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江日报记者高喜明 通讯员刘小进 王星予

12 月 12 日下午 4 时，从美国纽约飞来的 5Y8608 号航
班，满载80吨波士顿龙虾在花湖国际机场降落。在花湖国
际机场国际货站出港区，龙虾被送往海关查验。通关后，这
批龙虾被装进冷藏车，发往武汉、上海、杭州、广州、深圳、厦
门等城市。

12月11日深夜，随着O3181号航班载着104吨跨境电
商货物从花湖国际机场腾空而起，花湖国际机场累计货邮
吞吐量成功突破120万吨大关，花湖国际机场的货运能级再
一次迈上新台阶。

白天载客，晚上走货。夜间群降，清晨群起。随着夜空
中留下一道道航线，花湖国际机场逐渐成为一座“不夜城”，
用货运航线串联起全球的每一个角落。近日，长江日报记
者深入花湖国际机场，探访亚洲首座专业货运机场繁忙的
货运。

买卖全球
亚洲首座专业货运机场很忙

12月12日正值“双十二”，当日下午，记者在花湖国际机
场公共国际货站看到，出港区一片繁忙。7台集装箱卡车一
字排开，工作人员正用叉车从车内将打包好的货物卸下，货
物通过安检和报关后，整齐地摆放在货站内，等待着装上货
运飞机。

在跨境电商过检处，一条传送带连接着卡车集装箱和
安检机，一箱箱货物通过传送带被送到安检机前。“外国人
的圣诞节临近，拼多多、抖音、希音等平台的国产生活用品
在海外成了抢手货，高峰期一天出口量达600吨。”花湖国际
机场公共国际货站运营主体鄂州空港货运有限公司现场负
责人高振介绍，跨境电商货物以服装、玩具、电子产品、手
机、电脑为主，最近圣诞节饰品也很火爆。

下午4时，5Y8608号航班在机场降落。这是一趟龙虾
包机，满载80吨产自加拿大的波士顿龙虾从纽约飞来。

“飞机上有我们代理的20吨龙虾。”鄂州晟坤航空货运
代理有限公司经理胥芳胜早早就带着冷藏车等在了出港
区，“龙虾落地后，我们将直接通过冷藏车将龙虾发往上
海。”

这批货，广州坤海供应链有限公司也有35吨龙虾。该
公司4名工作人员守在出港区，接货后通过冷链将龙虾发往
武汉、上海、杭州、广州、深圳、厦门等城市。

“现在平均每天有10至12趟国际货运航班，平均货运
量约 490 吨，其中出口 370 吨左右，进口 120 吨左右。”高振
说，12月5日花湖国际机场创造了一个国际货运高峰，当日
运量达950吨，出港600吨，进港350吨。

通过花湖国际机场，买卖全球已非常便利。高振介绍，
从机场出口的货物主要以电子产品、普货以及跨境电商的
生活用品为主。进口方面，从欧洲飞来的航班，主要进口工
业机械设备，东南亚航线主要进口服装、榴莲、青蟹、鳝鱼，

美洲航线则以进口龙虾、车厘子和普货为主。

群起群落
凌晨每两分钟起降一架货机

“O37441，地面风 310 度，2 米每秒，跑道 01L，可以落
地。”12月16日凌晨1时08分，鄂州花湖国际机场空管服务
公司管制室带班主任姜文夫全神贯注地盯着屏幕，指挥着
航班飞机顺利在花湖国际机场落地。

姜文夫介绍，机场的飞机起降，由管制员指挥，必须确
保万无一失。管制员不仅要习惯日夜颠倒的作息，还得有
一颗强大的心脏。

声音干练，指令干净利落，短短几分钟内，数架航班按
照塔台指令，在花湖国际机场跑道平稳着陆或起飞。

“凌晨的花湖国际机场，平均两分钟起降一架货机，每
天都保持着‘群起群降’‘双跑道’运行模式。”姜文夫说，“眼
观六路，耳听八方”是空管的必备技能，管制员的日常，就是
同时紧盯多块屏幕，大脑不停研判几十项飞行信息，绝对不
能出错。“在机场东西两条3.6公里长的跑道下，共埋设5万
多个传感器，可实现机场跑道全时、全域信息感知，借助人
工智能技术，确保飞机安全和道面安全。”

