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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持有的洪湖市宏
林石化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等14户债权资产进行分批
处置。其中洪湖市宏林石化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单户
债权资产，截至2024年4月30日，该户债权本金余额
4860.00万元，利息2853.51万元，垫付费用37.63万
元，债权总额为7751.15万元；湖北新天地农林集团有
限公司单户债权资产，截至2024年4月30日，该户债
权本金余额2029.73万元，利息688.60万元，垫付费
用0.00万元，债权总额为2718.34万元；湖北大明水
产科技有限公司资产包（含3户债权资产），截至2024
年2月5日，该债权资产包本金余额3282.26万元，利
息2704.86万元，垫付费用23.05万元，债权金额合计
为6010.17万元；武汉添雅一九一一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债权资产包（含6户债权资产），截止基准日2024
年6月24日，该资产包债权本金余额为13705.28万
元，利息6073.38万元，垫付费用28.73万元，债权金
额合计19807.39万元；湖北凡旅商贸有限公司债权
资产包（含3户债权资产），截止基准日2024年4月
30日，该债权资产包本金余额6507.99万元，利息
5489.99万元，垫付费用7.32万元，债权金额合计为
12005.3万元。具体情况参见我司网站www.hu-
beiam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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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何先生，
027-87815575，联系地址：武汉市洪山区东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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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1日

资产处置公告
今年以来，嘉鱼县政数局坚持以提

升服务质效为导向，创新推行“四个一”
新模式，实现改革攻坚提速、为民服务提
效、智慧政务提标。

“一站式”建设，实现全方位多功能服
务。完成“1+2+2”综窗改革，同时在大厅
设立“办不成事”反映窗口、跨域通办窗
口、都办代办区自助服务区等功能区。

“一品牌”打造，落实精细化服务举
措。全力打造“小乔帮您办”服务品牌。
搭建“小乔帮您办”微信小程序，以“线上
预约点单”加“线下跑腿都办代办”模式，

为特殊群体提供帮办、上门等服务。
“一活动”增效，推动动态化质效提

升。印发《优化营商环境政务服务“三进”
活动方案》组织各部门骨干力量，下沉到
商圈、企业、社区，现场对办事流程、便民
政策进行宣讲解读。

“一贯制”培训，锻造职业化服务队
伍。实施窗口形象提升工程，实行行政办
事员职称评定，县镇两级84名窗口工作
人员全员持证上岗，打造一支规范化、专
业化、职业化的政务服务队伍。

（岑冀军）

嘉鱼：数字政务服务提标增效

湖北日报讯（记者黄磊、通讯员
王欣）8月7日起，武汉连发三天高温
红色预警，局地达40℃以上。受持续
的晴热高温天气的影响，武汉电网最
大负荷已四次刷新历史新高：7月8
日，武汉电网最大负荷达到1571.2万
千瓦，突破了2022年8月15日创下
的历史最高负荷1558.3万千瓦，随后
在7月22日、7月23日、7月24日连
续刷新历史新高。近一周以来，武汉
电网最大负荷均在1700万千瓦以上，
持续高位运行。

国网武汉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
中心主任工程师彭子睿介绍，截至目

前，今年武汉电网最大负荷出现在7月
24日中午12时33分，达到1733.62万
千瓦，创下历史最大负荷纪录，一方面
是因为武汉市的经济发展较快，另外
也是因为高温天气导致降温负荷的增
加。据供电部门估算，武汉电网夏天
降温负荷占整体负荷的50%左右。

当前，武汉高温天气还在持续，国
网武汉供电公司密切关注全网负荷变
化情况，实时监控电网运行状态，合理
安排运行方式，同时深挖新能源电站发
电潜力，加强网源联系，充分发挥新能
源在度夏大负荷期间的顶峰作用，确保
度夏期间“能用尽用”，提升消纳水平。

今夏武汉电网负荷四创历史新高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
出：“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推动
生产要素畅通流动、各类资源高效配
置、市场潜力充分释放。”这是深化要
素市场化改革、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举措。

