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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文红玲） 20 日，
2023年黄石市知识产权宣传周启动
仪式在黄石武商MALL外广场举行，
市政府党组成员隆刚出席启动仪式并
宣布知识产权宣传周正式启动。

本次活动围绕“加强知识产权法
治保障，有力支持全面创新”主题，发
布了2022年黄石市知识产权保护白
皮书以及2022年黄石市知识产权保
护典型案例，企业代表作知识产权经
验交流分享，宣读了知识产权保护倡

议书，并为第三批黄石市知识产权保
护工作站、第二批黄石市商标品牌指
导站及黄石市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
解委员会驻黄石公证处调解工作室
授牌。

启动仪式现场还设置了宣传展
台，对过往群众详细讲解版权、专利以
及如何辨别假冒伪劣产品等相关知
识，在营造良好知识产权强市氛围同
时，进一步增强全市尊重和保护知识
产权意识。

2023年黄石市知识产权宣传周启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统筹做好
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这篇大文章，
坚持绿色发展方向，强化品牌意识，优
化营销流通环境，打牢乡村振兴的产
业基础。

20日，阳新县新塘茶园丰义花鸟
世界天朗气清，市政协在这里举行

“‘三茶’统筹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委
员主题读书分享活动，在茶香与书香
的交织中，碰撞出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思想火花。

好山好水出好茶。黄石位于黄金
北纬30°附近，襟江环湖，钟灵毓秀，
拥有得天独厚的茶叶种植条件。近年
来，市委、市政府坚定把茶产业列为全
市农业产业化五大重点产业链之一，
在产业规划、市场拓展、品质提升、龙
头培育、平台建设、宣传推介等方面加
大政策扶持力度，茶叶产业发展蹄疾
步稳。

围绕中心，服务发展。市政协将

委员读书与履职深度结合，将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三茶统筹”重要指示
精神作为今年首场委员读书活动主
题，在服务茶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展现
政协委员的担当和作为。

以读书聚共识。当天的活动中，
市政协领导与委员从中国茶聊到湖北
茶，从湖北茶聊到黄石茶，品读《茶
经》，吟诵《阳新茶赋》，品清茶、聊体会，
在茶香四溢中感受茶叶的独特魅力。

“陆羽被誉为‘茶圣’，所作《茶经》
更是将茶的功能从药用、食用、饮用上
升到人文精神的高度，让其成为一种
修身养性、陶冶情操的重要载体。”市
政协委员、壶中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董事长胡冰带领大家品读茶学经典著
作，提高委员们的茶学素养。

以读书促发展。聚焦黄石茶叶品
牌打造、茶产业做大做强，委员们将阅
读所得与自身经历、调研成果相结合，
提出真知灼见。

“严把茶叶质量关，确保喝上放心
茶，这句话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中，我
也一直按照有机茶园的标准来打造茶
园。”阳新县政协委员、阳新金竹云雾
茶业负责人刘合毅表示。

黄石茶叶种植总面积8.34万亩，
其中白茶种植面积约占一半，我市也
因此成为鄂东南最大的白茶生产基
地，“殷祖白茶”就是重点打造的一个
茶叶公共品牌。

“茶文化是灵魂，茶产业是基石，
茶科技是创新，也是持续发展的关
键。”大冶市政协常委、大冶市白茶协
会副会长、秘书长骆名雄表示，“殷祖
白茶”一直倡导“扎牢基础，夯实品
质”，未来将在茶叶种植、采摘、加工等
各个方面坚持标准化，进一步唱响“殷
祖白茶”品牌。

地处幕阜山系的阳新，自古茶木
成林，从宋代起就被列为全国12个贡
品名茶产区之一。近年来，阳新县茶

产业政策导向鲜明，生产主体活跃，并
成功申请“阳新芽茶”“富川红”作为区
域公用品牌，形成“一红一绿”齐头并
进的发展局面。

此次读书活动的东道主——市政
协常委、阳新县政协主席徐德世表示，
阳新将加大政策支持，引导资本投入；
强化技术培训，提升质量水平；树立责
任意识，优化产业发展；创新工作机
制，降低产业风险，为阳新茶产业发展
助力添彩。

