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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坚守交出绿色答卷
本报记者 董庆森 柳 洁

湖北锚定高质量探路先行区

本报记者

柳

洁

董庆森

盛夏时节，行走在荆楚大地，一派生机勃勃的

景象。

当前，湖北全省上下立足新发展阶段，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努力建设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先

行区，加快“建成支点、走在前列、谱写新篇”，向着

经济更好、结构更优、质量更高、后劲更足、实力更

强稳健前行，荆山楚水正谱写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新篇章。

建设中部崛起战略支点

日前，湖北交出了一份来之不易的经济“期中

卷”：2022 年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达 24502.79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 4.5%，增

速高于全国 2.0 个百分点。

在中央支持湖北经济社会发展一揽子政策的

扶持下，湖北把稳增长作为头等大事，培育和巩固

新的增长点，高质量发展跑出“加速度”，加快建设

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

疫后重振“十大工程”火力全开。在公共卫生

体系、交通、水利、能源、新基建、冷链物流和应急

储备设施、城市、产业园区提升、新一轮高标准农

田建设、生态环境十大领域，一批打基础、补短板、

强功能、利长远、惠民生的重大项目抓紧建设。

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双擎”驱动。华为、小米、

华星光电、宁德时代、亿纬锂能等一批知名企业加

大在湖北投资布局，鄂州花湖机场建成投用、天河

机场扩容提质、沿江高铁顺利开工、三峡集团总部

回迁，新增中国电建装备集团等总部企业 133 家。

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加速提升。紧紧依靠创新

驱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湖

北全力打造武汉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

心，加快建设以东湖科学城为核心区域的光谷科

创大走廊。2021 年，全省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4100

家，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30.2%。

营商环境“金字招牌”越擦越亮。“黄金 30 条”

