微，也要保险起见。据测算，因覆冰问题可导致
10%到50%的发电量损失。

准确掌握覆冰厚度、状态，从而精准控制机组启停——
这是风电场站的需求。

已将柔性传感技术应用于人形机器人等领域，研发出
触觉感知系统，并实现全链条技术自主可控——这是华威
科的技术优势。

双方一拍即合。
去年底，项目立项；3个月，完成产品研发；再经数月实

测、改良，今年9月，“风电叶片柔性覆冰监测传感器”样品

投入市场。目前，除在三峡集团内部风电场作应用示范外，
还收到湖南、新疆等地企业的订单。

A4纸大小，跟硬币差不多厚，能弯曲。10月15日，湖
北日报全媒记者看到产品实物。华威科能源感知事业部负
责人王小开介绍，这个大号“创口贴”可直接贴在风机叶片
表面，准确测量覆冰厚度、温度、振动等信息，为机组启停控
制、除冰系统控制提供数据支撑。

“合伙”做研发 销售额分成
科技成果转化有的放矢

研发进展顺利，源自应用需求和科研产生的“化学反
应”。

“三峡科创园成立项目团队，整合多方力量，并与风电
场站直接联系，提出的设计目标具体、明确。”李游说，这种
合作模式，让研发少走许多弯路。

例如厚度。传感器若是太厚，会影响风阻，甚至破坏叶
片的动平衡；若是太薄，又增加成本。应用方直接给出要
求：5毫米以下。最终，产品厚2.5毫米。

再例如供能。传感器使用太阳能与蓄电池供电。应用
方要求，在缺乏光照的情况下续航时间要达到1000小时。
项目团队以此为目标，改进储能技术、延长续航时间。

“在关键节点，三峡科创园的项目团队和我们一起在恩
施大山里待了3天。大家随时沟通，极大地提高了研发效
率。”李游说。

双方组成的是创新联合体，也是产业共同体、利益共同
体——三峡科创园负责整体筹划、项目策划；在产品投入市
场后，双方根据约定，以销售额分成的方式获取成果转化收
益。

华威科不是第一个受益于这种模式的企业。三峡科创
园开园3年，已聚集11家科研机构和53家科创企业，完成
30余项科研成果转化。

“以用为导向，研发更有生命力。三峡集团海量的应用
场景，为科创企业提供广阔舞台。”三峡科创园产业部主办
范毅明表示。

三峡科创园让科技创新有的放矢

从立项到出样品仅9个月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戴文辉 通讯员 陈磊 戚绪南

贴在风机叶片上的“柔性覆冰监测传感器”。
（受访单位供图）

湖北日报讯（记者祝华、通讯员朱秀晖）10月14
日，在迎来一场久违的秋雨后，沙洋县李市镇黄岭村股
份经济合作社的农田里，5台大型种肥同播一体机正抢
抓墒情播种油菜。

“现在有了墒，种下去的油菜两天就能出苗。”合作
社理事长胡义安高兴地说，有了这场及时雨，合作社剩
下的100余亩地，能及时将高油酸油菜种子播下去。

沙洋县是全国最大的高油酸油菜种植基地。今
年夏秋连旱，降雨较历史同期大幅减少。为保障油
菜种植，沙洋县积极协调，引调漳河和江汉运河的
水，有效解决了20多万亩油菜种植田的抗旱用水难
题。

“气象部门预报还有一场降雨，近几天是抢种油菜
的好时机。”沙洋县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刘婷介绍，目前该

县调动690余台种肥同播一体机全力秋播油菜。
在后港镇桥湖村，农机手周文华正操作无人机在田

间来回穿梭，将配比好的肥料和高油酸油菜种子一次性
地播撒下去。

“无人机一小时能播种180亩，人工一人一天仅种
20亩。”周文华说，无人机播种效率高、撒得匀、价格也
便宜。他所在的农永丰统防统治合作社有6台农用无
人机，已为周边合作社和农户播种油菜6000多亩。

“前期播下的油菜，出苗率达80%。”刘婷说，得益于
前期抗旱得力，加上这几天的及时雨，目前已出苗的油
菜长势好于往年。

沙洋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周洪华介绍，今年该县计划
秋播油菜80.2万亩，其中高油酸油菜21万亩。目前已
播种72万亩，剩下的将在这几天完成。

在沙洋县后港镇桥湖村，无人机播撒油菜种子。
（湖北日报通讯员 朱秀晖 摄）

无人机一小时播种180亩

沙洋抗旱抢种油菜80万亩

近日，崇阳县白霓镇村民汪某，给县
检察院驻县综治中心检察工作室检察官
送来一面锦旗，表达谢意。

去年3月，汪某在家中通过浏览器下载了
一款APP。后在该APP客服的引导下，汪某
先后向对方提供的多个银行账号充值13万多
元。这些钱是汪某和其母亲的全部积蓄，也是
两人的养老钱。汪某在发现无法提现且多次
要求平台返还充值款无果后，报了警。

维权路上一波三折。今年夏天，汪某
来到崇阳县检察院驻县综治中心检察工
作室申诉。

工作室检察官查询到银行卡的主人
张某等3人，均在外省。3人涉嫌帮信罪，
案件已被移送检方审查起诉。工作室检
察官与公诉部门检察官一起耐心释法说
理，3人均表示愿意对汪某进行赔偿。

9月14日，刑事和解会上，3人共退赔
汪某4.5万元，汪某表示谅解。

汪某是一名残疾人，崇阳县检察院审
查认为，汪某的情形符合司法救助条件，
又积极引导他填报申请材料，后为汪某发
放司法救助金1万元。

（洪瑞璟 沈保义）

近年来，武汉市蔡甸区法
院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执破融合”的工作要求，积极
推进“执破融合”，更好发挥市
场主体挽救和涉企执行案件清
理作用。与人社局联合出台
《加强破产企业职工权益保护
的意见》等规范性文件，促进企
业“涅槃重生”。

