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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色降临，华灯初上，学生街逐
渐热闹起来。荆州锅盔、广东肠粉、
台湾蚵仔煎，炭烤猪蹄……小吃摊
上的炉火跳跃，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传来欢声笑语。

黄冈市黄州区西湖街道珠宝
路，因毗邻黄冈师范学院，汇聚全
国各地的小吃美食，前来购物消费
的年轻学子众多，故被称为“学生
街”。在黄州市民的记忆里，“学生
街”烟火气息浓厚，但热闹喧嚣的
背后，老旧的建筑、人车混流的街
道、随意停放的车辆同样让人苦
恼。

为此，黄州区启动了珠宝路片
区更新改造项目。“此次改造以完整
社区建设为抓手，打造以服务青年
学生全天候生活为主的国际青年友
好型街区。”1月10日，该社区工作
人员说。

多方共谋
街容街貌焕然一新

“这条街美食多，走走逛逛一会
儿就累了，希望增加歇脚的地方。”

“机动车都停在人行道上，小商贩只
能停在机动车道上，既拥堵又不安
全。”……在座谈会上，社区工作人
员一一记下居民的建议。

“无体检不更新”“无规划不实
施”。社区体检和规划是开展更新
行动的基础性工作。项目启动前，
规划设计人员以社区标准对该区
域进行体检。各相关部门、街道、
社区等组成专班，深入社区、小区
和居民家中现场调研，听取多方意
见建议。

针对群众反映的道路狭窄、断
头路、绿化少、无地下排水管网、无
休闲场地、无物业服务、停车难、消
防通道不畅等问题，项目统一纳入
规划，精准做好设计，确保群众诉求
有回应。

如今走在珠宝路上，随处可见
坐凳，路面整洁干净，崭新的标线清
晰醒目，街容街貌焕然一新。

完善设施
提升城市功能

改造前的学生街，因建设年代

久远，道路两侧房屋老化，街道内各
类摊位密集、停车场缺失、道路破损
狭窄等问题突出。

坚持民生导向、功能完善、产
业发展、风貌提升，项目实施过程
中，通过铺设雨污管网、老旧建筑
修缮、公共环境提升，从地面、立面
到空间全方位提升街区文化风貌，
完善卫生、排水、停车等基础设施，
提升城市功能，彻底解决城区背街
小巷环境差、公共配套设施落后的
问题。

项目改造范围包括新港二路、
珠宝路北区、珠宝路南区；改造内容
包括配套停车场工程、排污排水工
程、老旧建筑修缮工程等；珠宝路全
长1370米，新港二路全长490米，
涉及83栋建筑改造；规划停车位
778个，解决排水渍水面积23800
平方米。

“之前虽说人流量很大，但环境
显得有些陈旧了，以前顾客总说停
车不方便，现在增加了停车场，对我
们做生意的人来说也方便了很多。”
珠宝路商户陈丽琼说。

延续基因
植入青年文化元素

“之前学生街很热闹，但路上人
车混行，比较拥挤，现在路面畅通
了，街容街貌焕然一新，来这游玩心
情更舒适了。”行走在学生街上，黄
冈师范学院学生张也感触颇深。

学生街周边教育资源丰富，来
此消费的师生众多，文化气氛浓
厚。为延续这种文化基因，同时激
发街区的商业活力，该项目进行改
造时，特别植入了青年文化元素。

“除建筑立面、广告店招、雨污
分流和道路改造等工程外，项目增
加 IP娃娃主题文化雕塑、青春大
舞台、读书盒子等文化景观节点，
进一步打造充满烟火气、文艺范的
青春街区。”项目建筑设计师陈雨
介绍。

据悉，此项目工程将根据居民
需求，坚持共同缔造理念，由特色街
道向国际青年友好街区拓展，随着
后续更新工程的有序推进，黄州区
将进一步擦亮“学生街”城市品牌。

湖北日报讯（记者王理略、通
讯员鄂文旅）1月10日，从省文化
和旅游厅获悉，省政府对10个旅游
名镇、20个旅游名村和5个旅游名
街进行命名。截至目前，省政府共
命名了64个旅游名镇、138个旅游
名村和24个旅游名街。

2014年，经党中央、国务院批
准，我省设立“湖北旅游名镇、湖北
旅游名村、湖北旅游名街”评比达标
表彰项目，评选周期为2年。2021
年，全国评比达标表彰工作协调小
组办公室发布通告，“湖北旅游名
镇、湖北旅游名村、湖北旅游名街”
由达标表彰类项目变更为创建示范
类项目。2023年3月，经省政府批
准，印发了《湖北旅游名镇、旅游名
村和旅游名街创建示范管理办
法》。省文化和旅游厅按照自愿申
报、遴选名录、创建扶持、验收评定、
公示等工作程序，开展了创建示范
工作，遴选出新一批湖北旅游名镇、
旅游名村和旅游名街。整个创建示
范工作做到了“客观科学、标准严
格、程序合规、公平公正”。

