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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8日上午，湖北平安电工科技股份公司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行情信息显示，上市首日开盘大涨78.26%。
这家上市企业来自咸宁市通城县，专业从事云母

绝缘材料、玻纤布和新能源绝缘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已成长为中国云母工业领军企业、全球云母绝缘材
料行业龙头企业。

谁能想到，梦开始的地方，竟是一个小山沟。

梦开始的地方

平安电工的前身是通城县云母制品厂，由平安电
工董事长潘协保1991年创办，建在通城县关刀镇一个
叫“云溪”的地方，这里背靠黄袍山，面朝云溪水库，是
平安电工“梦开始的地方”。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实地探访发现，原厂房经过改
造仍在生产，已成为平安电工旗下通城县云水云母科
技有限公司云溪制造部，主要产品为高端云母纸。一
楼接待室里，仍然摆放着当年获得的荣誉牌：十强企
业、一级信用企业、重合同守信用单位……

当年崎岖不平的山路，升级为旅游公路，路面拓宽
了，也刷黑了，沿途美丽乡村入画来。

吴三秀在云水云母负责人事行政工作，她自豪地
说：很小就知道这家工厂，后来如愿以偿入职，一干近
十年，“在家门口上班，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较好的福
利，可以照顾家里老人，能陪伴小孩成长，我感觉很幸
福。”

平安电工总部位于通城县城隽水镇，在全县建有
多个生产基地，在武汉新洲区设有生产基地、研发中
心。统计显示，公司员工1500余人，2023年发放工资
1.17亿元，人平均工资同比增长7%。

细分赛道做到极致

云母是啥？
“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

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李商隐所作《嫦娥》提到“云母
屏风”，指镶嵌云母装饰物的屏风，可见云母使用历史
之悠久，用途之广泛。

3月28日上午，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正高级会计师
方国斌博士应邀从上海赶到深圳，在深交所8楼嘉宾
席现场见证平安电工敲钟上市。

活动现场有些嘉宾不太懂云母，他打了个比方：
“就像人体必需的盐一样，不需要太多，但不可或缺。”
他说，云母制品是绝佳的耐腐蚀、耐高温绝缘材料，广
泛应用于电线电缆、家用电器、新能源汽车、储能系统、
风电光伏和轨道交通等领域。

方国斌认为，做实业不在于企业规模大小，而在于
是否有特色：“平安电工是一家‘小而美’的企业，在细
分赛道做到极致，曾获全国制造业单项冠军等荣誉。”

形成可持续上市梯队

平安电工是通城县第二家上市公司。7年前，
2017年4月13日，也是在深交所8楼大厅，瀛通通讯
上市。

如今，瀛通通讯在国内外建立了六大生产基地、四
大研发中心，但是企业总部仍然放在通城。

瀛通通讯董事长黄晖作为受邀嘉宾，3月28日上
午再次回到这个大厅，感慨万千，“能够获得邀请，参加
平安电工上市仪式，很荣幸。从此，我们通城又多了一
家上市公司，也很激动。希望今后上市公司越来越多，
也祝平安电工生意兴隆、股票长红！”

把企业从山沟里带出来，直面激烈的市场竞争，黄
晖有深刻体会，“首先要规范企业，不断完善公司治理，
同时要加大研发力度，形成核心竞争力。只有获得市
场认可、客户认可，企业业绩才能蒸蒸日上。”

通城县位于湘鄂赣三省交界的幕阜山深处，不临
长江，不通铁路，交通区位并不占优，何以能接连走出
上市公司？

“我们通城人都有家乡情怀，在外面发展好了，希
望有机会回报家乡，不少通城籍老板回来二次创业。”
黄晖说。

通城县委书记刘中英表示，近年来通过实施“隽商
回归”工程（通城简称“隽”），走“专精特新”之路，实现
链式集聚发展，全县培育规上企业122家，国家级“绿
色工厂”4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6家，按照“储
备一批、培育一批、辅导一批、上市一批”工作思路，形
成可持续的上市企业梯队。