近日，蔡甸区法院妥善处
理了武汉某塑胶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通过破产财产变现，保障
各债权人合法权益，实现了职
工债权和社保债权的100%清
偿。

今年以来，蔡甸区法院共
审结破产案件10件，化解金融
不良资产1.15亿元，盘活资产
1.09亿元，为辖区经济健康发
展、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注入强
劲动力。

（郝丽萍 李莎莎）

崇阳检察为被骗者追赃挽损获赠锦旗
今年来，咸宁市人民检察院在开展

“检察护企”专项活动中，办理多起关键岗
位人员侵蚀民企财产案件，通过打击企业
内部人员侵犯民企合法权益的犯罪行为，
保护企业财产安全和经营秩序，持续营造
法治化营商环境，为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护
航增效。

2023年，咸宁某公司生产经理熊某
某，及负责软件项目规划采购工作的张某
某，多次利用职务便利帮助促成交易，后
非法收受多家设备供应商给予的财物共
计60余万元。

进入检察办案环节，检察院坚持办理
案件与追赃挽损并重，就案件的事实认定
和证据收集与公安机关多次进行沟通，并
积极向熊某某、张某某释法说理，截至目
前，已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40余万元。近
日，检察院对两人作出批捕决定。目前，
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今年以来，咸宁全市检察机关共批准
逮捕企业“内鬼”即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
受贿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等案件
11件15人。

（李蔓 沈君）

咸宁检察深入推进“检察护企”专项工作 蔡甸法院审判提质助企“涅槃重生”

素有“土豆之乡”美誉的恩施市三
岔镇，种植面积3万亩，占全镇耕地面
积的三分之二，产量达4万余吨。加之
连续多年举办“土豆花儿开”等文旅活
动，叫响了土豆品牌。

时值土豆加工季，10月15日，国
网恩施市供电公司三岔供电所以带电
作业方式，对10千伏阳天坪线鸦集镇
台区高压瓷瓶进行更换，并消除了沿
线树障等隐患缺陷，保障了土豆种植
户和加工企业的稳定用电。

据了解，这是恩施市供电公司持
续优化营商环境，进行秋季安全大检

查的一个缩影。
目前，该公司对所辖10千伏线路

日常工作进行巡视与摸排，及时发现
统计线路隐患缺陷，并组织带电作业
班逐条制定配网不停电作业消缺方
案，以带电作业方式及时消除隐患，保
障生产生活用电“零影响”。

如今，恩施市供电公司坚持“不停
电就是最好的服务”的理念，将带电作
业与设备消缺、故障抢修、业扩工程等
有机结合，实现作业期间客户“零感
知”、用电“零影响”。

（何厚英 李欢）

恩施市启动供电秋检消除隐患缺陷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与武汉鸿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补发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

司与武汉鸿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就10月8日发布

的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补发公告如下：

债务人：武汉市石桥城中村综合改造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借款合同编号：《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编号：

010104920191114001号、《贷款展期协议书》编号：

010104920221111001、《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编号：

0101014920190329001号、《贷款展期协议书》编

号：010104920220325001；抵押担保人名称：武汉

石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武汉市江岸区后湖乡人民政

府石桥村委员会、武汉市石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

委员会、张志德、李斌、张水平、李汉东、张新樵、李鸿

斌、汤明红、吴国辉、姚海琼；担保（抵押）合同编号：

《保证合同》编号：010104920190329001-01、《保证

合同》编号：010104920191114001-01、《最高额抵

押合同》编号：170104920190423001-01、《最高额

抵押合同》编号：170104920190423001-02、《最高

额抵押合同》编号：170104920190423001-03、《不

可撤销担保书》；原贷款行：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江岸支行。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
武汉鸿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10月18日

10月13日上午9时，荆州公安县毛家港镇新曙光
村，天空飘着细雨。种棉大户向培春的200亩棉田，正
在接受一场“大考”。

这块棉田，也是荆州市农科院、公安县农业农村局
与湖北惠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建立的长江流域棉
花全程机械化生产示范基地。当天，省农业技术推广总
站组织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南

京农业大学等专家现场勘验，采取查、量、数等方法，测
棉株数、棉铃数，初步测算棉花产量。

向培春种植的是“华棉2270”，华中农业大学棉花
遗传改良团队2022年通过国家审定的新品种。它的生
育期仅100天，一般小麦、油菜收获后种植，株型矮小紧
凑，使得结铃集中，方便机械化收获。更令向培春惊喜
的是，今年当地遭遇罕见高温干旱天气，高温天数超60

天，“华棉2270”长势健硕，结铃未受明显影响。
“育种初期，我们就考虑到品种对极端气候的适应

性。”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张献龙介绍，
针对长江流域高温干旱天气频发，该团队研发了生育期
短、抗逆性好的“华棉2270”，连续两年在湖北、安徽、江
西试验示范，亩产250公斤以上，且纤维品质达到二级。

为了种好棉，向培春还用上“新式武器”——气力式
旋耕灭茬棉花直播机等，并在省农科院、荆州市农科院
专家指导下，采取棉花全程机械化技术，大大减轻棉花
栽培强度。荆州市农科院科研人员黄强介绍，全程机械
化较本地传统营养钵栽培模式，省工、省药 20%到
30%，省肥40%以上，每亩节本增效400元左右。

上午11时，初步测产结果出炉：亩产300.6公斤。
“不错，明年还可以多种点。”向培春对结果很满意。

200亩全程机械化示范棉田测产：

亩产300.6公斤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汪彤 通讯员 罗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