读书贵有恒。近年来，市政协探
索建立“读书+履职”互促互进机制，有
针对性地强化对委员的学习教育，重
点完善“委员天天学、专委会月月讲、
好书季季推、讲堂年年办”读书矩阵，
打造“书香政协·磁湖书吧”委员读书
活动品牌。2022年共举办委员读书活
动3期、委员大讲堂3期，组织参加全
国政协和省政协委员读书活动4期，实
现委员培训全覆盖。

本报讯（记者 朱达） 20日，市政
协在阳新新塘茶园举行“‘三茶’统筹
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委员主题读书分
享活动，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茶”统筹发展的
重要指示精神，以委员读书活动助推
黄石茶产业发展壮大。

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汪岚
围绕“喝好一杯中国茶”主题，分享
了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茶”统
筹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及中国茶历
史的心得体会，指出要发挥黄石资源
优势，加强茶叶全产业链建设，打造

知名茶叶品牌，推动黄石茶产业健康
发展。

徐德世、胡冰、刘合毅、骆名雄等4
位委员立足我市茶产业发展现状和基
础，就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和
措施进行分享交流，努力把读书收获
转化为政协工作的过硬本领与履职的
工作成果。

当天，参加活动的政协委员还前
往新塘茶场围绕茶叶种植、茶场建设、
茶叶品牌打造情况进行调研视察。

市政协副主席张保平、秘书长万
建新参加读书活动。

委员读书聚合力“三茶”统筹促发展

本报讯（记者 马南山） 17日，在
黄石新港园区弘盛铜业公司自动化产
线上，一派忙碌的景象。据悉，今年一
季度，该公司阴极铜产量4.1万吨、阳
极板产量8万吨，产值达37.7亿元，顺
利实现一季度生产“开门红”。目前，
该公司投料量节节攀升，冲刺全年实
现生产阴极铜34万吨、工业产值240
亿元目标。

“铜精矿通过闪速熔炼，几秒内就
能出68%品位的冰铜，再经过几秒钟
的闪速吹炼，就能产出99%品位的粗
铜。”据弘盛铜业火冶片区相关负责人
介绍，整个2月份，该片区不仅稳定保
持1月份冲刺的高负荷产能，还顺利
开展一系列优化改造工作，为3月份
固化系统检修和优化改造成果，全力

突破运行负荷瓶颈创造了有利条件。
据悉，3月份，火冶片区熔炼单日最大
负荷率达到107%，吹炼单日最大负荷
率更是达到109%。

“自去年11月投产入库以来，弘
盛铜业不断优化调整生产工艺流程，
提前做到‘达产达标’，实现一季度‘开
门红’。”弘盛铜业总经理助理李立说，
1-3月，公司实现工业产值37.7亿元，
超额完成既定目标任务。

李立表示，弘盛铜业将继续保持
攻坚克难、奋勇向前的工作姿态，拿出
一刻不停、一步不错的责任感和紧迫
感，以“开门红”引领实现“全年红”，向
全年目标34万吨的主产品阴极铜、
130万吨的硫酸迈进，奋力实现全年
总产值240亿元目标。

弘盛铜业实现首季“开门红”
一季度产值达37.7亿元

本报讯（记者 陈弘毅）19日，“湖
北梨威—湖北工业大学”智能化养殖
设备校企研发中心揭牌仪式在湖北梨
威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举行。

湖北梨威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是我
市一家集研发设计、制造、外贸于一体
的专业机械设备制造企业，在国际前
沿技术的基础上，做更适合国内养殖
行业的应用提升，公司拥有一批多年
从事机械设备研发、设计、制造、检测、
售后服务的专业人员。企业致力于将
国内养殖行业提升至“无人猪场”“无
人鸡场”的高智能绿色农场，通过技术
创新投入，为下游企业提供全智能、标
准化的配套高新技术产品。

湖北梨威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负

责人介绍，“湖北梨威—湖北工业大
学”智能化养殖设备校企研发中心的
成立，将重点进行“畜牧业智能养殖
成套设备的配置”的研发和应用，改
写养殖设备中“东拼西凑”的局面，这
种“一站式”全流程服务，是通过“物
联网+”和“5G”的技术应用，实现生
产设备厂商与畜牧养殖达成互联互
通，数据共享，从而一键式远程解决
客户需求。

近年来，在各类校企合作创新平
台的有力支撑下，我市企业自主创新
能力不断增强，产业创新活力不断迸
发，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
加速融合，成为赋能黄石转型升级和
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H 建设科技强市

