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江日报讯（记者汪文汉 通讯员蔡徐林 何奇）距离武汉
约200公里的上游，荆州港盐卡港区码头机声隆隆，满载集装
箱的货轮启航，起重机挥舞巨臂，卡车来回穿梭，一派繁忙景
象。近日，荆州港盐卡（三期）多用途码头3号、4号泊位（以下
简称“盐卡港区多用途码头”）顺利通过交工验收。

盐卡港区多用途码头由湖北港口集团荆州港务集团有限
公司投资、中交二航局承建。作为武汉长江中游航运中心建
设的重要支点，该项目的投运将显著提升武汉港对鄂西地区
的辐射能力，预计每年可为阳逻港新增超200万吨中转货源，
助力武汉巩固长江黄金水道枢纽地位。

在武汉阳逻港调度中心的大屏上，一条连接江汉平原的
水运动脉正加速成型。“新泊位相当于为阳逻港装上‘液压加
速器’。”湖北港口集团负责人表示，盐卡港区作为阳逻港西向
辐射的重要支点，将构建“荆州集货—武汉中转—通江达海”
的物流新格局。

依托武汉航运中心建设经验，此次验收的通用泊位创新
采用“双钻联动”施工法。中交二航局项目总工程师齐鹏介
绍，面对长江汛期挑战，建设团队将灌注桩工期压缩40%，创
下同类工程进度新纪录。新建泊位可兼顾5000吨级船舶作
业，年设计通过能力255万吨。

荆州港盐卡港区作为鄂西能源枢纽港区，其运输物资可
通过船舶运至阳逻港，再中转至湖北其他地区或通过长江
运往下游的上海、江苏等地。另外，荆州作为重要的粮食产

区，其生产的粮食也可通过荆州港运至阳逻港，再以水运或
陆运方式运往国内其他地区。

盐卡港区多用途码头建成投产后，盐卡港区一期、二期、
三期泊位将实现贯通，总泊位数达到8个，岸线总长近1公里，
年吞吐能力达到700万吨、20万标箱。

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构建阳逻港—盐卡港协同体系，武
汉港对长江中上游地区的货源集聚能力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武汉“西接成渝、东联沪宁”的双向开放优势将更加明显。

长江日报讯（记者金文兵 通讯员陈侣蓉 陶水应 冉茂
雪）5月的微风裹着玫瑰香，新洲区凤凰镇毛家冲村的玫瑰
田里，“甜蜜废料”正在奇妙变身。日前，长江日报记者跟
着游客走进点溪园生态产业园发现，几个工人正在摘取玫
瑰花。

玫瑰为什么要摘掉？产业园负责人陈爱国解答：“这是
食用玫瑰，趁花骨朵将开未开时摘取，可以制成玫瑰干花
蕾，泡出的玫瑰花茶很香；如果花瓣刚刚绽放，就制成玫瑰
干花瓣。”

走进玫瑰田，脚感顿觉蓬松。陈爱国弯腰抓起一把碎渣
说：“这是甘蔗榨汁后剩下的蔗渣，它们可是我们玫瑰园里的

‘护花使者’呢！”
8年前，陈爱国和妻子回村种甘蔗，还重拾祖辈手艺，还

原古法制作红糖。榨糖之后的甘蔗渣，甜度很高、容易招引虫
蚁，一度成了“甜蜜的废料”。

不如让蔗渣给玫瑰当养料。2020年，他们引种了30亩可
供食用的重瓣红玫瑰，尝试着将蔗渣铺在田间作基肥。

“没想到，蔗渣既能锁住水分又能阻碍杂草生长；风吹
雨淋一年后再翻入土中，还能起到‘化作春泥更护花’的作
用。”陈爱国解释，这样种出来的玫瑰更为芬芳、花瓣也更
厚实。

“甘蔗榨汁制糖，剩下的蔗渣成了种植食用玫瑰的生态肥
料，绽开的花瓣与古法红糖‘喜结连理’，又化作甜滋滋的玫瑰
红糖和酥香的鲜花饼，真是一点也没浪费。”村支书程纲全也
开心极了。他说，如果说甘蔗榨汁制糖带来的是“头道甜”，蔗
渣养出的玫瑰绽放的是“二道香”，那么农文旅融合带来的客
流就是甜香产业酿出的“三味鲜”。

