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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综合治理，生态更
优美

夜幕降临，荆州市沙市区洋码头文
创园内华灯初上，点亮了一座座临江而
立的百年老建筑，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美
丽“邂逅”。成群结队的游客放缓了步
伐，在浩荡奔涌的长江之畔，感受荆州
的历史脉搏。

“千年古商埠，百年洋码头”。1876
年，荆州沙市码头开埠，英、法、德等
国相继在这里设领事馆、码头等，故称

“洋码头”。新中国成立后，沙市依靠港
口优势发展轻工业，诞生了活力 28、沙
松冰箱、荆江暖水瓶等一批享誉全国的
知名品牌。

在改革开放浪潮下，市场竞争日趋
激烈，洋码头的一些老品牌创新动能不
足，接连破产关停，许多问题随之而
来：废弃的厂房随处可见，历史建筑逐
渐破败，污水直排长江，棚户区任意搭
建……居民“临江而不见江”，洋码头成
了长江边一块显眼的“伤疤”。

2016 年，荆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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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打响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
沙市洋码头片区改造也正式启动。

“首先，市里将园区范围内原有直排
长江的管道全部封堵，新建了雨污水管
网，让园区的雨污分流，确保雨污水不
直排长江。”洋码头文创园投资建设有限
公司执行总经理余波介绍，在治理过程
中，他们对沙市码头悠久的历史遗迹

“修旧如旧”，在修缮历史建筑时，尽量
在不改变其外观特征前提下，对墙面、
门窗、屋面等外立面和结构进行加固检
修等。

洋码头项目运营经理毕海波介绍，
荆州提速提效推动洋码头治理，一方面
拆迁棚户、工矿企业；另一方面对园区
旧厂合成车间进行设计改造，建设江汉
明珠工业成就展示馆。

2021 年，当地投资 1800 万元对洋码
头文创园范围内的广场、烟囱、合成
塔、历史建筑等节点进行夜景提升，洋
码头“亮”了。

洋码头只是荆州长江流域综合治理
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荆州已清理、取
缔非法码头 340 处，腾退长江岸线 55 公
里，取缔码头数量全省居首。同时，荆
州按照应绿尽绿、见缝插绿的原则，将
码头复绿与防护林建设、城市景观公园
建设融合，完成了造林绿化 31.5 万亩，
高标准复绿305处，栽种树木苗木30余万
株，复绿面积超过150万平方米。

挺起“工业脊梁”，激活
发展动能

在荆州市公安县伟胜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不锈钢复合新材料项目现场，工程
车川流不息，今年 1 月 31 日开工建设，
现在厂房已有雏形。

“目前已经基本将厂房建设好，年底
将设备调试完毕，到明年2月左右就可以
正式投产。”伟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
理周忠华说，该项目同步配置了环保除
尘、废水处理、循环水等公辅设施和智
能化生产系统，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
将有力补强荆州高端制造业产业集群，
预计年产260万吨不锈钢新材料，年销售
收入有望达到150亿元。

在此之前，项目投资方、南京东金
集团董事长傅宜东曾带领公司在全国多
个地方考察，最终选择了公安县。“这里
有长江黄金水道，物流成本低，便于公
司大宗原材料运输。湖北省内上下游配
套企业还可以为公司生产、发展提供支
撑。”傅宜东说，公安县为了引得凤凰
来，专企专策、紧盯快上，为企业提供

“店小二式”服务，百亿级项目从洽谈、
签约到落地仅用了9个月时间。

近年来，荆州市持续擦亮国家级承
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国家加工贸易产业
园两块“金字招牌”，依托长江黄金水道
与浩吉铁路和焦柳铁路、许广二广高速
等“铁水公”干道优势，加快承接沿海
地区产业链、资金流、物流“西进北
上”，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

