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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互通

从“硬联通”到“软联通”

晨曦微露，湖南省岳阳市城陵矶

港已热闹起来。伴随嘹亮的汽笛声，

一艘滚装运输船缓缓靠泊码头，近 200

辆商品车从船舱内鱼贯而出。正值汽

车销售旺季，11 月以来，城陵矶港平均

每天承接汽车滚装业务 600 辆左右。

城陵矶港是长江八大深水良港之

一，在联通赣鄂两省的水运物流通道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今年前三季度，

城陵矶老港区累计完成件杂散货进出

港量 2894.8 万吨，业绩稳步提升。

好消息接连传来。7 月，湖南长沙

至江西赣州高速铁路建设项目可行性

研究报告正式获批。11 月，生态环境

部对其环境影响评估报告正式批复。

这意味着，该项目设计前置要件全部

完 成 。 作 为 连 接 湖 南 与 江 西 的“ 动

脉”，全长约 429.48 公里的长赣高铁，

是湘赣两省深化合作、促进区域协同

发展的重要纽带。

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网络，成为

长 江 中 游 城 市 群 联 动 发 展 的 坚 实 支

撑。G4 京港澳高速湘鄂省界段纳入交

通运输部公路“十四五”发展规划中期

调整，岳阳—武汉—九江“中三角”航

线稳定运行……长江中游城市群交通

互联成网，城市之间联系更加紧密。

鄂湘赣三省加快基础设施“硬联

通”的同时，“软联通”也在不断提速。

前不久，位于湖北省的一家企业

负责人陈女士，在中国电子口岸数据

中心南昌分中心成功办理相关业务，

“我们企业的注册地在湖北，在南昌也

有不少业务。以前办理相关手续，需

要两地来回跑，如今可以就近办理，有

效节约了成本。”

海关工作人员介绍，这是长江中

游城市群海关助力外贸企业跨省通关

的举措。以往，受信息系统限制，鄂湘

赣三省外贸企业只能在注册地海关办

理相关业务。去年，三地海关创新推

出“跨省一 KEY 通”服务平台，实现系

统互通、数据互享、业务互认。该项举

措将电子口岸业务跨省办理时长压缩

至 1 个工作日内，节约企业成本超过

40%，惠及外贸企业 9 万余家。

此外，11 月 22 日，鄂湘赣三省市场

监管部门达成新共识：未来，三省将在

网络反不正当竞争联动执法、产品质

量联动抽查、市场监管信息化协同发

展等 7 个方面深化合作。

“三省通办”推动政务数据互通共

享，企业群众办事更加便捷；“三省协

作”打破地域限制，有效推动重要行动

协同开展；“三省互认”强化信用监管

区域协作；“三省共享”让人才、技术、

平台等资源顺畅交流……

从整体出发，树立“一盘棋”思想，

长江中游城市群蓄势待发、扬帆远航。

业相融

从隔江相望到跨江合作

临近年终岁尾，位于湖北省黄冈

市黄梅县小池滨江新区的临港产业园

一 派 繁 忙 景 象 。 在 一 家 铜 产 品 加 工

厂，工人将铜液拉成铜丝，经过压紧、

打包等环节，刚刚下线的铜丝被运往

江西省九江市。园区内，悬挂着“鄂 J”

