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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讯（记者蔡早勤）3月14日，长江日报记者从省交
通运输厅获悉，《G9906武汉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江夏至梁子
湖段项目申请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专家评估会近日举行，
相关后续工作完成后，这一路段即将开建。

来自省交通运输厅、武汉市交通运输局、黄石市交通运输
局、大冶市交通运输局、鄂州市交通运输局、梁子湖区人民政
府等单位代表及特邀专家参加评估会。专家组认为，《报告》
内容完整、资料翔实，符合国家相关编制要求，项目建设方案
总体可行。

据介绍，G9906武汉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是国家高速公路

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拟建项目作为其中关键路段，建成后将在
武汉绕城高速外围形成新的环线，有效分担沪渝高速交通压
力，提升区域高速公路网络的通行能力。

这一项目是湖北省“九纵五横四环”高速公路网络布局中
的重要一环，将进一步完善武汉都市圈高速公路体系，加强江
夏、嘉鱼、梁子湖、大冶等地区的交通联系，促进沿线产业联动
发展。同时，项目将与鄂州机场高速衔接，优化鄂州花湖机场
集疏运体系，提升武汉都市圈综合交通枢纽功能。此外，该项
目的实施对于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促进区域协同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都市圈环线江夏至梁子湖段即将开建

长江日报讯（通讯
员吴海峰 刘兰欣 记者
高喜明）3月14日，长江
日报记者从黄石市港口
物流发展中心获悉，“黄
石新港—上海外高桥”
固定挂靠航线正式开
通，武汉都市圈新增一
条货物出口物流通道，
将为外贸企业搭建出海

“快车道”，更好融入和
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新
发展格局，积极服务“一
带一路”倡议、长江经济
带战略。

3月7日下午，随着
一声清脆的汽笛声，“越
隆之星”号班轮从黄石
新港驶往上海外高桥
港。这标志着“黄石新
港—上海外高桥”固定
挂靠航线正式开通。

据悉，“越隆之星”
号班轮由武汉中远海运
港口码头始发，停靠黄
石新港港口作业，装载
大冶特钢、湖北振华化
学等企业1200吨钢材、
元明粉等出口货物，通
过上海外高桥港将这批
货物出口至泰国、孟加
拉国以及日本、澳大利
亚等国家。

黄石连续 13 次入
选中国外贸百强城市，
外贸出口需求旺盛，尤
其是对东南亚以及日韩
等国家地区外贸韧性与活力显现。数据显示，
过去一年黄石新港港口出口东南亚货物总量为
2.13万TEU左右，约占该港口集装箱总出口量
的三分之一。目前黄石开通运营了“黄石—洋
山”“黄石—南京”等出海航线，仍无法充分满足
黄石及周边地区对东南亚及日韩等国家地区外
贸出口需求，部分企业只能绕道武汉阳逻港或
辗转至长三角港口中转，运输时效低、物流综合
成本高居不下。

为进一步实现降本增效，回应企业实际需
要，去年来黄石市港口物流发展中心与黄石市
商务局等市直单位深入企业，对东南亚及日韩
出口货物类型、物流通道、货源供求等进行调研
摸底，广泛收集协调湖北振华化学、大冶特钢、
海越麦芽、远大医药等相关外贸出口企业需求
意见，出台了新一轮航线奖补政策，进一步提振
了市场主体信心，联合上海泛亚、中远海运加大
运力投入，成功开通“黄石新港—上海外高桥”
固定挂靠航线，提供了黄石外贸出口新路径。

“黄石新港—上海外高桥”固定挂靠航线主
要由武汉、岳阳始发挂靠黄石，将实施每周两班
常态化运营，由此黄石固定航线班次由每周两
班跃升至每周四班半，将黄石及周边钢材、模具
钢、麦芽、化肥等各类外贸货物，在黄石新港装
船运至上海外高桥出口至日本、韩国、东南亚以
及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和以往辗转至长三
角港口中转出口相比，运输时间缩短两天，物流
综合成本下降三分之一左右，有力满足黄石及
周边外贸出口货物发运需求。

黄石市港口物流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表
示，黄石新港是武汉都市圈东向开放桥头堡，该
中心将以积极服务“一带一路”倡议、长江经济
带战略为引领，持续推动黄石构建现代化航运
体系，全力打造长江中游水铁联运重要节点。

