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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日报讯（记者周鹏、通讯员刘小进、王星予）12
月24日、28日，顺丰航空在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再开两条
国内货运航线，分别飞往呼伦贝尔海拉尔机场和三亚凤
凰机场。至此，该机场今年已新开10条国内货运航线。

目前，花湖国际机场已有31家航司入驻，累计开通
国内货运航线55条，建成覆盖全国31个省级区域、50个
城市的“轴辐式”国内货运航线网络；累计开通国际货运
航线30条，覆盖欧美、亚非和“一带一路”国家航点34
个，通达21个国家和地区，初步形成辐射五大洲、服务全
世界的国际货运航线网络。

在航线网络加速拓展的同时，花湖国际机场持续提
升服务保障能力，全面整合机场、海关、航司、货站资源，
打造“E转全球”空空中转服务品牌，为客户提供单一窗
口和一站式服务，既能“一单到底”，又能“换单转运”，构
建起高效互联、快速互通的国内国际“空空中转”货运体
系。创新的服务模式开拓了市场，吸引全球货物来花湖
机场中转、集散的同时，也为客户提供更多解决方案。

今年以来，“大航司+大枢纽”协同发力，推动花湖国
际机场货运航线网络布局持续“快进”，全年新开国内货
运航线10条、国际货运航线20条，月货邮吞吐量持续保
持在10万吨以上，年度货邮吞吐量突破100万吨，开航
以来累计货邮吞吐量突破125万吨。

花湖国际机场
又开两条国内货运航线

湖北日报讯（记者许应锋、通讯员叶相成）12月26
日，十堰市人民政府与襄阳市人民政府签订流域横向生
态保护补偿协议，涉及汉江流域、南河流域、北河流域等
三大流域，实现襄阳市与十堰市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保
护补偿全覆盖。

十堰与襄阳地理位置相邻，有汉江流域、南河流域、
北河流域等三大流域上下游贯通。为强化流域上下游水
生态环境保护联防联治，守住流域水环境安全底线，十堰
市人民政府与襄阳市人民政府此次分别签订了汉江流
域、南河流域、北河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

其中，汉江流域涉及十堰市下辖的丹江口市与襄阳
市下辖的老河口市，补偿责任断面为国控汉江跨市界沈
湾及下游仙人渡断面；南河流域涉及十堰市房县与襄阳
市保康县，补偿责任断面为国控南河跨市界马兰河口及
下游玛瑙观断面；北河流域涉及十堰市房县与襄阳市谷
城县，补偿责任断面为国控北河跨市界彦家洲及下游聂
家滩断面。三大流域补偿基准均以省定考核目标Ⅱ类水
质为基准，以月度省生态环境厅通报水质监测结果为依
据。

两地约定，汉江流域、南河流域、北河流域等三大流
域水质类别考核补偿均分别以两个断面水质类别为依
据，若两地考核补偿断面水质年均值均达标（水质目标均
为Ⅱ类），或两地考核补偿断面水质年均值均不达标，双
方互不补偿；若两地考核补偿断面水质年均值一断面达
标，一断面不达标，则由不达标断面所属人民政府向达标
断面所属人民政府进行补偿。水质改善程度考核补偿则
采用两断面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等3项指标浓度年
均值同比变化程度值计算补偿金额，补偿总金额最高不
超过1000万元。

每个考核年度结束后，十堰市人民政府和襄阳市人
民政府按照年度水质监测结果，共同核定年度补偿资金
金额，于次年兑现。生态补偿资金将专款专用于汉江流
域、南河流域、北河流域等三大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以
促进三大流域水质持续改善。

十堰与襄阳实现流域上下游
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全覆盖

湖北日报讯（记者吴宇睿、通讯员李晓军）12月20
日至23日，2024年湖北省东汉文化研究会年会暨东汉
文化研究成果交流会在枣阳召开。该市主打东汉文化，
发展文旅产业，今年以来累计接待游客1858.8万人次，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14.83亿元，分别增长14%、12%。

枣阳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故乡。作为东汉文化
的发祥地、策源地和富集地，枣阳承载着两千年汉文化
的深厚底蕴，被东汉科学家张衡誉为“龙飞白水”之地。

