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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讯（天门日报记者邓慧遐 潜江日报刘琼艳 长
江日报记者高喜明）3月28日，记者获悉，天门、潜江、仙桃三地
携手，在汉江流域交界水域开展为期4个月的“春季护渔”区域
会战联合执法行动，维护汉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和水域生态
环境。

此次行动重点整治“三无”船舶非法捕捞、大马力快艇涉
渔等突出问题，全面清查“绝户网”“电毒炸”“潜水电鱼”等破
坏性捕捞方式。同时，查处“泥鳅党”、可视锚鱼、爆炸钩、海竿
阵等生产性垂钓及“游击”偷捕等行为，确保汉江禁渔令得到
有效执行。

3月20日，天门、潜江、仙桃开展第一次联合执法行动，三地
共出动农业执法人员、公安民警及护渔员110余人次、执法车辆
14辆、执法船艇8艘，共发放禁渔宣传单100余份，查获收缴违
规钓具8套，清理禁用网具3副，教育劝离违规垂钓人员12人。

“本次区域会战行动为期4个月。”天门市农业农村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农业农村部门将继续联合公安、市场监
管等部门，共同组织开展“水上+陆上”相结合的联合执法行
动，始终对非法捕捞、非法垂钓、违规销售加工食用长江野生
鱼等行为保持严打态势，为推进长江大保护、促进汉江水域生
态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天门潜江仙桃共护汉江生态环境

■长江日报记者
李建华 高喜明 蔡早勤

3月26日，孝感市烹饪酒店
行业协会会长魏小静介绍，孝
感麻糖米酒直营店不久将落地
武汉，孝感菜馆在武汉已开了
多家……3月28日晚，“黄石臻
选走进武汉”系列推介活动在
江汉路步行街拉开帷幕，活动
为武汉市民端上“黄石乡愁一
桌菜”；乍暖还寒，潜江小龙虾
在武汉的“虾皇”各连锁店渐次
进入销售旺季；咸宁的贺胜鸡
汤、鄂州的清蒸武昌鱼、黄冈的
罗田吊锅、仙桃的黄鳝、天门的
蒸菜……近年来，武汉都市圈
各市的特色美食纷纷落地武
汉，征服武汉人的味蕾。

孝感，让“孝感味道”
落地武汉走向全国

去年底，孝感市策划实施
孝感麻糖米酒“百城千店”计
划，全力支持打造一批标准化
麻糖米酒消费新场景，推动麻
糖米酒产业做大做强，品牌做
优做响，助力高质量发展。

孝感现有麻糖米酒生产企
业 32 家，其中规上企业 26 家，
年综合产值突破 60 亿元，占据
国内米酒市场85%的份额。围
绕推进“百城千店”计划，孝感
市将在主城区和各县、市、区率
先开设直营店，直营店既提供
堂食又出售成品，做米酒、卖米
酒、卖麻糖，“先吃后带”；谋划
在武汉开设一批直营店、连锁
店，同时加强与热门旅游景点
合作，寻求产品植入；积极争取
与肯德基、塔斯汀、蔡林记、麦
当劳等大型餐饮及连锁企业合
作，将米酒、麻糖植入其线下门店，营造浓厚的孝感
特色米酒、麻糖消费氛围。

2024 年 11 月 29 日，孝感公布“十大名菜”评选
结果。孝感莲藕排骨汤、老孝感炖三鲜、汉川榔头蒸
鳝鱼、应城清炖甲鱼、应城酱油肉、安陆白花菜烧鱼
头、云梦鱼面、大悟珍珠花烧肉、孝昌花园红烧肉、孝
昌花西豆棍被评为孝感“十大名菜”。孝感麻糖、孝
感米酒被评定为“两道名点”。

孝感“十大名菜”的评定结果涵盖了孝感市下辖
的7个县、市、区地方特色菜，从食材选取、烹饪技法、
历史传承到现代创新，体现了“蒸煨擅长、鲜香为本、
咸鲜微辣、融合四方”的特点，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出
了孝感市深厚的楚菜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地方风情。

