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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崔逾瑜
通讯员 李聚森 陈剑萍

“发酵罐里有乾坤。”12月12日，武
汉新华扬生物九龙酶制剂生产基地，大大
小小的发酵罐经管道连接组合，构成微生
物发酵孵化器。在这些发酵罐里，各种微
生物菌种不断分裂增殖，生长出各种饲料
酶制剂核心产品。

新华扬是我国最大的饲料酶制剂生
产服务商，多年来该公司凭借“独门绝活”
研制出多个酶制剂产品，市场占有率稳居
全国第一，成为国内饲料行业发展壮大不
可或缺的顶流推手。

这个独门绝活就是强大的饲料原料数
据库。在数字经济日新月异的当下，新华
扬数据库还在不断扩容，在夯实自身发展
底座的同时，也助推国内酶制剂走向世界。

填补全球芽麦研究数据空白

酶是什么？
“酶属于生物催化剂，支配着生物的

新陈代谢、营养和能量转换等诸多催化过
程。”新华扬科技管理部总监辜玲芳介绍，
酶经过发酵、提纯、加工后形成酶制剂，是
人类日常生活的老朋友，广泛应用于啤酒
酿造、面包制作、卤品加工等各领域。

酶在饲料领域的作用也很大。100
克酶添加到成吨饲料中，能提高饲料的营
养利用率，帮助畜禽更好吸收营养，更多
地产出肉蛋奶，稳住百姓“肉盘子”。

但是，酶和饲料原料的关系如同“一
把钥匙开一把锁”。从数千种饲料中找
到与之相匹配的酶，新华扬找到突围路
径。研发团队将全世界饲料原料研究个
遍，何时何地产的何种原料，里面有哪些
营养物质，又有哪些影响消化的抗营养
因子，适合哪种动物，都被详细记录并一
一匹配。

经过多年积累，新华扬建立完整的精
准原料应用数据库，并与中国农业大学李

德发院士的饲料原料常规养分大数据平
台成功对接。只要输入饲料企业原料成
分，即可量化成饲料中各种养分的消化利
用指标，为最优化的酶制剂解决方案提供
参考依据。

拥有如此精准而完备的数据库，让新
华扬在饲料酶制剂领域一骑绝尘，成为饲
料企业不可替代的上游供应商。

2023年夏季，河南、陕西、安徽等小麦
主产区连续遭遇“烂场雨”，导致大量小麦
发芽霉变，约2000万吨芽麦流入饲料加工
行业。由于发芽小麦养分损失较多，质量
不好控制，成为饲料企业最棘手的难题。
无数个求助电话打到新华扬，公司迅速凭
借独一无二的数据库，在10天内就评估出
数十种芽麦的2000多个营养指标，制定出
酶制剂配套方案，填补国内外关于芽麦研
究数据的空白。仅此一项，新华扬为每吨
饲料降本约200元，同时也带动公司定制
酶、小麦酶、木聚糖酶等产品的销售。

“无抗”饲料每年减抗3万吨

2020年，饲料禁抗、养殖减抗、食品
无抗的禁令，使全国农牧行业进入“无抗”
发展新阶段。不能使用抗生素，畜禽生病

后怎么办？
“酶制剂可以替代常规抗生素的使

用。”辜玲芳解释，以葡萄糖氧化酶为例，
可形成肠道中的厌氧环境，减少有害菌
滋生，提高有益菌生长，从而增加畜禽

“肠动力”，提高养分消化吸收率，增强动
物免疫机能。畜禽少生病，长得壮实，自
然不用打针吃药，无形中减少抗生素的
使用。

早在“禁抗令”颁布前，新华扬就开始
做“饲料替抗”技术储备，打造“无抗三剑
客”——酶制剂、微生态制剂、酸化剂，制
造出酶菌酸等产品，可替代饲料中的抗生
素，目前已在国内多家饲料集团、大型养
殖企业广泛使用，每年可减少约3万吨抗
生素使用量。

酶制剂不仅可以“减抗”，还可以“减豆”。
我国每年大量进口大豆，对外依存度

高。新华扬开发出“双75”耐热蛋白酶等
饲料酶制剂产品，用在畜禽日粮配方中，
可减少大豆使用量。山东、河南、河北、辽
宁等地的大型饲料企业将这些酶制剂添
加在畜禽用粮配方中，能替代1%豆粕使
用量，提高小麦、高粱、棉粕、菜粕及玉米
胚芽粕等杂粮杂粕的使用比例，每吨饲料
可降低配方成本约50元。