“赣 G”牌照的汽车往来穿梭。

小池滨江新区与九江市仅一江之

隔，素有“鄂东门户”之称，10 余年前还

只是一个工业基础薄弱的小镇。

“小池要发展，必须融入长江中游

城市群一体化发展中。”黄梅县相关负

责人说。彼时的九江市，经济实力走

在江西省前列，但面临着用地成本高、

空间有限的发展瓶颈。

2012 年，一份双向奔赴的协议签

订，黄冈、九江两地就携手建设“一江

两岸”达成共识。10 余年来，小池滨江

新区依托九江市的石油化工、电子信

息等优势产业链，打造光电新材料、智

能制造装备等产业集群，共同融入长

江中游城市群发展。

小池的变迁，是长江中游城市群跨

区域产业协作的缩影。长江中游城市

群拥有武汉东湖、长株潭、鄱阳湖 3 个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在装备制造、电

子信息、航空航天等产业领域形成全国

优势产业集群。近年来，城市群内各区

域立足优势、突出特色，走出一条横向

错位发展、纵向分工协作的路子。

今年 5 月，第十三届中国中部投资

贸易博览会在长沙市举办。江西省牵

头电子信息产业链，湖北省牵头新材

料产业链，湖南省牵头现代石化产业

链 ，开 展 多 场 产 业 链 推 介 对 接 活 动 。

每场活动由一省牵头，其他省配合，实

现优势产业链联合招商，释放出强大

吸引力。

湘江西岸，岳麓山下，位于湖南省

湘江新区的岳麓高新区东山湾片区，

创新创业之风正盛，战略性新兴产业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一家从事全钒液

流电池储能系统研发制造的新能源企

业坐落于此，该企业由“教授团队”创

立，手握核心科技专利。近年来，企业

与中南大学、湖南农业大学等高校建

立长期合作关系，加快技术突破和创

新成果转化应用。

今年 7 月，该企业的年产 1 万吨高

纯钒项目落地江西省宜春市。宜春市

相关负责人说：“项目的落地，开辟宜

春新能源产业发展新路径，也为区域

绿色转型提供参考借鉴。”

长江中游城市群科教资源丰富，

产业基础雄厚，区域内产学研合作越

来越紧密。2023 年 3 月，在湖北省武汉

市举行的“第二届长江科技创新要素

大会”上，鄂湘赣三省共同启动长江中

游城市群综合科技服务平台共创云和

三省大学科技园联盟，科技创新合作

和科技产业交流更加频繁。

境共为

从“萍水相争”到“萍
水相亲”

初冬时节，行走在江西省萍乡市

湘东镇江口村，多彩的庭院墙绘、简约

的江口艺术会客厅在山峦叠翠间显得

格外雅致。山坡下，萍水河犹如一条

绿飘带将村庄紧紧环绕，三两成群的

白鹭安静俏立在河畔。

村民易磊对萍水河情有独钟，“萍

水河是萍乡的母亲河，向西流到湖南

醴陵后被称为渌水，也是醴陵的母亲

河。”

如今的江口村一步一景，是当地小

有名气的打卡地，然而几年前，这里还

是另外一番景象。萍乡市是江西省重

要的工业城市，2019 年以前，萍水河上

下游遍布钢铁、化工、建材等工厂，水体

一度受到严重污染，两地群众曾因河流

污染问题产生矛盾纠纷。

转机出现在 2019 年 7 月 ，赣湘两

省签订《渌水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

协议》，明确上下游的职责和义务。双

方约定，以交界处断面水质为依据，如

果当月水质类别达到或优于国家考核

目标Ⅲ类，由湖南补偿江西，反之，则

由江西补偿湖南。

协议签订后，一场围绕萍水河治

理的攻坚战全面铺开：全力推进工业

转 型 升 级 、优 化 产 业 结 构 ，提 标 改 造

污 水 处 理 厂 ，关 停 高 耗 能 、高 排 放 企

业 …… 生 态 环 境 提 升 后 的 萍 水 河 沿

河两岸，吸引“零 799”艺术区、海绵城

市植物培育基地等一个个项目落地，

也让流域周边的群众吃上生态饭、文

旅饭。

今年 1 月，鉴于生态保护补偿协议

实现多方共赢，赣湘两省首次协同立

法通过的《萍水河—渌水流域协同保

护条例》开始实施，标志着两省开启跨

省生态保护的新探索。

“‘生态对赌’，没有输家。”江西省

社 会 科 学 院 江 西 发 展 战 略 研 究 所 所

长、二级研究员李志萌说，“建立跨省

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有利于推动

区域水生态环境质量提升，通过环境

保护倒逼产业结构优化，实现生态效

益和经济效益双赢。”

位于长江中游的洞庭湖、鄱阳湖，

有“长江双肾”之称，长江中游城市群

生态保护责任重大。“共抓大保护，不

搞大开发”，离不开上下游、左右岸的

齐心协力。近年来，长江中游城市群

携手保护的同时，各地企业也积极做

好绿色发展这道“必答题”。

11 月 26 日，宝钢股份武汉钢铁有

限公司自主研发制造的 325 吨低碳螺

纹 钢 ，抵 达 上 海 一 处 项 目 建 设 工 地 。

经过测算，与常规生产工艺相比，这批

“绿色钢筋”减少碳排放比例达 45%。

位于武汉市的武钢一号高炉工业

遗址公园，一改往日烟囱林立、铁水四

溅的生产景象，裸露的石山被改造成

“红钢绿园”，之前淘汰下来的钢包等

废料，结合绿植布置成“钢花飞溅”的

园林景观。前来参观的武汉理工大学

学生不禁感慨：“这里简直像一座钢铁

花园！”