天上星光，地上灯光。每天凌晨，花湖国际机场进入最
繁忙的时刻，一架架全货机陆续在这里落地和起飞。

密集的货运航班，让货物在花湖国际机场能够实现快
速流通。

松茸采摘、售卖重在“抢鲜”，往往是一个小时一个价。
2时01分，28吨的新鲜松茸以贵宾般的包机待遇经2小时从
云南抵达花湖国际机场，卸货后，坐上“松茸航班”一飞千
里，在清晨5时前飞往全国167个城市，实现从山间到舌尖
的完美飞跃。

一飞出山的不仅仅是一朵朵松茸，花湖国际机场开通
多条直达原产地的“生鲜航线”，整合航司、冷链、货代等多
种资源，助力葡萄、荔枝、樱桃、小龙虾等多种特色农产品

“鲜达全国、鲜飞出海”。
据统计，花湖国际机场平均每秒完成77.8件快件的分

拣、42.9千克货物运达全球、完成3.2千克国际包裹组板上
机。

每日数十万件快递包裹，如何精准高效送达各地？
花湖国际机场东西跑道之间，是相当于77个标准足球

场大小的转运中心，分布着总长52公里的分拣线。一件件
包裹有序进入自动分拣线，经高速相机扫描电子面单，系统
根据地址通过传送带将快件送入标有不同派送区域代号的
货袋中，再装车登机。在繁忙的夜晚，无论卸货还是装货，
平均耗时都不超过15分钟。

“这是目前亚洲规模最大的快递包裹处理系统，在降低
成本、提升分拣效率等方面效果明显。”顺丰公司相关负责
人说，以前工人手持终端扫码逐一分拣快递，熟练工1小时
最多800件，还难免出错。现在一台自动分拣设备1小时最
高可处理6万件，而且快递错分率大幅降低。

融合发展
天河花湖打造客货运双枢纽

记者在花湖国际机场公共国际货站采访时，来了一辆
车身上写着“光谷城市货站”的大货车。大货车进入货站
后，工作人员立即将作业区封闭起来，随后大货车的货便被
一件件直接运进了货站。

“从光谷城市货站过来的货物，已经过了收运、海关申
报、查验、安检，再通过监管卡车运输到花湖国际机场，抵达
花湖国际机场后可免于安检快速通关。”高振介绍，光谷货
站、天河国际机场、花湖国际机场已实现“货物直通、互为前
置”的新业务模式，天河国际机场和花湖国际机场间货运互
通、安检互认，能有效降低物流成本、提升货邮效率，实现武
汉天河、鄂州花湖航空客货运双枢纽融合发展。

今年8月17日，花湖国际机场正式开通“空空中转”业
务。4个月来，已成功完成了超1000单业务。“国际中转航班
最短衔接时间花湖国际机场已经可以做到整板仅需4小时、
拆板6小时，通过精准对接和高效协作，‘达卡－鄂州－仁
川’跨航司、跨货站‘一单到底’的换单拆板中转流程用时不
到6小时。”花湖国际机场相关负责人表示，“花湖国际机场
已为深度嵌入全球供应链做好准备。”

货物经鄂州中转以后，达卡进港航班载运率提升了 4
倍，仁川航班出港载运率提高了近3倍。整体物流运输成本
降低了20%以上，货物周转时间减少了2至3天。

今年以来，花湖国际机场积极拓展国际货运航线，形成
覆盖亚洲、联通欧美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航空货运网
络。目前，花湖国际机场已累计开通货运航线83条，其中，
国内货运航线53条，国际货运航线30条，通达48个国内城
市和34个国际城市。