深化校企合作
助推畜牧养殖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廖巍巍） 20日，据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消息，目前，我市
正在全面摸排城区范围内可培育、可提
升、可利用的土地资源，重点拓展城市
更新、老旧小区改造、存量资产再利用、
集体土地综合开发利用、片区综合开发
等资源价值空间，加快推进七类国有企
业土地房产历史遗留办证工作。

七类国有企业土地房产历史遗留
办证工作的工作范围主要包括：储备
土地，指已实施收储的土地，拟按程序
组织公开招拍挂出让，国有企业参与

拿地，办理供地手续和不动产登记。
存量土地，指已建成的体育馆、科技
馆、公园等或风景名胜区内已建成的
建（构）筑物但未办理用地手续的存量
土地，按项目对应用途补办出让或划
拨手续，并办理不动产登记。存量房
产，指过去移交国有企业管理的商业
门面、成套住宅、办公楼等存量房产，
原土地使用权性质为划拔，可依法补
办协议出让手续和不动产登记，提升
资产价值。林地资源，指国家所有的
森林、林木、林地等森林资源，可以依

法确定给林业经营者使用，办理林权
登记。水域资源，指江河湖泊、水库等
水资源，可以依法确定给水域经营者
使用，办理水资源经营权证。文物资
产，指受国家保护的古文化遗址、古
建筑、近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
等不可移动文物。后备土地资源，指
本轮生态红线和磁湖风景名胜区调出
的国有建设用地中可用于开发建设的
土地。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推进七类国有企业土地房产办

证工作，是探索开展山水林田湖草等
自然资源资产价值评估、开发利用，盘
活存量、挖掘增量、激活变量，优化资
源配置，形成有效土地资源资产的重
要举措。该局将联合各城区政府及市
住建、财政、税务、水利湖泊、文旅等部
门，通过简化划拨供地程序、简化确权
登记程序、简化水资源和林权登记、加
快资产审批等手段，破解规划审批、土
地供应、不动产登记等难题，在合理稳
妥的基础上，有序推进国有企业土地
房产历史遗留办证工作。

让“书香”牵手“茶香”
——市政协委员读书活动侧记

□ 本报记者 朱达

本报讯（记者 殷珂 通讯员 陈
璐 杨高胜）20日，记者从大冶市水利
和湖泊局获悉，国家水利部近日发布
的《母亲河复苏行动河湖名单（2022至
2025年）》中，大冶湖大港名列其中。

大冶湖大港是大冶境内水系轴线
最长、流经乡镇最多、流域面积最大的
河流，属大冶湖水系，发源地为上游灵
乡镇红峰村。大港干流全长29.45公
里，流域面积610平方千米，流经5个
乡镇（街道）、20个行政村，主要支流有
21 条，流域内有水库 31 座，总库容

4717万立方米，在生态调节、防洪灌
溉、景观文化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为守护好一港碧水，落实好生态
文明建设，长期以来，大冶市坚持以河
长制为抓手，统筹推进大冶湖大港系
统治理，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通过
乡镇自查、水利员排查、市河湖长办
及督导部门核查、联合及委托第三方
调查、发动民间河湖长及利用水质检
测结果协查等方式，全面摸排河湖问
题底数，重点关注水质超标的区域。
同时，组织人员对辖区内所有河流、

水库的沿岸排污口、垃圾乱堆乱倒、
违法建设等情况进行详细调查，对周
边畜禽养殖场、工业企业等进行排
查，根据排查情况及时完善“一河
（湖）一策”方案。

截至目前，大冶已整治大冶湖大
港流域“四乱”问题约290个，投入整
治资金约2800余万元，拆除涉水违法
建筑物、构筑物38处，关停拆除养殖
场61家，整改提升200余家，收回流
域内20座水库的养殖承包经营权，建
设污水处理厂 5 座，日处理污水约

1.95万吨。
大冶市委主要负责人说，下一步，

大冶将以母亲河复苏行动为契机，创
新工作机制，严格落实责任，积极引导
河湖长和有关部门履职尽责，努力实
现河湖巡查常态化、规范化。同时，坚
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效果导向，强
化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从
生态系统整体性和流域系统性出发，
持续推动河湖长制从有效管控向全面
治理转变，努力形成全社会关爱河湖、
珍惜河湖、保护河湖的良好氛围。