荆州谋求高质量发展，不仅加快开
放发展的步伐，也不断练好“内功”，激
发自身发展潜力。

在荆州恒隆集团久隆事业部展示
厅，“专业磨砺品质 科技铸造未来”两
行大字下，公司最新发明的不同类型汽
车动力转向器摆放在玻璃柜里。“这款
eRCB汽车转向器靠电信号链接，具备手
机控制的功能，蕴含许多专利技术。”恒隆
集团久隆事业部技术中心主任孔真斌说。

恒隆集团诞生于荆州，专注于自主
核心技术生产动力转向器，产品远销美

国、韩国以及东南亚等地。“我们以创新
驱动发展，推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
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现有研发工程师
100多人，今年的研发投入超过1亿元。”孔
真斌说，“未来是智能化时代，我们已经提
前布局，在一些先发领域取得突破。”

发挥长江“扁担”中间部位的区位
优势，荆州全力积聚要素资源、加快转
型发展。2022 年，荆州新增国家级、省
级科技创新平台 13 家，新增省级创新型
产业集群3个，新增高新技术企业150家、
总量突破 550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达到
1700家，登记技术合同交易额140亿元，科
技成果转化173项、转化额9.4亿元。

保护利用相得益彰，千年
古城“楚楚动人”

在荆州博物馆陈列大楼 《吉金耀
彩》 展厅内，独立展柜中的一件铜戈发
出幽幽寒光，引得游客纷纷驻足观看。

“这不是普通的戈，阑侧两面各有 4 个
错金铭文‘攻吴王光’‘自作用戟’，‘吴
王 光 ’就 是 位 列‘ 春 秋 五 霸 ’的 吴 王 阖
闾，他和楚国有一段精彩的历史……”
荆州博物馆纪南镇枣林铺墓地考古发
掘项目领队赵晓斌介绍。“吴王光戟”
距 今 约 2400 多 年 ， 2019 年 出 土 ， 与

“越王州句剑”等 4 代越王剑于 2022 年
首次展出。

除了印证历史的“吴王光戟”，精美
绝伦的龙凤虎纹绣罗单衣、巧夺天工的
楚国玉器、内容丰富的楚国简牍……荆
州的馆藏文物，彰显着厚重的历史与文
化，是荆州得天独厚的珍贵资源和不可
多得的宝贵财富。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湖北省文
史馆荆州工作组、湖北省文物保护管理
委员会荆沙分会、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纪南城工作站等相继在荆州成立，薪
火相传，继往开来。

近 70 年来，荆州的文物工作者一代
接着一代，将荆州楚文化考古研究和保
护事业推向前进。“文物保护有‘黄金时

间’，我停不下脚步，总想着如果自己快
一点、再快一点，就能留住更多宝贵的
文化遗产。”荆州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方北
松说，20 年来他们已经修复了 18 万枚简
牍、10000余件木漆器、1000余件纺织品
等各类珍贵文物，他们的专业修复团队
也从最初的5人增加到50多人。

目前，荆州全市有博物馆、纪念馆
14 家，馆舍总面积近 17 万平方米。馆藏
品逾21万件 （套），其中，荆州博物馆藏
品逾 19 万件 （套），国家一级文物达 614
件 （套），在全国地市位居前列。

为了让文化遗产都活起来，荆州广
泛使用新科技、构建新场景、发展新业
态，加快推动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城市
核心竞争力，赋能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在荆州楚王车马阵景区，8200 平方
米展厅里，约108件馆藏文物通过科技手
段呈现，动静皆宜：车马阵展厅内，投
影在纱幕上的古代战马高声嘶鸣，兵车
隆隆作响；嵌在亚克力柱里的古玉模
型，参观者将手放在感应位置，屏幕便
能自动放映介绍；在互动大屏前，参观
者可以用 AI 体验楚国贵族服饰……“我
们的陈列馆展厅运用了大量声、光、电
技术，通过触控屏、场景式模型、VR、
互动体验、数字投影、动画等手段，让
2000 多年前的楚国人文历史可看、可
听、可感受。”楚王车马阵景区营销部负
责人周舟介绍，今年“五一”假期，景
区接待游客1万多人次。