今年前11个月，花湖国际机场新引进国际货运航司11
家、国内货运航司4家，超80家物流企业抢滩入驻。货邮吞吐
量跃居全国第五，增速全国第一，连续4个月货邮吞吐量突破
10万吨；连续4个月货运航班量超过3000班，位居全国第三。

12月11日深夜，随着O3181号航班载着104吨跨境电
商货物从花湖国际机场腾空而起，花湖国际机场累计货邮
吞吐量成功突破120万吨大关。货邮吞吐量从0到1万吨用
时7个月，从1万吨到10万吨用时3个月，从90万吨到100万
吨用时33天，从100万吨到110万吨用时27天，从110万吨
到120万吨用时26天。

随着花湖国际机场货运枢纽功能的持续释放，也吸引
了越来越多航空偏好型产业在周边落户。目前，中国物流、
中国邮政、东航物流等落子花湖；苹果、卡尔蔡司、施耐德等
8家世界500强企业设立了中国区中心仓；联想（武汉）等12
家重点企业通过花湖国际机场开展外贸业务；希音、抖音、
拼多多等电商龙头纷纷落户，带来跨境电商调拨出口货物
5862万票、4.46万吨，货值56.98亿元；新科宇航MRO、中康
众盛、度边电子等20个临空制造业项目和国药控股、九州通
沃田、中国供销等头部供应链企业项目正加快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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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讯（记者高喜明 通讯员谢蕾）12月12日上午，孝
感至天河机场高速公路项目正式开工。该项目建成后，可加
快武汉都市圈同城化发展，推进孝感临空经济区与武汉临空
经济区一体化进程。

据介绍，该项目路线起于孝感市孝南区澴川路与槐荫大
道交叉口，经高新区、孝南区、临空经济区，止于临空经济区南
部，接现状童家湖特大桥北侧桥头，全长约28.520公里。同步
建设槐荫互通祝站连接线4.521公里。该项目主线采用设计
速度100公里／小时的高速公路标准建设，其中起点至G107
段采用双向四车道、路基宽度27.5米，G107至终点采用双向

六车道、路基宽度34.5米；槐荫互通祝站连接线采用设计速度
80公里／小时、路基宽度26.5米的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
建设。

孝感至天河机场高速公路是“十四五”期间孝感市重点交
通建设项目，已纳入《湖北省综合交通运输发展“十四五”规
划》中期调整项目库。项目的建设对完善区域高速公路网布
局，加快武汉都市圈同城化发展，推进孝感临空经济区与武汉
临空经济区一体化进程，提升孝感至天河机场枢纽、武汉市中
心城区通行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据悉，项目总投资约56亿元，
力争通过2年左右的奋战建成通车。

孝感至天河机场高速公路开工建设

长江日报讯（记者高喜明
通讯员廖巍巍）近日，长江日报
记者从黄石市生态环境局获
悉，日前黄石市与鄂州市签订

《长江干流（鄂州—黄石）跨境
断面生态保护补偿协议》（以下
简称《协议》），这也是黄石市签
订的首个长江干流跨境断面生
态补偿协议。

签订该《协议》旨在深入推
动鄂州市、黄石市在长江干流
的生态保护和治理，推进上下
游协同共治，以保证“一江清水
向东流”为目标，将出入境断面
水质作为考核依据，坚持奖优
罚劣、公平合理、科学规范的原
则，建立长江干流（鄂州—黄
石）跨境断面生态保护补偿机
制，促进长江干流水质持续稳
定达到Ⅱ类。

《协议》有效期为 3 年，其
基本原则是“谁超标、谁赔付，
谁受益、谁补偿”，以长江干流
水质持续稳定达到Ⅱ类为目
的，实施长江干流鄂州—黄石
段上下游“双向生态补偿协
议”，若上游来水水质优于目标
要求，下游地区向上游地区提
供资金奖励；上游来水水质劣
于目标要求，上游地区向下游
地区提供污染补偿。水质监测
以长江干流在鄂州、黄石两市
跨市界处设置的省考三峡村断
面水质自动站监测数据为基
准，以该断面总体水质达标情
况与总磷浓度为考核标准，实
施长江干流鄂州—黄石段上下
游“双向生态补偿协议”。以黄石港区政府和鄂州市
临空经济区管理委员会为主体，按总磷浓度值每季度
开展考核，进行季度补偿资金预算，每年度进行年度
补偿资金结算，每年合计补偿金额上限为1000万元。

