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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以赴，确保开学前校园顺利通气

近日，武汉光谷为明实验学校负责人左先
生将两面绣有“不忘初心担使命，心系师生优服
务”“真诚服务效率高，安全供气为师生”的锦旗
送到光谷运营中心，感动地说：“学校食堂装修
进度滞后，灶具落位晚，我一直在担心通不了
气。真是感谢你们，加班加点让我们的食堂用
上了气，还给我们预留了足够的调试、试运行时
间，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武汉光谷为明实验学校是一所集小学、初
中于一体的九年一贯制高品质学校。学校本次
招生规模庞大，师生即将于9月初陆续报到，工
期紧迫。项目代表在知晓情况后高度重视，通
过积极对接、精心筹划，提前站在客户角度考虑
可能影响顺利通气的因素，提前告知并指导客
户，将相关工作前置化；同时为保证工程如期完
工并验收，施工过程中也多次前往现场，以确保
工程施工顺利、工程节奏紧张有序。最终在客

户的迫切需求下，质安部、项目部、客服部相关工
作人员披着夜色完成了送气点火的最后一环，
确保了该项目在工期内完工，并顺利点火通气。

为满足光谷区域各中小学校及幼儿园开学
用气需求，自8月初开始，光谷运营中心就将学
校燃气工程纳入优先办理事项清单，公司项目、
运行、质安、客服等部门各环节协同联动、无缝
衔接，结合学校相关施工方案及用气时间及时
调整通气方案。同时，公司每日跟进工程建设
进度，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出现的问题，工
程完工验收合格后，第一时间组织验收、交线、
碰头等工作，保障学校开学用气需求，确保广大
师生开学时能顺利吃上热腾腾的饭菜。

8月底，光谷运营中心已完成武汉市光谷
第二十七小、光谷为明实验学校、藏龙岛三小、
凤起乐鸣幼儿园等4所学校的通气点火，为2万
余名师生开学能吃上热乎饭提供保障。

每年开学季前学校报装，是市燃气集团重
点关注项目，各运营中心的项目部按惯例会提

前摸排现场情况，对所有学校项目单独建立周
报，以便项目能如期通气，全力保障学校开学燃
气平稳供应。

事无巨细，筑牢校园燃气安全防线

开学季，校园用气安全不容忽视。市燃气
集团针对学校，有序开展燃气安全检查及安全
宣教活动，维护校园用气环境安全的同时，提升
相关人员燃气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8月底，江南运营中心华师综合服务中心
对书城路中学及洪山区第一小学食堂进行燃气
安全检查。燃气工作人员对食堂各灶具连接处
进行检查，重点检查燃气管道是否老化、漏气，
燃气报警器效验是否在有限期内，燃气灶是否
有熄火保护装置，燃气阀门关闭是否严密有效，
并向燃气使用人员讲解安全操作规范，开展安
全知识宣传，现场为食堂消除燃气安全隐患。
安检人员严谨的工作态度、高度负责的敬业精
神得到学校领导的点赞。

南湖综合服务中心则携手湖工大南区食堂
举办一场别开生面的燃气安全知识学习活动，
旨在提升食堂员工对燃气安全的认知水平，为
校园内燃气的安全使用打下坚实基础。

活动当天，湖工大南区食堂内，资深的燃气
工作人员以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为食堂
员工做培训。详细讲解正确使用天然气设备的
方法，从日常检查到规范操作，每一个细节都力
求准确无误，确保每位员工都能掌握正确的使
用方法，避免因操作不当引发安全事故。

特别是燃气泄漏的预防与处理，工作人员
通过真实案例的剖析，讲解如何识别燃气泄漏
的迹象、传授应急处理措施，如立即关闭燃气阀
门、开窗通风、迅速撤离并报警等；同时，强调定
期维护和检查燃气设备的重要性，鼓励大家将
安全意识融入到日常工作中，提高警惕性。

进入新学期，市燃气集团将持之以恒，以高
度的责任心和敬业精神，持续为校园的燃气需
求、用气安全保驾护航。 （龚萍 朱炜杰）

持之以恒，市燃气集团全力护航开学“第一餐”

市燃气集团助力学校顺利点火通气。

9月正值开学季，武汉市燃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燃气集团”）秉承国企担当，打造优质营商环境，各运营中心持之以恒，冒着高温天气全力以赴，为
保障开学后学生们能吃上可口的饭菜，保障食堂等区域的用气安全，如期满足学校的用气需求，完成开学前的燃气安全检查，为校园筑牢用气安全“防线”，维
护校园环境安全，让师生开学“第一餐”更加美味。

