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实施旧城改造建设的需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政府于
2023年10月20日作出硚政征〔2023〕4号房屋征收决定，决
定征收硚口区利北社区片旧城区范围内国有土地上的所有
房屋，但下列被征收人（含公有房屋承租人，下同）未在签约
期限内与房屋征收部门达成补偿协议。为此，武汉市硚口区
人民政府依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六
条的规定，对前述被征收人作出了《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
对相关房屋实施征收，实行货币补偿或产权调换。

因无法直接送达，现采取公告送达的方式送达《房屋征

收补偿决定书》。请下列被征收人在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十日
内到武汉市硚口区利北社区片旧城区改建项目指挥部（地
址：硚口区利北一村6号，联系人：杨治，电话：13971277707）
领取《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视为送
达。如不服该补偿决定，可自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武汉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在六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
院提起行政诉讼。

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政府
2024年7月8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被征收房屋坐落
硚口区利北一村35-37号3-2-1号
硚口区利北一村41号4楼1号
硚口区利北一村20门2单元3层3号
硚口区利北一村20门2单元3层3号
硚口区解放大道634号4单元1层2号
硚口区利北一村21号1-2
硚口区利北一村20-21号1-6-1室

被征收人（或公有房屋承租人）及身份证号
吴纯丽42010419******1646
潘润诚42010319******001x
陶志刚42010319******2817
李 青42010419******0843
刘小艳42010419******3027
徐 君42010419******1612
李 蘋42010419******1621

补偿决定书编号
硚政征补[2024]102号
硚政征补[2024]103号
硚政征补[2024]104号
硚政征补[2024]104号
硚政征补[2024]108号
硚政征补[2024]111号
硚政征补[2024]105号

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政府送达《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公告
因实施旧城改造建设的需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政

府于 2023 年 10 月 20 日作出硚政征〔2023〕4 号房屋征收
决定，决定征收硚口区利北社区片旧城区范围内国有土
地上的所有房屋，但下列被征收房屋登记的所有权人
（含公有房屋承租人）已故，现依法享有该房屋征收补偿
权益的权利人（下称相关权利人）不明确。为此，武汉市
硚口区人民政府依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
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对前述相关权利人作出了《房屋
征收补偿决定书》，对相关房屋实施征收，实行货币补偿
或产权调换。

因无法直接送达，现采取公告送达的方式送达《房屋征
收补偿决定书》。请下列被征收人的相关权利人在公告发布
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武汉市硚口区利北社区片旧城区改建项
目指挥部（地址：硚口区利北一村6号，联系人：杨治，电话：
13971277707）领取《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自公告之日起满
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该补偿决定，可自送达之日起六十日
内向武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在六个月内向有管辖
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政府
2024年7月8日

序号
1
2
3
4
5
6

被征收房屋坐落
硚口区利北一村217号2单元3楼1号
硚口区利北一村217号2单元3楼1号
硚口区利北一村18号8-4号
硚口区利北一村23-26号2单元6层3号
硚口区利北一村26号1单元3层2号
硚口区利北一村23-26号1-7-3室

登记的所有权人（或公有房屋承租人）姓名、身份证号
李喜清（故）42010419******1273
李兆林（故）42010419******1618
王林安（故）4201043****8165
王少新（故）4201044****0161
董梅英（故）42010419******1640
郑超训（故）42010519******2021

补偿决定书编号
硚政征补[2024]92号
硚政征补[2024]92号
硚政征补[2024]98号
硚政征补[2024]99号
硚政征补[2024]100号
硚政征补[2024]101号

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政府送达《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公告

■长江日报记者黄丽娟

“站在武汉长江大桥上，迎面看是绝美
落日和龟山电视塔同框，回头看是巍峨的黄
鹤楼在金色光芒下熠熠生辉，还可以远眺杨
泗港长江大桥、长江二桥，处处是景。”7月6
日18时30分，在长江大桥武昌桥头堡处，来
自北京的游客谭杰忙着从不同角度为两个
孩子拍照，“太美了，不虚此行”。

暑期旅游高峰来临，“长江大桥上追日
落”成为全国各地游客在汉游玩“最浪漫的
事”。7月6日18时起，长江日报记者探访长
江大桥、武昌江滩，“捕捉”到令人陶醉的夕
阳下江面美景，以及全国各地游客对武汉夏

日浪漫的热切追求。
当日18时20分，记者骑着共享单车从长

江大桥汉阳桥头堡出发，前往武昌桥头堡。
沿途，不少游客举着相机、手机拍摄美景。18
时40分许，记者抵达长江大桥武昌桥头堡。
这时，太阳开始落山，余晖把长江大桥染成
暖金色。“我在武汉上大学，今年毕业后就在
江夏区工作。”应届毕业生刘俊说，在武汉读
大学的4年里，她最喜欢的就是和朋友们一
起坐着轮渡看日落。这次，她特意带着从河
北石家庄来汉游玩的妈妈和小姨一起登上
长江大桥，看日落、赏江景、拍照片。“这个点
可以避开暑热在桥上走走。到了晚上7时30
分，我们可以看黄鹤楼光影秀和长江灯光

