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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农业大学农
业绿色低碳发展实
验室主任何可教授：

新洲区作为武
汉市的关键组成部
分，在推动“三个优
势转化”方面所做出
的努力和取得的成
绩，彰显了武汉市在
新时代背景下重塑
城市价值的战略远
见。新洲区通过重
点产业的引入和基
础设施建设，为区域
内的科技创新和人
才培养提供了实践
平台，有助于促进科
技与教育深度融合，
为城市可持续发展
注入新的活力。通
过优化交通网络和
提升公共服务设施，
正在逐步构建起一
个便捷、高效的区域
交通和服务体系。
这些举措不仅有助
于提高区域内的互
联互通水平，也能为
新洲区在更广阔的
范围内参与国内外
经济循环提供有力
支撑。通过小流域
综合治理和高标准
农田提质改造等项
目，新洲区在保护和
改善生态环境的同
时，也为农业和乡村
旅游等产业的发展
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些发展智慧在提
升居民生活质量的
同时，塑造出新洲区
生态宜居、经济多元
的城市形象。

专家
点评

新洲：“问津故地”迈向“航天新城”

“中国星谷”
建设不断提速

位于新洲区双柳街的武汉国家航天产
业基地，金马（华中总部）游乐装备产业园项
目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长 300 余米、宽
110余米的生产研发中心正在进行装饰收
尾。站在厂房内，仿佛置身巨大的魔幻空
间。再过5个月，这里将投产先进的户外游
乐设施。

“目前国内尺寸最大的过山车，可以在
基地内进行组装、测试与分解；直径超过100
米的摩天轮，将在这里实现订单生产。”项目
现场负责人廖汉伟介绍，项目从落户到建设
推进，一路走来，总公司在这里投资建设华
中总部的信心不断增强；进场开工时，发现
工地门前有一条燃气管线的预埋深度不够，
不能满足在此处开设施工道路的要求。新
洲区相关职能部门紧急行动，组织施工单位
进行燃气管线的下沉施工，在短短几天内让
燃气管线“下潜”到地下一米多，满足了此处
修建大型车辆出入道路的要求，打通项目建
设的关键线路，这种效率令人惊叹。

武汉国家航天产业基地是我国首个商
业航天产业基地，目前8平方公里产业核心
区基本成型。商业航天类、新材料类、数据应
用类、装备制造类等，一共17个产业项目入
驻基地，基地实现卫星、火箭、行云、航天材料
齐聚的产业格局。基地具备年产20发到50
发火箭和240颗卫星的批量化生产能力，武
船总部整体迁入，基地被命名“中国星谷”。

今年以来，基地签约“楚天”超低轨通
导遥一体星座项目，项目规模组网卫星将
达数百颗，首颗技术验证卫星已成功发
射。行云公司建成我国首个通导遥一体
化的“武汉市卫星数据应用公共服务平
台”，平台一期上线试运营，拓展实现城市
治理、智慧交通、数字农业、地质灾害、安
全应急等多个行业应用场景。投资5亿元
生产火箭贮箱的九天行歌、投资 1.5 亿元
建设火箭试车台的上海寰宇等配套项目
签约落地。在基地西部龙口片区，华中最
大冷链物流园区——金控长贸国际冷链
物流园开仓试运营，签约上下游企业 16
家；武汉粮食应急保障中心、粮食铁路专
用线、江北储备粮库等项目有序推进；通
威华中区域总部及年产 40 万吨智能饲料
厂、万兴祥环保绿材研发生产基地等项目
开工建设。

以产兴城、以城促产、产城融合。依托
武汉国家航天产业基地，新洲区全力打造航
天新城，新城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速。

与金马华中总部项目毗邻的航天科工
机电中心与科研配套保障中心项目，是武
汉国家航天产业基地重点企业航天科工空
间公司的二期项目。项目正在加紧建设，
投产后，将解决空间公司的关键配套保障
问题。