长江日报讯（记者
汪甦）9 月 2 日，在中国
三峡武汉科创基地发展
大会上，国家数字建造
技术创新中心智慧绿色
能源工程实验室、智慧
能源与互联仿真实验
室、工控创新实验室一
同揭牌。

在当今世界，清洁
能源正逐渐成为各国
能 源 转 型 的 核 心 力
量。国家数字建造技
术创新中心智慧绿色
能源工程实验室等3所
实验室的成立，意味着
我国在清洁能源工程
的智能化道路上又迈
进了一大步。

三峡集团相关负责
人介绍，国家数字建造
技术创新中心智慧绿色
能源工程实验室，就像
是清洁能源领域的“智
慧大脑”，重点围绕清洁
能源工程智能建造、绿
色运维中的“卡脖子”关
键问题开展技术攻关。
具体来说，这个实验室
将研究建立国产自主的
大型水电工程全生命周
期数据主线平台（引擎）
等智能管控体系，收集
并处理各种关键数据，
帮助工程师们更好地
理解和管理整个项目
的运转情况。“通过这
个平台，我们可以实现
清洁能源工程的标准
化设计、智能化建造以
及绿色化运营，确保每
一个环节都处于最佳
状态。”

而智慧能源与互联
仿真实验室堪称清洁能
源的“指挥中枢”，它通
过先进的数据采集管理
和仿真技术，为清洁能
源的优化配置和安全运
行提供全方位的技术
支持。该实验室拥有
源网荷储多场景混合
仿真平台和虚拟电厂技术试验平台，不仅能模
拟复杂的电力系统运行和市场交易情景，还能
在园区和楼宇等实际用能场景中测试和验证
新技术。

工控创新实验室则如同清洁能源领域的
“全能助手”，为创新产品提供从研发到调试的
全流程支持。“例如在可靠性实验室里模拟生产
运行中可能遇到的极端环境，高低温、温度冲
击、温度循环、低气压、盐雾、沙尘、振动等，全面
考核产品是否满足各项可靠性指标。”这些实验
室共同构成了一个国际先进的综合试验平台，
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升级，助力清洁能源
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长江流域数据要素联盟在
同一天宣告成立。会议现场，“长江流域数据
要素流通平台及可再生能源行业数据服务平
台 REDaaS”正式上线。该平台立足于服务长
江全流域，聚焦于长江大保护、水资源联合调
度、工程运行安全管理等典型跨行业场景，整
合多个数据源，打破行业数据壁垒，构建长江
流域数据要素市场，激发新产业、新业态和新
模式的发展。

目前，该平台已开发了确权登记、要素流
通、需求发布、交易服务等多项功能，数据产
品涵盖航运、遥感、水利、能源、政务、气象、
发电生产、安全监测等多个领域。通过数据
融合应用，该平台针对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功
率预测需求，整合了微区域高精度气象数据
和可再生能源场站运行数据，并结合人工智
能技术，显著提升可再生能源的预测和调控
能力。

截至目前，长江流域数据要素流通平台已
吸引55家数商入驻，其中9月2日平台上线当
日新增数商 12 家，上架了涵盖航运、遥感、水
利、水电、气象和新能源等领域的数据产品共计
170个。

中国工程院院士钮新强表示，希望包括
三峡集团在内的众多央企、国企，加强与高
校、科研机构密切合作，积极探索利用数智化
技术，为长江经济带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强
大动力。

走进一线 看信心看信心
长江日报讯（记者秦璟）从父亲手中“接班”5

年的杨海，创新研发的移动式稻谷选糙筛设备，
为国内上千家粮库减少超15万吨粮食损耗。前
不久，8台移动式稻谷选糙筛设备发往无锡中粮
公司。今年以来，这种设备已销往湖北、江苏、江
西、广东等国家粮库。

8月29日，在位于江夏区的武汉竹禾粮食机
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竹禾”）生产车间，杨
海在一台激光车床旁告诉记者：“正在生产的这
台设备也是为国内一家粮库生产的。”

杨海说：“以前父亲办厂时，这些零件靠人工
切割，现在都换成激光设备了，精密度更高，满足
新粮机设备的需要。”

在杨海的记忆里，他自幼就与粮食加工设备
为伴。2005年，他的父亲杨自强从原武昌县粮食
机械厂改制下岗后，创办武汉云鹤粮机厂，生产基
础粮食加工设备，一直靠维护经销商实现增长。

2016 年，杨海从武汉理工大学机械工程专
业硕士毕业后，成立一家贸易公司，将父亲生产
的粮食加工设备销往海外。2019 年，从父亲手
中正式“接班”的杨海成立武汉竹禾，决定通过研
发新设备，创出一个粮食加工设备新品牌。

