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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日报讯（记者李源）12月23日，武汉市人民政府
官网发布《武汉市联动建设花湖国际自由贸易航空港打造

“空中出海口”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旨在系统提升
开放枢纽功能，高水平打造“空中出海口”。

《方案》锚定推动国际航空物流体系建设、搭建武汉都
市圈航空供应链平台、大力发展适空产业、持续优化发展环
境等4项重点任务，细化为协同构建“全球123快货物流
圈”、织密前置货站网络体系、提升供应链平台服务能力、加
强武汉都市圈货源组织等14项举措。

值得注意的是，《方案》针对武汉市临空产业发展提出
了一系列具体目标，如：探索在武汉新港空港综合保税区、
武汉经开综合保税区复制推广光谷货站模式；至2027年，
武汉市力争实现国际“空空中转”航线25条以上，“汉港快
线”达到每天5班至6班，“汉沪快线”达到每天20班左右；
至2027年，武汉市跨境电商进出口年均增长30%左右，建
设跨境电商产业园13个以上等。

今年8月，全国首个网状驳运型航空前置货站——光
谷货站在武汉东湖综保区建成投用。以光谷货站为“媒”，
武汉天河机场、鄂州花湖机场正实现物流、信息流的高效对
接。

“货物在光谷货站已经完成收运、报关、查验、安检等流
程，通过监管卡车运到花湖机场后，可免于安检、快速通
关。”花湖机场有关负责人介绍，光谷货站横空出世，实现了

“一站对两场、两场互通”，相当于把“空中出海口”建到了企
业“家门口”。

今年12月11日，花湖机场累计货邮吞吐量突破120
万吨大关；12月14日，天河机场成为中部地区首个年旅客
吞吐量突破3000万人次的机场。亮眼的数据表明，湖北航
空客货运“双枢纽”深化联动发展基础扎实、空间广阔。

《方案》明确，将以“双枢纽”建设为抓手，加快构建高效通
达全球主要货运枢纽和经济体的国际航空物流体系，推动“鄂
货回鄂”“鄂货鄂运”。到2027年，武汉天河机场国际航线达
到20条以上，武汉都市圈货物出口航空自运率达到90%。

湖北机场集团董事长李忠禄表示，作为全省民用机场
投资、建设和运营主体，该集团将锚定“建设花湖国际自由
贸易航空港”目标，依托花湖、联动天河、多式联运、融合发
展，全力打造“物畅其流”的花湖国际一流航空货运枢纽，打
造“人享其行”的天河“国际门户+国内枢纽”，推动湖北“九
省通衢”向新时代“九州通衢”加速跨越。

武汉联动鄂州高水平打造
“空中出海口”

湖北日报讯（记者褚楠、通讯员周玉平、赵坤）12月23
日下午3时，满载各类“襄阳造”的集装箱列车从襄阳铁路物
流基地驶出，抵达宁波港北仑站后，经海运发往非洲。这是
该基地自11月中旬试运营以来，发出的首趟国际货运班列。

襄阳铁路物流基地位于襄阳高新区，2022年12月15日
开工，占地1261亩，总投资4.63亿元，涵盖集装箱物流板块、
国际箱区等增值物流板块，是该市建设国家物流枢纽承载
城市的重要支撑项目。此次首发班列满载42组集装箱，装有
汽车零配件、家具、叉车零部件等1000余吨“襄阳造”产品。

该基地投用前，襄阳—宁波铁海联运班列主要从位于
市中心的长征路铁路货场发运，货车进出基地效率偏低。
宁波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襄阳分公司业务经理魏婷说，新
基地智能化程度更高、地理位置更优越，今后在集结货物不
变的情况下，班列运输效率至少提升10%，将进一步缩短
运输周期。

武汉铁路物流中心襄阳营业部经理周骏健介绍，该基
地作为鄂西北最大的铁路物流基地，整合了原东风铁路物
流、襄北编组站以及郜营站的铁路资源，可以提供一站直达
的全程物流服务，将形成集内外贸一体的现代化大型铁路
物流综合基地。基地正式投用后，集装箱物流业务将辐射
湖北十堰、随州以及河南南阳等地。

襄阳铁路物流基地
开行首趟国际货运班列

湖北日报讯（记者张歆）12月20日，荆楚营商环境
（孝南）发展智库成立。

该智库由孝感市孝南区委、孝南区政府等单位主办，将
聚焦孝南区营商环境建设中的重难点问题，开展政策研究、
案例分析、经验交流等活动，凝聚各方智慧为优化营商环境
提供智力支持，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湖北省社会
治理创新和营商环境建设迈上新台阶。

