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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白天 阴天到多云。气温7～13℃，偏北风2到3级。 今晚到明天白天 阴天到多云。气温7～15℃，
偏北风3到4级。 明晚到后天白天 多云。气温3～11℃，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

武汉
天气

全省
天气

今天白天 鄂西南、鄂东南阴天有小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鄂西南高海拔地区有雨夹雪或雪。最高气温恩施地区8～11℃、其他地区11～14℃，最低气温鄂西北0～4℃、其他地区4～8℃，偏北风2到3级。 今晚到明天白天 恩施地区阴天有小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
恩施地区9～12℃、其他地区13～16℃，最低气温鄂西北0～4℃、其他地区4～8℃，偏北风3到4级。 明晚到后天白天 恩施地区小雨转阴天；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恩施地区8～11℃、其他地区11～13℃，最低气温北部0～3℃、南部3～6℃，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

湖北日报讯（记者周寿江）12
月4日，全省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
讨班在省委党校开班。研讨班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
解重大风险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
贯彻省委十二届八次全会精神，全
力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
发展各项工作。省委常委、政法委
书记王林虎作开班讲话。

王林虎强调，全省各级政法领
导干部要增强忧患意识、树牢底线
思维，以学提能、以学促干，切实提
升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水
平。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
总体国家安全观、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政法工作和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湖北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自觉把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置于中国式现代
化湖北实践中谋划和推进，切实担
负起保一方平安的重大政治责任。
政法机关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主
力军，领导干部是“关键少数”，要坚
持理论联系实际，学中干、干中学，
学干相长，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
风险主动仗攻坚仗，为奋力谱写中
国式现代化湖北篇章提供坚强安全
保障。

省法院院长游劝荣主持开班
式，省检察院检察长王守安出席开班
式。研讨班安排授课10场，省直政
法各单位负责人和有关专家授课。

全省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强调

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主动仗攻坚仗

湖北日报讯（记者崔逾瑜）12
月4日，农业农村部在汉召开长江
水生生物资源保护工作会议，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研究部署长江十年禁渔和水
生生物保护工作。农业农村部副
部长张治礼出席会议并讲话。副
省长彭勇出席会议并致辞。

会议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
度重视长江十年禁渔和水生生物
保护工作，沿江各地、各部门系统
实施保护修复措施，长江水生生物
保护工作取得积极成效。2023年
长江干流、鄱阳湖、洞庭湖水生生
物完整性指数相比于2018年提升
了2个等级，赤水河完整性指数已

经恢复到“良”的等级。
会议强调，长江水生生物保护

对长江生态安全具有重要保障作
用，对渔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
要支撑作用。要坚持问题导向，坚
持守正创新，坚持系统思维，坚定
不移推进长江十年禁渔。要将长
江水生生物保护工作摆上更重要
的位置，坚持执法监管和保护修复
并重，处理好保护与发展、局部与
流域、自然恢复与人工修复的关
系，抓好珍稀濒危物种保护、重要
栖息地修复、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管理、增殖放流、资源调查监测等
重点工作，不断推进长江十年禁渔
和水生生物保护工作取得新成效。

农业农村部部署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工作

湖北日报讯（记者夏中华）12
月3日至4日，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
记、常务副主任王艳玲赴咸宁嘉鱼
县、咸安区、崇阳县调研代表行动、
代表联络站建设、乡村振兴联系点
帮扶等工作，走访基层人大代表。

王艳玲实地调研了嘉鱼县潘
家湾镇蔬菜长廊、四邑村、官桥镇人
大代表联络站，咸安区汀泗桥镇黄
荆塘村，乡村振兴联系点崇阳县白
霓镇甘家湾、天城镇大集社区桃溪
花园小区等，详细了解各地代表行
动等工作开展情况和乡村振兴联系
点帮扶工作。她强调，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
话精神，按照省委十二届八次全会
要求，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在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北篇章
中彰显人大作为。要坚持共同缔造
理念，认真总结经验做法，推动代
表行动走深走实，促进乡村特色产
业培育和强县工程建设，助力城乡
融合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要把
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嵌入基层治理，
切实用好代表联络站，丰富基层民
主形式，支持人大代表积极参与老
旧小区改造、日常管理等，助力基
层社会治理现代化。

王艳玲还走访了基层人大代
表，希望他们深入开展调研，充分了
解社情民意，提出高质量的代表建
议，为参加代表大会会议作准备。

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张爱国
参加调研。

王艳玲赴咸宁嘉鱼咸安崇阳调研

湖北日报讯 （记者崔逾瑜、通
讯员熊蕾、孔剑）12月4日，长江水生
生物资源保护工作会议在汉召开，湖
北作典型发言。湖北全力推进生物
多样性保护，长江水生生物资源呈
现加速恢复的良好态势，中华鲟、长
江江豚、长江鲟等三大旗舰物种在湖
北安家落户、繁衍生息。