秀，吹吹江风也十分惬意。”
19时，记者从长江大桥走到司门口人行

过街天桥下，再经过户部巷，来到武昌临江大
道汉阳门江边。此时，落日时隐时现，云霞漫
天，江水闪烁着金光，面朝江边的每一段栏杆
处都有游客对着大桥、江面、落日拍照。有姑
娘对着落日比“心”，有情侣拿着自拍杆合影，
还有家长把小孩架在肩膀上观景。途经的火
车在落日映衬下拉出长长的影子，与雄伟的
长江大桥构成一幅绝美的画面。

背对落日，7名年轻人请一位女士帮他们
拍下珍贵的合影照。他们当中的张思捷说，
他在武汉理工大学读书6年后去上海工作。
这次趁着周末，他和朋友们分别从上海、重

庆、鞍山赶到武汉相聚。“我们住在汉口西北
湖附近，刚下火车就去消夜，吃了烧烤。今
天，我们去了东湖，还爬了磨山，从磨山索道
上滑下来太有意思了。此时此刻，我觉得太
幸运了，看到了这么美的火烧云。”张思捷说，
求学期间在武昌中华路城市阳台上观江、看
桥、追日落、拍火车的场景至今仍让他历历在
目，这次特意带着朋友们来看美景。19时20
分，他和朋友们拍完日落，决定去石牌岭吃小
龙虾，“这是来武汉的另一种仪式感”。

19时30分，落日慢慢隐去，长江两岸和
长江大桥陆续亮灯，来江边观景的游客越来
越多。大二学生黎晓明说：“夏天的每个夜
晚，我都会重新爱上武汉。”

天南海北相约而来

外地年轻人长江大桥上追日落

游客在长江大桥上追日落、赏美景。 在武昌江边，从上海、重庆、鞍山来汉相聚的7名年轻人背对落日合影。 长江日报记者何晓刚 摄

长江日报讯（记者肖清清 通讯
员黄璜）7月6日晚，一栋装置巨幅
红色取景框的建筑在汉阳滨江首次
亮灯，吸引附近众多市民驻足拍
照。汉阳区在此举行汉阳古城风貌
区城市更新推介，现场发布汉阳古
城风貌区最新进展、热门文旅点位、
定制旅游公交线路，该建筑作为汉
阳城市展厅“武汉之眼”正式揭牌。

“武汉之眼”城市文化展览馆位
于“汉阳古城文化轴”滨江城市甲板
的眺望之处，将向市民免费开放。
登上楼顶平台，可与黄鹤楼、龟山电
视塔、鹦鹉洲长江大桥等武汉地标
同框，将成为“汉阳古城文化轴”上
又一亮点。

据介绍，汉阳古城风貌区城市
更新进展显著。汉阳树公园（北
园）、凤凰山摩崖石刻等文化地标焕
新呈现，一亮相即成为网红点位。
南岸嘴、龟山公园升级生态修复，环
境焕然一新。同时，归元寺南路、归
元寺北路、西桥路、翠微路等多条道
路建设完成，极大地改善了汉阳古
城区域交通状况。

因汉阳区多处热门文旅点位分
散于山湖之间，为了变“过客”经济
为“留客”经济，汉阳古城风貌区定
制旅游公交线路计划于本月底正式
开通。定制旅游公交线路起点为武
汉动物园，终点为归元禅寺，全长
9.9公里，设置12个站点，串联汉阳
古城所有景区、景点。“开通初期，为
方便游客出行，公交车每天运行 4
趟，每趟45分钟。后续将根据客流
情况增加车辆和趟数。”建桥街道办
事处相关负责人介绍。

据介绍，汉阳古城风貌区城市
更新继续加快推进，“汉阳古城文
化轴”打造六大城市景观节点：汉
阳树公园（南园）预计今年内开园；
远洋里商业街预计2025年开业；建
设钟家村最美转角汉阳树广场；完善肖家湾路、归元寺
路南延线等微循环路网；推进古城城市信息化模型CIM
平台建设……未来两年，汉阳将迎来重大配套集中兑现
期，焕新显正街、西大街的古街新貌和文化记忆，用城市
更新行动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打开新空间。

