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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日报讯（记者王二龙、实
习生许修齐、通讯员李宁、刘璐）除
了享团圆、逛庙会、品美食、赏民
俗，龙年春节还可以更加活力迸
发。1月18日，湖北省体育局和
湖北体育产业集团联手襄阳、宜昌
等八个城市的体育文旅部门，在2
月 13日至 15日（正月初四至初
六）推出2024湖北省“体育过大
年”活动，一场体育文旅饕餮盛宴
正在向所有在鄂、回鄂、游鄂的人
们发出诚挚邀请。

据悉，为期三天的体育过大年
活动中，洪山体育中心作为主会
场，市州分会场分别设在襄阳市、
宜昌市、十堰市、孝感市，县市分会
场分别设在大冶市、松滋市、钟祥
市、恩施市。

1月18日的通气会上，“体育

过大年”活动九个会场的体育文旅
负责人纷纷放出大招。比如洪山
体育中心的“比赛、学训、体验、玩
乐、美食”一条龙服务；襄阳的活动
项目设置注重百姓参与门槛低、参
与兴趣高；宜昌发放1000万元冰
雪消费券诚邀“宜”起滑雪；十堰的
体育过大年赛事面向全市直播；孝
感积极开展的春节“百千万”健身
工程；松滋迎新引流的特色体育庙
会嘉年华；恩施的民族民间传统体
育文化展示……此外，多个分会场
城市的体育场馆春节期间均免费
开放，而非主会场、分会场地区也
将因地制宜开展新春体育活动。

省体育局群众体育处处长付
玲表示，“体育过大年”活动将会不
断创新完善升级，成为我省群众体
育活动中一个重要的全新品牌。

生龙活虎 龙腾虎跃

“体育过大年”放出活力大招

（上接第1版）
武汉经开区金融工作局负责

人介绍，武汉经开区加速营造越来
越暖的营商环境，让更多“金银种
子”破土而出。去年8月，发布七
条“硬核”举措及推进上市的具体
实施措施（简称“上市七条”），真金
白银奖励企业上市：对沪、深、北交
所上市企业，最高奖励1200万元；
上市后备“金种子”“银种子”企业
开展股权融资，最高奖励300万
元；挂牌新三板企业，最高可获
300万元资金支持；对被评定为
省、市上市后备“金种子”“银种子”
的企业，按标准给予奖励。

新三板企业武汉宏海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成为“上市七条”的首
批受益者。去年8月，经开区金融
工作局协调武汉市公积金管理中
心、区税务局、社保处等部门帮助
宏海科技及其子公司开具合规证
明，加快企业上市进程。“成为上市
后备‘金种子’企业后，又有经开区
利好金融政策加持，更坚定了我们
在A股上市的信心。”宏海科技相
关负责人周子乔说。

引“金融活水”灌溉产业沃土

鼓励更多“金银种子”破土的
同时，武汉经开区引入更多“金融
活水”浇灌产业沃土。

持续举办的“车谷融资汇”、科
技金融专场活动，为经开区企业和
金融机构创造更多面对面、零距离

的机会。
在2023年武汉经开区科技成

果转化·科技金融专场上，汉口银
行、中信银行、武汉农商行就支持
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与产品，进行宣
讲介绍，各企业现场提出遇到的资
金等问题，并就资金和技术需求与
高校和金融机构进行对接。

丰富的融资模式让更多资金
直达实体经济，助力“金银种子”更
快长为参天大树。

2023年11月15日，武汉经开
区与浦发银行武汉分行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五年内，浦发银行武汉
分行将向武汉经开区提供总额不
少于600亿元的意向性融资支持，
为该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产业创新高地注入金融活水。一
个月后，车都融资租赁公司经省地
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正式批准同意
成立，成为武汉经开区在产业投
资、招商引资、技改升级、科技孵
化、企业融资各流程环节中的重要
金融工具之一。对传统企业而言，
融资租赁能够“租”来新设备、盘活
旧设备，助推企业转型升级。对初
创企业来说，受限于资金不足、资
历欠缺，不易获得贷款和投资，融
资租赁可以雪中送炭，解决流动资
金和设备更新的燃眉之急。

目前，武汉经开区境内上市企
业7家、境外（含香港）上市企业3
家，新三板挂牌企业15家。“今年，
上市公司矩阵还将快速扩容。”该
区金融工作局负责人满怀信心。

湖北日报讯（记者刘毅、通讯
员李庆）1月18日，黄冈举办东坡
庙会“黄冈有礼·回家过年”文化剧
目、文创产品、黄冈名菜总决赛，为
新春佳节备好一桌热气腾腾的文
化“团年饭”。

黄冈是湖北历史文化名城。
2023年，黄冈市将文旅产业确定
为两个主导产业之一，启动七彩旅
游路建设，以文化剧目、文创产品、
特色美食作为突破口，推动旅游资
源项目化、具象化、商品化。