“孝感是楚菜的重要发源地，富有浓厚的江汉平
原水乡特色。”魏小静介绍，孝感楚菜作为楚菜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独特的风味和深厚的文化底
蕴，不仅丰富了中华饮食文化，也为孝感市的旅游和
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目前，孝感市烹饪酒店
行业协会的会员单位已在武汉开了多家孝感菜馆，
非常受武汉市民欢迎。

黄石，为武汉市民端上“黄石乡愁一桌菜”

为促进黄石深度融入武汉都市圈，释放春日经
济潜力，助推黄石名优产品和旅游景区走出去，拓展
不同消费场景，实现商旅文融合发展，3月28日晚，

“黄石臻选走进武汉”系列推介活动在江汉路步行街
拉开帷幕。

“这次我们带来的‘黄石乡愁一桌菜’，有西塞山
鳜鱼、阳新屯鸟汤、黄金湖甲鱼……”黄石市商务局
有关负责人在活动现场介绍，本次活动主题为“黄石
惠聚，遇见青绿”，并有黄石旅游景区展示，包含仙岛
湖生态旅游风景区、滴水涯旅游区、百洞峡旅游区、
网湖天鹅岛旅游区、铜绿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保安
沼山古村桃乡景区、龙凤山景区、鄂王城生态文化
园、上冯古村生态旅游区、毛铺国际滑翔伞基地南山
云舍、华新1907文化公园、西塞山景区、东方山风景
区、黄石国家矿山公园等本土特色景区、华侨城恐龙
奇域旅游度假区等主题乐园、特色民宿等。

3月29日、30日是双休日，不少武汉市民在这里
品味了“黄石乡愁一桌菜”。在光谷工作的程女士
说，去黄石旅游过一次，当地的朋友请她吃过黄石的
美食，确实美味可口，不仅“大菜”给人印象深刻，黄
石的老四门猪油饼、黄石港饼、黄石土豆片等小吃更
是让人难忘。程女士说，黄石离武汉很近，想吃黄石
美食的时候，周末会约上三五好友自驾去黄石。

美食是最好的纽带，都市圈特色菜抢滩武汉

在东湖，有一家来自咸宁的贺胜鸡汤馆，每到周
末，不少武汉市民在休闲旅游的同时，会在这里点上
一份鸡汤。这道鸡汤用小火慢炖，加入当地的苕粉，
成为了 107 国道上司机们口口相传的爆款。据介
绍，武汉已有多家贺胜鸡汤馆，喝上一碗色泽金黄、
香气扑鼻热腾腾的鸡汤，既舒服又暖胃。

3月30日下午5时，汉口万松园美食街上，来自
潜江的餐厅“虾皇”已忙得不亦乐乎。正在店里等待
油焖大虾的市民刘女士说，虽然知道现在吃有点早，
但还是迫不及待想尝鲜。“武汉是武汉都市圈的‘群
主’，是全省的龙头。”“虾皇”负责人说，“虾皇”要从
潜江走出去，走向全国，武汉是必争之地。

“鄂州的清蒸武昌鱼、黄冈的罗田吊锅、仙桃的
黄鳝、天门的蒸菜……近年来，都市圈城市的特色美
食纷纷抢滩武汉。”湖北经济学院楚菜研究院相关负
责人表示，武汉都市圈各地传统美食传承数年，都承
载着当地的文化魅力，武汉有着巨大的消费市场。“美
食是最好的纽带。希望武汉都市圈城市的特色美食，
在武汉坚守传统的同时不断创新，让越来越多的武汉
人爱上地方特色菜的同时，也爱上一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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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讯（记者高喜明 蔡早勤）春风拂
面，武汉都市圈各地马拉松赛事如火如荼。刚刚
过去的3月，都市圈的汉马、仙马、鄂州梁子湖半
程马拉松相继开跑。接下来，咸马、黄马、孝马、
潜马、天马等都市圈马拉松赛事将在年内陆续
举行。马拉松早已超越体育范畴，成为城市经
济的“超级引擎”——单场赛事带动了消费，跑
者数千元装备投入、城市文旅融合策略、品牌赞
助与奖牌定制等衍生业态，交织成经济链条。“经
济马拉松”正以专业化与文旅融合的深化，跑出
武汉都市圈全民健康与城市活力的双重加速度。