集夜景、夜演、夜市于一体

武汉植物园推出夜游活动
长江日报讯（记者明眺生 通讯员陈长丽）7 月 5 日

晚，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举办的“洛神繁花夜”东湖光
影潮玩节夜游活动启幕。

洛神是中国神话中的洛水女神，也是传说中的十
二花神之一。三国时期，曹植所写的《洛神赋》中用

“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形容洛神的美态。此次夜游活
动引入“洛神”IP，结合《洛神赋》的文化内涵，以光影
艺术营造梦幻场景。夜游活动集夜景、夜演、夜市于
一体，营造沉浸式国风潮玩文旅空间。

活动现场以“洛神赋”故事为主线，串联景观草坪、林
下景观、沉水植物区、荷花睡莲展示区等多个区域，亮化
面积达16万平方米，包括高12米的巨型洛神花灯、六大
古典国风体验区和10个主题打卡点。

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夜游结合《洛神赋》等文学作品中
的经典意境，营造出“洛水花神”“洛水秘境”“游龙梦境”

“诗人说梦”等灯景，让人有“一朝步入画卷，一瞬梦回千
年”之感。

此外，还有航天员造型灯组、入口处的小鹿迎宾灯
组，以及金鱼荷花灯组、萤火虫灯组、水母灯组等。这些
彩灯将生态和科技有机融合，营造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夜
游氛围。

此次夜游活动将持续到8月31日，每天开始时间为
下午5时。夜游期间将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包括
国风繁花市集、变脸喷火、花神巡游、奇幻儿童剧、科学魔
法课堂、魔术小丑互动、熊猫和变形金刚巡游、狂欢泼水
节、七夕音乐会等。

夜游期间，武汉植物园的植植屋、虫虫园、mini科学
院等科普打卡点将同步开放。其中，虫虫园里设置5000
多份昆虫标本，揭秘多个昆虫“世界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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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讯（记者陶常宁 通讯员曾斯 袁永
华）近日，有市民发现武汉地铁站出现了“共享音
乐教室”，身处其中可以弹钢琴、弹古筝，还能打
架子鼓。7月5日，长江日报记者前往一探究竟。

当日下午，记者乘坐地铁3号线来到体育中
心站，发现 A 出入口通道有两间“共享音乐教
室”，均安装了落地玻璃门窗，无人值守。一间教
室里摆放了钢琴、乐谱架，另一间教室里则摆放
了古筝、架子鼓等乐器。市民扫描门口二维码，
选择对应教室及时间，支付成功即可进入。

不时有路过的乘客好奇地向这两间音乐教
室张望。邢先生带着两个女儿路过，感觉很新
鲜，于是尝试了一下。一个女儿在一间教室里弹
古筝，另一个女儿则在另一间教室里弹钢琴。由
于玻璃门被关上了，记者在外面几乎听不见声
音，隔音效果还可以。

“我住在汉口香港路附近，今天坐地铁带两
个女儿到武汉体育中心学滑冰，正好路过这里，
就体验一下。”邢先生说，他以前带两个女儿学习
弹奏乐器是到武汉市群众艺术馆，这是第一次在
地铁站里看见音乐教室。“挺方便的，地铁站里有
音乐教室，刮风下雨也不受影响。”

记者与“共享音乐教室”负责人朱胜取得联
系。他说，这是第一次在地铁站尝试设置“共享
音乐教室”，6月25日正式投用。10天来，进来弹
琴的人数超乎他的预料。

“除了家长带孩子练琴，还有音乐老师和学
生在这里‘一对一’上课，也有不少音乐爱好者在

这里弹琴。”朱胜笑着说，“有的年轻情侣也相约
来到这里弹琴，会音乐的一方会弹一首曲子送给
对方，挺浪漫的。武汉人真的挺爱音乐的。”

“‘共享音乐教室’解决了在家里练琴扰民的
问题。特别是学习打架子鼓的孩子，几乎没办法
在家里练习。”朱胜说，市民通过微信小程序可以
在线预约使用“共享音乐教室”。

武汉地铁资源经营有限公司资源二部主管
杜昊杰介绍，武汉地铁一直致力于打造“书香地
铁”等文化品牌。地铁站人流量大、交通便利，十
分适合像“共享音乐教室”这样的新型业态。家
长可以和音乐老师约定在家附近的地铁站“共享
音乐教室”里给孩子上课，可选择的乐器也较
多。教室采用玻璃全封闭，里面有隔音设施，不
会影响乘车环境，既充分利用了车站闲置空间，
又进一步营造了地铁文化氛围。

据了解，7月中旬，地铁3号线兴业路站、菱
角湖站、宗关站等车站也将投用“共享音乐教
室”，市民乘客将有更多选择。

右图：市民带女儿在“共享音乐教室”里弹古筝。
长江日报记者陶常宁 摄

“共享音乐教室”现身武汉地铁站
隔音效果不错，扫码支付成功即可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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