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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4日，恩施市盛家坝镇35千伏
桅杆堡配电站主变，经增容改造至6300
千伏安后投入电网运行。至此，该镇石门
坝、桅杆堡、龙洞河和石栏四个村3000多
户居民的优质供电有了全面保障。

这是国网恩施市供电公司贯彻“双
优四零光明行、万家灯火映初心”活动，
确保了群众春节稳定安全用电的一个
缩影。

2015年8月，35千伏桅杆堡配电站
建成投运，当时只有一台主变，投运时
主变容量为3150千伏安。随着辖区经

济社会快速发展，主变近年来多次处于
重载状态。去年底，该公司着手开展对
电站主变进行增容轮换，结合实际精心
编制出详细的安全防护措施和施工方
案。在作业现场，供电作业人员对主变
本体及附属设备进行认真检查和养护，
保证了主变的顺利轮换和健康运行。

据介绍，此次主变轮换后，极大提
升了辖区保供电能力，不仅让周边居民
可以温暖过冬欢度春节，还为今后社会
经济发展提供了可靠稳定的电源。

（何厚英 王群）

1月11日，恩施州来凤县绿水
镇工业园某钙业公司一片忙碌，成
品车间长途货运车排队等候装货，
一袋袋的钙粉被销往重庆、河南、山
东等地。不久前，这家企业还处于
破产边缘。

2023年8月，该某钙业公司以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但具有重整价值
为由向来凤县人民法院申请破产重
整。来凤法院仅用两个月高效审结
此案，帮助企业快速复工复产。这
也是恩施州首例预重整转破产重整

成功案件。
作为湖北省“探索危困企业预

重整拯救机制”先行区创建试点单
位，近年来，来凤法院充分发挥破产
程序对企业的救治功能，制定《来凤
县人民法院预重整案件审理指引
（试行）》等规定，在加强府院联动的
同时，始终坚持“多重整、多和解、少
清算”的破产审判思路，努力确保企
业“生产不停、职工不走、市场不
掉”，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程璟）

来凤法院高效助一危困企业涅槃重生 恩施市：变电增容保3000余户居民过暖冬“城市疮疤”变身“便民绿岛”
行走在宜昌高新区大连路与北海

路交会处，高边坡与口袋公园串联打
造的长江之歌生态园生机盎然，尽显

“方寸之美”。
“我们厂位于边坡之上，这里曾

被‘霸王草’包围，环境脏乱，如今被
绿植环绕，每天上班心情都变好了！”
宜昌南玻显示器件有限公司的职工
感叹道。

该处口袋公园建设面积7000平
方米，边坡覆绿17000平方米。高边
坡造景植入中华鲟、龙舟、江豚等雕

塑，充分体现长江生态保护成就和屈
原文化传承元素，融入宜昌“基因”。
坡下建设活动广场，利用常年流淌的
泉水，打造“泉涌叠瀑”“湾潭映月”“豚
跃碧波”等园林景观小品，形成“景观
相连、景随步移”的口袋公园。

下一步，宜昌高新区将继续以打
造长江大保护典范城市和生态名城
为目标，因地制宜建设更具特色的
口袋公园，让市民“推窗见绿、开门
入园”。

（许玲玲 袁思晨）

汉口江岸区历史建筑竞相跃上“潮”头

老里份化身“网红”旧街区“双创”扎堆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马文俊

在雕花长门廊下品一杯咖啡，于
复古旧窗棂旁欣赏艺术展，如今在江
岸来上一场Citywalk，处处可感老
汉口穿越百年的风情与浪漫。

地处老汉口的中心位置，武汉市江
岸区有机统筹老汉口的更新改造与新
江岸的建设发展，将最宝贵的空间留给
创新、创业，老里份、旧厂房近年不断火

“出圈”，历史建筑竞相跃上“潮”头。

“90后”“00后”涌入老汉口

1月13日，冬日暖阳下，周末的
汉口历史风貌区人流如织。在元旦
假期正式开放的延庆里，多场免费艺
术展正在展出，拥有94年历史的红
砖小楼下，一批批年轻人前来拍照。

“前来打卡的‘90后’‘00后’居
多，我们以附近建筑、历史为线索开
发的多款饮品备受好评。”抢先入驻
延庆里后，LooP LooP咖啡馆主理
人切身体会到老汉口的全新魅力。

走出延庆里，沿着中山大道漫
步，仍是满目青春气息——短短604
米长的黎黄陂路街头博物馆上人流
如织，巴公房子、二厂汽水等老江岸
的回忆被无数游客收入手机相册；百
年咸安坊借力《你好啊，大艺术家》艺
术展，于去年一炮走红，高峰期日均
迎客超2万人；112岁的保元里化身
浪漫缤纷的“花街”，艺术工作室、品
牌体验馆等新业态竞相入驻。