一马当“仙”，巳巳如意。3月30日7时30分，
在6辆小米SU7汽车的引航下，风和日丽·2025仙
桃马拉松在新城大道鸣枪起跑，来自中国、肯尼
亚、加拿大等3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名选手用
脚步丈量大美仙桃，用激情拥抱绿意盎然的春天。

活动现场，仙桃籍奥运冠军李小双、杨威、
廖辉，仙桃籍世界冠军李大双、王雨寒、辜梓豪
等出席起跑发令仪式，并为跑者打气加油。

作为中国田协A1类赛事，2025仙桃马拉松
赛充分吸收去年办赛的成功经验，保留了2024
年的经典赛段，并对部分细节进行了优化，力求
为选手提供更加舒适、安全的参赛体验。整条
赛道串联起仙桃多个标志性景点，包括青年公
园、沔州森林公园、四季花谷、市博物馆、沔阳公
园等地标建筑，将仙桃的自然风景与人文建筑
紧密串联，选手不仅能够享受挑战自我的奔跑
乐趣，还能在沿途一路感受大美仙桃的自然美
景和人文风情。

同样是3月30日，当日8时30分，湖北鄂州
农商银行·2025鄂州梁子湖半程马拉松在5000
名跑者的欢呼声中启幕。碧波荡漾的鄂州梁子
湖畔，来自全国各地的选手用脚步丈量“国家生

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的生态画卷，见证体育赛事
与生态人文的深度融合。21.0975公里的环湖绿
道成为赛事最大亮点，赛道从梧桐湖码头延伸至
孙胡谈，跑者穿行于晨曦薄雾中的碧波林荫，途
经南湖大堤开阔湖景，最终抵达长岭码头银波映
舷处。赛事凸显“体育+文旅”特色：选手凭号码
布可畅游梁子岛、凤栖绿洲等景点；赛道补给站
提供非遗谢埠千张、梁子湖鱼圆等地域美食……

马拉松赛事很好地带动了武汉都市圈各地
的“赛事经济”，拉动了当地的消费。相关研究
显示，马拉松赛事的外地参与者对赛事举办地
及周围地区的吃、住、行、游、购、娱等间接消费

的带动比例高达1∶13。
武汉马拉松组委会介绍，截至去年，汉马累

计吸引全球超30万名选手参赛，间接带动消费
超50亿元。今年的汉马，对当地消费拉动的效
果更加明显。

第三方评估机构测算，截至目前，今年已有
7.1万人次游客因“汉马”来到武汉。2025年，武
汉马拉松外地跑者（非武汉市籍）比例达79.7%，
他们因参赛的直接消费总额达1.17亿元，同比
增长40.6%。外地跑者对赛事的拉动总效应为
2.98亿元，同比增长40.2%，其中对武汉市的拉
动总效应为2.37亿元，同比增长34.2%。

仙桃市文化和旅游局主要负责人介绍，因
为马拉松赛事，仙桃各酒店宾馆住宿连续一周
爆满，景区游玩的人数明显增加，比平常增加
50%以上。鄂州市梁子湖区文化和旅游局（体
育局）主要负责人也表示，该区将打造更多“小
而精”的特色赛事，持续推动体育与旅游融合，
促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马拉松早已超越体育范畴，成为城市经济
增长的“超级引擎”。一场赛事撬动的不仅是经
济消费，更是全民健康意识与城市活力的双重
升级。未来，随着赛事专业化与文旅融合的深
化，这场“经济马拉松”还将跑出更惊人的速度。

长江日报讯（记者高喜明）3月26日，黄石
市科技创新大会举行，会上黄石市政府与武汉
理工大学签约共建光谷科创大走廊未来产业概
念验证中心。

概念验证，是指将研究人员和科研团队的
研究思路和初期成果转化为可初步彰显其潜在
商业价值的技术雏形，旨在促进高校科技成果
商业化。概念验证是成果转化链条中的锚点，
是跨越研发成果与产品市场化之间的“关键拼

图”。概念验证中心将概念验证纳入成果转化
链条，遴选识别出能够解决实际产业需求的基
础科研项目，可紧密链接先进技术、孵化体系、
产业应用，有助于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发展，
是各行业全产业链发展的有力支撑。黄石市政
府与武汉理工大学共建光谷科创大走廊未来产
业概念验证中心，将有效搭建政校企对接平台，
助力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促进武汉都市圈科
技同兴。