用心用情服务都市圈发展

省地图院助力黄冈企业
解决APP上架难题
长江日报讯（通讯员唐玥 记者高喜明）3月

11日，长江日报记者从省自然资源厅获悉，为深
入贯彻落实全省“新春第一会”部署，持续优化
营商环境，湖北省地图院联合黄冈市自然资源
和城乡建设局，为黄冈招商引资企业——志豪
链云科技有限公司顺利解决APP上架难题。

志豪链云科技有限公司自主开发的志豪链
云物流APP，是基于天地图平台开发的一款物
流跟踪软件，因涉及“互联网+政务服务”，APP
上架各手机应用市场时需要出具《测绘资质证
书》、地图审图号和天地图授权证明等各类资
料。近日，在了解到企业需求后，省地图院和黄
冈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第一时间联系小
米、华为等手机应用商，详细说明天地图互联网
地图服务平台已通过国家地图审核，并对用户
免费提供地图服务。经与小米、华为、苹果等应
用商店多次沟通对接，在提供天地图用户信息，
在APP中标识天地图审图号，以及发送天地图
免费使用及无需授权的邮件说明等内容后，目
前，该 APP 已成功上架到各大手机应用市场，
用户在使用过程中可实现货物运输的全程可视
化监控和高效调度，享受到地理信息带来的更
加精准、便捷的物流服务。

此外，省地图院和黄冈市自然资源和城乡
建设局在与企业的沟通交流中，还积极讲解测
绘地理信息保密相关法律法规，指导督促该公
司切实做好测绘地理信息安全保密相关工作。

湖北省地图院有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发
挥自身技术优势，加强与各级自然资源部门的
合作，加强省市协同建设，积极探索地理信息技
术在政务服务、民生保障等领域的应用，为企业
和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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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记者高喜明

3月23日，2025武汉马拉松将鸣枪开跑，这
也拉开了武汉都市圈春季马拉松的序幕。在接
下来的一个月内，仙桃马拉松、咸宁马拉松和潜
江马拉松将相继举行。春光无限好，武汉都市圈
张开怀抱，欢迎世界各地跑友前来打卡。长江日
报记者了解到，武汉都市圈其他城市的马拉松赛
事也将在今年下半年举行。

汉马：一场与樱花的浪漫邂逅

2025 年，武汉马拉松升级为世界田联金标
赛事，横跨“一城两江三镇四桥五湖”的汉马赛道
有“最美赛道”美誉，今年吸引4万全国跑者、游
客参与其中。

据汉马组委会消息，今年汉马的樱花含量再
次升级，赛道樱花打卡点位超27处。为打造最
美樱花赛道，组委会通过补植樱花、布置“盆栽樱
花”等方式，升级赛道沿途樱花密度，补足赛事温
度。今年汉马赛道从沿江大道三阳路口出发，选
手们将率先体验改造后回归的江汉关城市阳台
新景观，穿过老汉口风情街，途经满载老武汉记
忆的武胜路、联动三镇的江汉桥、“万里长江第一
桥”的武汉长江大桥，跑过最具湖光山色的东湖
绿道，充分领略“一城花海，两江粉黛，三镇缤纷，
四桥飞虹，五湖潋滟”的风景，尽览江城武汉的经
典地标和自然人文景观。

随着去年东湖绿道三期贯通，新晋最美“樱
花绿道”将在这个春天亮相。赛道后半程的东湖
南路沿线都可赏绚烂樱花。

今年组委会为每一位参赛选手特别准备了
半价游东湖樱花园福利，3月20日—24日，比赛
结束后也可以和亲友一起来一场“樱园walk”，尽

情享受春季限定浪漫。

咸马：边跑步边享受“温泉”服务

2025咸宁马拉松将于2025年4月13日（星
期日）上午 7 时鸣枪起跑，设马拉松、半程马拉
松、欢乐跑（约8公里）三个项目。本次赛事总规
模为18000人。其中，马拉松4000人、半程马拉
松6000人、欢乐跑8000人。