近年来，江岸区将城市更新作为
全区发展、提能升级的战略抓手，打
造历史街区活化利用样板，对177处
历史建筑逐一挂牌、建档、测绘、施
保，同时有序引入众多全国、全省首
店，在老城聚拢潮流人气。

老里份化身新“网红”的同时，城
市更新中留下的“汉口记忆”，更为江
岸刻上独特的基因。修葺一新的山
海关路上，每天天不亮，便有“特种
兵”在李记鸡冠饺、燕子煨汤门前排
起长队。老通城、四季美、汪玉霞等
一大批老字号入驻吉庆民俗街后，汉
派非遗魅力在此集中绽放。

去哪儿网数据显示，去年“中秋”
“十一”假期，武汉位列“90后”最爱去的
城市第一名，黎黄陂路、吉庆街文博场
馆游客量同比劲增500%、90%。

激活老街巷的创新基因

为老城区重聚人气，是推进城市
更新的显性指标。整合城市空间优
质资源，实现产业跃迁，是其中的关
键所在。

戴上VR眼镜，轻触手柄，千年前
的居延汉简、敦煌遗书如画卷般展开；
屏幕前，用食指和拇指绘出线条，即可
通过AI技术快速生成对应的“梦想之
车”……走入位于大智无界·空中小镇
的丝路视觉武汉分公司，一项项“黑科
技”正随设计师的巧手落地武汉。

“我们主攻多媒体展览展示市
场，自2019年入驻园区以来，团队由
30多人迅速增至60多人，营收相比
4年前增长了4倍—5倍。”公司总经
理吴明明说，开放式的办公环境、工
业风的独特设计令策划、设计人员受
益良多，滋养了许多灵感。

大智无界·空中小镇脱胎于
1961年成立的武汉市无线电厂。历
经多年改造后，目前园内入驻国内头
部MCN机构星驿动、创意设计融合
体意味飞行等企业60余家，其中规
上企业10家、区域企业总部5家、高
新技术企业4家，文化创意和数字经
济类企业占比达78%，成为城市中心
名副其实的“双创小镇”。

在江岸区的政策推动下，“老房
子+双创”项目在“汉口之心”处处生
花。来到青岛路10号，百年平和打包
厂已吸引121家文化创意、数字设计
等产业企业“安家”；长江左岸创意设
计城中，72家设计机构集聚成势，
2022年营收达140亿元。江岸还与
武创院深度合作，打造“一平台一基金
一园区”，全力涵养科创生态圈。

随着老街巷的创新基因不断被
激活，去年江岸区省级及以上专精特
新企业达50家，较前年翻一番，数字
经济企业总数增长20%。古今交错
的建筑中，一条条创意“硅巷”正成为
江岸的活力新引擎。

国内大模型打假胜诉第一案

阿里通义千问维权获赔
湖北日报讯（记者黄磊）1月16

日，国内大模型打假维权出现首例胜
诉判决：阿里云、阿里巴巴诉山寨通
义千问APP发布方一审胜诉，飞游
科技公司因侵犯注册商标及虚假宣
传，被责令赔偿相关经济损失及维权
费用，并于官网连续15日发布道歉
声明。

阿里云微信公众号发文称，连
日来，不少用户反映遇到了假冒“通
义千问”的山寨APP、账号，有些甚
至还打着官方的旗号向用户收费。
而早在去年6月，阿里云便在公众号
上打假了一系列顶着“通义千问”名
字和 logo的山寨软件、网站，并表
示已向相关公司追究法律责任。

近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
判决书显示：未经授权发布仿冒“通义
千问”“通义听悟”软件的飞游科技公

司被认定商标侵权及虚假宣传。在阿
里云“通义千问官方APP”处于测试
阶段尚未正式发布时，飞游科技公司
趁机在软件网站中提供了“通义千问”

“通义听悟”仿冒软件，描述为阿里官
方版，并设置了通义千问下载专区。

飞游科技辩称，“其提供软件下
载的部分链接，通过下载安装完成
后最终跳转至阿里云公司官方网
站。”但法院审理认为，部分链接点
开后显示其他软件的下载界面或下
载安装后显示与涉案软件无关的
APP，构成对阿里注册商标专用权
的侵害。庭审勘验时，飞游科技仍
有部分链接中使用了“通义千问”商
标，法院判决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及
虚假宣传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
相关经济损失和维权费用，并进行
公开道歉，消除侵权造成的影响。