湖北境内长江干流超 1000 公
里，是长江流域重要水源涵养地和
国家重要生态屏障，也是长江大保护
的“立规之地”。近年来，湖北统筹推
进水生生物保护、水网建设、水质改
善，实施长江禁渔，长江生态恢复向
好。长江湖北段、丹江口水库持续保
持二类水质，长江、汉江干流的水生
生物完整性指数较 2020 年提升两
个等级，长江监利断面“四大家鱼”
卵苗资源量达59.8亿尾，为禁渔前
的4.4倍。在此基础上，湖北实施长
江珍稀濒危物种拯救行动计划，为
中华鲟、长江江豚、长江鲟打造栖息
乐园。

石首天鹅洲是世界上第一个对
小型鲸类动物进行迁地保护的保护
区，江豚种群数量由最初的 5头发
展到 101头，已形成规模且稳定增
长。2023年 4月，当地完成全国首
次迁地保护江豚的野化放归，4头
江豚被送回长江，融入自然种群。
在今年 10月国际小型鲸类保护研
讨会上，国际专家一致认为，长江江
豚迁地保护为全球小型鲸类保护提
供“中国方案”。近年来，武汉、荆
州、宜昌长江江段频现成群的江
豚，“江豚吹浪立，沙鸟得鱼闲”成为
湖北江段最美风景。权威部门监
测数据显示，长江江豚自然种群数
量在经历 40 余年持续下降后，于

2022 年首次实现止跌回升，达到
1249头。

我省在武汉、宜昌等长江干流沿
线建设5个水生野生动物救护站，配
备实时声呐监测设备、救生药品和器
具，联合科研单位建立江豚应急联动
机制，近年成功救助江豚32头。中
科院水生所白鱀豚馆人工饲养繁育

江豚种群数量达到12头，3头“江豚
宝宝”在此诞生。

中华鲟是长江中最大的鱼，素有
“长江鱼王”之称。我省建有6家中
华鲟种源保护场，保育中华鲟子一代
2164尾，占全国总量的70%，并率先
实现中华鲟人工繁育，年繁育量突破
100万尾，创历史新高。

水科院长江所成功突破长江鲟
子三代繁育技术，实现长江鲟在人工
改造产卵场的自然繁殖。今年3月，
在成功改造的150平方米产卵场上，
诱发长江鲟自然产卵量达48万粒，
受精率约83%，意味着被世界自然保
护联盟宣告“野外灭绝”的长江鲟有
望找到家园重建之路。

中华鲟繁育 江豚添丁 长江鲟产卵

长江三大珍稀濒危物种安居湖北

在湖北长江天鹅洲白鱀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给江豚喂食。（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任勇 摄）

楚宝黑头羊。（荆门景阳农牧公司供图）

湖北日报讯（记者祝华）养殖
大省湖北有了自己的羊“芯片”。
农业农村部近日发布公告，审定通
过7个畜禽新品种及配套系，湖
北历时20年选育的楚宝黑头羊
名列其中。这是我省首个自主培
育的国家级山羊新品种，也是国
家审定的第五个肉用山羊新品种。

长期以来，湖北主要养殖麻
城黑山羊、宜昌白山羊和马头山
羊3个地方品种。这些品种出栏
时间长、出肉率低、不适合规模化
养殖，制约了肉羊产业发展。

2005年起，省农科院畜牧兽
医研究所联合荆门景阳农牧公司
开展新品种选育。经杂交创新、
基础群组建、世代选育等阶段，
2018年选育出体型外貌一致、遗
传性能稳定、体躯高大、抗病抗逆
性强的肉羊新类群——楚宝黑头
羊。近年来，楚宝黑头羊先后入
选湖北重点研发项目、农业主推
技术，荣获湖北乡村振兴实用技

术大赛一等奖。
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研

究员陈明新介绍，楚宝黑头羊以
波尔山羊为父本，麻城黑山羊为
母本，以黑头白身、生长速度快、
繁殖率高、肉质好为显著特征，适
应长江中下游高温高湿气候，可
规模化、精准化、标准化养殖，有
效满足南方肉羊产业发展对优质
种源的需求。

“血统来源清晰，体型外貌
基本一致，遗传性能较稳定。”今
年1月，农业农村部专家组实地考
察楚宝黑头羊种群、抽测生产性
能后，通过新品种现场核验。今
年6月底，通过国家新品种审定。
近日，农业农村部正式公告。

作为湖北主推养殖品种，楚
宝黑头羊已在黄冈、十堰等地推
广，存栏2.3万只。目前，荆门总
投资2.9亿元的楚宝黑头羊产业
园已开工，建成后可实现年产值
5亿元。

湖北历时20年自主培育出首个山羊新品种

湖北日报讯（记者崔逾瑜）12月
4日，长江水生生物资源保护工作会
议释放强烈信号：现在的长江只是

“大病初愈”，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
摆在压倒性位置，多措并举继续恢复
水生生物资源和多样性。

长江禁渔以来，长江鱼类资源量
和生物多样性呈现恢复态势。据中
科院水生所所长缪炜介绍，鄱阳湖禁
捕后，鱼类单位渔获量比禁捕前翻了

1倍多。2021—2023年，长江中游宜
昌江段“四大家鱼”产卵规模年均增
幅为1.6倍。鱼的数量变多，个头也
变大，鄱阳湖的鲤、鲫等16种鱼类平
均体长增加8.9%—66%，平均体重增
加14.7%—265.2%。赤水河采集到
的鱼类物种不断丰富，消失多年的鳗
鲡、鳡、红唇薄鳅等鱼类重回长江。