当日发布一批孝南区优化营商环境典型案例，涵盖政
务服务优化、知识产权赋能、法治建设强化、土地要素创新、
基础设施完善、金融服务拓展等领域，招投标快速纠错机
制、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城乡全覆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入市等案例入选。

据悉，近年来，孝南区持续推动各领域改革走深走实，
营商环境全省排名从2020年的第81位上升到2023年的
第8位，入选2024年度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区、2024年全国
县域商业“领跑县”。

荆楚营商环境（孝南）
发展智库成立

湖北日报讯（记者严芳婷）为搭建
春晚分会场舞台，12月20日，黄鹤楼公
园闭园，《夜上黄鹤楼》停演，将以崭新的
姿态亮相2025年蛇年春晚，并于2025
年1月29日恢复开放。

坐落在武汉市武昌区蛇山之巅的黄
鹤楼，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楼之一，被誉为

“天下江山第一楼”。
三国吴黄武二年（223年），吴主孙

权在今蛇山修筑夏口城，黄鹤楼以军事
瞭望楼出现在城西南角，至今已1800余

年，尔后在朝代更迭中屡毁屡建。1985
年，当代黄鹤楼重建落成。古色古香的
建筑，与秀丽蛇山相映成辉。

经过几十年兴建，黄鹤楼及附属景
点区域渐次扩展，形成一个逶迤2000余
米，覆盖整个蛇山，拥有各类景观96处，
占地面积达40.3 公顷的大型综合性景
区。

黄鹤楼文化底蕴深厚，历代近1000
位诗人留下了近 1500首诗词，是名副
其实的“中华第一诗楼”。“诗在，黄鹤
楼就在”，成为市民游客的情感寄托。

“黄鹤楼传说”入选国家级非遗，“张之
洞武汉故事”入选市级非遗。收藏上百
位书画大家佳作上千幅，建成文化数据
库，多角度、全方位挖掘和保护黄鹤楼
历史文化。

黄鹤楼坚持文化兴园，打造“文
化+”系列产品。开办美术馆、画社、书
社、大讲堂、咖啡馆、奶茶店，举办诗词大
赛、歌诗汇、少年礼、毕业季等文化活动，
持续开展传统特色民俗与黄鹤楼文化表
演活动。正月十五元宵节的“五龙朝
贺”；七月十五中元节，黄鹤楼上看“河
灯”；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或观看划
龙舟、送香包驱五毒，或登楼观月拜月，
热闹非凡。

为适应游客文化新需要，黄鹤楼策
划推出了《鹤舞楚天》编钟乐舞，动态展
示黄鹤楼文化，成为游览黄鹤楼的必赏
节目、对外宣传的活动品牌。近年打造
的《鹤舞长河》系列五大篇章实景演艺，
2024年上新的《梦回太白》实景互动节
目，观者如云，好评如潮，成为网红节

目。诗卷、乐章、歌舞……赋予黄鹤楼
“活”的灵魂。

2020年，黄鹤楼开放夜游项目——
《夜上黄鹤楼》，采取“光影+演艺”模式
展现黄鹤楼仙文化的传说，“火”出新高
度。携程在暑期发布的口碑榜单中，《夜
上黄鹤楼》入选“2024亚洲 100夜游热
门目的地”“2024全球 100夜游热门目
的地”。

独特的地理位置，优美的神话传说
和历代不绝的名家赋咏，使黄鹤楼成为
蜚声中外的地标建筑和窗口名片。据
悉，黄鹤楼公园2023年游客量突破500
万人次，近年来多次登上全国热门旅游
景区榜单。重建开放后，已累计接待中
外游客7000多万人次，其中，外国元首、
政府首脑上百位。

黄鹤楼前搭舞台 蛇年春晚上蛇山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刘毅
通讯员 吴娅婷 李庆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12月10日，一群来自古都南京的
小学生在东坡像前放声朗诵，惊起候鸟
一片。

黄州东坡赤壁，在中国古典文学史
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公元1082年前后，
苏东坡泛舟于长江之上，徘徊于赤壁矶
头，在这里写下千古名篇——前后《赤壁
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

“也正因为如此，导致游览赤壁有一
定的欣赏门槛。”赤壁管理处副主任李林
说，这里汇聚了大量的碑帖和园林，如果
没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又不请讲解员，来
赤壁参观就会觉得索然无味。而且，赤
壁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不便建设和
开发，限制了景区规模，游客进门后，仅
需几分钟就可直达精华部分，缺乏文化
导引和氛围营造。