本次总决赛共有14出文化剧
目、100余款精美文创、24道黄冈
佳肴参与角逐。一等奖获得者话
剧《长江边的婚礼》由团风县选送，

讲述了渡江战役前夕，发生在黄冈
江边一段军民鱼水情的动人故
事。省黄梅戏艺术剧院以一出《我
是邢绣娘》，短短十几分钟唱尽黄
梅戏百年变迁。英山缠花非遗传
承人陈广英刚从央视龙年非遗大
集载誉归来，她的婚嫁系列作品成
为全场瞩目的焦点。当天，还从首
届东坡美食大赛评选的100道黄
冈名菜中优中选优，评出东坡菜3
道、李时珍药膳菜3道和鄂东传统
美食12道。

春节期间，该市以“回家过年”
为主题，打造升级版的东坡庙会，
本次参赛的各类文化产品都将在
春节期间亮相，供游客“品尝”。

黄冈文化“团年饭”热气腾腾

走读文化遗产·我在湖北修文物

3D技术将8块碎片复原成编钟
父子联手修复 青铜重焕新生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田佩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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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晨的父亲方国荣是湖北省青铜器
修复专家，1980年进入湖北省博物馆，
曾在历次曾侯乙编钟复制项目中担任技
术负责人。

“小时候，我经常到湖北省博物馆看
父亲工作，那时就觉得很有意思。”2009
年，方晨跟随父亲学习修复技艺。从兴
趣到职业，耳濡目染中，方晨从严父身上
学到了严谨和敬畏——在尊重文物原貌
的基础上，赋予它们“新生”。

东湖之滨的湖北省博物馆内，一件
件珍贵文物让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流连
忘返。其中，纹饰华美、工艺精湛的青铜
礼器、兵器更是令人拍案叫绝。很多人
都知道，文物出土时常常会有不同程度
的损毁，正是文物修复师的“妙手回春”，
让它们如当初般呈现于公众。

2009年，在曾侯乙编钟的出土地湖
北随州，关于曾国的考古新发现——曾
侯舆编钟重见天日。曾侯與编钟比曾侯
乙编钟还要早约100年，距今约2500
年，其中2号甬钟是全套曾侯與编钟里
最大、最重的一只，可惜出土时已残破严
重，仅剩8块碎片。

方晨回忆，当时缺失的部分占据整
体面积的三分之二，残片重量大，固定困

难，如果缺乏有效支撑，转运、展陈时极
易再次断裂。同时，这件半人高的“大家
伙”上还有复杂繁多的纹饰，比对复原同
样极费工夫。2019年，他们父子携手接
过任务，方国荣确定了这次修复编钟的
技术路线——通过三维扫描、3D打印技
术，并结合熔模铸造等传统技艺，还原严
重残缺的文物。对于方晨来说，这是接
过父亲“接力棒”后，最重要的青铜器修
复任务之一，曾侯與编钟沉重庞大，意义
非凡，更要打起十二万分精神。

尽管编钟缺损严重，但好在有另
一件1号甬钟可供参考。在父亲的指导
下，为求精准，方晨反复对编钟残片的
数字模型进行改进。为了精细复原编
钟纹饰，采用 3D打印模型补全纹饰、
铭文。复原后的编钟体重达150多公
斤，为了支撑起沉重的编钟，方案在编
钟补配件内壁设计了横竖交错的支撑
梁。为了搬动编钟，方晨和父亲时常
汗透衣背。

功夫不负苦心人，这件曾侯與编钟
的修复耗时2年，历经修复工艺设计、三
维扫描残片、3D打印补配塑型、模型修
整、翻制蜡模、熔模铸造、拼对焊接、打磨
做旧等流程，焕发千年前的丰姿。

在方晨的工作室内，一件用纸壳拼
接的甲胄引起了记者的注意。方晨介
绍，这是一件出土于湖北枣阳郭家庙春
秋早期曾国墓地甲胄的纸样，目前正在
对原件的漆质残片进行拼接复原，才特
地制作了这件“纸样衣”。

郭家庙曾国墓地位于湖北省枣阳
市吴店镇东赵湖村，为西周晚期至春秋
早期曾国“公墓”，被评为“2014年全国
十大考古发现”，其中出土的精美漆器
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方晨
正在研究的这件甲胄便是出土的珍贵
文物之一。

“这是迄今为止已知最早的皮甲
胄。”方晨解释，下葬时甲胄是一摞一摞
有序摆放的，但由于盗墓者破坏，甲胄碎
片散落在墓中，原有的位置关系已经无
从得知。言谈至此，方晨十分痛心。尽
管甲胄的皮革部分已经全部腐烂，但皮
革表面的漆壳仍然保留了甲片的外形。
复原它将为中国古代兵器演变史的研究
提供实物依据，意义重大。

方晨小心托起甲胄纸样介绍，这项
复原最大的难点，在于找到每一块甲片

对应的位置。他手中的每一小片单独的
纸样，都是根据原始皮甲片漆壳1比1勾
画剪裁而来。为了弄清它们分别处在身
甲、袖甲和裙甲的什么部位，他比对曾侯
乙墓出土人甲进行复原；考虑到实际穿
着效果，方晨常常身着纸样当模特，在活
动中不断调整甲片缀连的合理性。

