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日报讯（记者彭一苇、通讯员孙海涛、刘雪行）12
月4日从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化机
械”）获悉，由该公司子企业筹建的湖北省制氢及加氢装备
质量检验检测中心，近日通过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专家组现
场论证，这意味着我省首家氢能装备质检中心将开始建
设。未来，这一检验检测中心将填补省内在氢能装备产品
试验检测方面的空白。

湖北近年来在氢能产业上加快发展。今年11月，出台
《湖北省加快发展氢能产业行动方案（2024—2027年）》，
提出到2027年，全省氢能全产业链总产值达到1000亿
元。石化机械响应氢能产业发展趋势，此前已成立氢能装
备分公司，经过近3年发展，石化机械氢能产业初具规模，
能提供加氢、制氢、供氢等一体化解决方案。今年11月，又
成立中石化氢能机械（武汉）有限公司，以打造“世界知名氢
能装备专业化公司”为目标。

氢能装备的研发制造迅速进步，对装备性能的检验检
测能力也需要配套完善，进而形成规范的产品标准，湖北省
制氢及加氢装备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应运而生。

筹建该中心的世纪派创公司，建有国家油气钻采设备
质量检测中心，已具备油气钻采设备领域105项产品关键
参数全检能力。此前，世纪派创公司已多次开展氢用压缩
机、加氢装置等产品检验检测工作，并建立了完善的质量管
理体系。

未来，该公司将开展加氢站设备技术规范、加氢站用液
驱加氢机试验规范等产品标准的起草工作，制定相应产品
的检验检测要求。同时，持续加大技术研发、人才培育、设
备更新等投入力度，不断优化检测能力和效率，向国家级中
心的标准迈进。

湖北开建首个
氢能装备质检中心

湖北日报讯（记者戴辉、通讯员申学康、罗发彬）12月
3日，广西苍梧至容县高速公路苍容浔江大桥完成主缆关
键工序，即将进行钢箱梁架设。这座世界最大跨径独柱式
三塔空间缆悬索桥，由在鄂央企中交二航局承建。

位于广西藤县的浔江百舸争流，一座三塔独柱式大桥
横跨两岸，塔身形似广州电视塔“小蛮腰”。“敢不敢用脚步
丈量世界级大桥？”中交二航局项目部负责人杨琳向记者发
出“挑战”。猫道，犹如一道弧线划过江面，它是悬索桥的空
中施工通道，如同高空脚手架。记者乘坐电梯登上百米高
的猫道施工区，沿着猫道行走约500米，远处数以百计的待
闸船舶，场面蔚为壮观。

受地形限制，大桥无法一跨过江，所以江中间有个桥
墩。杨琳指着猫道两边的粗壮主缆说，这是大桥的受力
核心，总重约3458吨，相当于70节高铁车厢的重量。这
样的“大家伙”架设完毕后，索股之间以及索股内部还会
存在空隙，需要对主缆索股进行紧缆，使其严丝合缝。为
避免主缆鼓丝，项目创新性采用塔区主缆空间紧缆方案，
即塔区段空间紧缆在主缆顶推后进行，塔区索夹在空间
位置安装，确保主缆安装品质。苍容浔江大桥也是中国
首座主跨超500米的三塔空间缆悬索桥，建造难度很大。
为此，鄂产智能化钢筋加工厂、混凝土云工厂纷纷加入。

苍容浔江大桥是苍容高速的关键工程，建成后，实现广
西北部湾经济区与粤港澳大湾区“两湾”联动，助力广西打
造成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战略腹地。

在鄂央企
广西建造世界级大桥

湖北日报讯（记者李源、通讯员李展鹏）12月4日
11时7分，一架从上海飞来、编号为B-657T的东航国产
大飞机C919，搭载着142位旅客降落在武汉天河国际机
场，标志着武汉与上海间的“汉沪快线”迎来首架国产机
型。