企业小而美，专注云母细分赛道——

山沟里走出上市公司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汪洋 王楚 通讯员 毛新民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与芜湖粤商商业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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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权利依法转让给芜湖粤商商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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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芜湖粤商商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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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芜湖粤商商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4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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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河口诚泰车桥有限责任公司 2015005009《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2015005011《人民币 老河口诚泰车桥有限责任公司、温朝飞、赵淑琴 2013005026《最高额抵押合同》、2015005009《自然人保证合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老河口支行
流动资金贷款合同》、2015005012《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 2015005011《自然人保证合同》、2015005012《自然人保证合同》

劲旺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42010120150000415《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劲旺粮油食品有限公司、李从军、李方武 42100620150000690《最高额抵押合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老河口支行
42010120150000424《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20180109001《保证合同》

枣阳顶豪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枣成长（2014）008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 枣阳顶豪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文中波、孟伟杰 枣最高抵字（2013）066号《最高额抵押合同》、枣保字（2014）008号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枣阳支行
枣成长（2014）055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 《自然人保证合同》、枣保字（2014）055号《自然人保证合同》

随州中铁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C2016借201406070001《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刘福堂、黄新平、随州市福堂房地产开发有限 鄂银随（营业部）借2015052701高抵01《个人最高额抵押合同》、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随州分行
责任公司、邱菲、邱道勋 鄂银随（营业部）借2016060601高保01《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

鄂银随（营业部）借2016060601高保02《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
鄂银随（营业部）借2016060601高保03《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

随州市长佳蔬菜种植有限公司 C2016借20141027001《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随州市楚越纺织品制造有限公司、 C2018抵201403120001《最高额抵押合同》、鄂银随（营业部）授 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随州分行
C2016借201410130003《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吕华清、张洪国、张五一、吴丽林 2015092902高抵02《最高额抵押合同》、

C2018保201403120001《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
C2018保201403120002《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

枣阳市盛世名人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WHZX1810120150064《借款合同》 余军、陆作梅 XY01（个高保）20150018号《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分行
XY01（个高抵）20150004号《个人最高额抵押合同》

谷城鑫茂机械有限公司 鄂银襄阳（谷城支行）授2018033001号《授信协议》、 谷城鑫茂机械有限公司、杨永乐、游兴华 鄂银襄阳（谷城支行）授2018033001高抵01号《最高额抵押合同》、 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谷城支行
C2018借200411010004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鄂银襄阳（谷城支行）授2018033001高质01号《个人最高额权利

质押合同》、C2018Z保200411210001号《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与芜湖粤商商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湖北日报讯 （记者鲁腾、通讯员陈
绪开）3 月 30 日，2024 年伍家台贡茶文
化活动暨贡茶开市启动仪式在宣恩县
举行。

活动现场，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
茶产业分会发布《中国茶叶品牌发展报告
（2024）》，并授予宣恩“茶叶出口示范基
地”。同时，宣恩县以茶为媒，深度推介伍
家台、彭家寨等旅游景区及优质旅游产品，
与6家旅行社签订合作协议。

在硒茶大市场，10辆满载出口茶的大
卡车整装待发，发往俄罗斯、法国、乌兹别
克斯坦等国家和地区。

“今年已向法国、德国、美国出口贡茶
920吨。”宣恩县伍台昌臣茶业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总经理郑时兵表示，公司对标欧盟
和有机茶标准，依托伍家台村良好的生态
优势，建设有机茶基地，切实提升茶叶质
量，先后通过国内中绿华夏有机茶认证、欧
盟有机产品认证、美国雨林联盟认证等重
量级认证标准。

作为湖北省茶业集团的外贸基地，宣
恩宜红贡茶有限公司深耕中亚市场，建成
了5000吨精制茶生产线，今年已向塔吉克
斯坦出口260吨绿茶。公司外贸团队正精
心准备，4月底赴阿塞拜疆、白俄罗斯等国
家续谈新业务。