武汉竹禾成立不久，杨海了解到江苏一家国
家粮库公开征集能筛出稻谷里糙米的设备。这
些糙米如果随着稻谷入库储存，很容易引发粮食

变质。他调研后发现国内没有这种设备，立刻着
手研发。

“研发这样一台筛选机并不难，设计、建模、
测试基本上都是我一个人，学过的知识就够用
了。”杨海说，2019年底，杨海向江苏这家粮库交
付了第一代移动式稻谷选糙筛设备：将粮食倒入
机器，糙米、碎谷就会被自动筛选出来。

杨海说，当年，江苏这家粮库糙米率从5%降
至1.5%，客户十分满意，负责引进该设备的人还
因此获评江苏省先进个人。

杨海的这台专利设备填补了国内空白，他陆
续编制了全国行业团体标准。2020 年开始，找
上门向武汉竹禾购买粮食加工设备的客户越来
越多。武汉竹禾年营收逐渐突破千万元，国内市
场占有率达七成。

翻开武汉竹禾的产品名录，由杨海开发或引
进的新设备如今已能覆盖大米生产全流程，品类
达到十多种。

除了拓展国内市场，武汉竹禾还将粮食加工
设备卖到东南亚、南亚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
口额连年翻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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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记者万建辉

9月2日下午，在湖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就大家关
心的长江文化艺术季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湖北省主办这次长江文化艺术季，主
要有哪些优势？

湖北作为长江径流最长省份，处长江之
“腰”、居中部之中、得文化之厚，承办这次长江
文化艺术季使命特殊、优势明显。首先，湖北是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首提之地。其次，湖北
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先行之地。湖北是全国主
要经济区的几何中心，全国唯一一个同时布局
航运枢纽、国际铁路货运枢纽、航空专业货运枢
纽的省份，黄金水道通江达海，万吨巨轮沿长江
可直达。第三，湖北是长江径流最长的水润之
地。湖北因水而兴，因江而盛。湖北是长江径
流里程超千公里的唯一省份，长江流贯省内8个
市州41个县（市、区），最大支流汉江在武汉汇入
长江，三峡工程所在地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
重要水源地都在湖北。第四，湖北是长江文明
形成的关枢之地。长江天际流，荆楚百万年。
作为长江文化的重要代表，荆楚文化实证了我
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
史。荆楚文化在“起源”中奔跑，位于长江中游的
湖北石家河遗址与上游的三星堆遗址、下游的
良渚遗址同为长江文明早期三大高地；在“融合”
中兴盛，上承巴蜀、下接吴越，历经千百年融合交
流，形成了盛极一时的楚文化，成为中华文明重
要的组成部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荆楚文
化为承办好长江文化艺术季筑牢了坚强支撑。

本次长江文化艺术季的开幕式将在
长江江面上举行，有哪些创意和特色？

作为这次盛会的重头戏，同时也是开篇之
作，长江文化艺术季的开幕式将创造性地把武
汉美丽的两江四岸打造成一个“大城华彩亮相、
全民狂欢共庆”的主舞台。这个开幕式本身就
是一场点亮长江的大型沉浸式光影秀。我们会
突出文化和科技融合的特色，聚焦长江流域13
个省区市的特色文化元素，让全世界都能感受
到长江的风景之美、艺术之美、人文之美。

开幕式的环节总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

“名家话长江”。我们将在黄鹤楼前设置第二个演
播室，邀请文化名人对长江历史文化进行解读，为
点亮长江开幕式预热。第二部分是“百姓贺佳
节”。我们将在汉口江滩设置少儿表演、戏曲、歌
舞等群众文艺活动展演。通过这些群众爱演爱
看、接地气的节目，彰显“万千市民过佳节”的全民
参与性。第三部分是“长江文化长廊”。民俗风情
节目展演等环节亮点十足，将集中展现长江流域
13个省区市的人文风情。比如长江流域各省区
市的歌手和舞者，他们带来民俗风情连唱连跳《长
江万里长》，就是通过老百姓耳熟能详的地方小
调，展现长江流域文化繁荣、风情各异的特点。第
四部分是“长江光影秀”。这也是本次开幕式的
核心环节。从武汉长江二桥光影秀倒计时开
始，随着主宾船航行，镜头将依次展现武汉长江
二桥、长江江面、汉口江滩、武汉长江大桥等地
标。精心编排的水上双人舞《家住长江边》、交
响千人大合唱《长江之歌》、长江诗词创演秀《行

吟长江》、诗朗诵《再话长江》、激光秀合唱《我的
祖国》，在璀璨的灯光映衬下，“两江生明月，四
岸共此时”，观众将共同感受到“万千灯火点亮
长江，浪涛奏响华彩乐章”的壮美奇观。开幕式
的最高潮，数千架无人机将在天幕闪烁，大型的
烟火秀将从长江上喷薄而出。