黄石、鄂州两地将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为
引领，坚持“保护责任共担、流域环境共治、生态效益
共享”的原则，以持续提高流域生态环境质量为核
心，强化区域间联防联控、协同共治，积极探索跨市
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促进高水平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

此前，黄石、鄂州两市已签订《高桥河跨市断面
生态保护补偿协议》，按照“谁超标、谁赔付，谁受益、
谁补偿”的原则，实施高桥河上下游双向生态补偿，
携手共同保护梁子湖。

目前，针对跨界河湖的治理问题，武汉都市圈
建立了生态环境联席会议制度和沟通联络机制，
积极开展双边、多边协作会商，印发生态环境协同
合作工作规则及生态环境合作工作要点，九市生
态环境局签订合作框架协议。武汉都市圈区域已
有多市围绕重点流域分别建立了流域横向生态保
护补偿机制。

把虾“吃干榨尽”

潜江小龙虾
“链”出大产业

长江日报讯（圈媒联盟 潜江日报记者艾帅 吴
曾爽）12月7日，潜江龙虾走进大湾区（深圳）品牌推
介暨农产品产销对接会在深圳保利文化广场举行，
油焖小龙虾、柠檬小龙虾、水乡虾稻、虾乡稻等系列
产品吸引了不少深圳市民驻足鉴赏。

为不断提升品牌影响力，潜江市持续开展潜江
龙虾“走出去”活动，通过进校园、进商圈、进社区等
多种方式，让更多人了解并喜爱这一美味佳肴。

潜江市聚焦科技创新，全力提升小龙虾养殖产
业源动力，在高效养殖模式、良种选育、立体种养和
新技术推广等方面均取得新进展。

“‘四季有虾’模式主要解决了小龙虾环境和营
养的问题。”省小龙虾产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李明波
介绍，目前，潜江“四季有虾”池塘精养模式养殖面积
已推广至1.4万亩，正逐步制定和完善省级标准。

在升级养虾模式的同时，潜江市还积极探索立
体种养模式，不仅守住了粮食红线，还在小龙虾、
水稻的基础上额外增加了一笔收入。“目前，我市
虾—稻—蛙模式 470 亩、虾—稻—鳜模式 1000 亩、
虾—稻—蛭模式 1000 亩，科研人员正筛选适合虾
稻共作的水稻品种，努力实现三丰收。”潜江市水
产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彭祥英说，“截至目前，我
市小龙虾养殖面积 96.42 万亩，其中虾稻共作面积
91.42 万亩，预计全年小龙虾养殖产量 15.37 万吨，
产值约86.60亿元。”

大虾满足味蕾，小虾能做饲料，虾壳能提取甲壳
素……一只虾在潜江已被“吃干榨尽”。“良成、湖耕、
启瀚、潜投4家年产万吨以上的小龙虾加工项目陆
续开工，预计到今年底，我市小龙虾加工产量将达到
50万吨，产值约310亿元。”潜江市小龙虾产业发展
促进中心副主任杨运刚说。

目前，全国范围内100平方米以上的潜江小龙
虾直营店、加盟店、示范店总数已达575家，餐饮产
值约169亿元。今年以来，潜江市小龙虾餐饮行业
持续火爆，仅潜江生态龙虾城已实现营业额3亿元，
同比增长约12%，充分展示了“小龙虾+”模式对地方
经济的强劲带动力。

