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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03

湖北日报讯（记者王成龙、通讯员吴兆华、杜芳
新）12月12日，新能源汽车推广使用工作交流会在
武汉市举行。会议透露，今年以来，我省行政事业单
位新配备的公务用车中，新能源汽车占比达70.7%。

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董诗国介绍，至2025
年，全省行政事业单位新配备的公务用车中，新能源
汽车的占比将达到80%；至2026年，只要有适配车
型，行政事业单位新配备的公务用车将全部都是新
能源车。

推广使用新能源汽车的过程中，除了政策引导，
还需硬件支撑。截至今年11月底，全省公共机构已
建成充电桩超过1.3万个。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已对
全省公共机构充电桩建设的现状和需求进行深入调
研，并与国家电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
作，进一步推进全省公共机构充电桩建设。

目前，我省多地已聚焦新能源汽车推广使用工
作展开有效探索，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湖北
方案。枣阳市尝试采取“一事一租、一租一还、一还
一结”的思路，通过租赁新能源汽车的方式保障基层
公务出行，该经验已推广至襄阳全市，并拓展至省内
其他市州。武汉市紧盯车型适配问题，积极协调车
企开发适合公务使用的新能源车型。

我省行政事业单位

新配公务车超七成
是新能源车

湖北日报讯（记者许应锋、通讯员李
镇海）近日，湖北丹江口库区省级湿地自然
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人员巡护湿地时，惊喜
地发现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白额雁，以
及小型涉禽扇尾沙锥、矶鹬等往年极为罕
见的湿地候鸟。

小白额雁属珍稀濒危的大型雁科鸟
类，拥有圆润的小脑袋、肉粉色的嘴，眼睛
周围还环绕着一圈金色的“眼影”，外形优
美。因其种群数量稀少，此前在汉江流域
鲜少出现。

“十堰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鸟儿也越
来越多！”十堰市野生动物和森林植物保护
站站长雷波介绍，近年来，有着鸟中大熊猫
之称的中华秋沙鸭、东方宝石之称的朱鹮、

“世界最神秘的鸟”海南虎斑鳽等国家珍稀
鸟类，均在十堰频频现身。

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
10年来，十堰市把水源区生态环境修复摆
在压倒性位置，以环丹江口库区、沿江沿河
重要生态区位、主要通道沿线为造林增绿
的重点区域，全力实施林业“双重”（全国重
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库区库
滨带综合治理等生态保护和修复、库区生
物多样性保护与水生态综合治理等重点项
目，持续推进国土绿化美化、森林资源管护、
生态修复，筑牢保水护水生态安全屏障。

同时，十堰市将湿地保护纳入林长制、
河（湖）长制考评体系，探索推行“林地+河湖+
湿地”日常巡护机制，全域压实湿地资源管
护主体责任。2023年，市县乡村四级5405名
林长、2811名湖长，累计开展湿地资源巡护
4万余次，防范化解湿地生态风险167件次。

经过多年严格保护和系统治理，十堰
丹江口库区湿地充分发挥了涵养水源、调
节气候、维护生物多样性等多重生态功能。

截至目前，十堰丹江口库区发现野生
鸟类18目66科369种，其中一级鸟类13
种、二级鸟类66种，较2014年新增51种。

境内大天鹅、海南虎斑鳽、中华秋沙鸭等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增加到103种，占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总数的13%。

今年10月，十堰市入选第二届全球
“生物多样性魅力城市”，成为湖北省首个
获此称号的城市。

十堰丹江口库区发现野生鸟类369种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增加到103种

湖北日报讯（记者余宽宏、通讯员石琰
鑫）12月12日，十堰市“大江北去——南水
北调中线通水暨京堰对口协作十周年书法
美术摄影联展”上，一幅长约7米、宽约0.65
米的绢丝长卷吸引了大批观众驻足停留。
这是汉江师范学院师生在参加社会实践后，
根据自身见闻创作的南水北调千里水脉图
《一泓清水永续北上》。

汉江师范学院党委书记付永昌介绍，此
画由该校艺术学院师生和“南水情长”志愿
服务队历时3个月共同完成。9月3日，本
报“卫星看‘南水’润民十年间”全媒体采
访活动在汉江师范学院启动。该校“南水
情长”志愿服务队的同学们现场参加活动
后，也组成了大学生采访分队，他们从丹江
口水库出发，沿线参观采访南水北调中线工
程沿线的节点性工程，沿路宣传环保理念、
开展志愿服务。抵达北京后，小分队成员还
在团城湖，与首都师范大学师生共同向全国
大学生发出“守水护水节水”倡议。

“通过这次的走访活动，我们见证了南
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壮丽与伟大，也更加了解