另一方面，长江重点水域水生生
物完整性仍然处于“较差”等级，长江

流域仍有120多种鱼类未被监测到，
中华鲟仍处于极度濒危状态。

从今年起，农业农村部每年安排
50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支持中华鲟
保护和增殖放流工作，争取未来三到
五年能够逐步增加到500万尾；并设
立中华鲟科技专项，重点用于攻克中
华鲟保护关键技术难题。抓好长江
江豚就地和迁地保护，在长江江豚重
要栖息水域实施限航限速，降低损伤

致死风险，加大迁地保护力度，扩大
迁地种群数量。抓好长江鲟野外种
群重建，开展亲本放归和幼鱼规模化
放流，扩大自然繁殖试验规模。同
时，落细落实重要栖息地修复、水产
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资源调查监测
等各项重点工作，健全工作机制，加
强政策供给，强化能力保障，统筹推
进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让长江
从“休养生息”到“生生不息”。

从“休养生息”到“生生不息”还需加力

长江流域120多种鱼类仍未监测到

湖北日报讯（记者汪璐、文凯）
12月4日，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邵
新宇赴宜昌、襄阳调研，强调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
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
作要求，抓紧抓实高质量发展首要
任务，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
目标任务。

邵新宇先后来到国家先进计算
产业创新（宜昌）中心建设现场、依迅
北斗智能、兴山县城乡垃圾循环利用
综合处理中心项目、湖北君邦新材
料，深入了解区域科技创新、新兴产
业发展、重大项目建设推进情况；在
襄阳高新区骆驼集团、东风汽车纳

米科技（襄阳）、东风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襄阳智能制造及绿色工厂、东
风康明斯发动机，详细了解企业生
产经营、创新研发、转型升级等情况。

邵新宇强调，要建好用好科技
创新供应链平台，提升科技成果转化
应用水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
新深度融合；要着力营造良好产业生
态，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
化升级，培育壮大符合自身比较优势
的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因地制宜发
展新质生产力；要强化“收官”意识，
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全力以赴
加快项目建设，扩大有效投资，为全
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邵新宇在宜昌襄阳调研强调

全力做好稳增长 打好年底收官战

湖北日报讯（记者郑萱、见习
记者沈早慧）12月4日，湖北省残
疾人自强宣讲进高校活动在武汉
科技大学启动。副省长蔚盛斌参
加，与残疾人励志代表、残奥健儿
亲切交流，了解他们自强自立的感
人事迹。蔚盛斌强调，要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事业的
重要论述，丰富宣传形式，充分发挥
残疾人自强模范的榜样作用，激励
广大青年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近年来，我省广大残疾人积极
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涌现出
一大批身残志坚、自立自强的优秀
典型。此次活动由省残联主办，通

过讲好残疾人励志故事，传递自强
不息、奋发向上的正能量，将在省
内各高校巡回举办多场宣讲活
动。首场宣讲在武汉科技大学举
行，武汉科技大学青年教师袁鑫、
机械腿研发企业家李娟和巴黎残
奥会冠军袁伟译讲述了他们奋斗
的心路历程，三家爱心企业为残奥
健儿进行奖赠。残疾人代表、武汉
科技大学师生、助残志愿者、爱心
企业员工等约800人参加。武汉市
第一聋哑学校师生、武汉市盲童学
校“六点天使艺术团”、肢残乐手张
琪慧、视力残疾人程前等表演了自
强艺术节目。

强国复兴有我 共创精彩人生
湖北省残疾人自强宣讲进高校活动启动

湖北日报讯（记者雷闯、周升蕾、
通讯员杨韬、姜雪飞）12月 2日，南水
北调中线引江补汉工程现场机声隆
隆，随着刀盘缓缓转动，首台硬岩掘进
机（TBM）“江汉先锋号”始发掘进。这
标志着引江补汉工程已进入TBM掘
进施工新阶段。

“江汉先锋号”是引江补汉工程首
台下线的硬岩掘进机，也是目前国内
引水隧洞项目中使用的最大直径单护
盾硬岩掘进机，开挖直径12.23米，整
机长度约160米，重约2800吨。设备
集成了综合地质预报系统、刀具磨损
及状态监测系统、护盾卡机预警及评

估系统、盾体润滑系统等监测预警预
报系统，能够有效应对沿线复杂地质
难题。

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江汉水网公司
建管二部主任彭春林介绍，“江汉先锋
号”搭载了多项创新技术，施工效率较
钻爆法施工提升4到6倍。

引江补汉工程从长江三峡库区引
水入丹江口水库下游的汉江，输水线路
总长194.7公里，将采用10台直径12
米级硬岩掘进机施工，计划2029年底
实现贯通。首台施工的“江汉先锋号”
将在5年内完成13.61公里的引水隧洞
掘进任务。

引江补汉首台硬岩掘进机始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