本次获命名“旅游名镇、旅游
名村和旅游名街”的先进单位对发
展乡村旅游高度重视，在政策支

持、基础设施建设、旅游配套服
务、人居环境改善、综合管理以及
带领百姓增收致富等方面成效明
显，有力助推了乡村振兴。省文
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
获命名的先进单位，其特点和优势
主要是：规划引领，科学开发资源；
区位优越，特色产品鲜明；重视服
务，配套设施完善；业态丰富，带动
效益显著。例如荆门市京山市石龙
镇近3年旅游综合收入平均增速
26.5%，年接待游客72万人次，旅
游从业人数3116人，人均从旅游业
中获得年收入0.94万元；咸宁市咸
安区浮山街道太乙村各景区已累计
接待游客500多万人次，实现旅游
综合收入5亿多元；襄阳市枣阳市
汉街，已入驻商户300多家，带动
4000多人就业，具有较好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

据了解，下一步，省文化和旅游
厅将充分发挥湖北旅游名镇、旅游
名村和旅游名街的示范标杆作用，
坚持政府与市场双向发力，与往届
已命名的名镇名村名街串珠成线，
打造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擦亮“乡约
荆楚”乡村旅游品牌，不断扩大品牌
影响力和市场带动力。

一批旅游名镇名村名街
获省级命名

既有烟火气，又有文艺范

黄州区打造
国际青年友好型街区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刘洁

湖北省全面启动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

湖北日报讯（记者海冰、通讯员宋
博、刘杰）继2011年“三普”结束之后，
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再次开展。1月 9
日，为切实推进我省文物“四普”工作，
湖北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专班
第一次会议暨湖北省第四次全国文物
普查工作第一次调度会议在汉举行，标
志着我省全面启动“四普”工作。

会上获悉，自国务院印发《关于开
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通知》以来，
我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部署精神，按
照国务院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领
导小组组织架构和工作要求，筹划成立
湖北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领导
小组，编制普查工作实施方案，落实普
查工作经费，确定普查试点县区。

我省迅速组建湖北省第四次全国

文物普查工作专班，省文化和旅游厅负
责全省组织统筹，由省文物事业发展中
心牵头，会合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省古
建筑保护中心、省博物馆、武汉市文物
考古所、荆州博物馆等文博单位以及武
汉大学、湖北大学等高等院校专业力量
将全力做好全省普查工作。工作专班
指导全省各级文物部门开展普查内业
准备阶段不可移动文物名录完善工作，
梳理“三普”以来公布的市县级文物保
护单位名录，为全面开展“四普”工作奠
定基础。同时，武汉、十堰、黄石、宜昌、
黄冈、鄂州、潜江等地行动迅速，已依照
各地文物资源数量情况，配置了20至
60万元不等的年度普查工作经费。

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省
文物事业发展中心党委书记、主任余萍指

出，我省近年来顺利完成了全省石窟寺及
石刻专项调查工作、长江文物资源调查等
普查工作，为“四普”打下良好基础。普查
工作是文物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工作，
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深刻领
会全面摸清文物资源家底、构建中华文明
体系、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大意
义。要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
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
物工作要求，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做好这
项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切实细化
工作任务，坚决扛起责任。要统筹协调地
方，齐头并进抓好落实。以科学、精准的
普查成果，推进省域文物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建设，为促进湖北文物事业高
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据悉，我国分别从1956年、1981

年、2007年开始，开展过三次全国文物
普查。湖北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报
告显示，根据国家文物局普查办最终核
定数据，全省“三普”共登录不可移动文
物总量 36473 处，其中新发现 26182
处，占总量的64%。较第二次全国文物
普查登录不可移动文物总量，湖北省

“三普”不可移动文物总量增加了2.54
倍。总量和新发现数量的增加，进一步
巩固了湖北的文物资源大省地位。此
次湖北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将
通过起底式、地毯式的普查，进一步摸
清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同时，
加强对文物知识、法律法规、文物普查
意义的宣传，提高全社会对文物和普查
工作重要性的认知，推进普查成果共
享，增强全社会的文物保护意识。

非遗传承
“绣”出新生活

1月9日，秭归县茅坪镇银杏沱
村村民在家门口冬日暖阳下刺绣。

冬闲时节，秭归县1000多名绣
娘正在忙碌地赶制订单。近年来，
该县将非遗传承与乡村振兴紧密结
合，通过设立“绣娘工作室”、开展刺
绣技能培训、扶持龙头刺绣企业等
措施，活化非遗传承的同时，帮助村
民通过自己的巧手在家门口实现就
业增收，“绣”出富裕新生活。

（视界网 郑家裕 摄）

距今2.48亿年前，为全球最早滤食性海生爬行动物

南漳湖北鳄 吃相很优雅

湖北日报讯（记者林晶、通讯员陈
琳、赵璧）湖北鳄研究又有新成果。1月
9日获悉，“南漳湖北鳄为全球最早滤食
性海生爬行动物”这一科研成果被中国
地质调查局列入年度重要基础地质研
究成果。该成果认为，南漳湖北鳄与现
代海洋中须鲸进食方式相同，说明现代
海洋生态系统的雏形在早三叠世时期
已经形成。