‘南水’在保障北方地区民生的重要作用。”
该校“南水情长”志愿服务队成员、画卷主创
王婷婷说，这幅画记录了大家的所见所闻，

想通过长卷告诉更多人，南水北调工程所到
之处，让沿线人民过上了有水喝、喝好水的
生活，应该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水资源。

该长卷以青绿色为主，采用传统青绿山

水画技法，勾勒严谨、设色经典，青山绿水间
伫立着南水北调重要地标工程，身着红色志
愿服的大学生正沿途开展志愿服务，中国传
统文化与大国工程时代气息融为一体。

汉江师范学院师生原创南水北调绢丝长卷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文俊 通讯员 林治国

如何进一步解决高校专利“转化难”，中小企业
专利“获取难”？12月12日，2024年中部六省专利
产业化促进中小企业成长推进活动在武汉举办。此
次活动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和湖北省人民政府指导，
湖北省知识产权局和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厅联合主
办，山西省知识产权局、安徽省知识产权局、江西省
知识产权局、河南省知识产权局和湖南省知识产权
局共同协办。

会上，湖北省知识产权局局长吴骏发布《湖北省
高校和科研机构可转化专利资源分析报告》，报告显
示，截至11月底，湖北省共有86所高校和科研院所
参与存量专利盘活工作，完成6.5万件专利盘点。
入库可转化专利4.5万件，其中发明专利3.5万件，
发明专利占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推动中小企业蓬勃发展

湖北科教资源丰富，是我国三大智力密集区之
一，创新能力居全国第一方阵。数据显示，湖北省已
盘点的6.5万件专利中，从区域分布来看，可转化专
利主要在华中科技大学、武汉理工大学、武汉大学等
高校，且集中在武汉、荆州、宜昌等城市。三地专利
资源占全省93.4%。从产业分布来看，主要在云计
算与大数据服务、智能测控装备、先进医疗设备等战
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据悉，我省入库专
利已被全国8800余家企业关注，系统智能匹配和精
准对接功能开始显现。从企业对接来看，湖北在国
家专利盘活系统注册企业2.6万家，企业注册数全
国第六、中部第一。

专利产业化已成为推动中部六省中小企业蓬勃
发展、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会上，国家知识
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湖北中心主任杨兴发布
《氢能产业专利导航成果》，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
专利审查协作河南中心副主任朱振宇发布《量子信
息产业专利态势》。

为助力中部地区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审协湖北
中心、河南中心与中部六省知识产权局建立“2+6”
专利产业化促进中小企业成长合作机制，将通过建
立沟通协调机制、资源投入机制、区域协同机制，
不断深化合作内涵、拓展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
式，为中部地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贡献知识产权
力量。

推进中部地区专利转化运用

1.8米的大高个、能搬运40公斤的重物，湖北自
主研发的首个智能人形机器人“劳动者1号”由武汉
格蓝若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中科技大学陈学
东院士团队联合攻关研发。会上，武汉格蓝若智能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王迅介绍，格蓝若
一路走来，始终坚持价值链高端的技术研发、重视专
利产业化，深耕团队，多赛道发展。

“专利转化运用是促进创新成果价值实现、提
升核心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国家知识产权局运用
促进司司长王培章以《提升专利转化运用效益，谱
写中部地区崛起新篇章》为题作主旨演讲，他表
示，应提高专利质量、加强政策激励，梳理盘活高
校和科研机构存量专利，以专利产业化促进中小企
业成长，推进重点产业知识产权强链条增效，培育
推广专利密集型产品，以更高起点推进中部地区专
利转化运用。

中国著名知识产权专家、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
研究会名誉会长吴汉东以《新质生产力发展与知识
产权产业战略选择》为题作主旨演讲，他认为，以文
化创意产业、高科技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代表
的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创新能力强、发展潜力大，应
以更高质量的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更加有效的知识
产权战略，持续为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驾护航。

会上，中部六省10项专利技术供需对接项目签
约、10项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项目现场签约。

中部六省携手共促专利产业化

湖北盘点高校院所
存量专利6.5万件

建设科技自立自强
知识产权强省

十堰市郧阳区白浪镇丹江河拍摄到中华秋沙鸭。（湖北日报通讯员 龚诚 摄）

观众在观赏展出的南水北调绢丝长卷。（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余宽宏 摄）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许应锋
通讯员 叶相成