“枣阳不仅孕育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还保留着汉
文化的独特精神和鲜明特色，拥有千年古刹白水寺等历
史遗迹以及跨牛举义、古槐救主、舂陵起兵等民间传说。”
湖北省东汉文化研究会会长、华中师范大学教授赵国华
表示，该研究会将加强对东汉文化的研究与发展，把枣阳
打造成全国知名汉文化传承保护基地。

近年来，枣阳大力弘扬汉文化、传承历史文脉，以汉
光武帝刘秀这一人文IP促进城市发展提质，推动汉文化

“+旅游”“+生态”“+产业”多元化发展。
中国汉城景区是一座为纪念汉光武帝刘秀，展示汉

民族文化精髓而复原修建的汉代复古都城。大型宫廷实
景剧《光武登基大典》、曲剧《刘秀还乡》、汉文化多媒体秀
《寻梦大汉·汉颂》等剧目表演，让人流连忘返；古法造纸、
活字印刷、剪纸、布艺等非遗民俗，让人感受传统文化魅
力。今年以来，该景区接待游客突破400万人次，接待全
国近50万名中小学生和外国留学生研学。

枣阳用好“刘秀”IP
发展旅游产业

湖北日报讯（记者彭一苇、通讯员刘
帮、杨蕾、涂树培）12月27日从国网湖北省
电力有限公司获悉，该公司今年安排的14
项迎峰度冬重点工程已全部投运送电，为今
冬明春居民温暖过冬和电力可靠供应提供
坚强保障。

今年迎峰度冬来临前，国网湖北电力结

合全省年初度冬和年中度夏期间局部电网
薄弱环节，共安排武汉鲁台220千伏输变电
工程、随州茶庵220千伏输变电工程等14项
迎峰度冬重点工程，合计新建线路369公
里，新增变电容量211万千伏安。

这些工程对提高区域电网供电能力和
供电可靠性意义重大，不仅提升了电力保供

保暖能力，也有效满足快速增长的用电需
求，为湖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如武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220千伏设法山
变电站建成送电后，区域供电能力提升
25%，将解决供区近年来日益增长的供电压
力，有力支援区域内中建三局绿投总部、湖
北工建科技产业园、金发科技研发中心等项

目的快速建设。
国网湖北电力建设部建设管理处副处

长朱克介绍，新投入运行的多个变电站，扩
建、增容部分变电站和线路优化工程将极大
提升武汉、黄石、随州、宜昌等区域迎峰度冬
期间供电能力，为湖北电网迎峰度冬奠定坚
实基础。

湖北迎峰度冬重点电网工程全部投运

12月3日，武汉盛帆黄鹤队球员邓睿洁（左）在比赛中上篮。（新华社发）

地铁街道口站
绽放“心愿烟花”

12月29日，武汉地铁街道口站
内，显示屏上一会是疾驰而过的地
铁动画，一会是满屏的2025新年心
愿，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拍照打
卡。据介绍，这是主题为“烟火武
汉”的数字烟花秀，将地铁、樱花、烟
花、武汉地标等元素结合起来，展现
武汉城市文化。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薛婷 摄）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郭晓明

虽然在巴黎奥运会上铩羽而归，两年
前拿到过世界杯亚军的中国女篮仍然是
最有可能崛起的三大球队伍。在新赛季
中国女子篮球联赛（WCBA）迎来多项重
大变革的背景下，2024 年 12 月 28 日，
WCBA完成了新赛季的上半赛程，激烈
的鏖战中，与中国女篮相关的各方又有什
么变化呢？

俱乐部

入不敷出是常态，那就拼情怀

“武汉，加油！盛帆，必胜！”几乎每场
WCBA的武汉盛帆女篮比赛，武汉市江
夏体育馆的看台上都能坐得满满当当。
大量球迷赛前蜂拥而至，赛后追着球员要
签名求合影，成为一道风景。

“从2018年10月参加第一场WCBA
职业联赛至今，已经6个年头了。”武汉盛
帆职业篮球俱乐部总经理赵飞飞很感慨，

“这6年来，我们坚持投入，坚持培育球迷
市场、培养球迷观赛习惯，终于把江夏体
育馆变成了整个联赛位居前列的‘魔鬼主
场’。”