贯彻落实《决定》部署要求，要坚持
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持续健全要素市
场体系，扩大要素市场化配置范围，促
进要素协同配置，扎实推进相关任务落
实落地。一是聚焦要素市场制度建设，
着力破除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
碍，畅通要素流动渠道，丰富要素供应
方式。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畅通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渠道，加
大人才引进力度，完善促进资本市场规
范发展基础制度，发展多层次债券市
场，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和数据市
场，加强用海、用能、用水等资源环境市

场制度建设，积极探索新型生产要素配
置方式，推进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二
是健全要素市场运行机制，完善主要由
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要素价格机制，加强
要素价格管理和监督，防止政府对价格
形成的不当干预。健全生产要素由市
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
三是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试点，鼓
励基层大胆探索、先行先试，统筹推进
劳动、资本、土地、技术、数据等要素领
域改革，增强要素配置的灵活性、协同
性和适应性。

（据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

如何理解完善
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

学习《决定》每日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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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日报讯（记者海冰、通讯员
黄敏）8月10日，“浮金流燦——香港
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广珐琅特展”在湖
北省博物馆开展，展出该校文物馆藏
的广珐琅珍品136件套。这是近年来
该馆文物珍品第三次到湖北办展。

富贵迷人眼的广珐琅珍品，搭配
精心设计的辅助展项，吸引众多游客
前来打卡。

何为广珐琅？据策展人、湖北省
博物馆陈列展览部余珮瑶介绍，珐琅，
又称“佛郎”“法蓝”，是由中国隋唐时
古西域地名拂菻音译而来。画珐琅是
清代康熙开海之后由海路传入中国的
西洋技艺，广东工匠创造性地将西洋
画珐琅技术与中国传统技艺相结合，
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广珐琅。广珐琅，
泛指广东制造的金属胎珐琅，以铜胎
画珐琅为主。广珐琅具有独特的造型
图案和色彩风格，行销海内外市场，成
为来自东方国度的迷人珍奇，引发持
续的“中国风”热潮，在中西文化交流
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此次展览为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藏广珐琅特展内地巡展的压轴站，展
期为三个月。展览分为“岭南臻品”

“包罗万象”“无问东西”三个部分，聚
焦广珐琅的历史背景、装饰题材、色彩
功能和海内外市场，呈现广珐琅的发
展历程、工艺面貌以及中西方文化之
间的交流，使观众领略广珐琅绚丽璀
璨之美及其融汇中西的恒久魅力。

湖北省博物馆张晓云称，广珐琅
近二百年的发展历程俨然是一部中西
方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史诗。从西方传
入东方，从宫廷走向民间，从广州销往
世界，中国古代广珐琅工匠保持海纳
百川、兼收并蓄的态度，制作出融汇中
西的广珐琅作品。

据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馆长姚
进庄介绍，该馆与湖北省博物馆长
期保持良好的合作，两馆间的交流
由来已久，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该
馆相继引进湖北省博物馆“湖北出
土战国秦汉漆器展”“有凤来仪：湖
北出土楚文化玉器”等文物展览；
2009 年、2018 年，香港中文大学文
物馆的“折衷古今：岭南三高画展”

“紫瓯清趣：宜兴紫砂展”，先后到湖
北省博物馆展出，均取得了良好社
会反响。此次是继书画展、紫砂展
之后，两馆再度携手。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第三次到鄂办展

百余广珐琅珍品惊艳亮相省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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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日报讯（记者童晨曦、通
讯员孙睿、王琳、康忠意）“反对天价
彩礼、拒绝铺张浪费……我们自愿
签下婚俗改革倡议书。”一笔一画勾
勒出名字，再画上一个大大的爱
心。8月10日下午3时许，新人吴
茜和刘雨在武汉市江岸区婚姻登记
处紧紧依偎，携手许下誓言（如图）。

今年的“七夕”佳节恰逢周六，
为满足新人们结婚登记的需求，全
省95个婚姻登记处正常上班，为爱

“不打烊”。各婚姻登记处共办理结
婚登记 3899对，开展结婚集体颁
证、婚姻家庭辅导100余场。各地
在见证甜蜜爱情过程中推动移风易
俗，通过增强新人领证的仪式感与
幸福感，培育积极向上的婚姻文化，
形成喜事新办、文明节俭的社会新
风尚。