本届“咸马”将马拉松运动与咸宁城市生态
建设深度融合，让各位跑者在运动中沉浸式感受
咸宁的城市特色和生态魅力。赛道经过精心设
计，串联起一区（咸安区）、一河（淦河）、三泉（碧
桂园凤凰温泉、三江森林温泉、楚天瑶池温泉）、
五园（潜山国家森林公园、十六潭公园、龙潭河湿
地公园、青龙山公园、香吾山公园）。

为提升咸宁温泉的知名度与影响力，2025
咸宁马拉松全力打造具有温泉特色的马拉松赛
事。本届赛事将设立国内首个温泉补给站，在赛
道上提供温泉水喷雾、温泉水浸泡的毛巾等，让
参赛者在竞赛过程中感受到温泉的舒缓与放松。

仙马：参赛选手可免费游览景区

2025年仙桃马拉松将于3月30日上午7时
30分鸣枪起跑，以“一马当‘仙’，巳巳如意”为主
题，结合仙桃市地理、文化和马拉松运动精神，蕴
含着新的一年对于跑者的美好祝愿。本届仙桃
马拉松参赛总人数相比 2024 年增加 50%，达到
1.5万人。赛道途经沔州森林公园、四季花谷、市
博物馆、沔阳公园、仙桃站等仙桃标志性景点，将
仙桃自然景观和文化元素融入比赛。

仙马期间，当地还将组织举办家居生活博
览会、“仙马”赛事博览会和旅游、餐饮等多场
促销活动。3 月 28 日—30 日，在荣怀学校南广

场，集中设5个综合展销区域，包括仙滋鲜味展
区、精品服装展区、农特产品展区、“以旧换新”
展区、非遗文旅展区，全面推介仙桃美食、仙桃
服装、仙桃农特产品、仙桃非遗和旅游景区
等。沔阳小镇、梦里水乡、百万花海等景区，推
出系列主题特色鲜明、沉浸式体验十足的文旅
消费产品。集中向“仙马”参赛选手发放免费
游览仙桃景区通票，3月28日至30日提供从仙
桃城区（荣怀学校）到市内景区免费公交接驳
车专线服务。

潜马：跑完步可享受小龙虾大餐

2025潜江返湾湖半程马拉松将于4月20日

上午8时，在潜江市后湖管理区马拉松运动主题
广场鸣枪起跑。

本次比赛项目分为半程马拉松、健康跑，人
数规模分别为4000人、6000人。半程马拉松项
目的起终点分别为莫岭广场和泽湖广场，路线为
莫岭大道、返湾湖西路、蒋妃大道（南）、万福河东
路、彩虹栈道、水杉大道、万福河东路、寻湖大道
（折返）、运拖路。

“湿地如画、水杉成荫、百鸟天堂”是潜马名
片，潜江返湾湖马拉松已成为湖北地区备受瞩目
的路跑赛事，赛道荣获中国田径协会“最美赛道”
荣誉称号。比赛期间正是潜江龙虾上市的季节，
选手们在赛后还可享受春天的小龙虾大餐。

汉马、咸马、仙马、潜马……

多场马拉松这个春天开跑

潜江马拉松选手在湿地赛道奔跑。 资料图

■长江日报记者高喜明

新春之后，武汉都市圈各市相继公布2024
年 GDP 数据，武汉都市圈九市合计 GDP 突破
3.6万亿元，占湖北省GDP的60%以上。

长江日报记者梳理发现，过去的一年，武汉
都市圈孝感和黄冈两市GDP突破了3000亿元大
关，仙桃市在迈上千亿元台阶两年后，又突破1100
亿元大关。专家表示，武汉都市圈呈现出强劲
的高质量发展势头，在湖北省加快建成中部地区
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中当好了龙头走在了前列。

武汉保持绝对龙头地位，孝感黄冈
双双突破3000亿元大关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2024年
湖北省实现生产总值（GDP）60012.97亿元，比
上年增长 5.8%。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5462.18 亿 元 ，增 长 3.1% ；第 二 产 业 增 加 值
21573.76 亿元，增长 6.4%；第三产业增加值
32977.03亿元，增长5.9%。