“就像吃饭不点小菜开胃，直接上硬
菜。”李林笑着说，“这两年，黄冈文旅做
的最大的事，就是把东坡赤壁这道‘硬
菜’做成了满桌佳肴。”

从东坡赤壁出发，沿着龙王山的步
道前行数百米，就抵达了黄冈东坡文化
旅游区首开区。“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
风。”以苏东坡在黄州创作的名句为意
象，首开区在方寸之地营造出北宋时期
的山水田园。

料峭的寒风吹不熄人们游园的热
情。山脚下的“浩然湖”畔，天光树影，游
人如织。湖边四幢古风建筑，人气最旺，
这就是今年9月17日开园的东坡文创
空间。

“在这里，可以着宋服游园，饮宋式
点茶，品东坡美食，看东坡小剧，赏文化
典籍，购特色文创。”谈起园区特色，运营
单位负责人曹健如数家珍。

在“千年遇见·东坡剧场”，现场100
名观众与青年演员刘灿一起，开启一段
穿越千年的奇妙旅程，在赤壁矶下与苏
子对谈，于清风明月间获得来自先贤的
启迪。这部剧由湖北省黄梅戏剧院演员
担纲，已实现常态化演出。

穿过东坡文献古籍展厅，就步入品
宋餐厅。“东坡肉”“黄州东坡萝卜”……
一道道精心烹制的东坡菜，让人食欲大
开。“这几天的食客特别有口福。”曹健
说，第二届东坡美食大赛的预赛正在餐
厅举行，黄冈每个县市区都要推出4道
特色菜，列入菜单，按总销量打分。今天
参赛的是武穴和麻城，佛手山药炖排骨
最受欢迎。“生意好得很，每天都是满
客。”

“这个好可爱，我要买！”一阵喧闹声
从旁边的文创店传来。走进商店，小香
囊、纸折扇、保温杯……400多个单品琳
琅满目。店长殷婷说，东坡赤壁最开始
只有一个文物商店，卖点苏轼研究书籍，
门可罗雀。现在景区和文创空间各开了
一个店，单日最高销售额突破3万元。

“这可是我们店独有的爆款。”殷婷
拉开一个2米长的精美小卷轴，上面影
印有苏东坡手书的前后《赤壁赋》，“这个
卷轴才 39元，开店到现在卖了几千个
了。”

“传统文化必须可亲可感，才能从小
众走向大众，更好地得到传承。”李林说，
黄冈依托节庆打造全新的群众文化活动
品牌“东坡庙会”，推出包括文化小剧、文
创产品、特色美食在内的“东坡三宝”，并
在文创空间落地转化。

随着国学潮的兴起，东坡赤壁趁势
而上，成为全国传统文化旅游的焦点。
黑漆漆的碑帖扩充为五彩缤纷的文化产
品，东坡先生也从古人简笔勾勒出的陌
生老头，变成能吃会玩、乐观豁达，给现
代人提供文学享受和情绪价值的“北宋

第一男神”。东坡赤壁从一花独放，到如
今串联起文创空间、雪堂和全国最大的
东坡文化主题公园遗爱湖，成为一条完
整的旅游线路。

2023年，东坡赤壁游客人数实现翻
番，今年再增长三成。线上热度也长盛
不衰，不仅央视《唐宋八大家》等多个剧
组在主持人撒贝宁等带领下来到赤壁，
以意公子等大咖为代表，各种直播和短
视频也刷屏网络。

东坡赤壁还面向社会推出定制课
程，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研学团、寻根
团。6位讲解员从几年前每天轮半班，到
现在上全班，节假日忙得水都顾不上喝。

站在这座长江文化的“灯塔”边，黄
冈人终于可以大声问一句：“赤壁之游乐
乎？”

东坡赤壁这道“硬菜”已做成满桌佳肴

湖北日报讯（记者刘澍森、通讯员周
盼）12月18日从江陵县政务服务中心了解
到，截至目前，该县企业综合平台已完成

“免申办”政策推送957次，累计兑现减免
资金5.76亿元。

“没出月子，补贴已经自动到账上。”江
陵市民李女士前不久产下一子，没有申请
便收到县医保局发放的生育津贴。

这得益于江陵县生育津贴“免申办”政
策。该县医保局工作人员登录湖北省医疗
保障信息平台，对批量核定的生育津贴申

请进行住院和保险缴费信息核查，审核通
过后系统自动生成详情，最后进行复核并
生成兑现支付单，实现快速发放。自今年
7月1日至10月31日，江陵县医保局已累
计发放生育津贴101万元。