帮越南建成首家饲料酶检测实验室

新华扬牢牢占据国内市场后，国际化
路线水到渠成。

2011年，新华扬与越南胡志明农林大
学合作，帮助建立越南第一家饲用酶检测
实验室，为当地饲料企业发展提供科技支
撑。同时，我国酶制剂标准被成功引入越
南，大幅提升了我国酶制剂的国际知名度。

新华扬每年研发经费占公司营收
10%以上，2016年投入200多万欧元，完
成200多项安全性试验，终于获得植酸酶
欧盟准入许可。据辜玲芳介绍，欧洲是全
球最大的植酸酶市场，对植酸酶的准入要
求非常严苛，至今拿到欧盟准入许可的国
内企业并不多见。

2023年9月，新华扬与中国农科院
姚斌院士团队合作成立华扬科睿生物科
技公司，功能性蛋白生产基地落户武汉光
谷。一年来，公司新开发出肽优、味优、焙
优、酒优、乳优等系列功能性蛋白产品，为
食品加工业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

如今，新华扬还瞄准生态洗护领域，
向医药领域延伸，解锁更多应用场景，让
畜禽生长更“酶”好，人类生活更健康。

“酶数据”一骑绝尘

汉产饲料酶制剂练就全国第一 湖北日报讯（记者魏萌叶、通讯员田育新）12月 30
日，长江办部署2025年元旦春节期间长江流域禁捕水域专
项联合执法活动。湖北作为分会场之一，与江西、四川、湖
南等长江流域禁捕水域15省（直辖市）同步启动该活动。

“本次行动重点任务包括：清理取缔涉渔‘三无’船舶、
开展‘清网行动’、查处非法垂钓、开展任务水域周边水产品
交易市场和查处其他各类非法捕捞及破坏水生生物资源和
渔业水域生态环境的违法违规行为。”湖北分会场现场，省
农业农村厅渔业渔政管理处二级调研员安兆庆介绍。

行动期间，我省17个市州将安排136艘渔政执法船，
分布在长江、汉江及水生生物保护区等禁捕水域开展常态
化巡航检查，同时积极组织公安、海事、市场、生态环境等执
法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行动。

“市场监管部门在此次活动中的职责是打击市场销售
的非法捕捞渔获物，斩断地下销售产业链。”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执法稽查局副局长、三级调研员张永康表示，截至目
前，全省系统共检查水产品交易涉渔经营主体430万家次，
监测电商平台类网店、网站280万个次，整改问题9500余
个，查办涉渔案件1900余件。

据悉，本次行动聚焦跨省交界、案件高发、举报线索集
中、舆情多发等重点水域，突出联合执法，强化渔政、公安、市
场监管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强化上下游、左右岸、江河湖库区
域间的联勤协作。行动贯穿元旦、春节，至2月15日结束。

双节期间长江流域
禁捕水域开展联合执法

湖北日报讯（记者农新瑜、实习生吴香凝）经过3年紧
张拍摄，以长江大保护为题材的“电影三部曲”《一江清水》
《日出江花》《无言的守护》近日全部摄制完成，明年将陆续
在全国上映。

湖北是长江径流里程最长的省份，是长江流域重要的
水源涵养地和国家重要的生态屏障，电影“三部曲”立足讲
好长江大保护的湖北故事，展示湖北作为。第一部《一江清
水》讲述了为保护长江生态，渔民退捕上岸，开始新生活的
故事；第二部《日出江花》讲述了破解“化工围江”，沿江化工
企业“关改搬转”的艰难历程；第三部《无言的守护》呈现一
座城市守护江豚，最终有了“江豚吹浪立 沙鸟得鱼闲”的和
谐画卷。“三部曲”用光影颂扬荆楚儿女为保护母亲河长江，
为使一江清水永续东流，牺牲自我、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
展现了长江大保护的丰硕成果。

据介绍，三部电影创作历经3年，先后在武汉、宜昌、荆
州、黄石等地拍摄，其主创均来自湖北，编剧朱华曾创作《春
分有雨》《一粒米》《武陵谣》等多部电影作品。近年来，他将
视野转向长江大保护，深入到长江沿岸的多个城市，采风深
入生活，创作完成《一江清水》《日出江花》《无言的守护》剧
本，从不同侧面反映长江大保护的生动实践。武汉籍青年
演员赵晶告诉记者，作为生在长江边、长在长江边的演员，
很荣幸参与“三部曲”的拍摄，这是报答母亲河——长江养
育之恩的最佳方式。