荆州还先后投资150亿元建设以中国
楚文化展示区、国家大遗址保护示范区
为主要载体的纪南生态文化旅游区，方
特园、园博园、楚文化数字产业园等一
批重大项目相继开放，旅游产业规模效应
逐步显现。荆州市文旅局统计数据显示，
2023年一季度，荆州市接待游客1700万人
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10.7亿元。

“荆州将继续坚持在保护中传承、在
发掘中阐释，大力推动楚文化对外展示
交流、保护科技创新、文旅融合发展，
努力让世界在荆州读懂楚文化，让楚文
化从荆州走向世界。”吴锦说。

湖北省荆州市加快建设江汉平原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从“险在荆江”到“美在荆江”
本报记者 田豆豆 吴 君

湖北省荆州市加快建设江汉平原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从“险在荆江”到“美在荆江”
本报记者 田豆豆 吴 君

滚滚长江一路向东奔流，行
至湖北荆州，流速锐减，在 483
公里的蜿蜒河道里，孕育出富庶
土地、千年文化。“层楼百余尺，
迢递在西隅。”荆州，依水而立、
因水而美、治水而兴，也一度为

水所困。
党的十八大以来，长江经济

带高质量发展全面推动，宏伟画
卷徐徐铺展。“我们坚定扛牢长江
大保护政治责任，累计投入400多
亿元实施流域治理和生态修复，

实现从‘险在荆江’到‘美在荆
江’、从‘化工围江’到‘绿满荆
江’、从‘靠江吃江’到‘靠江护
江’的绿色蝶变，绘就了‘万里
长江、美在荆江’新画卷。”荆州
市委书记吴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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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思维 转型升级
吴 君

回望过去，荆州取得过巨大成就，也遇到过发展瓶
颈。荆州总是在总结中找到问题的答案，在创新中找到发
展突破口。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是荆州转型升级的方向。
荆州引进企业、苦练“内功”，既借助外力补齐短板，也激
发潜力强化优势。荆州锐意改革，不断为智能家电、汽车
零部件、石化装备等新兴产业补链、强链。荆州坚持文化
赋能，以文促旅，搭建文旅发展大舞台。

古老的荆州，早已将楚文化的奋斗精神、创新精神、
包容精神深深融入血脉与思想中。有强大的精神支撑，未
来的荆州也一定会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创造一个又一个
佳绩。

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我对乡村
有着美好的期待和向往。

2004年，我到荆州市荆州区植物保
护站从事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工作。胶
鞋、手套、草帽，是田间调查必备“三件
套”。田间调查从水稻全生育期药效试
验、观察记载病虫害发生及防治情况
开始，烈日酷暑，身上不是一身泥，就
是一身汗，脸晒黑了、晒出了斑，但我
的专业技能得到了快速提升。

2006 年，我成为助理农艺师，担
任荆州区植保站副站长，2013 年，担
任区植保站站长。在水稻病虫害防治
季节里，田间随处可见背着厚重喷雾
器、打着赤脚施药的农民。我一直在
思考，如何让农活儿更省力。经过3年
的创新探索、试验示范、实践推广，
我开创了“农药械企业+专业化防治组
织+合作社+农户”共建示范基地模
式，联合开展推广绿色植保新技术、
新器械集成应用，改变了以往农民头
顶烈日、汗流浃背施药的局面。如
今，荆州区拥有自走式喷杆喷雾器 60
多台、植保无人机100多架、牵引式高
效植保机械510多套，高效植保机械化
率达 70%以上，主要粮食作物实现全
程机械化。开展农业有害生物灾害专
业化防治，每年可挽回农作物产量损
失5.5万—7.2万吨左右。

2016 年，由我主推的“水稻绿色
高产高效生产技术集成与示范推广模
式”“主要农作物害虫高效安全灯光诱杀关键技术推广
与应用模式”分别荣获农业部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一
等奖、湖北省科学技术成果推广与应用三等奖。示范
区农户水稻平均减少用药成本22.75元/亩，平均减少用
药 1.5次，农药减量控害成效显著，亩增产 25—50公斤，
亩增收60—120元。科技成果转化赋能农业生产，有效
实现了先进技术与生产实践的对接，助推了地区水稻
生产高质量发展。荆州区先后列入全国水稻绿色防控
与专业化统防统治融合示范县、全国杂草定点试验示
范县。