赵飞飞给湖北日报全媒记者算了一
笔账：按上赛季36场比赛的规模来算，18
个主场光保障客队住宿和出行一项就超
过30万元，主场总开支超过60万元，客场
交通费又是45万元。再加上球员、教练
员和工作人员的工资，一年下来轻松突破
1000万元。

收入呢？赵飞飞笑了笑：“门票和商
业赞助可以忽略不计，主要是靠投资人和
政府投入。”武汉盛帆的比赛门票在网上
有销售，但销量极不稳定，上赛季借着中
国女篮拿到世界亚军的热度，有韩旭、李
梦、张茹、杨舒予等人气国手出场的比赛
球票卖得极火，甚至一票难求。但在周中
迎战普通对手时，俱乐部还是不得不开放
免费观赛，以维持球迷热情。

“武汉的球市已经很不错了。”一位中
国篮协的工作人员表示，“至少每场都能
维持八九成的上座率，免费球票也只是在
周中推出，周末坚持卖票还能保证上座
率。”而在国内大部分球馆里，除了球员家

属和俱乐部工作人员外，看台上基本空空
荡荡。浙江女篮拥有万济圆这样的顶级
国手，长期维持在国内前四的水平，也只
能宣布所有主场比赛一律免费观看，就这
样，上座率仍然惨淡。

招商的难度更大。经过多年经营，盛
帆俱乐部争取到了几家赞助商的支持，虽
然款项不多，但饮用水等赞助品对球队还
是有所帮助。这种情况普遍存在，国内某
支联赛冠军球队，赞助收入都很难达到六
位数。

入不敷出之下，投资人对女篮俱乐部
的热情可想而知。能坚持下来的，不是拥
有政府的资助，就是篮球情结无法磨灭。
大多数时候，二者缺一不可。

中国篮协

专业工作突飞猛进，改革仍不透明

“画面不清楚，赶快调好！”“好，一切
OK，马上开始。”每场比赛前，与WCBA
联赛签下转播协议的某直播平台工作人
员都要调试好信号，为全国球迷提供及
时、清晰的直播画面。

“这是去年才全面展开的。”武汉盛帆
俱乐部负责媒体工作的徐俊介绍，“现在
所有比赛都有全套的直播设备和多机位
拍摄，条件的确好多了。”

近年来，WCBA联赛在赞助商权益
保护、现场展示等许多专业化的细节方面
都有了长足的进步，直播是最为直接的例
子。

2020年以前，主客场比赛时主转播
商只会选择某些场次进行直播，其余比赛
只能在网络上看自媒体版本，直播水平难
以保证。

如今，在主转播商的直播平台上都能
看到WCBA联赛。比赛前有非常全面的
转播时间表，比赛中有资深主持人解说，
赛后还有精彩镜头的剪辑。单纯从直播
来看，已经和国内男足、男篮的职业联赛
相去不远。

但遗憾的是，WCBA没能在“真正市
场化”和“提高竞技水平”之间做出抉
择。2024―2025赛季，作为三大球最大
亮点的中国女篮和女子三篮因为在奥运
会上铩羽而归，WCBA在赛制上做出重

大改革，将20支球队分成AB两个组别
展开常规赛，一时间舆论大哗，最终赛制
被强行推动。

其实，新赛事的设计还是比较合理
的。分为两组展开常规赛，将实力差距过
大的20支球队分开比赛，当然有助于增
强比赛观赏性和锻炼价值。而“主客场四
循环”加“一块场地连打两场”的赛制，也
能在不给俱乐部增加经济负担的情况下
增加比赛场次积累经验。

但这个新赛制显然有些操之过急，在
客观上牺牲了俱乐部的利益。

以武汉盛帆俱乐部为例，2022-23赛
季，盛帆女篮首次杀进八强完成了俱乐部
的初步规划，遂在2023-24赛季启用大批
年轻球员进行锻炼，并付出了排名跌落到
第14名的代价。然而新赛制出台后才发
现，俱乐部付出的代价远超预想——如该
赛制早一年出台，该队将毫无争议地进入
A组，与强队抗衡。

如此重大的赛制改革，更成熟的做
法应该是提前一年公布内容，为各队适
应留足调整时间，最后的排名也更能真
实体现球队实力，达到改革赛制的初
衷。

地方体育局

探讨省队打职业联赛的可行性

中国篮协如此匆忙地实行WCBA赛
制改革，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竟然没有引
发俱乐部的集体不满。