长江大保护
湖北“电影三部曲”摄制完成

农业新链··微而不凡微而不凡

在武汉新华扬公司的实验室内，科研人员使用发酵罐进行微生物的发酵实验。（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任勇 摄）

建设大交通 培育大物流 拓展大产业
——浠水县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纪实

千古百业兴，先行在交通。
浠水，南临长江、北倚大别，东接吴头、西连楚尾，自古就

有“七省通衢”“水陆要冲、鄂东门户”之称。
如今，机遇叠加、优势凸显，融城入圈，借机腾飞，多式联

运千帆竞发，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跳动强劲脉搏。
近五年来，浠水县紧扣“大交通”“大物流”，加快构建现代

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交通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
能力大幅提升、利民便民水平不断提高。

放眼浠水大地，纵横阡陌间，一条条高速公路辐射延
伸，一条条柏油路入乡进村，一辆辆公交车串起了城乡生
活，打通城市经济发展“大动脉”、铺就乡村振兴发展“快车
道”……

12月 24日，散花固昌码头，塔吊林
立，机械轰鸣，二号转运站正搭建脚手架，
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

“目前，水域工程桩基已全部完工，趸
船、皮带机、装船机等设备正在按计划生
产建造、陆域工程已顺利开标，预计码头
将于明年三季度投产，年吞吐量可达700
万吨。”浠水港埠物流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尹四建介绍。

基础设施“硬联通”，是实现“四港”联
运的基础。近年来，浠水县围绕公转水、
公转铁，完善“铁水公空”四网联通，充分
发挥承接功能、聚散功能、汇聚功能、智慧
功能，对接新型信息化建设，发展信息港，
形成互联互通新格局——

扩水港！2022年，总投资10余亿元
的长崃码头工程建成一期4个5000吨级
泊位并投入运营，填补了该县无现代化高
桩码头的空白。近年来，该县大力推进浠
水河航道整治工程，启动散花港、兰溪港、
巴河港码头扩容提升等工程，重点推进大
型散货码头等建设。

联空港！今年12月，黄冈黑豹国际
物流园投入试运营。步入物流园内，一台
台货车整装待发，载着床垫、沙发等运往
湖南、江西、四川……紧密依托花湖机场，
浠水县引进湖北黑豹综合物流园项目，积
极打造“空运+城市物流”融合的新型物
流模式，加速建设联通内外的现代化物流
枢纽。

拓公路！2022年，G347巴蕲公路项
目在浠水县开工，如今巴蕲项目第二标段
建设已顺利完成。为优化区域路网结构，
该县不断完善国省干线主骨架，积极推
进 G347、S409、G220等一批国省道建
设工程。

“建设大通道、培育大物流、拓展大
产业。”浠水县交通运输局局长程旭表
示，希望通过战略性投资建设，盘活优势
资源，实现物流降本增效，助推浠水蓄势
崛起。

快递进村是农村寄递物流体系的“最后
一公里”。一直以来，快递进村受农村村落布
局分散、农村快递业务量小、包裹运输成本过
高等因素影响，导致快递进村受堵。

如何畅通堵点，让快递进村、农货出山更
畅通？

近年来，浠水县持续完善县、乡、村三级
物流体系，加快建设县级综合物流园，不断提
升配送效率，打通农村物流配送“最后一公
里”。

12月24日，该县综合物流园物流配送中
心内一片忙碌，近10家快递物流公司的分区
依次排列，工作人员正对快递包裹进行分拣、
装车，快递运送车辆频繁进出。

现场负责人禹利军伸手一指，“这些包裹
一大早进港，经过3小时集中分拣，当天就能
送到村里。”每天，这里有10余万件包裹送至
浠水县400多个村级快递服务网点。

不远处的电商云仓内，“滴滴滴滴……”

一张张订单不断通过出票机打印出来，一直
拖到了地上。

湖北稻道商贸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胡志
勇高兴地说，今年10月入驻以来，生意十分火
爆，每天都有约20万件货品发往全国各地。