会上，黄石市政府还与钢铁研究总院、上海
大学、大冶特钢签约支持“先进特殊钢全国重点
实验室”建设，与武汉理工大学、华新水泥签约
支持“硅酸盐科学与先进建材全国重点实验室”
建设。

2024年，黄石科技力量矩阵持续壮大。大
冶特钢、华新水泥成功获批全国重点实验室，黄
石实现国家级研发平台零的突破。12家省级
重点实验室实现提能增效，组织实施各类项目

158 项。高质量建成黄石大学科技园，与武汉
大学、武汉理工大学、武创院等9家在汉高校院
所共建协同创新中心，一年来高效解决企业技
术难题100多项。

黄石自2022年获批国家创新型城市以来，
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能力指数、全国城市创新
能力指数已连续3年进入“双百强”，实现稳步
进位，科技创新能力稳居全省“第一方阵”，全省
科技创新协同区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黄石牵手武汉理工大学

共建科创大走廊未来产业概念验证中心

汉马、仙马、梁子湖半程马拉松3月份相继开跑

马拉松带动武汉都市圈“赛事经济”快速发展

■长江日报记者杨文平 高喜明
襄阳日报全媒体记者朱贤 彭月娇
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记者吴楠

3月，汉襄宜三大都市圈“金三角”交通协
同建设频传好消息——沪渝蓉沿江高铁武汉
至宜昌段（以下简称沿江高铁武宜段）铺轨工
程完成，襄阳至宜昌高速公路项目（以下简称
襄宜高速项目）起点南漳九集段挖沟放线等土
建工作已全面启动。

湖北省综合交通研究会会长王阳红介绍，
沿江高铁武宜段、襄宜高速建成后，武汉、襄
阳、宜昌三地之间将构建一条800公里的“金
三角双高（高铁加高速）交通圈”，将有效促进
湖北三大都市圈“金三角”产业协同和社会发
展。

武汉宜昌将实现高铁1小时通达

沿江高铁武宜段铺轨工程已完成。3 月
26日上午，在沿江高铁武宜段天门站配套工
程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加紧完善高铁站配套
建设。该站落客平台主体结构已完工，站前广
场地下室主体基本完成，换乘中心与游客集散
中心主体结构均已完工，配套道路完成度达
90%。

与此同时，总投资约 4.1 亿元，场区占地
263亩，站房面积近2万平方米的沿江高铁武
宜段汉川北站也在抓紧建设，预计今年9月可
投入使用。

在宜昌境内，沿江高铁宜昌至涪陵高
铁（宜昌段）宜昌长江公铁大桥已于 2 月 28
日开工。目前，宜昌长江公铁大桥南岸水
泥搅拌车间及料仓基本建成，钢筋加工车
间正进行设备安装。宜昌长江公铁大桥是
宜涪高铁（宜昌段）的控制性工程，建成后
将有效缩短宜昌市以及湖北省与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的时空距离、提升区域协同发
展水平。

沿江高铁武宜段东连沿江高铁合肥至武
汉段，西接沿江高铁宜涪段，在武汉枢纽与合
武、武九等高铁衔接，在宜昌通过在建的宜昌
至兴山高铁与郑渝高铁相连。其中，武宜段起
自武汉市，经天门市、荆门市，终至宜昌市，正
线全长 313 公里，设计时速 350 公里，设汉口

（既有）、汉川北、天门、京山南、钟祥南、荆门
西、当阳西、宜昌北8座车站，桥隧占比85%，
于2021年9月25日开工建设。沿江高铁武宜
段通车后，宜昌至武汉的通行时间将由原来的
2小时缩短至1小时左右，天门至武汉仅需30
分钟左右。

“沿江高铁湖北段建设，对于加快建设‘轨
道上的湖北’、打造新时代‘九州通衢’具有重
要意义。”铁四院副总工程师周天杰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说，沿江高铁湖北段建成通车后，湖
北将形成时速350公里的“十”字型主骨架，3
至4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中部大通道的枢
纽优势将进一步显现。与此同时，依托汉十高
铁、襄荆高铁、沿江高铁武宜段、汉宜铁路等，
汉襄宜金三角将形成高铁大环线，实现1小时
通勤。