据了解，对于这次赛制改革，20家俱
乐部中支持者固然不多，坚决反对的也没
有几家。究其原因，还是那个老问题：所谓
职业联赛的参赛队伍，并不全都是职业的。

入不敷出地维持着一支WCBA球
队，许多俱乐部实际上都依赖于各地体育
局的支撑。女篮职业运动员中，有相当大
一部分是各省体育局麾下的女篮队员。
她们在职业联赛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最
终的目标是在四年一届的全运会上一决
高下，所以也并不是特别在意联赛的赛制
是否公平合理。

但这又带来一个问题，既然女篮的职业
俱乐部在实际操作中难以维系，为何不直接
允许以省队为单位参加WCBA职业联赛呢？

这个问题如何作答，和三大球职业联
赛如何发展、中国三大球如何振兴的重大
课题，息息相关。

中国女篮联赛变中求进

宜昌市西陵区是宜昌城市功能核心区，城
市环境精细化治理标准相对更高。今年以来，
西陵区城市管理执法局聚焦城市集中高质量
发展，始终秉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
人民的理念，深入推进“净美街巷”综合整治工
作，通过科学规划、精细治理、共治共享、文化
融合，让背街小巷有颜值、有活力、有内涵，切
实提升了居民的满意度和幸福感。

科学规划，打造民心街巷。西陵区始终将
背街小巷整治提升作为一项惠民工程、实事工
程，指导辖区各街道按照“安全街巷、洁净街
巷、有序街巷、美丽街巷”的标准，研究制定“一

巷一策”设计方案和整治台账，确保背街小巷
更具特色、更富魅力、更有温度。搭建“协商共
治+多元参与”平台，利用各街道党建协调委员
会议事机制，组织党员和居民代表，联合街道
包片科室、综合行政执法中心等，按照“协商议
事、联动办事、居民评事”思路共同研讨，广泛
征集群众意见，议定综合治理方案，确保让群
众亲身参与、得到实惠。

精细治理，扮靓街巷环境。聚焦基础设
施，结合空间布局，西陵区因地制宜持续开
展“大更新”行动，共修补人行步道 2000余
平方米，修复破损地面5000余平方米，粉刷

围墙 4000 余平方米，更换井盖 60处，街巷
空间品质进一步提升。聚焦空间环境，充分
考虑绿地空间布局整体优化，采用见缝插
绿、转角绿化等方式，累计补种绿植 500余
平方米，修整绿化用地 800余平方米，规整
杂乱架空线32余处，实现推窗见绿、移步换
景。聚焦美丽街区建设，指导 22家商户科
学设计广告店招，按建筑结构及风貌特点，
确定店招比例尺度、风格，形成整体流畅、美
感协调。

共治共享，涵养街巷文明。西陵区充分
发挥“双报到”工作机制，引领干部党员下沉

一线，联合志愿者、物业及商户等力量，对背
街小巷门店底商、房前屋后、绿化带等重点
区域进行拉网式清洁，并对墙角、自行车棚、
楼道小广告、树丛堆放杂物进行集中清理，
协同共建美丽家园。以爱国卫生运动、周末
卫生大扫除等为载体，组织发动社区党员、
热心居民开展清理各类垃圾、擦拭公共设
施、收扫枯枝落叶、补种绿植等志愿服务活
动，共清理白色垃圾、烟头、杂物41吨，擦拭
公共设施尘土550平方米，营造共建共治共
享良好氛围。

文化融合，提升街巷内涵。西陵区坚持

文化元素融合植入，按照“依巷施策、彰显特
色”的工作原则，建成“光明路”“幸福路”文化
浮雕群和景观小品，打造独特的“为爱发电”
文化街巷，使背街小巷成为市民网红打卡
地。依托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三线建设等
文化资源，将葛洲坝文化进一步融入到街巷
提升之中，打造“葛洲坝的记忆”百米老照片
展示墙，展示了葛洲坝从无到有、场景变迁、
人文风貌、重要事件、关键文献、历史旧物等
丰富内容，再现葛洲坝人民为工程建设奉献
的青春和热情。

（朱灵）

西陵区：聚焦公共空间治理 背街小巷焕然一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