“新 30 条”“降成本 20 条”“十必须十不准”先后出

台，标本兼治破解营商环境顽瘴痼疾。2021 年，全

省新增市场主体 114 万户，规上工业企业 1697 家，

均为历年最多。新增上市公司 20 家，比上年翻了

一番。

大力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倍增计划，湖北新

兴 产 业 蓬 勃 发 展 ，经 济 发 展 新 动 能 不 断 增 强 。

2018 年至 2021 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

产业占全部规上工业比重由 11.4%升至 21.8%，新

能源汽车、光芯屏端网、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

业日渐成势。

与此同时，在农业产业化的赛道上，湖北实施

省领导挂帅的“链长制”，以工业化理念、产业化思

维推动十大重点农业产业转型升级。三峡蜜橘、

潜江小龙虾、鄂西南武陵山特色茶、鄂西北香菇、

江汉平原“双低”油菜、禽蛋 6 个国家级优势特色产

业集群建设提速。截至今年 5 月底，全省规模以上

农产品加工企业为 4932 家，主营业务收入增长

12.2%，农业产业化发展势头强劲。

进入新发展阶段，湖北乘势而上，排难而进。

湖北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努力建设全国构建

新发展格局先行区。湖北的发展目标正从“有没

有”转向“好不好”，发展方式从以要素驱动、投资

驱动为主加速向创新驱动为主转变。

创新驱动做强发展引擎

“最快仅需 43 秒！”武汉光谷高新大道激光科

技馆里，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邓家科指着一台白色的汽车车架，介绍这种新能

源汽车车身的激光焊接技术。他们联合华中科技

大学及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产学研用协同攻关，用

15 年时间研发出这套高质高效激光加工装备及激

光自动化焊接生产线。

华工激光的母公司是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

公司。该公司率先攻克了光纤激光器、超快激光

器、半导体激光器芯片等一批关键技术，牵头制定

国内激光装备行业首个国际标准，产品出口 80 多

个国家和地区。

画 电 路 图 、编 程 、调 试 各 种 设 备 ⋯⋯7 月 22

日，烽火通信公司研发人员热火朝天地忙碌着。

眼下，烽火通信国产化替代率取得新进展——预

制棒、光纤、光缆实现完全自主生产；自研服务器

产品实现大规模出货；宽带接入关键核心技术实

现突破，整体国产化率超 90%；大数据业务、应急信

息化产品全面转向国产化平台。烽火通信副总裁

熊伟成说，通过自主研发，烽火将 100G 商用芯片

提升到 400G，提速 4 倍，能耗和体积却只有 100G

的三分之一。

“为延伸创新链条，烽火通信联合华中科技大

学、武汉大学等 10 家单位共同组建湖北省新一代

网络与数字化产业技术创新联合体。”熊伟成表

示，联合体将面向新一代网络以及数字化创新产

业链需求，通过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解决制约

产业发展的“卡脖子”关键共性技术问题，运用市

场机制带动全产业链协同创新。华工科技和烽火

通信的发展，正是湖北发挥科教资源优势、实施产

学研用协同创新、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缩影。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创新，打通科技成果转化

“最后一公里”。湖北陆续推出“科技十条”、“新九

条”、科技强省建设“1+4”等政策，开展职务科技成

果赋权、科技成果评价、科技人才评价等改革试

点，推动“揭榜挂帅”、“赛马择优”、重大科技项目

首席科学家制等一系列科技项目管理改革，使大

批科技成果迅速产业化。

创新增能，服务添能。湖北聚焦战略性新兴

产业、支柱产业及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出台

《省级隐形冠军培育三年行动方案》《制造业优质

企业梯队培育方案》及“小进规”奖励、国家级试点

示范奖补等政策措施，加快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2017 年至今，共培育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2357 家、

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 172 家。

“鄂来拍”“鄂来揭”“鄂来投”和“联百校、转千

果”等系列活动让科技成果集聚效应加快形成。

今年上半年，湖北全省技术合同成交额达 1599.57

亿元，同比增长 72.58%。

创新驱动发展，创新赋能发展。如今，湖北全

社会研发投入突破千亿元，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突破万亿元，围绕光电科学、空天科技、生物安全