江岸区婚姻登记处设置“情定
金岸 相守一生”婚俗改革主题公益
活动，以爱情婚姻历程为动线，布置
了“相遇—相爱—相守”3个区域，每
个区域均设置了充满浪漫氛围的主

题打卡背景墙，整个登记处围绕“七
夕”主题进行设计装饰，还为新人准
备了“共签倡议书”“浪漫相遇”“甜
蜜热恋”“共勉新生活”等一系列甜
蜜有趣的互动活动。“没想到现场这
么温馨，我们真的感到很幸福。”拿
到心仪已久的结婚证书后，新人刘
雨绽放出笑容。

在“网红”打卡点，武汉青山江滩
婚姻登记处，10对新人以长江为证
举办集体婚礼。他们有的身穿明制
婚服，有的身着非遗剪纸龙凤袍，步
入具有传统韵味的中式礼堂，在登记
员的引导下参观婚俗文化长廊，学习
新婚俗、引领新风尚，共同锁下“爱情
锁”，放飞对婚后生活的期待与希
望。“在传承非遗文化中践行文明婚
俗，江城的青年们充分展现了健康向
上的文明风采。”青山江滩婚姻登记
处的相关负责人表示。

咸丰县是我省第二批省级婚俗
改革实验区。“七夕”当天，咸丰县婚
姻登记处为10对新人集体颁证，邀
请家庭教育专家给新婚夫妇传授夫

妻相处知识，与参加的新婚夫妇现
场互动。“高价彩礼、隆重婚礼，这些
仪式都是次要的，夫妻之间的情感
才是最重要的。我和妻子只想办一

个庄重、简约、时尚的婚礼。”新人小
李分享说。活动最后，10对新人共
同编织了寓意着恩爱情深、永结同
心的同心结。

共签婚俗改革倡议书 同上婚姻家庭辅导课

七夕全省3899对新人喜结良缘

湖北日报讯（记者刘洁、实习生
刘祎涵、张鹏举、通讯员张曼舒）“快
来一起吃喜糖，沾沾福气！”新娘张张
热情地将手中的糖果分发给工作人
员，与大家分享她的喜悦。回忆起预
约七夕领证的过程，张张满脸幸福地
说：“我们提前一个月就定好了这一
天，真的是太激动了，办理的时候手
都在抖！”

张张与丈夫鄢俊居住在武汉市
东西湖区将军路街，一大早就从家里
出发，前往东西湖区婚姻登记处。当
他们到达时，工作人员已经提前到
岗，为他们提供了“一对一”的窗口服
务。从整理证件到按下红印，整个过
程仅用了五分钟。当天，张张和鄢俊
还制作了工作人员准备的香囊并互
换，寓意着对彼此未来的美好祝愿。

“今年七夕恰逢周六。前一天，我

们特意布置了场地，做好了各项准
备。”东西湖区婚姻登记处相关负责人
介绍，他们增设了办证窗口，增加了辅
助人员以优化服务流程、缩短等待时
间。同时，还将服务时间提前了1个
小时，并取消了午休，确保每一位新人
都能顺利、愉快地完成登记手续。

蔡甸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提前做
好部署，开放3个结婚登记窗口、1个
复印窗口、1个业务咨询和档案查询窗
口，提供电话和现场咨询服务，确保当
事人证件齐全、手续完备，避免当事人
因证件不齐等原因无法登记。

目前，武汉市婚姻登记已经实现
了“跨省通办”。如果新人一方有湖
北省户籍，就可以在武汉市任一婚姻
登记处办理婚姻登记；如双方均非湖
北省户籍，只要一方有武汉市居住
证，也可在武汉办理婚姻登记。

武汉各婚姻登记处“为爱加班”