长江日报讯（记者汪洋 通讯员陈凌）滋滋作响，电流摇
曳，火花四溅。高压电开合闸时会产生这样可怕的高压电弧，
威胁电网设备和人员安全。过去，电网灭弧用的是一种叫六
氟化硫的气体，它绝缘性能卓越，但却是最强的温室气体。电
网灭弧如何能既安全又环保？

近日，长江日报记者从湖北工业大学了解到，该校张晓星
教授研发的一款新型环保气体绝缘环网柜正式落地投产，并
入围湖北省能源领域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正推荐申报国
家第五批同类目录。这环网柜里“装”的，正是张晓星历经十
年研制出的六氟化硫环保替代绝缘气体材料——“全氟异丁
腈”混合配方。

记者看到，从生产线下来的环保气体绝缘环网柜，大小和常
规配电柜差不多，不同的是柜体内部有个密封气箱，这也是柜体

最核心的部件，气箱中填充的就是张晓星研制的绝缘气体。
“这是交叉学科领域，最难的是绝缘气体筛选及综合性能

调控。”张晓星告诉记者，在这个环保替代气体研发中，潜在的
气体绝缘材料有上千种，他们通过仿真和实验弄清楚气体的
分子微观特性和宏观性能的构效关系，掌握这些材料的绝缘
和灭弧特性、与电气设备其他材料的相容性，明确气体长期运
行的稳定性和生物安全性等。

我国作为电力大国，六氟化硫装备规模大。张晓星这项
环保替代研究始于2008年。一系列的实验和筛选做下来短
则几个月，长则一年多时间。张晓星带领团队通过反复的理
论和实验分析，最终成功研制了以全氟异丁腈为核心的环保
绝缘气体配方，其温室效应较六氟化硫缩减90%以上。

2021年10月，张晓星团队与湖北楚云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达成合作，共同推动全氟异丁腈混合气体在环网柜中的应用，
突破了设备关键零部件、整体设计与制造关键技术。次年，双
方联合投资兴建湖北楚云电气有限公司。如今，这家公司已建
成一条环保气体环网柜全自动成套产品生产流水线，带动环保
气体绝缘设备在湖北省的产业化，形成国产自主设备生产线。

广西电科院电力设备管理所相关项目负责人饶夏锦告诉
记者，张晓星教授研制的环保气体绝缘环网柜已在广西玉林
的项目挂网运行快两年了，效果得到了充分检验，不仅大大降
低了温室气体排放，而且成本也更低。

湖北省作为碳交易市场的首批试点省份，未来将逐步推
行碳交易市场的规范化。1套3单元的环保气体绝缘环网柜，
可使用户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176.25吨，通过碳交易市场可
获得14100元收益。

新型环保气体绝缘环网柜量产

一套环保柜可获万元碳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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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讯（记者陈永权 通讯

员但慧芳）“看，用水量下降了不少！”
5月5日，在武汉东西湖区园区宏图一
路一间办公室里，麦米特科技（武
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麦米特”）
负责人陈伟通过手机查看节假日智
能水表的实时监测数据，反馈给自
来水公司。

两年前，这家公司还因新订单缺
少200万元的流动性资金而为难。“众
邦银行的‘科创贷’，3分钟就完成审
批，让我们赶上了数智化发展的风
口。”陈伟感慨。这家初创型企业经
过几年发展，如今已跻身武汉市科技

“小巨人”行列，成长为集生产、研发
及智慧水务解决方案于一体的综合
服务商。

像麦米特这样的民营小微企业，
在企业转型发展、创新投入的关键时
期，往往面临着资金短缺困境。按照
传统申请贷款的方式，大多会因规模
小、抵押物不足、信用评级相对较低
等因素，融资能力受到限制。

当小微企业提交的信息资料传
到众邦银行的“倚天”风控引擎平台
时，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其
工商登记、司法数据、税务数据、征信
数据、专利登记等40余类数据被迅速
加工建模，形成信用初步评估结果。
同时，该平台建立了专属评级授信模
型，把企业专利数量、研发投入占比、
科创属性等10余项指标设为重点，整
合多维度数据对企业进行精准“画
像”后，核定授信额度和信贷利率。