放眼全省，武汉继续保持绝对的龙头地
位。2024年，武汉市地区生产总值为21106.23
亿元，比上年增长 5.2%。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3.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5.3%，进
出口总额增长 11.8%，增速均居副省级城市前
列；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1.6万家、实现三年
翻番。智能手机、光电子器件、新能源汽车产量
分别增长66.5%、28.3%、18.9%。全年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11.4%，创历
史新高。天河机场旅客吞吐量首破3000万人
次，居中部第一，武汉港集装箱铁水联运量居内
河港口第一，A级物流企业数量居全国第一，枢
纽经济加快发展，枢纽链接优势进一步凸显。
全市外贸规模突破 4000 亿元，比上年增长
11.8%，占全省近六成。新登记经营主体超 55
万户，增量居副省级城市第二。全市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59732元，比上年增长4.6%，城乡居
民收入进一步缩小。武汉都市圈一体化扎实推
进，武松高速武汉段主线贯通，产业发展、公共
服务等领域合作持续深化。

这一系列数据显示，武汉的竞争力变得更
强了。同时，在武汉龙头的引领下，孝感和黄冈
双双突破3000亿元大关。

2024 年，孝感市地区生产总值为 3258.54
亿元，比上年增长7%。这一年，孝感经济发展
呈现出投资稳中加强，工业稳中提质，农业生产
稳中向好的特征。全市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
长 8.6%，高于全省 2.1 个百分点，居全省第 4
位。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11.8%，
高于全省4.1个百分点，居全省第4位。其中，
光电子信息、纺织服装、食品加工分别增长
42.5%、12.6%、6.1%；全市产值过亿元企业 531
家，产值同比增长 18.5%。全市农林牧渔业总
产值突破800亿元，达到802.47亿元，比上年增
长4.5%，高于全省0.9个百分点，增速居全省第
1 位；规上农产品加工业产值 1231.57 亿元，总
量居全省第2位。

2024 年，黄冈市地区生产总值 3216.65 亿
元，同比增长6.2%，这也是黄冈GDP首次突破

3000亿元大关。经济总量跃升的背后，是黄冈
市以强县工程为抓手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坚定
实施“依托都市圈、辐射大别山”的发展战略。

黄冈农业生产稳定，完成农林牧渔业增加
值652.67亿元，同比增长3.7%。工业经济较快
增长，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6%，连续11
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增速高于全省3.9个百分
点，连续41个月保持高于全省增长态势，增速居
全省第6位。外贸出口168亿元，同比增长19%，
高于全省6.6个百分点，增速居全省第4位。

武汉都市圈各地势头强劲，多地增速
位居全省前列

3月11日，位于黄石的中色大冶冶炼厂生
产车间一派繁忙景象，机械臂有序运转。该公
司投入7.8亿余元，实施系统升级改造，推进冶
炼厂全流程自动化、数字化建设，建成国内首条

“一键摇炉”转炉智能生产系统，70年老厂实现
年降本增效超亿元。

3月12日，台光电子材料（黄石）有限公司新
型电子元器件材料（二期）扩能项目建设现场一
片繁忙，工程技术人员正紧锣密鼓地对新引进
的50台（套）设备进行安装和调试，为二期扩能
投产做好充分准备。台光电子落户黄石已有7
年，不仅自身成绩突出，还带动了大量上下游产
业链企业集聚。上游有诺德铜箔、宏和电子等
电子材料企业，下游有沪士电子、定颖电子、欣益
兴电子等全球知名PCB制造企业，有力助推了
区域产业强链、补链、延链。黄石持续深化产业
链供应链“链长制”，举办供应链合作伙伴大会，
扎实开展产业链供需对接活动，推动主导产业
协会组建全覆盖，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黄石市2024年地区生产总值2305.8亿元，
增长 7.1%，增速全省第一；规上工业增加值增
长 12.6%，增速全省第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90 亿元，全省第四，增长 12.2%，增速全省第
五；完成进出口总额606.6亿元，增长26%，总额
和增速均居全省第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7.9%，高于全省1.4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增长5.1%，与全省持平。国家统计局发布
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数，黄石全省第三，黄石经济
发展速度、效益、质量连续四年全省领先。

2024年，湖北省的GDP增速为5.8%，黄石、
孝感、鄂州、黄冈、咸宁、天门增速跑赢全省，均
超过了6%。

增速第二的是孝感市，比上年增长7%。增
速位列武汉都市圈第三的是鄂州市，2024年鄂
州市地区生产总值 1341.30 亿元，比上年增长
6.5%。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116.68亿元，
增长 3.4%；第二产业增加值 568.17 亿元，增长
6.3%；第三产业增加值656.45亿元，增长7.4%。