本次长江文化艺术季将专门举办“锦
绣长江”非遗展，请问非遗展有哪些亮点？

作为本次长江文化艺术季十大板块活动之
一，“锦绣长江”非遗展示活动中，线下活动将在武
汉市四美塘公园举行。整个活动分为非遗展示、
非遗体验、云上非遗等板块。

非遗展示板块以武汉市四美塘公园为主展
陈空间，展示内容由长江情怀、感知长江、品味长
江和乐赏长江组成。长江情怀，以巨幅电子画
卷“长江画轴”的形式全面展示长江流域羌藏文
化、滇黔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湖湘文化、

赣皖文化、吴越文化多元共生、和而不同的文化
特征。感知长江，将紧紧围绕“保护、传承、创
新”的理念，设置传统技艺类、传统医药类、非遗
文创类三个篇章，集中展示长江流域各省区市
的非遗保护成果。品味长江，将选取长江沿线
非遗美食项目进行集中展示展销，以摊铺穿插
于非遗集市，让观众现场品味、感知非遗美食背
后的故事与温度。乐赏长江，将邀请长江地区
表演类非遗项目进行现场演出，让观众更直观
感受长江流域风格各异、特色鲜明的传统文化。

非遗体验板块在武汉市部分社区、景区开展
丰富多彩的非遗展示展演活动；在主活动场地举
办“光影传承”非遗电影展映，讲述非遗故事，丰富
市民文化生活；同时设置非遗研学课堂，组织传承
人现场传授，普及非遗知识，宣传弘扬传统文化。

云上非遗板块通过云端展播、云上直播、云端
互动的方式，利用互联网平台打破地域限制，让公
众足不出户领略长江流域丰富多彩的非遗魅力。

长江文化艺术季开幕式将在江面上举行

机械专业硕士子承父业

创新粮机让千家粮库储好粮少损耗

杨海和他自研的粮食加工设备。 长江日报记者秦璟 摄

（上接第一版）
“映像长江”电影周，9月19日至10月31日

将在全省各地举行，包括电影《新三峡》首映式、
公益电影展映等。其中公益电影展映将在全省
103个县（市、区）、133所高校及部分中小学校
选取近400个放映点位，放映100部优秀国产影
片，放映场次超过2000场。电影《新三峡》十年
磨一剑，以小人物的视角全景展示“新三峡、新
变化、新生活”。电影《奔跑吧，麋鹿》讲述一位
因车祸患上“创伤应激障碍”的自闭症女孩，在
夏令营与长江麋鹿相遇，最后成功治愈的故事。

“灵动长江”舞台艺术精品展，9月20日至
10 月 20 日将在武汉举行，安排了 16 台艺术质
量上乘、特色浓郁、票房给力的优秀剧目参加展
演，涵盖京剧、地方戏曲、话剧、舞剧、芭蕾舞剧、
歌剧、音乐剧等艺术形式。中央芭蕾舞团、国家
京剧院等五大国家级院团将齐聚武汉，共同演
绎不一样的精彩。陈丽君、李云霄老师将率浙
江小百花越剧团来汉上演经典越剧《梁祝》。

“相约长江”合唱周，9月24日至10月9日将
在武汉举行，邀请中外著名合唱团与江城群众
合唱团同台演出，既有阳春白雪，又有市井烟火。

“书香长江”阅读周，9月27日至9月29日
将在武汉举行，举办武汉书展阅读嘉年华、名家
讲座与名作分享、百所高校百万大学生红色共
读、十佳长江文创、荆楚礼物评选等系列活动。

“遇见长江”文学周，10月19日至10月27
日将在武汉、宜昌、荆州等地举行，主要包括启
动环节、主题研讨、作家采风长江行等活动。苏
童、徐则臣、李敬泽、熊召政、刘醒龙等大家，以
及《庆余年》《千山暮雪》《迷雾围城》等网络剧作
家匪我思存、猫腻等，都将在文学周期间与读者
见面互动。

“锦绣长江”非遗展，10月23日至10月28
日将在武汉举行，包括非遗展示、非遗体验、云
上非遗等内容，将邀请长江流域 13 个省区市
300多个非遗代表性项目、650多名非遗代表性
传承人参加。

“唯见长江”艺术季闭幕式，11月4日将在
举世瞩目的三峡大坝所在地宜昌市举行，分为
上篇“不尽长江滚滚来”、中篇“轻舟已过万重
山”、下篇“唯见长江天际流”三个部分，运用交
响乐、诗词演诵、大合唱、小组唱、戏曲联唱、大
场景歌伴舞等多形式呈现。

首届长江文化艺术季开幕式将于9月14日晚在武汉长江江面上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