该公司行政工作人员高楷文介绍，此
前公司有数十名员工集中租房居住，二期
项目完工后，这些员工与新招员工可统一
入住保障中心。

推动“落户星谷”，航天新城建设蹄疾
步稳。新洲区专设航天基地工作专班和航
天建投公司，高质量、高标准推进建设、完
善航天新城基础设施。

东部核心区正加紧建设航天基地智慧
园区；航天一路、航天三路、学林北路等项
目建设提速；西部门户区内龙口路、天元中
路、龙飞路、龙翔路等项目同步推进，一个
便捷高效的循环路网即将成型。同济航天
城医院、新城文体中心、航天公园、消防站
等公共设施已全面建成。新洲一中是全省
名校，新洲一中航天城校区即将投用，校区
配备高标准实验室、图书馆、体育馆，按照

“大学城”模式设置的教学楼与宿舍区进入

最后的装饰阶段。

问津新城
渐成新洲对外新名片

“每天早上出门散步，我都要去‘问津
新城’那边转转，看着新的区人民医院在加
紧建设，新城不断有新变化，很开心。”新洲
区邾城街居民张金安说，“这个生活了一辈
子的地方，现在越变越美，‘问津新城’这个
名字我也很喜欢。”

在区政府所在地邾城，打造宜居宜业
的问津新城，新洲区不断加力。将位于老
城区的区人民医院整体外迁到问津新城，
建设新的区人民医院，是提升新城功能品
质的重要项目。新的区人民医院今年初全
面开工建设，规划净用地面积140余亩，总
建筑面积20余万平方米，设置床位数1000
张，计划总投资近20亿元。项目规划分为
三个区域，包括中、东部的综合医疗区，西
侧的辅助医疗区和北侧的预留发展区。新
的区人民医院是融功能复合化、运维智慧
化、环境生态化、空间人性化于一身的现代
化综合性医院。

对于新洲居民来说，他们获得的将不
仅是一座优良的医院，还将是一片环境优
美、赏心悦目的健康休养区。

今年以来，问津新城的建设步伐进一
步加快。佳海产业园、易创智谷产业园入
驻投产；城东棚户区改造等项目建设提速；
邾城市场片区城市更新项目、民防路新建
工程、文昌大道综合整治提升工程、水韵大
街等工程有序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新增绿
色建筑也将推动城市品质进一步提升。

快速发展的问津新城吸引了更多目
光。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今年将正式入
驻问津新城，建设新洲校区。

新洲区住房和城市更新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以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新洲校区
建设为契机，新洲将全面推进问津大学城
建设，将问津文化、教育及相关产业不断做
大、做强、做优。

赋能新城发展的是更实惠的配套政
策。今年，《新洲区推进以人口集中为核心
的就地城镇化实施方案》《关于进一步促进
新洲区房地产市场高质量发展措施的通知》
发布，让很多有意在武汉东部创业就业的居
民眼前一亮：根据这些政策，户口不在新洲
邾城、双柳的居民，在这两地购买新建的商
品住房，按每套予以5万—10万元购房消费
券补贴，契税予以全额或六成的补贴，此外
还有物业消费券补贴，二孩、三孩家庭购房
消费券补贴等诸多优惠政策。

聚焦现代服务业、大健康、智能制造三
大主导产业，问津新城正不断导入优质项
目，提升产业发展能级。

问津新城建设大步向前。问津新城，正
逐步成为新洲区全新亮点和对外新名片。

一街一品
造就宜业宜居生态新区

新洲区汪集街，武英高速与新施公
路会合处有一片围挡区域，目前正在进
行紧张施工，这里是建设中的汪集汤食
文化产业园。不久后，它将成为展现汪
集乃至新洲区美食、文化和生活气息的
综合平台。

汪集汤闻名遐迩，有楚天第一汤的美
誉。从“一罐鸡汤”到成为一个品牌，以“汪
集汤”为核心，新洲区成功打造了上下游综
合产值达10亿元的产业链。汪集汤食文化
产业园是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汇集荆楚
美食文化第一街、食品数字化展销馆、食品
加工示范园、生态田园休闲区等综合功能。

产业园将与汪集街区融合发展，以后
的汪集街区将分布文化休闲区、汤食文化

广场、商业综合体等板块。如果以“喝一
罐汤”为目的，在这里将可以吃住行游购
娱一整天。

以优势特色资源为媒，“一街一品”，一
个个特色亮点小镇在新洲遍地开花，“生态
文化宜居宜业新区”渐行渐近。

旧街问津茶苑产业园是另一个“从产
品到品牌到产业链发展”的样本。这里集
生态化茶业种植、科技化茶业加工、智慧
化茶业销售、体验式休闲旅游为一体。分
为茶园产业游乐核心区、田园休闲片区、
康养片区、森林探索康体片区和水乡休闲
片区。