近期，随着通义千问APP上“一
张照片生成跳舞视频”火爆全网，一些
令人哭笑不得的“骗术”也悄然扩散。

“只要9块9，哈佛表哥自研大模型，
视频高清直出，科目三、极乐净土、兔
子舞、鬼步舞……全网热门舞蹈都
有。”一位机智的网友说，要不是搜了
下发现这功能来自通义千问，差点就
信了这个自研大模型……此前，阿里
云颇受欢迎的“通义听悟”免费时长
码，也被在网络上倒卖。有商家上架
链接，“30小时转写时长充值，直充您
账号，用完可再拍……”

阿里云方面声明，“通义千问”正
版APP可以在苹果App Store及安
卓各大应用商店免费下载，认准发布
者为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谨防上
当。目前，通义系列产品所有功能全
部免费。

奥斯卡之后再入围国际大奖

光谷动画团队作品获“安妮奖”提名
湖北日报讯（记者张真真）近

日，全球动画领域最高奖项之一——
安妮奖官网宣布：由张少甫导演、光
谷企业太崆动漫原创制作的动画片
——《宝可梦：巅峰之旅》获第51届
安妮奖提名。

这是继2019年该团队作品《冲
破天际》提名第91届奥斯卡最佳动
画短片后，入围的又一国际重要奖
项。包括该片在内，全球共有3部动
漫片入围此次安妮奖最佳系列剧人
选，2月17日将角逐金奖并颁奖。

安妮奖由国际动画电影协会的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分部成员
ASIFA-Hollywood 举办，是专门

为导演、制作、编剧、配音等领域打
造的终身成就奖项，从1972年迄今
已举办了51届。

《巅峰之旅》是一部原创系列动
画，讲述了主人公艾娃与她的伙伴神
奇宝贝一起通过冒险激发自己潜能
的故事。观众纷纷评价：爱上这个系
列了，迫不及待地想再看下去，看到
了童年时收集的卡牌……

太崆动漫创立于2017年，总部
位于武汉，在洛杉矶设立分部，企业
创始人张少甫曾在迪士尼与索尼影
业从事动画师工作超过十年，同时也
是武汉大学客座教授。公司参与制
作多部奥斯卡获奖作品，如《疯狂动

物城》《超能陆战队》《冰雪奇缘》等。
太崆创作的作品，全部都获得了

国际著名电影节、动漫节的大奖。比
如2019年，公司创作的《冲破天际》
打败了皮克斯、梦工厂等知名工作室
的作品，入围第91届奥斯卡最佳动
画短片提名名单。2022年，太崆创
作的《大牙狸Bidoof Big Stand》荣
获 The Telly Award，The Telly
Award 是全球前 200+动漫企业
CEO投票评选的奖项。

目前，公司正在创作3D动画电影
《捉妖姥姥》，计划于2026年12月上
映，也在开发元宇宙和游戏项目、动植
物园大型IP、主题乐园飞翔影院等。

引领植物功能基因研究

武汉伯远生物完成首轮融资
湖北日报讯（记者李先宏、通讯员杨凯）从武汉国家现代

农业产业创新中心获悉，近日，该中心重点企业武汉伯远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伯远生物”）完成数千万元A轮融资，主
要用于多组学平台的搭建，推动生物育种加速发展。

伯远生物2011年成立，是综合性植物功能基因研究的引
领者，在植物遗传转化、基因编辑、规模化分子生物学实验等
方面沉淀深厚，为6000多家课题组和种业公司提供底层技术
服务。

伯远生物以为科研单位和种业公司提供高效率、低成本、
可靠的技术服务为宗旨，目标是不断提高科研成功率和科研
经费的利用率。近几年来，伯远生物每年以50%的速度增
长，技术和规模在国内位列前茅。

2023年，伯远生物成功入驻新总部，为功能基因研究规
模化、标准化服务提供了强有力的硬件保障。搭建多组学平
台，将功能基因研究四个环节“基因克隆—载体构建—功能验
证—多组学检测”形成完整的闭环，可以在半年内批量完成一
个博士4到5年的全部工作内容，有望为后基因组时代（功能
基因时代）带来新的科研模式和速度提升。

本轮融资由毅达资本领投，中力资本、武汉农创基金和百
赢基金等联合投资。领投机构毅达资本表示，此次领投伯远
生物，是坚定看好伯远生物的发展前景。作为国内植物基因
编辑和遗传转化科研服务的龙头公司，未来伯远生物将抓住
植物生物技术的政策风口，服务产业升级，助力打造更强的种
质资源和商业化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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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博物馆“文物医生”匠心修复

三百古镜重圆
面面映照古今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海冰 通讯员 丁燕 实习生 易小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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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一堆层层锈蚀的碎片，“文物医生”如何让其破镜重圆？千百年前映

照过古人的铜镜如何映照今人？1月13日，武汉博物馆“85后”文物修复师鲁

茜，从幕后走向台前，在“复镜展颜——武汉博物馆青铜镜修复成果展”展厅，

向参加社教活动的孩子们讲述铜镜修复技艺和背后故事。

4块残片变身明星铜镜

铜镜是武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大宗，数量多达
5000余件，从战国至明清，年代跨度大，纹饰多样、内涵
丰富，为研究古人审美意趣、社会生活提供实物依据。