县域物流“经络”畅通后，浠水县招商引
进全国干线运输20强企业黑豹物流投资5亿
元落户巴河，加快构建进出花湖机场的客货
运门户，目前已初步形成村、镇、县、省、国内、
国际多级物流体系的大循环，构建起了农产
品进城、工业品下乡，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物
流“天网”“地网”。

黑豹黄冈园区负责人龙桂表示，物流园
定位鄂东物流枢纽中心，通过“集采、集运、同
仓、共配”助推黄冈与周边地方产业的联动，
预计可为地方产业降低10%的供应链成本和
30%的物流成本。

当前，浠水县每天进港件有10万件左右，
出港件有3万件左右。

今年“十一”长假期间，浠水县绿杨乡梓木
山庄热闹非凡，来自省内外的游客们沿着宽阔
漂亮的多彩旅游路，观赏美景、娱乐休憩。

“多彩旅游路宽阔平整、沿线风景秀丽，空
气质量良好。一路骑行，让人感到十分惬意。”
来自武汉的骑行爱好者罗先生利用周末到绿杨
乡梅朴线重游“铁三”赛道时，对沿途的美景发
出由衷感叹。

近年来，浠水按照“高标建设、适度超前”的
理念，精准绘制了“三环八射七十二路”网络图，
建设人民群众期盼的农村公路，推动农村公路
建设向村组农户、工业园区、产业基地、旅游景
点延伸，把路修到群众家门口、百姓的心坎上。

高品质柏油双车道的梅朴线，与范查、丁土

线串成绿杨乡北部山区、库区内循环。沿线安防、
绿化、景观、驿站等一应俱全，全线贯通乱石河禾
雀花谷、梓木山3A旅游度假区和望江山庄等景点
7处，建成了桑葚、黄金刺梨及绿茶、油茶等产业
园11座，丰富的文旅和产业资源，吸引300余名
村民就业，沿线7个村集体经济收入年增加10万
元，产旅融合发展，带动了沿线村民致富。

“修建一条农村公路，串联一路美景、带动一
片产业、发展一地经济、造福一方百姓。”程旭说，
2018年以来，浠水获评命名了“四好农村路”全
省、全国示范县，白莲镇、蔡河镇、绿杨乡相继获评
省级示范乡镇，洗桃线被表彰命名全省“最具人气
农村路”，农村公路路衍经济蓬勃发展，“交通+”
效应充分释放。

交通畅达惠万家——
“四港联动”助力融城入圈借机腾飞

物畅其流通天下——
多级物流体系畅通内外联通物流网

乡村迈上康庄道——
绿美“交通+”激活乡村振兴新引擎

景美人和谱新途——
交通运输向“绿”而行 助力“双碳”目标

撰文：翟君 王琪 方俊

光储充换运一体站。（曹雯 摄） 浠水黑豹物流园。（王路港 摄）

浠水县农村公路丁土线。（陈瑛 摄） 10月31日，浠水县首座新能源重卡充换电站
投入运营。当天，一辆电动重卡缓缓驶入清泉镇麻
桥路口充换电站，换上电池，扣上卡扣，换电完成，
整个过程用时5分钟左右，方便快捷令人称赞。

12月25日，浠水县首座“光储充换运”一体站
在该县现代智慧综合物流园投入运营。同样也是
5分钟，一辆电动轻卡汽车就能“满电复活”。

电从哪来？物流园屋顶光伏板源源不断把太
阳能转化为电能。郑州大展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徐俊介绍，该项目使用园区内一万平方米屋
顶光伏设备发电，日均可发电约2000度，实现了
光伏发电自发自用，确保区域内的持续电力供应。

“车都不用下，电池就自动换好了，方便又快

捷！”司机王文龙乐呵呵地算了一笔经济账，“以
前加油，加满300公里要近300元，现在换电仅
需约80元，一年下来可以节省十几万元。”

浠水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涂柏林介绍，近年
来，浠水县围绕国家“双碳”战略目标，持续推进

“交通+新能源”一体化建设，结合全国充换基础
设施补短板试点，推动浠水县新能源汽车智慧充
电桩项目建设，将在三年内布局充电桩不少于
541处，建设运营管理平台1套，加快推进充电基
础设施向乡镇延伸。

大地为琴路作弦，纵横交错谱新曲。
路畅、景美、人和、民富，一个外联内畅的新

浠水，正阔步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