“旧街街道成功开发‘旧街白茶’‘刀楼
寨白茶’‘城楼寨茶’3项地理标志产品，大
雾山茶业有限公司、城楼寨茶场等 2 项有
机产品标志，城楼寨、大家山、大雾山、少潭
河等4项绿色产品标志。全街茶叶年产量
110吨，产值2亿多元。60个村和社区中，
有27个村种植有茶园。全街6万多常住居
民，有 3 万多人从事与茶叶相关行业。”旧
街街道相关负责人熊莉介绍，旧街问津茶
苑产业园采用了“村企联营”的经营模式，
不仅提高了茶叶的生产效率，也为村民带
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邾城华源丰汤食品产业园、三店宋桃
产业园、涨渡湖朴甜猕猴桃生活田园……
一个个特色产业园蓬勃发展，过去的田间
地头已成为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全新舞台。

小流域综合治理
刷新乡村品质气质

新洲区潘塘街境内，有一条名为“土
河”的长江三级支流，蜿蜒流经多个村庄，
对于当地村民来说，每年庄稼能否有收成，
取决于河流水位的高低。从今年起，祖祖
辈辈“望天收”的状况发生改变。

今年，土河纳入武汉小流域综合治理
试点，沿线在3年内将实施33个改造治理
项目，推动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
奋力实现“生态美、产业强、百姓富”。

位于土河中段的叶家里泵站进入紧张
施工，该泵站将把土河的水引入道观河北
干渠，形成水系连通。潘塘街道相关负责
人黎小文介绍，没有这个泵站前，土河沿线
村庄田地灌溉遵循从上到下的办法，上游
取水过多，下游就陷入无水或少水的境
地。有了泵站，下游 5 个村的田地旱季灌
溉不再“等水”，而是直接引水，灌溉条件大
大改善。

目前，潘塘当地已集中流转17个村共
2万余亩土地，引导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
业。当地已经与区农投、浙博、北大荒、安
徽荃银、星光耀等龙头企业合作，打造“问
津”品牌农产品的全产业链生产基地。已
建成种业核心展示区1.01万亩，潘塘街整
街水稻种植面积达 3.5 万亩，辐射带动
3000 多农民就业，农民人均增收 5000 余
元。

原来无人问津的撂荒地蜕变为“问津”
品牌农产品的全产业链生产基地。门前那
条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河，气质刷新了，
当地农民的生活品质也刷新了。

土河流经潘塘街桃源村的一段靠近四
吴公路，这里沿河岸一侧正在进行护岸清
淤，随后将对河岸绿化改造，修建3公里的
沿河绿道。沿着这条绿道漫步，听一侧河
水淙淙，看稻田一望无际，将成为附近村民
饭后的生活日常。

新洲区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将有效
发挥土河小流域综合治理试点示范作用，
统筹土河小流域沿线三店、旧街、徐古、辛
冲等街道，形成土河全流域联动发展格局；
有序开展道观河、少潭河、三庙河、东河等
小流域综合治理，擦亮新洲乡村“诗与远
方”的鲜明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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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流域综合治理刷新乡村品质气质。

加快建设航运航天现代产业新城、打

造生态文化宜居宜业新区，近年来，站在

发展新起点上的新洲区凝心聚力、勇毅前

行。“中国星谷”构建起“星箭云材”全产业

链，进入全省五大优势产业集群；在全市

城区中首创街镇生态产品特色考核和

GEP核算，成为全市首个国家级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区；对标“千万工程”，持续开展

人居环境整治，获评全省“村庄清洁行动”

先进县、全国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全力

创建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获评全国休闲

农业重点区；强力推进“一门”“一窗”改

革，建成全市首个“无证明城区”；创成全

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区、省级农产品质

量安全区、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区，民生福

祉持续增强。新洲，这个因“孔子使子路

问津”典故而流芳千年的“问津故地”，活

力迸发、奋楫争先，正倾力打造中国航天

第三极，快步迈向“航天新城”。

问津新城渐成新洲对外新名片。

汪集汤带动上下游产业链综合产值达10亿元。

航天新城日新月异。

三店街道桃胶产业带动乡村振兴。

“中国星谷”建设不断提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