2024湖北“潜江龙虾”产业博览会公布，2023—
2024 年度“潜江龙虾”区域公用品牌价值为 422.29
亿元。今年9月20日，湖北“潜江龙虾”省域区域公
用品牌授权大会在潜江召开，潜江市携手监利、洪湖
等16个小龙虾主产县市，共同签署了《共同使用“潜
江龙虾”品牌合作协议》，为全省范围内263家符合
高标准要求的小龙虾企业授予品牌使用权，进一步
推动全省小龙虾产业向更加标准化、规范化的方向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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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讯（记者高喜明 通讯员唐玥 胡红卫）12月10
日，武汉新城红莲湖片区光谷东数字经济产业园华中数字创
新基地项目现场，工人们抓紧施工，一片忙碌。“鄂州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华容分局（以下简称华容分局）做好自然资源
要素保障工作，多措并举服务项目提速增效，我们正在全力
冲刺四季度，打好收官战。”湖北联投光谷公司总经理谭旭
说道。

武汉新城光谷东数字经济产业园启动于 2020 年，南依
梧桐湖新区，北邻国家存储器基地，西抵光谷科学岛，东
毗葛店开发区，是鄂州市与湖北联投集团合作打造的重
点产业功能项目，园区规划占地 4 平方公里，项目计划总
投资超过 500 亿元。该项目以国家政策规划为导向、企
业资源优势为支撑，为武汉培育千亿产业集群铺展广阔的
发展空间。园区以大数据与云计算、5G 通信网络、网络信
息安全产品和服务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为核心，延伸带
动智能终端、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相关行业细分领域，承
接培育集数字产业、集成电路产业、智能制造产业、新能源

与新材料产业、通信电子产业、医养医美产业六大产业于
一体的“光芯屏端网”千亿战略产业集群。经过三年多耕
耘，已有 30 余家企业落户园区，园区正在加紧建设和导入
相关产业。

“除了华中数字创新基地项目，银联商务大数据项目也
在抓紧建设。目前，体育公园项目，每天有100多人施工，年
底可基本完工。高新六路东延线已完成地下管网，正在进
行绿化。高新七路东延线，已开始地下管网施工。北部产
业园数字一路已经开工建设……”谭旭告诉长江日报记者，
为保障项目如期建设，华容分局在要素保障方面，给予了不
遗余力的帮助。

华容分局成立武汉新城保障专班，全程跟踪服务，将
规划、土地报批、土地供应、建设手续办理等计划节点精确
到周。2021 年，光谷东数字经济产业园项目仅用一个月就
报批了近 4000 亩土地，为园区建设奠定了基础。未来三路
有段路要经过比长机械 GPS 校准仪，为了给道路建设让
路，经省自然资源厅协调，将 1.2 公里长的比长基线向西移

动了300米。
光谷东数字经济产业园内的鄂州其翰科技公司和武汉华

益科技公司拿到的74亩厂房用地，此前曾闲置多年。2016年，
一家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了共计98亩的工业用地，但由于
多种原因未能开发建设。为了盘活这些闲置土地资源，华容
分局与相关企业沟通后达成了“收回土地使用权”方案，并在
2022年重新规划出让给鄂州其翰科技公司和武汉华益科技公
司。这两家公司分别投资3000万元和2000万元新建了1.6万
平方米和1.4万平方米的厂房，并形成了以彤诺电子为龙头企
业的产业链集聚效应。

华容分局主要负责人介绍，今年年初对葛华片区（华容镇
部分）15295.68亩和红莲湖区域29885亩武汉新城规划建设用
地进行全面清理，明确了各地块的用途和利用情况。目前，武
汉新城储备用地5715亩，2024年完成土地征收997亩，为新城
众多重大项目提供了充足的土地资源。2024年处置闲置土地
7宗，面积401亩，有效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缓解了土地供需
矛盾，保障了项目及时落地开工。

自然资源部门全力保障

武汉新城鄂州片区加速建设

夜探花湖国际机场
货机深夜不断降落，清晨不停起飞；机场内，1秒钟完成77件快件分拣

平均两分钟起降一架货机，每天凌晨是花湖国际机场最繁忙的时候。 花湖国际机场保障国际货运航班。 通讯员王星予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