天门市以6.3%的增速，位列武汉都市圈第
四位。首次迈上3000亿元台阶的黄冈市，增速
为6.2%。紧随其后的是咸宁市，2024年咸宁市
实现生产总值1944.57亿元，比上年增长6.1％。

都市圈县域经济融圈入群，三地积极
冲刺“千亿县”

2月26日，在仙桃高新区湖北汉米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车间内，一台台大型机械高速运转，
工人们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地作业，开足马力抢
进度、赶订单、忙生产。该公司首批订单10万
台已全部发出，还要完成100多万台的交货量。

同样位于仙桃高新区的容百锂电材料有限
公司，作为仙桃单体投资最大的项目，2024年产
值21.9亿元，相较于2023年增长超12亿元，同比
增长122%，为仙桃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筑基。

2024年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100亿元大关，
达到1125.13亿元，实现百亿增量目标，同比增
长5.9％。

近年来，仙桃市积极融圈入群，实现跨越式
发展。2017年至2022年，仙桃经济规模连年实
现突破，地区生产总值先后跨越700亿元、800
亿元、900亿元、1000亿元4个关口。2022年仙
桃 GDP 达到 1013.14 亿元，首次迈上千亿台
阶。2023年，仙桃GDP总值为1014亿元，位列
全国县域第55名。

2024 年，仙桃全年新签约、新开工、新投
产、滚动技改亿元以上项目154个、109个、103
个、110个。目前，仙桃已连续八年在全国县域
经济百强争先进位，连续四年在百强县中位列
全省首位，2024年居全国第54位。

仙桃市 2025 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围绕
“奋进新千亿、建设示范区”奋斗目标，锚定“一
城两区两基地”定位，紧盯“百强进位、千亿扩
容”年度目标，设定2025年的经济社会发展预
期目标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7%左右。

县域经济 GDP 突破 1000 亿元，不仅是经
济数字上的突破，更是经济能级的跃升。武汉
都市圈已经有多个县级市经济总量接近 1000
亿元。2004年，潜江市GDP达951.97亿元，汉
川市GDP达940.05亿元，大冶市GDP达930.71
亿元（含托管区）。

潜江市2025 年政府工作报告将今年经济
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定为地区生产总值增
长7.5%左右，加速冲刺千亿大关。

今年，大冶市也提出了“冲刺千亿县市 奋
进五十强”的目标。大冶市委负责人表示，将认
真落实省委提出的“推动千亿县扩容”的要求，
锚定目标、加速奔跑，力争2025年全域GDP跨
过千亿、2028年本级GDP越过千亿，为全省支
点建设贡献大冶力量。

汉川市 2025 年政府工作报告，将 2025 年
GDP的预期目标定在了7%左右。中共汉川市
委七届九次全会指出，2025 年是“千亿目标拼
搏冲刺年”，提出了努力实现“全省十强走在前
列、全国百强争先进位”的奋斗目标。

【专家】
武汉都市圈当好龙头走在前列

“2024 年，武汉都市圈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3.6万亿元，名义增长率7.11%，高于全省1.4个
百分点。与全省总量比较，2024年武汉都市圈
地区生产总值占全省比重为60.05%，比2019年
提高了 1.9 个百分点。与全国总量比较，2024
年武汉都市圈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为
2.67%，与 2023 年相比持平。”湖北省武汉都市
圈研究会会长李春洋介绍，2019年—2024年武
汉都市圈地区生产总值实现了从2万亿元到3
万亿元的跨越，达到了 3.6 万亿元。2022 年—
2024 年武汉都市圈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分别为
6.97%、4.47%、7.11%，经济呈现向好趋势，在湖
北省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中
当好了龙头走在了前列。

李春洋分析认为，2024年武汉都市圈九市
地区生产总值武汉仍然占比高达 58.6%，随着
武 汉 都 市 圈 建 设 ，2025 年 ，咸 宁 有 望 实 现
GDP2000 亿元以上，潜江 GDP 也将达到千亿
元，武汉都市圈的实力将进一步增加。

九市合计GDP突破3.6万亿元 多地增速位居全省前列

都市圈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

中色大冶冶炼厂生产车间，智能机械臂高效运转。 通讯员李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