随后，众邦银行建立实时数据监
控和风险预警模型，对企业经济状
况、资金流向等关键指标进行动态监
测，并通过风险评估模型，对企业实
现精细化贷后管理。

“传统融资模式关注固定资产，
我们更看重企业的‘数字足迹’。”
众邦银行大数据风控部相关负责
人表示，运用该大数据风控平台，
能对具备不同产业链和行业属性
的企业进行细分，获取与上下游交
易关系，适配客户不同阶段金融需
求，扩大民营小微企业信用融资的
覆盖面。

据悉，作为湖北首家互联网交易
服务银行，众邦银行去年累计为民营
企业提供融资支持近500亿元。

（参与采写：程思思）

一条连接江汉平原的水运动脉加速成型

荆州集货武汉中转

蔗渣铺进花田
种出的玫瑰更芳香

■长江日报记者秦璟 杨晓雨 通讯员田红霞

临水码头前，一声号子吆喝带领游客穿越到百年前的老
武汉码头。“渔灯挂在桅杆上，晚上亮起来，就像走进电视剧里
一样！”外地游客王君捧着一碗热干面，在渔灯下拍照留念。

“五一”假期，江夏里·武汉老码头文化美食街区（以下简称
“江夏里”）开业5天接待游客超15万人次。小镇里，三十多栋木
质建筑错落排布，再现百年前码头商贾云集的盛景。30余家老
字号与小吃档口鳞次栉比，草把龙、舞狮、采莲船等民俗表演精
彩纷呈，游客还可以随时与身着古装的工作人员互动。一位小
吃摊主开心地告诉长江日报记者，5天假期营业额超过3万元。

闲置多年的村民老宅、集体土地终于盘活了。锦绣村党
支部书记刘兵感慨：“靠秀美山水发展文旅产业，希望此举能
让锦绣村实现长远发展。”

2022年，为了让多年闲置的荒地“活起来”，村委会一行
专程到长沙湘江里项目考察。看到小小一座渔村游客人挤
人，刘兵心里颇感震撼。回到武汉他就向上级单位汇报引进
文旅项目的想法，得到大力支持。但当他第二次赶往长沙与
湘江里项目运营团队见面时，对方却没有想象中的热情。

长沙湘江里每年有100多个团队来参观洽谈，小小的锦
绣村凭啥吸引人？刘兵回到武汉，准备了一套详尽材料后，第
三次到长沙接洽。“锦绣村离市区只有不到一小时车程，地处
梁子湖畔，山水资源丰富。只要能合作，我们村将全员上阵，
全力建设。”

“三顾长沙”的诚意终于打动了运营团队。随后，经村民
大会决策同意，2023年8月，锦绣村成立“强村公司”与运营方
签约，采用“村集体全资投入+专业团队托管运营”的合作机
制，挖掘武汉码头文化，融合主题餐饮、民俗表演、手工艺体
验、汉服换装等元素，将江夏里定位为融合武汉码头文化特色
的美食街区。2024年底，江夏里开工建设。

资金有限，锦绣村过起了开源节流的“紧日子”。江夏里
依托锦绣村原有地貌，基本上不做改变。村里的38栋闲置农
房加固、改造，变成了焕然一新的木质建筑。村民胡银香心里
高兴，“老宅没有拆，村民的‘根’就还在这里，还越来越好了”。

村民代表组成8个建设小组，负责采购、装修、后勤、安
全、宣传等工作。村民自己上工装修老宅，所需建材由村集体
统一购买，省了几十万元的人工费用。村民刘景章在外干了
十多年工程，听说家乡正在改建房屋做文旅项目，回村当起了

“土专家”，负责土方管理。“一开始说村子变景区，我心里还有
点不踏实。但加入建设后，这一砖一瓦都是自己建起来的，渐
渐也有信心了。”刘景章说。他自家的老宅在村民的帮助下变
成了夜景餐厅。

仅用时5个月，江夏里一期开街。200多位村民在小镇谋

得岗位，月均工资6000多元。村民的新家就在小镇隔壁的还
建房小区。

刘兵说，街区收入按利润高低阶梯式分红，预计每年可为
村集体创收300余万元，“项目还为锦绣村带来了新的投资意
向，小镇二期及周边地块开发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中”。

“五一”开业的江夏里美食街区游人如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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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公益广告

讲文明 树新风

“三顾长沙”乡村老宅变身秀美景区
江夏里“五一”迎来开门红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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