上述成果于2023年8月发表于国
际 知 名 期 刊《BMC Ecology and
Evolution》，由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
调中心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湖北省
地质科学研究院和英国布里斯托大学
联合研究得出。

南漳湖北鳄是一类生活在海洋中
的史前爬行动物，出现在距今2.48亿年
前。其长有细长的吻部，化石出现在湖
北南漳县和远安县交界地区的南漳—

远安动物群中。根据以往的发现，南漳
湖北鳄化石标本往往呈侧向保存，无法
全面观察到头骨的特征，导致不能准确
认识它的生活习性。

武汉地调中心教授级高级工程
师程龙介绍，在长期从事南漳—远
安动物群研究过程中，研究团队采
集到了两件呈顶面出露和一件呈腹面
出露头骨的南漳湖北鳄化石标本。团
队通过研究发现，南漳湖北鳄的两侧前
颌骨和鼻骨几乎不接触，在吻部中间形
成一条狭长的吻中缝；上颌的两侧唇边
各发育一列浅槽。

在几何形态测量学研究的基础上，
研究团队通过与现生的130种水生四
足动物进行形态趋同对比分析发现，南
漳湖北鳄的吻部结构趋同于现代海洋
中的须鲸。程龙解释，须鲸是现代海洋
食物链中的特殊类型，它们的上颌生长

有梳状排列的角质须。捕食时，其
借助吻中缝和下颌扩充口腔空间，
吞下大量海水，随后闭上嘴巴吐出
水，用鲸须把食物留在口中。研究
团队认为，南漳湖北鳄的上颌也生
长类似鲸须的软组织。此外，结合南漳
湖北鳄较弱的运动能力，研究团队进一
步提出南漳湖北鳄类似须鲸中的弓头
鲸或露脊鲸，在海水表层采取游速较慢
的持续滤食小型浮游动物方式。

该团队认为，这种现代海洋生态系

统中独特的进食策略在早三叠世南漳—
远安动物群中被发现，进一步说明生活
在距今2.48亿年前的湖北鳄已成为已
知最早的滤食性海生爬行动物，它也将
爬行动物滤食能力的记录提前了1800
多万年。

（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调中心供图）

左图为
最新发现的
南漳湖北鳄
化石标本。

右图为
南漳湖北鳄
的最新复原
图。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
债权转让公告

根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
分公司（下称“中国华融湖北分公司”）与秭归紫昕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华
融湖北分公司已将对下表所列债务人、担保人及其
他相关义务人享有的主债权、担保权利等全部权利
依法转让给秭归紫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华

融湖北分公司现公告通知各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
相关义务人，自公告之日起向秭归紫昕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履行还款义务和承担相应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

2024年1月11日

序号 债务人名称 债权本金 利息余额 代垫费用 本息合计 担保人、其他相关义务人
1 湖北匡通电子 45,820,121.87 8,124,132.59 283,744.00 54,227,998.46 彭会银、钟屈萍、

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匡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基准日：2023年10月31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 本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债权本
金、利息余额，基准日后债务人、担保人、其他
相关义务人应支付的利息、违约金、相关费用
等按照相关合同、生效法律文书和法律法规的
规定计算。

2. 若债务人、担保人、其他相关义务人因各
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由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
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 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
出质人等。

4. 如清单中债务人、债务金额、担保人、其他
义务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相关合同、生效
法律文书为准。

湖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持有的武汉建业物资有限公司
1户进行处置。截至2023年7月5日，该债权总额为10754.92万
元，本金余额8998.00万元，利息1700.31万元，费用56.62万元。债
务人位于襄阳市，债权项下抵押物为襄阳市樊城区红光路的城镇住
宅用地、股权质押和应收账款质押，并由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提供保证担保，具体情况参见我司网站www.hubeiamc.com或
我司有关人员接洽查询。

资产的交易对象应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
组织或自然人，但以下人员不得参与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
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

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公告期内受理上述资产处置有关

异议和咨询。联系方式：邓先生，座机号027-87815575，联系地
址：武汉市洪山区欢乐大道东湖国贸中心A座30楼。

在上述不良资产处置公告期内如有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等干
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行为的，可向湖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纪委来
函或来电反映。举报电话：狄先生，027-87815681，举报邮箱：jiji-
anjiancha@hubeiamc.com

湖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1月11日

资产处置公告

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湖北监管局批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武汉工业路支行更名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
青山支行，现予以公告。

2024年1月11日
机构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青山支行
设立日期：1998年1月24日
发证日期：2024年1月9日

机构地址：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工业路6号
机构编码：B0004S242010153
许可证流水号：00940863
联系电话：027-86834186
发证机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湖北监管局
以上相关信息可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网站上（www.cbirc.

gov.cn）查询。

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