“曾经不少企业或个人，因为政策知
晓度不高、申报不及时、解读不准确等问
题，错失补贴良机。”政务服务中心窗口负
责人孔凡子说，为扭转“企业个人找政策”
的低效局面，今年，江陵政务服务中心主
动搭建企业综合服务平台，梳理并汇集89

项“免申办”政策。个人或企业可以通过
平台查询政策、提交申报材料，对于“免申
办”事项，无需提交申报材料即可享受政
策。

以稳岗补贴发放为例，江陵县人社部
门直接通过社保系统获取全县企业本年度
稳岗信息，并与上年度企业员工信息对比，
符合政策即可发放。华鲁恒升（荆州）有限
公司在没有主动申请的情况下，获得27.36
万元的稳岗补贴。自2023年8月至2024
年10月，全县“免申办”失业保险稳岗返还

资金461.7万元，惠及企业832家。
线下服务同样快捷便利。江陵县政务

服务中心设置惠企政策“一站式”服务专
区，将企业群众反映最强烈、办件量最大的
企业信息变更、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残疾
人服务等15个集成办事项进行打包，实行

“一次告知、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
理”，成立10个“高效办成一件事”专项服
务窗口，15个场景均可在窗口现场办理，
覆盖36家相关单位，并配备15名专职单
位联络员，确保政务服务渠道畅通。

江陵“免申办”兑现减免资金5.76亿元

传承
建设

荆楚文化精神

长江文化高地
行 走 湖 北 品 读 长 江

东坡文创空间挤满了选购的游客。（湖北日报通讯员 周伟 摄）

“我把家里闲置的书本投进
‘夷收’回收箱兑了20多元！”家
住宜昌市伍家岗区南山悦小区的
刘先生说，“回收箱就在小区里，
很方便！”

今年，伍家岗区城管部门开
发出整合回收箱、回收员、回收站、
分拣中心的“夷收”小程序。通过
这个小程序与再生资源回收数据
管理平台对接，实时掌握回收物
重量、用户参与率、兑换金额等数
据，形成垃圾分类智能回收体系。
目前智能回收平台注册用户7123
人，累计投放有偿智能回收箱108

台，回收量100余吨，减少碳排放
370吨。

“回收箱除了可以投放可回
收物，还设置了有害垃圾投放
口。”该区垃圾分类专班瞿重星介
绍说，“可为小区垃圾分类点位释
放更多空间，大大提高了居民垃
圾分类的效率。”

接下来，伍家岗区还将继续
完善推广“夷收”小程序，推进生
活垃圾分类网点与废旧物资回收
网点“两网融合”，建立一体化回
收利用体系，做好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 （郑雅芳 李倩）

宜昌伍家岗：智能回收箱吞废吐“金”
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湖北监管局备案，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

汉五金城支行地址由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新城十二路湖北现代五金机电城
43栋17号迁至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湖北现代五金机电城43栋1层15室-16
室、2层20室，现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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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科技创新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湖北实
践的重要引擎。省民政厅实施社会组织助
力科技创新行动，聚焦新技术、新业态、新产
品、新学科，围绕“三高地两基地”、流域综合
治理等发展战略，积极培育学术型社会团体
和非营利性研究机构，支持社会组织建设科
技创新交流平台，推动社会组织助力科技创
新。全省社会组织参与制定或修订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超400件。

省软件行业协会参与制定8项国家标
准，1项行业标准地方试点，6项国家级团体
标准建设与推广应用，归口发布11项团体标
准，推动数字技术标准研究应用，强化标准
引领数字赋能。省汽车工业协会组织开展

湖北省智能网联产业链调研，协助东风汽车
推动智能网联中国方案车路云一体化应用
试点工作落地。湖北省测绘行业协会聚焦

“大数据多元影像融合，数字孪生推广应用”
主题，搭建智慧地信（北斗）自主创新技术交
流平台，为湖北省测绘地理信息行业创新发
展提供新动能。省激光学会、省机电工程学
会、省自动化学会等组织专家参加“科创湖
北”学会专家荆楚行活动，为培育壮大新质
生产力建言赋能。省合成生物学学会、省电
子学会、省神经科学学会等科技类社会组织
着力培养青年科技人才，10余名青年科技工
作者入选2024年湖北省青年科技人才晨光
托举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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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性社会组织积极助力科技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