本报讯（记者 刘舒晨 见习记
者 吴山） 20日，“科创湖北”学会专
家荆楚行（黄石·阳新站）活动成功举
办。湖北省科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孙
击翔出席活动启动仪式。市委常委、
市委统战部部长俞远汉宣布活动正
式启动。

俞远汉代表市委、市政府对省科
协和学会专家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与
感谢。俞远汉指出，科技创新是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有效的研究成果、
有效的市场主体和有效的对接至关重
要。此次市科协搭建学会专家与企业
联系服务的纽带，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意义非凡。俞远汉表示，黄石市将坚

持深入推动科技经济融合，以科技创
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立足产业基础，发
挥自身优势，推动建成武汉都市圈重
要增长极。

19日，来自武汉大学、华中科技
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大学等高等院校的9名教授、专
家，实地调研了阳新县远大富驰、巨
鹏厨房设备、娲石水泥等7家企业，详
细了解企业生产过程中的技术难
题。20日，在交流座谈对接会上，专
家与相关企业代表围绕生命健康、新
材料等产业进行深入探讨，针对企业
发展定位和技术需求现场把脉问诊、
出谋划策。

“科创湖北”学会专家对接服务我市企业

本报讯（记者 石教炼） 20日，武
汉海关副关长杨良勇一行来我市进行
考察调研。

当天，杨良勇一行前往黄石新港
口岸和黄石棋盘洲综保区，了解口岸
泊位设置、多式联运、综保区运营等情
况，实地走访弘盛铜业有限公司和大
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了解企业外
贸进出口业务开展状况，了解我市近
代工业发展史。

杨良勇要求，要牢固树立“大安
全”意识，时刻绷紧口岸安全生产这

根弦，强化企业安全生产培训，强化
职能部门监管，压实属地管理责任，
抓实抓细口岸安全生产；要发挥棋
盘洲综保区职能和政策优势，加大招
商引资力度，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在
产业导入、联动配套服务上实现优势
集成互补；各相关部门要组织干部职
工加强政策学习，增强理解政策、把
握政策、运用政策的能力，努力把政
策红利转化为发展红利，以高水平
开放助推黄石棋盘洲综保区高质量
发展。

以高水平开放助推高质量发展

大冶湖大港入选“全国母亲河复苏行动”名单

本报讯（记者 丁欢） 今年，二次
供水泵房及老旧供水管网改造项目，
被纳入2023年市政府“十件实事”。
市城管委扎实推进这项工作，打通居
民安全饮水“最后一公里”。

二次供水是指市政公共供水压力
无法到达的，需通过储存、加压等方式
供给居民生活饮用水的供水方式。

2023年，黄石将改造二次供水泵房66
座，老旧供水管网85公里，为23.5万
人解决水压水质问题。

刚刚完工的下陆区孔雀苑二次供
水泵房就是其中之一。20日，记者在
现场看到，泵房修缮一新，供水管道、
水箱、水泵、阀门、结算水表、控制系统
及监控系统等设施设备一应俱全。

“这个房子是上世纪90年代初建
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老房子的用水问
题越发凸显。”家住5楼的刘桁茂老人
称，特别是早晚用水高峰期，供水水压
太小，做饭、洗澡、洗衣都是难题，几乎
每天要等到凌晨前后，家里的水压才
勉强够用。刘桁茂表示，现在的水质
量好、供应充足，用水难问题得到彻底
解决。

随后，记者一行来到大泉路走

访老旧供水管网改造工程现场。据
现场施工人员介绍，本次改造将更
换为新型铁管，不易生锈变形，完工
后居民家中水质、水压都将得到明
显提升。

据了解，截至目前，二次供水泵房
改造已开工项目32座，老旧供水管网
改造已开工23个项目，已完成管网改
造39.16公里。项目改造完成后，将进
一步保障黄石供水优质、安全、稳定。

让高层居民用上“放心水”
H 办好民生实事 共享美好生活

我市推进七类国有企业土地房产办证

19 日，在大冶
湖青龙塔至大冶湖
三桥之间，大型设
备正在河床上进行
污水管网铺设。施
工设备开挖沟槽，
然后再铺设污水管
道，实现污水和雨
水分流，改善大冶
湖水质环境，提升
人居环境。
通讯员 瞿泽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