新人领证五分钟搞定
湖北日报讯 （记者王晶、通

讯员桂霄雨、师晓景）七夕佳节，
古典诗词与现代朗诵碰撞出火
花。8月10日，湖北省图书馆携
手湖北省朗诵艺术家协会，举办

“以诗传情，浪漫一夏”七夕特别
活动。

活动现场，原创佳作频现，朗
诵展演高潮迭起，《致橡树》《你是
人间的四月天》《关于爱情》等经
典现代诗作，在省朗诵艺术家协
会青年会员们的深情演绎下，让
在场的每一位观众感受到爱情的
美好。

省朗诵艺术家协会副会长、
秘书长樊昕以其独特的艺术魅
力，引领观众沉浸在“牵牛织女”

“银汉迢迢”的古典意境中，通过
声声朗诵增进了人们对传统文化
的理解，激发了大家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

活动中还设置了丰富的互
动环节。雅集沉浸体验区内，
吟诗作画、飞花行令、穿针引
线、插花品茶、手作巧果等活动
吸引了众多观众热情参与。大
家在这些传统活动中寻找乐
趣，寄托相思。

活动前期 6月至 7月，省图
面向读者公开征集七夕主题诗
词作品，得到了广大诗歌爱好
者的积极响应和热情参与，省
朗诵艺术家协会相关专家评选
出原创和朗诵获奖作品。活动
现场，向获奖者颁发了荣誉证
书和奖品。

据省图相关负责人介绍，“沙
湖书会·一起读诗”将继续深耕湖
北本土文化，计划推出“跟着诗人
游湖北”特色单元，通过诗歌与旅
游的深度融合，为湖北文旅融合
发展贡献诗的力量。

七夕到省图浪漫读诗

“老武汉人渡长江，年轻的武汉人跳东湖”

武汉人把水玩出了花样
湖北日报见习记者 冯袁玥 实习生 苏雅兰 卢奕涵 通讯员 钟珊

助跑、弹跳、起飞、入水……跳水勇士们
以千奇百怪的姿势跳进东湖。每年8月的
东湖边，最容易产生武汉人的“名场面”。

8月10日至11日，东湖磨山的楚城门
脚下，一年一度的“跳东湖”又来了。“老武汉
人渡长江，年轻的武汉人跳东湖”，依水而生
的武汉人用自己的方式把水玩出了花样。

“跳东湖”已持续了13年，今年的人气依
旧火爆。据了解，开放报名十分钟不到，线上
名额便被一抢而空。8月10日下午，东湖码
头边，聚集了上百位穿着特色服装的年轻人，
有骑自行车的，有背着滑板的，有扛着大型游
泳圈的，他们等待着属于自己的入水时刻。

李先生是一名单车教练，他已经三次带
着自己心爱的单车，跃入东湖水中。他认
为，最痛快的莫过于入水时刻：“跳了几次还
是有点害怕，但入水的那一刻非常凉快，很
过瘾！”

今年的“跳东湖”，对李教练来说有些不
同，他将带着六名小学员一起开跳。最小的
学员才6岁多，李教练和工作人员细心地为

孩子们穿好救生衣。对这些6岁至12岁的
小朋友来说，“跳东湖”是一个新奇的体验。

“我已经想好跳水动作了。”小小少年团的孩
子们面带期待地说。

举办到第 13 年，“跳东湖”更好玩
了。东湖旁，设置了3个音乐舞台，还加
入了脱口秀喜剧，市集上的品牌也增加到
90多个。看乐队表演、喝精酿啤酒、品茶
饮咖啡、在湖边野餐、逛手作市集……不
跳东湖，也能找到乐趣。

在一个啤酒摊前，两位外国友人手边放
着几个喝完的空啤酒杯，英国人Luke目前
是一名在武汉工作的英语老师。“这里太热
闹了，比我在其他国家逛过的市集多了不少
选择。”Luke和朋友对武汉赞不绝口，“武
汉人很热情，第一次来我就被深深吸引了。”

“跳东湖”活动办得怎么样，本地人最有
发言权。武汉市民贾女士称自己“每年都要
来”，她也感受到市集越来越丰富多样，她告
诉湖北日报见习记者：“来东湖玩才最有夏
天的味道。”

8月10日，
市民纵身跃进
东湖。

（湖 北 日
报 全 媒 记 者
何宇欣 通讯
员 钟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