2023年，宣恩县茶园面积23万亩，其
中出口备案基地4万亩；企业直接出口干茶
4420余吨，出口额1460余万美元。

宣恩获评
“茶叶出口示范基地”

赏花经济始于花，但不限于花。各地持
续探索将“花文章”做到花外，结合休闲游、度
假游、研学游赋予赏花游新内涵，拓展提升

“一朵花”的附加值，促进产业融合、延伸产业
链，让“花经济”越开越旺。

孝昌县与院校和科研机构深度合作，培育
研发孝昌血桃等76个名优新品种，实现了“一
季赏花、三季品桃”，形成了产品研发、标准种
植、技术培训、农旅融合、品牌销售、农业加工
等6条全产业链条，每年吸引周边游客30万人
次。“桂花之乡”咸宁对桂花根茎叶花果全株开
发利用，已逐步形成桂花食品、香料加工、旅游
等产业链条，2023年全行业产值达14亿元。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叶青认为，让赏花
经济常开常艳，要创新“赏花+”模式，“牵手”
吃、住、行、游、购、娱，融出消费新业态、新场景；
同时充分挖掘花卉的多重利用价值，开发从赏
花到买花、吃花、用花的全链条消费品，强化赏
花的体验感及“花外”的吸引力，聚焦延链补链
发展花产业，变“颜值”为经济“产值”。

蓬勃向好的赏花经济让文旅市场春潮涌
动，但花期短暂带来的“花开客来，花谢客去”
和淡旺季分明的客观问题也不容忽视。

在薛兵旺看来，赏花不只是春季的旅游
产品，要根据各地气候特点、土壤条件等做好
赏花产品季节规划，通过花种搭配延长花期，
差异化打造湖北“四季赏花”品牌，以系统性、
长期性思维让赏花从“一季”向“多季”拓展，
吸引消费者来鄂体验“一年四季花常在、四季
花韵各不同”的美景。

湖北日报讯（记者崔逾瑜）3月27日，省
农业农村厅下发《关于做好2024年农作物种
子监管工作的通知》，部署2024年春季农作物
种子市场检查工作，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套牌
侵权等违法行为，扎实推进市场净化行动。

据悉，此次检查以水稻、玉米和蔬菜等农作
物种子为重点，各地种子管理机构对辖区内种
子生产经营企业、种子集中交易市场和种子经
营门店开展拉网式检查，对当地主栽品种、反映
问题较多的品种和近年来存在不规范生产经营
行为的主体，适当提高检查覆盖率和抽查比例。

检查具体内容包括：种子生产经营主体情
况，检查种子生产经营企业及销售门店等主体资
质，备案品种、备案信息是否齐全完整，是否存在
无证生产经营、网络违法销售种子等行为；种子

品种审定登记情况，检查是否存在主要农作物未
审先推、已撤销审定品种违法推广销售等，是否
存在列入登记目录的非主要农作物种子未经登
记而发布广告、推广，未经登记而以登记品种名
义销售等，是否存在侵犯植物新品种权行为等；
种子标签和使用说明情况，检查是否合法合规、
完整规范，核查二维码是否规范，能否做到可追
溯管理，是否存在经营“白皮袋”种子等问题。

省农业农村厅要求，各地要压实责任、明
确分工，到边到角，全面落实春季农作物种子
市场检查工作任务，保障种子市场运行平稳，
确保春季生产用种安全。对检查中发现的违
法线索，要及时核查，依法严厉打击违法违规
行为；要及时互通相关检查结果，依法开展溯
源追查，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公安机关查处。

我省开展
春季农作物种子市场大检查

提起赏樱，人们首先想到来武汉，这得益于湖
北持续做强赏樱品牌。

上世纪末，武汉多条公汽路线打出赏樱口号：
“去武大看樱花，请坐608”“武大樱花开得旺，要
乘车去我最佳”，一时之间武大樱花路人皆知。

2009年底，武广高铁正式运营，武汉通过电视
广告、南下促销等方式进行旅游宣传；次年3月上
旬至中旬，前往武汉东湖樱花园和武汉大学赏樱
的高铁团达300多个，甚至有广东旅行社组织了上
千人的赏樱专列，创下了当时地接旅游“神话”。