襄阳到宜昌通行时间将缩短至1.5小时

3月7日，襄宜高速项目起点南漳九集段
挖沟放线等土建工作全面启动。

记者了解到，G3612平顶山至宜昌高速公
路襄阳段（襄阳至宜昌高速公路襄阳段）项目

已于2024年11月14日正式开工。
襄阳至宜昌高速公路襄阳段项目位于襄

阳市南漳县，路线起于南漳县九集镇方家集附
近，经清河管理区、城关镇、肖堰镇、巡检镇，止
于襄阳市、宜昌市交界打鼓台附近，全长约56
公里。采用设计速度100公里／小时，双向四
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全线设置方家集（枢纽）、
南漳南、刘集、肖堰、巡检5处互通式立交，同
步建设4处匝道收费站、1处服务区、1处养护
工区、1处管理分中心。

该项目是湖北省综合交通运输发展“十四
五”规划重点项目，对于贯彻落实国家重大发
展战略，发挥交通先导支撑作用，完善区域高
速公路网结构，促进襄阳都市圈、宜荆荆都市
圈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项目南漳段路线整
体呈南北走向，起自南漳九集镇方家集村，设
方家集枢纽与麻安高速相连，止于巡检镇打鼓
台附近，顺接在建的平顶山至宜昌高速公路宜
昌段。

项目建成后，宜昌、襄阳两地高速通行时
间将从原来的3小时缩短至1.5小时，并将实
现湖北两大副中心城市的高效直达，成为一条
重要的城际快速通道。

构建“双高交通圈”促进金三角协同发展

“沿江高铁武宜段建成后，宜昌至武汉缩
短至1小时左右。襄宜高速通车后，襄阳到宜
昌最快也可1.5小时通达。通过已经建成投运
的武汉到十堰的高铁，武汉到襄阳已实现1小
时通达。”湖北省综合交通研究会会长王阳红
介绍，沿江高铁武宜段、襄宜高速建成后，武
汉、襄阳、宜昌三地之间将构建一条800公里
的“金三角双高（高铁加高速）交通圈”。

王阳红表示，“金三角双高交通圈”的建立，
将极大便捷三地人员往来、资源共享和产业协
同，武汉的高新技术产业和宜昌、襄阳的制造业
产业可共享研发和制造，金三角区域内的汽车
产业、医药产业、能源产业、文旅产业都可以实
现更高层次的协同发展，三地的社会民生服务
资源也能更好地实现共享，将为金三角产业链
协同、供应链协同和商贸交流、人员往来提供极
大便利，有效降低物流成本，增强产业竞争力。

王阳红建议，“金三角双高交通圈”建成后，
宜昌和襄阳的交通要和高铁站、高速公路进行
有效衔接，结合“双高交通圈”建好“双高交通
网”，通过优化区域交通，防止出现高速快、分流
慢的现象。同时，建议铁路部门进一步挖掘沿
江高铁武宜段开通后的运力，多开通一些货运
专线，以及通往港口和大型工矿企业、制造企业
的铁路专线，围绕铁路骨干，布局铁路货运网。

“为更好加快金三角的产业协同和社会发
展，还需要构建金三角立体综合交通网，实现
铁水公空多式联运。”王阳红介绍，水运成本
低、运量大，金三角要充分发挥长江黄金水道
的作用。目前，三峡第二通道即将开工建设，
宜昌到重庆可通行万吨货轮，武汉到上海也可
通行万吨货轮，但武汉到宜昌在荆州段枯水期
只能通行三千吨的货船，需要尽快打通长江荆
州段“肠梗阻”。同时，加快汉湘桂内河航运大
通道建设，这条“黄金水道”贯穿金三角，沿线
途经陕西、湖北、湖南、广西、广东等多个省份，
建成后可以串联起中国中西部八省（区、市），
开辟一条向南出海的开放新通道。

此外，王阳红认为，武汉、襄阳、宜昌之间
的距离，非常适合开通通航航空和发展低空经
济。他建议三地要着手做好低空经济规划，更
好服务于产业协同和社会发展。

沿江高铁武宜段、襄宜高速加速建设

汉襄宜构建“金三角”双高交通圈

3月30日，2025仙桃马拉松激情开跑。 仙马组委会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