B-657T是东航接收的第9架C919，于11月28日
交付，采用MU5385/5386航班号在武汉天河机场和上
海虹桥机场间运行。

相比东航其余8架“姊妹机”，B-657T搭载了由中
国企业自主研发的客舱局域网服务系统，是全球首架具

备该功能的民航客机。
飞机起飞后，乘客使用开启飞行模式的手机、平板电

脑以及笔记本电脑，搜索并连接“CEAIR-WiFi”无线局
域网，打开浏览器访问www.muflyer.com进入局域网
平台，即可欣赏“空中影音”、畅玩“空中游戏”，还可实现
查询目的地信息、虚拟“打卡”当地博物馆等功能。

此外，B-657T还预留了5G无线通信接口和卫星通
信接口，未来可拓展更多应用场景，这些新装备也将成为
东航C919的标配。

东航“汉沪快线”2010年开通，目前日均对开24

班，平均半小时发出一班，实现了公交化运营，为密
切武汉与上海经济社会往来搭建起便捷高效的空中
桥梁。

东航武汉公司有关负责人说，“汉沪快线”引入
C919机型，是东航服务国家战略、助力湖北打造国内
大循环重要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枢纽，推进

“四梁八柱”航网建设的有力举措。
目前，东航、国航、南航各拥有9架、2架、1架国产大

飞机。截至12月4日，12架C919已累计执行商业航班
近6000班、承运旅客超过75万人次。

半小时一班，武汉至上海随到随走

东航“汉沪快线”首迎国产大飞机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彭一苇 鲁腾 通讯员 孟丽莎

3D曲面屏的手机，受到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青睐。
11月20日，湖北日报全媒记者来到位于恩施高新区

电子信息产业园的信濠光电（恩施）有限公司厂区。智能手
机、平板电脑等使用触摸屏的电子设备都需要玻璃盖板，信
濠光电正是一家从事玻璃防护屏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
技术企业。

这家工厂今年7月投产，拥有国内首条同类型的全自
动智能生产线。一块1平方米、约半毫米厚的玻璃板，要经
过开料、清洗、热弯、抛光、钢化、移印、镀膜等14道工序，变
成一片片手机用的3D曲面玻璃盖板。

在传统玻璃盖板工厂里，每一道工序都需要很多工
人来给机器上料、搬运半成品。但在信濠光电的全自动
智能生产线旁，记者只看到寥寥几个工人在看管机器。

“公司在深圳的工厂还是传统工艺，需要2000多名工人，
而新车间的人数仅为传统生产线的三分之一。”公司负责
人说。

人工大幅减少的诀窍，在于工厂完全按照智能制造
标杆示范来打造。信濠光电恩施生产基地项目，是恩
施州政府2024年全力实施的十大重点项目之一，厂房

“量身定做”，各种电线电缆、工艺管线布设长度就超过10
万米。生产线全制程由机械手自动上下料，半成品由
AGV机器人托着在车间内来回穿梭，楼层之间由升降
机对接传递，一组组手机屏幕玻璃有序经过14道生产
工序。

“这家工厂投产5个月以来，产量每天都在增长中，目
前达到日产1.5万片。”公司负责人说。在厂区内，记者看
到10多台新到的设备，正在被吊装上楼。按计划，今年内
日产量可达到5万片以上。

信濠光电正好位于成都、武汉两大显示面板产业基地之
间，投产后产品不愁销。为了赶订单，今年国庆节，恩施的工
厂只放了一天假。“年底是手机等电子产品的销售旺季，一些
客户为了确保优先拿到货，专门派人到厂里守候。”公司副总
经理詹军说。

这一市场行情仍然看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近日
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10个月，中国市场手机出货量
2.5亿部，同比增长8.9%，其中，国产品牌手机出货量2.11
亿部，同比增长16.7%，占同期手机出货量的84.6%。

信濠光电计划在恩施建设二期生产项目，增加3条智
能化生产线，整个项目建成达效后可实现年产值30亿元以
上，未来将成为中西部地区最大的3D智能终端防护屏生
产基地。

恩施日产1.5万片
曲面手机盖板

武汉天河国际机场，准备起飞前往上海虹桥机场的东航国产大飞机C919。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倪娜 通讯员 李展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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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镇诠释活力中国

湖北日报讯（记者刘钰杨、通讯员夏一菲、李梦瑶）
“相序相位核对正确，保护装置无差流，设备和电网运行正
常，送电完成！”11月25日18时43分，随州茶庵220千伏输
变电工程主变成功投产送电，工程整体顺利投入运行。