等优势领域组建起 10 家湖北实验室，产出一大批

原创成果。湖北区域科技创新能力进入全国科技

创新水平的“第一方阵”。

绿为底色释放澎湃活力

大江奔流，生机勃发。湖北是长江流域重要的

水源涵养地和国家重要生态屏障，是南水北调中

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三峡库区和坝区所在地，肩负

“一库清水北送、一江清水东流”的

重要使命。绿色崛起成为湖北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底色。

湖北宜昌，长江畔。兴发集团

新材料产业园内，近千米滨江绿

地取代了原来的厂房。这里曾经

是黄磷厂和沿江码头，“化工围

江”直接威胁长江生态安全。

破解“化工围江”，宜昌率先

打响雷霆之战：3 年里，沿江 1 公

里 内 134 家 化

工企业全部关停或

搬离。作为全国最大的精细磷化工企业，兴发集

团壮士断腕：累计拆除沿江装置 32 套，全力修复拆

除腾退的 900 米岸线，高标准建设沿江绿化景观

带，实现生产岸线向生态岸线蜕变。

作为长江径流里程最长的省份，湖北始终把

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

在沿江省市中，湖北率先编制实施《湖北长江

经济带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总体规划》，以负面清

单严守资源消耗上限、环境质量底线、生态保护红

线，实行总量和强度“双控”，实现“留白”发展，留

足“绿色”空间。

强力推进长江大保护十大标志性战役，关改

搬转沿江化工企业 417 家，全省长江干线取缔非法

码头 1211 个，腾退岸线 149.8 公里，生态复绿 856

万平方米。

生态环境好不好，关乎全年目标考核。目前，

全省 326 个省控监测断面已全部纳入各地政府年

度考核目标；“林长”“河湖长”的督导考核结果，则

作为地方有关党政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和自然

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重要依据。2017 年以来，湖

北有 200 多名干部因生态环境损害被省委、省政府

严肃问责，其中包括厅级干部近 30 人。

水质改善、水清岸绿、江豚腾跃，长江重新焕

发 生 机 。 湖 北 省 生 态 环 境 厅 厅 长 何 开 文 介 绍 ，

2021 年，全省 17 个重点城市 PM2.5累计均值为 34 微

克/立方米，为 2015 年以来最好水平；190 个“十四

五”国控断面中，水质优良比例为 93.7%，创历史新

高，长江、汉江、清江干流水质提升并保持在Ⅱ类。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放眼荆楚大地，

崇尚绿色，正成为最基本的价值取向；良好生态，

正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奋楫扬帆正当时！湖北正在高质量发展新征

程上破浪前行！

“在城区河段居然能拍到‘野鸭子’，

证 明 我 们 恩 施 市 的 生 态 环 境 越 来 越 好

了。”去年 11 月 22 日，摄影师张保平在湖

北恩施市清江红庙段拍摄到了中华秋沙

鸭，即恩施人常说的“野鸭子”，让他感叹

不已。

中华秋沙鸭有“鸟中大熊猫”之称，是

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在拍鸟的 8 年里，

张保平的相机里定格了斑头雁、豆雁、铜蓝

鹟等近 400 种鸟类，其中不少是此前在恩

施境内消失或鲜见的品种。恩施市生态环

境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柳惠炼看到照片后

欣慰地说：“功夫不负有心人，多年的努力

终于有了回报。”

多年来，坚持绿色发展，推进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是恩施市始终坚守的理念。

时针拨回到 2002 年。当年，国家以每

亩 400 元补贴农户发展茶树等经济作物，

但农民的增收之路并不平坦。

刘成是恩施市屯堡乡花枝山村第一批

种茶人。2003 年，他拔掉玉米改种茶树，收

成并不理想。环保专家现场把脉：“以前化

肥、农药用多了，一定程度的土地污染影响

了收成。”

随 后 ，在 当 地 党 委 、政 府 的 引 导 下 ，

在 环 保 部 门 工 作 人 员 手 把 手 帮 助 下 ，广

大 农 户 向 污 染 宣 战 ，整 治 面 源 污 染 顽 疾

的 战 斗 全 面 打 响 ，有 机 茶 种 植 在 全 市 逐

年推广。

恩施花枝山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就

是生态保护的获益者。该公司利用当地的

生态优势发展有机茶产业，采取“公司+合

作社+基地+农户”经营模式，发动花枝山

村农户广泛参与，引导大家共同致富。

如今，花枝山村茶园面积已由最初的

不足 200 亩发展到现在的 2000 余亩，村民

年人均收入由不足 2000 元增加到现在的

1.4 万元。当年贫穷落后的山村彻底改变

了模样，成为山青水绿、茶园飘香、文明富

裕的亮丽村庄。

“近年来，恩施市坚持绿色发展定位，

强化生态、产业等基础支撑，打造了‘土’

‘硒’‘茶’‘凉’‘绿’特色文化品牌，积极探

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两山’转化恩施

模式。”恩施市委书记苏勇说，绿色发展理

念在恩施已深入人心，绿色生活方式蔚然

成风，未来仍要稳得住心神，牢牢守住生态

红线，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

图图①① 湖北襄阳湖北襄阳（（宜城宜城））火电项目正加紧建设火电项目正加紧建设。。

郑新涛郑新涛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图图②② 位于湖北枣阳吴店经济开发区的湖北港利制冷配件有位于湖北枣阳吴店经济开发区的湖北港利制冷配件有

限公司车间限公司车间，，工人在进行制冷配件加工工人在进行制冷配件加工。。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伍志尊伍志尊摄摄

图图③③ 湖北创新主战场之一的武汉光谷未来科技城湖北创新主战场之一的武汉光谷未来科技城。。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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