我所在的农业科技服务中心致力于农业新技术引
进、试验、示范、推广。近年来，我们统筹组织高校
科研院所专家、农技推广人员、以乡土专家为主的社
会化农技服务力量 3 支队伍，吸纳在校相关专业大学
生，根据各地技术和产业发展需求，组建荆州农技

“三位一体”专家团队，以小分队形式深入生产一线，
开展全产业链、全方位的服务，着力推进品种培优、
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
化生产，高效打通农技推广

“最后一公里”和农产品上行
“最先一公里”，助推农业高
质量发展。

（作者张莉为党的二十大
代表、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
农业科技服务中心农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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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蚂蚁服务星站”，建起乡村直播
间，推出网红农产品……近年来，青海省海
东市平安区打造数字人才就业孵化基地，为
创新创业人才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和政策保障。

拓展就业新空间

在平安区“蚂蚁服务星站”办公区，一
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为来自五湖四海的线上
消费者提供服务。罗黎明是其中一员，去年
从青海省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他通过
线上招聘入职“蚂蚁服务星站”。经过一个多
月的岗前培训，罗黎明成为一名合格的在线
客服，实现家门口就业。

2022年，平安区以培育数字经济新业态

为机遇，引进“蚂蚁服务星站”公益项目，
通过引入国内知名电商平台的后端客服业
务，以数字经济发展推动当地劳动力实现就
近就业。

推出网红农产品

王胜江是平安区一家电商公司的总经
理，作为一个地道的平安人，大学毕业后他
选择了返乡创业。近两年，他抓住电子商务
发展机遇，采取“电商+企业+农户”模式带
动本地富硒蒜酱、富硒杂粮、高原牛羊肉等

特色农副产品线上销售。
随着涉农电商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平安

区聚合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挖掘出了青稞麦
茶、三色藜麦、牦牛肉水饺、牦牛奶贝等10
余款网红高原农特产品，农特产品年销售额
超 1200 万元。电商销售额从 2020 年的 2900
万元增长至2022年的1.1亿元。

近年来，平安区持续优化电商供应链，
加强区域公共品牌建设，推动物流降本增
效，助推乡村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让更多
高原绿色有机农特产品走出青海。

培养返乡“新农人”

“叶子的绿色应该由叶尖的浅绿过渡到叶
尾的深绿，过渡的时候要注意绣法……”在
平安区沙沟乡直播间，主播韩彪正向粉丝们
讲解青绣的针法走线和配色。

韩彪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绣郎”，也是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河湟刺绣传承人，在直播
平台拥有近10万粉丝。今年，韩彪入驻沙沟
乡电商服务中心，通过直播传播青绣文化、
出售青绣作品，还定期进行助农直播带货，

推销家乡特色农产品。
为吸引更多像韩彪这样的“新农人”回

乡创业，带动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平安区积
极建设“一乡一直播间”，通过农村电商、网
络直播等新模式对接乡村特色产业。

当前，平安区正在打造数字人才“成长摇
篮”。“面向返乡发展的‘新农人’，我们开展了
青年人才电子商务应用、电商直播、网络营销、
新媒体运营等知识培训，已培训电商‘新农人’
近1000人次。”平安区副区长莫当科说。

平安区委组织部部长孙辰介绍，平安区
创新实施“新平安人”点亮乡村计划，“鼓励
和引导人才带着资源、技术、资金投身家乡
建设，加快培育一批懂市场经营、从事农业
生产技术指导与推广、掌握现代农业生产技
术的各类农业产业新型人才，为乡村振兴战
略提供人才支撑、智力支持。”

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

打造数字人才“成长摇篮”
本报记者 王 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