武汉市成立全国首个“企业电—

碳—金融服务中心”，长沙市入选全国

首批 25 个碳达峰试点城市，南昌市创

建全国首个省级层面的碳中和科技创

新平台……一幅生产美、生活美、生态

美的美好画卷，正在长江中游城市群

间徐徐铺展。

同饮一江水 共下一盘棋
—从长江中游城市群崛起看我国区域协同发展新貌

■本报记者 于心月

大江流日夜，慷慨歌未央。

万里长江从雪山走来，向东海奔去。行至湖北宜昌，江面变得平稳且宽

阔，武汉都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如一颗颗璀璨明珠，镶

嵌在长江之畔。

地处我国中部地区，长江中游城市群承东启西、连南接北，担负着推动

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任，在我国区域发展格局中占

有重要地位。

前不久，习主席在湖北考察时强调，以武汉都市圈为中心，推进长江中

游城市群联动发展。同饮一江水，共下一盘棋。近年来，山水相依的长江中

游 30余个城市紧紧联系在一起，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现代产业互融互促、生

态环境共治共享。长江中游城市群成长为支撑中部、辐射全国的重要增长

极，发展前景令人期待。

写 在 前 面

11月 20日，船舶航行在长江三峡西陵峡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水域。

新华社发

凌晨，我国首个专业货运枢纽机

场——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以下

简称“花湖机场”）内灯火通明。伴随

着轰鸣声，一架满载 25吨电商快件的

全货机准时降落，快件经过分拣后，通

过物流迅速发往长江中游城市武汉、

长沙等地。

自 2022 年 7 月投运以来，花湖机

场累计开通客货运航线 93 条，通达

46 个国内航点和 30 个国际航点，累

计货邮吞吐量突破 90 万吨。花湖机

场拥有亚洲规模最大的快递包裹处

理系统，货物从这里出发，一日达全

国，次日达大洋彼岸。

花湖机场科技感满满。登录“鄂

州花湖国际航空货运枢纽平台”，输

入运单号，预配舱单、收运检查、货物

安检等信息一目了然。

“通过平台看物流时间节点，我们

可以靠前安排运输计划、压缩运输周

期，货物抵达鄂州前，就能根据物流进

度为其预订航班，实现中转‘无缝衔

接’。”机场相关负责人说，过去，需要

分别通过海关、机场货站、民航等不同

渠道，才能查询到物流通关信息。

走进机场占地 75 万平方米的转

运中心，52 公里长的智能化分拣线

上，大小各异的包裹以每秒 2.7 米的

速度“飞驰”。

在这里，10余架货机能够同时装

卸，每小时可处理快递 28 万件。单

件货物最快 5 分钟、最慢半小时就能

分拣完毕。鄂州海关相关负责人介

绍：“以往，国际快件需在单独的监管

场所内完成通关监管手续，再经二次

分拣后分发，货物通关一般需要半天

时间；如今，转运中心建成 14 条海关

智能查验线，从‘串联式’通关变为

‘并联式’通关，快件整体通关时间减

少 50%。”

按照规划，花湖机场将发挥紧邻

长江黄金水道的区位优势，建设集

“空公水铁”等多种运输方式于一体

的货运枢纽。以花湖机场为中心，

“1.5 小时飞行圈”可覆盖京津冀、长

三角、珠三角、成渝等主要城市群。

依托多式联运优势，花湖机场不仅

可 以 为 中 部 地 区 提 供 重 要 物 流 支

撑，还可以有效辐射衔接我国主要

城市群。

长江中游城市群是花湖机场飞

行圈的重要腹地。以武汉都市圈为

中心，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联动发

展，花湖机场可以进一步发挥“空中

出海口”的功能。据了解，花湖机场

将携手武汉天河机场，加快打造航空

客货运双枢纽，构建内陆开放高地，

助推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社会发展，

打造临空经济发展主引擎。

（综合各媒体报道）

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构筑专业货运枢纽——

打造“1.5小时飞行圈”

近日，工作人员在渝厦高铁重庆东站动车所铺轨基地作业。渝厦高铁重庆

东至黔江段，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中渝厦通道的重要组成部

分。线路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加强沿线地区与长江中游城市群等地区间相互

联系，对于整合沿线旅游资源，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华社记者 唐 奕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