然而，历经千百年洗礼，不少铜镜或锈蚀不堪，或断
裂、缺失。2014年和2022年，武汉博物馆分两次开展铜
镜抢救性修复工作，从馆藏中选取一批亟待修复的铜镜，
运用科学技术手段对其进行保护性修复，共修复铜镜300
余面。为展示修复成果，特推出此次铜镜修复成果展。

“文物修复如同病人接受治疗，修复前分析检测和
病害记录，好比术前检查，以便‘文物医生’确定病因和
治疗方案。接下来，有针对性地对文物病害采取清洗、
矫形、拼接、补配等‘手术治疗’。”鲁茜将修复工作讲得
深入浅出，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互动环节，鲁茜现场
展示翻模、补配等环节，演示妙手回春的修复技艺。

“这面唐代双鸾狻猊葵花形铜镜，是整个展厅最难
修的几面铜镜之一。”鲁茜接受采访时介绍，这些残片铜
质很好，表面锈层致密、均匀且轻薄，历经千余年，摸上
去依然光滑。但遗憾的是，铜镜残缺严重，现存的4块
残片粘接后，仅约占镜面三分之一。

“因缺损太多，修复难点在补配环节。”鲁茜称，为了
寻找修复依据，团队花了大量时间搜寻各种史料，并把
能找到的有关青铜器的出版图录全部翻了一遍，终于找
到一面纹饰、尺寸完全一样的完整镜的拓片。

参考“同款镜”的纹饰、规格，用精雕油泥把残缺部
分的镜身、纹饰雕塑出来，再经硅橡胶翻模、外范制作、
浇铸铅锡合金、修整纹饰细节等环节，补配才算完成。

“这个过程相当费神，前后耗时两周左右。”鲁茜说。接
下来细致打磨、做旧，修复完成的铜镜呈现出养眼的展
示效果，成了展厅里的明星铜镜。

碎片太薄考验手上功夫

“相比立体的青铜容器，铜镜修复在粘接时，稍有点
不平整，用手一摸，就会发现‘废了’。镜背接缝处有明
显的‘坎儿’，必须返工。”鲁茜说。

一面汉代“吾作明镜”四乳神人神兽铭文镜，碎成七

块，且中间部位的残片很薄，“最小的碎片捏在手里估摸
了下，仅约两毫米厚。”鲁茜回忆称，拼接时，先用纸胶带
把碎片粘在一起，做临时固定，随即用类似橡皮泥的油
泥，倒模将其嵌在里面，再借助牙科手术用的钢针等，让
胶水慢慢渗进去。修复团队特地选用了一种固化和硬
化时间较长的胶，便于不断检查、一点点调整。

这些以毫米计的碎片，如何才能拼接得严丝合缝？鲁
茜回答：“这确实很考验修复师手上功夫，不仅要手稳，还
要依靠大量的经验积累，更考验修复师的细心和耐心。”

修复就像跨越时空的对话

铜镜修复如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文物医生”十
年如一日，基于呵护文化遗产的初心。

展品中，一面断为两半的铜镜，演绎着汉版“破镜重
圆”的故事。该铜镜发现于武汉市洪山区黄家湾一座夫
妻合葬墓，两面半镜分置于男主人头部左侧和女主人头
部右侧。考古工作者将两面半镜合二为一，呈现出一面
完整圆形铜镜。

武汉博物馆藏品保管部副研究馆员孙黎生称，墓主
朱显栻生前为明楚藩王后裔，其与妻赵恭人不但安葬于
同一墓穴，且各取半面铜镜置于枕边，推测两人情投意
合，希望来世再续前缘。他说，文物保护修复工作，本质
上是揭示文物所蕴含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
值。这面镜的断裂并非病害所致，且对研究明代藩王葬
俗文化极有价值，所以馆方决定不修。

在博物馆为何看不到铜镜的正面，很多观众对此有
疑问。孙黎生介绍，铜镜当初制作出来时，通体大多数
是金黄色或银白色，我们现在看到的黑色或蓝绿色，其
实是其锈层的颜色。古人当时使用有光泽的正面来照
容，但经千百年岁月洗礼，铜镜正面已失去照面功能。
而镜背的纹饰、铭文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博物
馆遂把镜背展示给观众欣赏。

武汉博物馆馆长任晓飞称，镜像万千，映照古
今。铜镜在我国有4000多年的历史，它们是时光的
守望者，是古人生活烙印和历史变迁的见证者。文
物修复师妙手匠心，使铜镜展颜，讲述它们的故事，传
承千年文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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