随着赏樱知名度的不断提升，武汉樱花品种
越来越多，超50万株樱花接力绽放在景区、公园、
道路上。

2021年起，湖北每年组织“相约春天赏樱花”文
旅活动，推出赏花线路，打造赏花旅游目的地形象。
携程发布的“2024赏花全攻略”显示，武汉入选国内
四大赏樱花热门目的地，仅东湖樱园门票预订量占
全国樱花主题景区门票总预订量近三成。

眼下，不止武汉樱花频频出圈，湖北各地竞艳
的百花也吸引万千游客——

十堰市张湾区黄龙壹号生态园百万株郁金香竞
相绽放，助力园内美食、娱乐消费火热；随县尚市镇已
成功举办十七届桃花文化旅游季，年均接待30多万
人次游客观赏，带动旅游综合收入超3000万元。

“湖北通过加强顶层设计、提升服务水平等让
赏花游成为武汉文旅新名片，为各地差异化发展
赏花经济提供了良好借鉴。”武汉商学院旅游学院
院长薛兵旺认为，油菜花节、桃花节等赏花盛会影
响力正逐步扩大，可借机加强统筹谋划与宣传推
广，推动湖北全域赏花品牌建设。

限时樱花咖啡车开进景区、商场，推出限定樱花
系列特调咖啡；从樱花周边到原创手作，多姿多彩的
艺术市集将樱花具象化……3月23日起，第四届武
汉樱花户外咖啡节持续推出“樱花粉色喜剧节”“樱
花青年cosplay大秀”等活动。

“赏花+”的新玩法层出不穷，已成为各地拉动春
日消费的新路径。今年赏樱季，武汉融合“文、旅、体、
商、演”等全域要素开展75项活动，将赏花游扩展到
城市游。襄阳各地3月发布数十条赏花游线路，覆盖
各县市区，通过“赏花+美食”“赏花+民俗”“赏花+体
育”等形式，为乡村游创造了场景式消费新机遇。

湖北省烹饪酒店行业协会、武汉餐饮业协会联
合主办武汉樱花美食节，专门研发樱花糕、樱花啤酒
并编制武汉樱花美食地图。武汉餐饮业协会会长刘
国梁介绍，目前樱花糕每天可供应8万份，但不够满
足实际需求量。

“进入3月以来，门店订单同比增长超20%，石牌岭
店、东湖欢乐谷店等赏樱点附近门店客流暴增。”武汉肥肥
虾庄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品牌部负责人张阳介绍，肥肥虾庄
推出了樱花美食、茶饮，不少顾客一下点两份樱花糕；同时
上线樱花季限定套餐，占每天营业额的比重持续增长。

赏花体验不断升级，带动“赏花经济”迅速升温，
也激发了赏花相关的服装、住宿、交通等生活服务消
费新活力——

着国风服饰赏花拍照成新风尚，带动天门新中
式春装订单猛增，3月以来日均快递发送量接近50
万件；美团、大众点评数据显示，从3月樱花季至清明
假期，武汉酒店民宿预订量环比增长140%；滴滴推
出“赏花季6折畅行武汉”打车优惠，3月中下旬前往
武汉公园、植物园的打车需求上涨超55%。

湖北赏花经济常开常艳

春日“颜值”变“产值”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李朝霞 实习生 赵锦程

抓住春日经济风口

东湖之畔樱花灿若云

霞，三峡大坝油菜花金黄明

艳，龙泉公园玉兰婀娜多姿

……春风拂过，荆楚大地繁

花似锦，掀起春日旅游热

潮，“赏花+”融合业态花样

翻新。各地依托生态资源

优势，做强赏花品牌效应，

延长赏花产业链，为消费注

入蓬勃动能，让春日“颜值”

变为经济“产值”。

3月23日，游客在武汉
东湖樱园观赏樱花。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柯皓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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