这个项目从2021年做到现在，仍没
有结束。方晨说，要使原皮甲片漆壳和
残碎片能有依附、能受力、能编缀，最有
效、最直接的方法是制作一整套与原皮
甲片形状完全一致、能承受一定重力的
托片，来代替原来的皮胎部分。再使用
具有可逆性的胶黏剂，将皮甲片漆壳黏
附于托片之上，依序连缀甲片，完成甲胄
复原。

“我们在托片材质上做了很多尝试，
但为了达到最佳效果，我们还要继续寻
找。”方晨坦言，这些文物跨越千年，承载
着历史的荣光，因此，修复工作一定要秉
承匠心，经过科学严格论证，不能一味求
快、求新，“我们会不断寻找每一件文物
最适合的修复方式，尊重历史，修旧如
旧，让文物重新绽放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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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充分发挥
破产审判职能挽救困境企业，出清“僵
尸企业”，一批经营主体成功重整新生。

府院联通。健全由法院、发改、经
信、财政、税务、金融监管等多个部门
共同参与的企业破产处置府院联动协
调制度，合力化解难点堵点。争取多
方认同和支持。

执破直通。整合执行、破产程序
规则，细化移送标准，有效解决执行与
破产程序衔接问题。建立执破会商机
制，开展关联案件集中排查，建立“执
转破”移送台账，将执行调查、评估、鉴

定、财产处置等成果运用到破产程
序。常态化对终本案件进行筛查，移
送执转破案件17件、受理7件，同比
分别增长240%、75%。

机制畅通。坚持“有保有破”，差
异化处置，分类处置。细化破产案件
繁简分流标准，破产案件快速审理适
用率60%。对确有挽救价值的企业
尽快启动重整程序，成功推进吉泰置
业、汉口精武、兴业广地公司破产重
整。畅通退出渠道，依法对6家“僵
尸企业”强制清算，促进了优胜劣汰。

（胡海峰）

黄陂法院“三通”模式提升破产审判质效
近年来，大冶市以全面推行林长

制为契机，织密松材线虫病等林业有
害生物防控网，实现疫情发生面积和
病死树数量双下降目标。

该市压实各级林长责任，将松材
线虫病防治落实到全市143名镇级林
长和1258名村级林长巡林责任范围，
构建党政统领、属地负责、部门协同的
高效协同机制。明确各级林长松材线
虫病疫情防控年度责任，细化防控任
务，制定巡林工作制度，探索建立“林
长+检察长”“林长+警长”等协作机

制，联合市纪委、检察院实施“联合督
查”。2023年以来，大冶市市镇两级林
长共开展巡林1995次，对巡林发现问
题“把脉问诊”，发出检察建议书15份。

近年来，大冶市全面开展松材线
虫病疫情排查，通过松材线虫病一体
化项目实施，不断改善林分结构，推
动疫情发生面积和病死树数量双下
降。2023年，大冶市林业局被评为全
国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攻坚行动先
进单位、全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先进
单位。 （吕锦清）

大冶市林长制织密生态防控网
近日，宜昌市伍家岗区万寿桥街

道办事处城管执法人员发现3家门店
长期存在出店占道经营问题。在多次
说服无果的情况下，下发了《行政处罚
决定书》，要求商户立即整改。

由于店主均未在法定期限内申请
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也未在规
定期限内履行义务，执法人员再次送
达了《行政决定履行催告书》，被申请
人仍置之不理。

针对该情况，综合执法中心依法
向伍家岗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法院经审查裁定准予强制执
行。

经过执行法官的宣讲警示教育，
店主们表示接受处罚，并承诺今后将
不再占道经营。

2023年，伍家岗区市容领域非诉
类案件申请法院强制执行6起，有效
解决了城市管理执法执行难的问
题。据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伍
家岗区将继续加强执法力度，规范市
容秩序，提高城市管理水平。

（钟思铭 郑雅芳）

宜昌伍家岗：加强执法力度 提升管理水平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
北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
转让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和担保

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浙江省浙商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
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
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月19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借款人（或应收账款债务人）名称 借款合同（或贸易合同、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等）编号 抵押担保人名称 担保（抵押）合同编号 原贷款行
湖北正英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C2014Z抵200401160001《最高额抵押合同》
湖北正英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C2013Z抵200411180001《最高额抵押合同》
湖北正英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C2013Z抵200411180001-1《最高额抵押合同》
湖北正英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C2013借200411180010（高抵）-01《最高额抵押合同》
湖北正英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C2013借200411180010（高抵）-03《最高额抵押合同》
湖北正英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C2013借200411180010（高抵）-04《最高额抵押合同》
殷武伦、张丽 C2013借200411180010保-01《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
殷涛伦、吕仙慧 C2013借200411180010保-02《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

湖北正英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C2013借200411180010《授信协议》、
C2013借200412060001《固定资产借款合同》

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分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