茶庵220千伏输变电工程位于随州市曾都区，2023年
11月开工建设，是随州市城区重点建设项目之一。该项目
新建1台容量180兆伏安的变压器，220千伏线路两回共

11.1千米。其中，子项目茶庵22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是
随州建设的首座半户内GIS智能变电站。

“这个变电站不一般，相比同规模的户外变电站，节省
用地面积近四成。”国网随州供电公司项目管理中心副主任
程欢介绍，随州大部分变电站的设备通常都在室外安置，而
茶庵220千伏变电站大部分设备在室内。为了节约有限的
土地资源，国网随州供电公司创新设计，严格把关，该变电

站也被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评为2024年度输变电工程“标杆
工地”。

据悉，茶庵220千伏输变电工程将成为随州市曾都区
中北部及随县南部负荷电力枢纽中心，能大幅度优化随州
城区电网结构、进一步加强随州地区的负荷联动；今后3年
内，可满足市内30家年用电量超100万千伏安用电企业报
装容量的负荷增长需求。

随州茶庵220千伏输变电工程投入运行

（上接第1版）另一方面，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加入世界贸
易组织到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
战略，不断提高开放水平，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中，在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
格局中，无数小镇更新了发展的背景板，打开了新的机遇之
门。

毫无疑问，省域经济的发展往往强在县域经济上，县域

经济的发展，往往是依靠强大小镇经济体的支撑。而小镇
经济的强大，背后是无数行动者共同而长期形塑的一种精
神力量和气场。全国一些地方能做到“无中生有”“有中生
优”“优中做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的作为。

小镇是创业之域，不是“躺平”之地，时势造英雄，大
有可为的小镇同样可造英雄。身份上，小镇创业家是小
镇资源的重要组织者、产业链的深度参与者、县域社会与

外部世界的有力连接者；角色上，他们既不是城市中心主
义叙事里的边缘人群，也不是乡村浪漫主义想象中的心
理疗愈师，既不是城市生活的模仿者，也不是乡土传统的
固守者，而是作为县域经济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生
力军，刷新着“乡土中国”的时代面貌，擦亮着“城乡中国”
的发展脸谱。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一个流动的中国，充满了繁
荣发展的活力”。更多的人争当小镇创业家，更多的地方呵
护小镇创业家，大家一起在新时代的广阔赛道上奋力奔跑，
漫卷万里山河的奋斗图景，必将映照出一个更加活力满满、
热气腾腾的中国。

（上接第1版）
1989年，郑玉芹在秭归县沙镇溪镇出生。她从湖北中

医药大学市场营销专业毕业后，曾先后在武汉的医药企业、
电视台工作。

“我是农民的孩子。”她说，“我通过读书走出大山，后来
在大城市有了不错的工作，但一直惦记着家乡，希望乡亲们
也过上好日子。”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秭归脐橙销售遭遇极
大冲击。因为快递费用上涨和时效不定，很多电商不得不
中断销售。

望着满园的橙子卖不出去，秭归果农急得团团转。
得知消息，郑玉芹找到顺丰快递湖北省分部，合作开设

“秭归脐橙顺丰快递专线”，帮老乡们卖货。
“我们保证每月15万单的基础发货量，将快递费从每件

12元降到7元。”郑玉芹说，那一年，超过211万件脐橙通过
这条专线销售，为电商卖家节省快递费用超1000万元。

“原来脐橙销售这件事大有可为！”这一仗给了郑玉芹
巨大的成就感，也让她看到了机会。

2020年9月，郑玉芹决定辞职，回乡创业。

“年轻人喜欢国潮，我们就要打造国潮农货！”

秭归春有伦晚、夏有夏橙、秋有九月红、冬有纽荷尔，是
全球唯一四季产鲜橙的地方。产区优势和货源优势，成为
郑玉芹卖货的底气。

她和丈夫向文跑遍广州、浙江、江苏等地的大型农贸批发
市场，希望在一线档口找到秭归脐橙的一席之地，但均被婉拒。

“无论是品牌、渠道，秭归脐橙起步都很晚，在精品市场
缺乏竞争力。”郑玉芹还意识到，秭归电商企业2000多家，
网店超8100余家，但大多坐等客商上门采购，较少深入研
究市场需求，很少主动开展市场营销。