12月 12日，数名京堰环保志愿联盟
——北京志愿服务组织的优秀代表，应邀
参加十堰市优秀志愿服务交流活动。

“滴滴‘南水’来之不易！你在南方护水
清，我在北方省着点儿用！”京堰环保志愿联
盟代表——北京雷霆应急救援志愿服务队
队长赵伟发言说，我们能喝上清澈的“南

水”，这不仅是水的流动，更是十堰人民爱
的传递。

赵伟介绍，为倡导广大北京市民节约用
水，志愿服务队暑期专门组织开展“节水达
人挑战赛”，邀请参与家庭记录每周用水量，
并分享各自节水小窍门。同时，常态化深入
社区开展“节水护水”宣讲，营造浓厚节水护
水氛围。

节水护水宣传起到良好作用。赵伟
说，一名老者听了节水护水宣传后感慨：

“过去我们用的水是苦涩的，现在的水特别
清甜，好水来之不易，应该大力倡导节水！”
这名老人还希望赵伟带着她的小孙女加入
节水护水志愿队伍中。

京堰环保志愿联盟代表——北京绿色
啄木鸟志愿服务中心青年骨干王志芯发言
说，作为京堰环保志愿服务组织的桥梁，除
在十堰开展“感恩守井人 思源到十堰”周
末寻源行动外，还在北京开展“饮水思源
感恩十堰”节水护水宣传活动。目前，北京

绿色啄木鸟志愿服务中心已在北京莲花
河、永定河、南护城河等河段开展宣传活动
10多场，参与市民近千人。

十堰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
地，为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多年来，
全市 320 万人民人人争当志愿者，成立
2000多支环保志愿服务队，常态化参与巡
库清漂等文明河流建设行动；组建305支
党员护水队，带动10多万名党员群众参与
守水护水。

京堰环保志愿联盟的北京代表来鄂交流

清澈的“南水”也是爱的传递

湖北日报讯（记者彭一苇、通讯员金雅
杰、刘超）离湖北万里之遥的欧洲北海海面
上，将要建造一座大型海上风电场的换流站，
它负责接收海上“大风车”电力，并转换为高
压直流电后送往陆地。换流站的“保险”能否
承受高压电的考验，需要用严格的试验来验
证。12月12日获悉，即将承担这一试验任务
的是湖北团队，来自国网湖北电科院。这也
是湖北首次在发达国家进行此类项目。

这一海上风电场位于德国北海，距陆地

约200公里，是德国一系列远海风电开发项
目之一。2022年，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下属国
网智能电网研究院有限公司与美国麦克德蒙
特公司组成联合体中标该项目，担任EPC总
包商。该工程名为BorWin6海上风电柔性
直流输电工程，其采用的柔性直流输电技术
起源于德国，是高度灵活、高度适应清洁能
源发电的新一代输电技术，而本工程使用的核
心设备——换流阀全部由我国生产，这也是
中国高端输电技术首次进入欧洲。

项目现场工作负责人、国网湖北电科院
设备技术中心开关与过电压室副主管夏天
说，海上换流站是整个海上风电开发的关键
节点。这一特殊试验，将验证GIS（气体绝缘
金属封闭开关设备）是否能承受高压电的冲
击。合格的GIS，可在系统发生故障时及时
切断电源，确保安全。

国网湖北电科院是全国成立最早的电
力试验研究院（所）之一，长期从事高压电
气设备现场试验技术与工程实践，曾创造

过 20余次世界首例的高电压现场试验纪
录，该院自主研发的一体化整装式现场高
压试验装备，能够适应狭小空间。此外，国网
湖北电科院还准备将2项国网在研科技项目
成果应用于该项目，提升现场试验质效。

BorWin6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工程
计划于2027年投产。国网湖北电科院设备
技术中心主任姚尧表示，承接本次工程，将进
一步提升湖北科技创新实力，并在发达国家
打响国网湖北电力品牌。

中国高端输电技术首次进入欧洲

湖北团队要给德国海上风电设备做“体检”

湖北日报讯 （记者夏永辉、
通讯员柯又嘉）12月 12日上午，

“大江北去”南水北调中线通水
暨京堰对口协作十周年书法美
术摄影联展，在十堰市美术馆开
展。

南水北调中线正式通水十年
来，十堰积极运用京堰对口协作
机制，组织首都文艺名家和本地
艺术家深入丹江口库区采风创
作，创作积累了一大批精品力作。

本次展览共展出书法作品70
件、美术作品30件、摄影作品100
件，分为大移民、大保护、大生态、
大人文、大协作五个篇章，这些作
品彰显了水源地人民守水护水的
奉献担当，描摹了十堰绿色低碳发
展的时代巨变，展示了京堰对口协
作十年的显著成效，体现了京堰两
地艺术家以水为媒、美美与共的
深情厚意。

南水北调暨京堰协作十周年

书法美术摄影
联展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