她认为，市场营销的核心要素，除了产品本身，还有市
场细分、市场定位、目标市场和顾客需求。“越是大宗农产

品，越要针对不同渠道设计打法、制定策略、提炼卖点。”
近年来，“国潮”风吹遍各行各业。郑玉芹研究市场数

据后发现，当产品融入“国潮”元素，青年消费者的购买意愿
会显著增强。

“年轻人喜欢‘国潮’，我们就要将秭归脐橙打造成国潮
农货！”2021年，郑玉芹主推的国潮脐橙，在永辉超市线上年
货节迎来首波爆发，近千万人观看，“国潮”“农货”“长江边
儿”成为热词。

公司旗下“长江边儿”“小怪兽”等多个细分品牌的年轻
态国潮农货，因为吸睛的设计和包装，先后被上海辉展、北
京新发地等全国水果一级批发市场买断系列产品在当地的
销售权。

她针对线下精品批发市场、精品水果店，以及线上直播带
货、社区社群团购等，进行产品销售细分。旗下微商品牌“保持
甄食”，已覆盖国内80%头部商家，累计发货600多万单。

“精准分级，让国潮农货成为标准件”

创业之初，郑玉芹曾向青岛市场发出一车脐橙，因返
青、糖度不够等原因，抽检不达标。她将4万斤脐橙全部召
回，重新发货，承担损失3万多元。

这件事让她认识到，以往的秭归脐橙虽有分级，但分级
只论个头大小，在糖度、果面、色泽等方面没有标准。“这导
致秭归精品脐橙卖不出好价钱，更没有品牌溢价能力。”

她投资2300多万元，买下3万多平方米标准化厂房，并
采购最新分拣设备，对鲜果的果面颜色、化渣程度、果肉颜
色和汁水糖度实行精准分级，让“国潮农货”成为标准件。

选果，要求生长在海拔300米以下临江、朝阳面的红砂
土山坡果园；

采摘，要求果农“一果两剪”，保证果实完整，减少水分
流失；

分拣，以糖度、果面、克重为核心指标，将果实分为5个
等级。

“你看，这些都是以前论堆都卖不出去的小果，其实果
肉跟大果一样甜。现在改换成6粒装和3斤装，加上小怪兽
国潮包装，非常畅销！”她介绍。

2021年，在上海国际水果展上，“长江边儿”被合作商推
荐给西班牙品牌“宝露”，成为其伦晚品种的供货商，成功打
入欧洲、东南亚市场。

在上海等一线城市的精品超市，单果克重320克、12粒
装的“宝露”橙，市场售价328元。

助燃创业就业“烟火”

2022年，“长江边儿”公司订单超171万件，营业收入
3658万元，同比增长19.3%。

2023年，订单倍增至350万件，营业收入7325万元，卖
出橙子1800多万斤。

今年前10月，公司销售额破亿元。
创业4年，郑玉芹按“优质优价、保底收购”原则，带动当

地精品脐橙种植面积5000余亩、村民就业500多人。
郑玉芹认为，公司应聚焦做大品牌和市场，种植、运输、

包装等都可以外包，借此带动更多人创业。
36岁的女工鲁锋手脚麻利，还很有组织能力。郑玉芹

找到她：“我把所有的包装业务交给你，你组织队伍干，拿不
拿得下来？”

听到提议，鲁锋顿时两眼发光：“我保证给你干好！”
如今，鲁锋组织起七八十人的“宝妈包装队”，既不耽误

接送孩子，又能实现家门口务工。女工们每天收入200元，
鲁锋每月增收6000多元。

郑玉芹找到38岁的司机郑斌：“你是从北京回来的，见
过世面。愿不愿意把鲜橙转运全部接下来？”

郑斌承揽了“长江边儿”公司
从田间到仓库的运输，他说：“我
的车队已有8台车，一年运输收
入10万多元，相信还会增加！”

“我走出去，看到了非常大的
世界。”郑玉芹眼里闪着光，“现
在，我终于把外面的世界，带回了
家乡。”

“橙子姑娘”捧红国潮农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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