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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有所呼 我有所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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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法人注销公告
武汉市农业科学技术研究院蔬菜科学研究所（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124201004413559078）依据《事业单
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经举办单位同意，拟向武汉市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
组织。请债权人自2025年1月15日起90日内，向本
单位清算组织申报其债权。

联系人：张蕾
电话：15071216802
特此公告

武汉市农业科学技术研究院蔬菜科学研究所
2025年1月15日

事业单位法人注销公告
武汉市农业科学技术研究院畜牧兽医科学研究

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201004413559153）依据《事
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经举办单位同意，拟向武
汉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
清算组织。请债权人自2025年1月15日起90日内，
向本单位清算组织申报其债权。

联系人：周华
电话：18971082228

特此公告
武汉市农业科学技术研究院畜牧兽医科学研究所

2025年1月15日
事业单位法人注销公告

武汉市农业科学技术研究院水产科学研究所（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12420100441355923X）依据《事业单
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经举办单位同意，拟向武汉市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
组织。请债权人自2025年1月15日起90日内，向本
单位清算组织申报其债权。

联系人：罗峰
电话：18607118114
特此公告

武汉市农业科学技术研究院水产科学研究所
2025年1月15日

事业单位法人注销公告
武汉市农业科学技术研究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12420100744795221X）依据《事业单
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经举办单位同意，拟向武汉市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
组织。请债权人自2025年1月15日起90日内，向本

单位清算组织申报其债权。
联系人：曹莹莹
电话：13507180237
特此公告

武汉市农业科学技术研究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2025年1月15日

事业单位法人注销公告
武汉市农业科学技术研究院林业果树科学研究

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42010044135594XG）依据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经举办单位同意，拟
向武汉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
成立清算组织。请债权人自2025年1月15日起90日
内，向本单位清算组织申报其债权。

联系人：汪勇
电话：13871096593
特此公告
武汉市农业科学技术研究院林业果树科学研究所

2025年1月15日
事业单位法人注销公告

武汉市农业科学技术研究院农业机械化科学研
究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20100441355958G）依据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经举办单位同意，拟
向武汉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
成立清算组织。请债权人自2025年1月15日起90日
内，向本单位清算组织申报其债权。

联系人：罗欣
电话：18671994650
特此公告

武汉市农业科学技术研究院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所
2025年1月15日

事业单位法人注销公告
武汉市农业科学技术研究院农业环境安全检测

研究所(武汉市农业科学技术研究院中心实验室）（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124201004416244176）依据《事业单
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经举办单位同意，拟向武汉市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
组织。请债权人自2025年1月15日起90日内，向本
单位清算组织申报其债权。

联系人：韩敏健
电话：17607176889
特此公告

武汉市农业科学技术研究院农业环境安全检测研究所

(武汉市农业科学技术研究院中心实验室）
2025年1月15日

事业单位法人注销公告
武汉市农业科学技术研究院现代农业发展研究

中心（武汉市农业科学技术研究院科技情报信息中
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20100441355894J）依据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经举办单位同意，拟
向武汉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
成立清算组织。请债权人自2025年1月15日起90日
内，向本单位清算组织申报其债权。

联系人：周琰
电话：15007103696
特此公告

武汉市农业科学技术研究院现代农业发展研究中心
（武汉市农业科学技术研究院科技情报信息中心）

2025年1月15日
遗失声明 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检察院退休人员郑定

忠退休证遗失，证号：洪人字20070112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武汉市硚房集团宝庆物业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遗失坐落于五彩八巷12-13号租约一份，编号
硚字08-201990962，承租人刘坤，特此声明租约作废。

长江日报讯（记者蒋太旭 通讯员孙华 陈雪莹）时值农
历大寒节气，清晨的薄雾还未散去，东西湖区柏泉大渔场已
是一片繁忙景象。由武汉晟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晟丰公司）运营管理的这片2.3万亩渔场，是国家万亩渔业绿
色循环试点基地。眼下正处于鲜鱼上市高峰期，渔场工作人
员身穿防水服忙着起鱼。渔场水域边停着专门运输鲜活水
产品的大货车，被捕获的活鱼直接通过小型吊装设备装载到
车里。

水域边，在渔场打工多年的张百湖正在指挥工友们起
鱼。“我们昨天从基地起了4万斤鱼，今天又起了3万多斤鱼，
主要是草鱼、青鱼、鳊鱼、胖头鱼等。今天起的鱼全部被山西

‘鱼老板’订购了，货车装满后直运山西。”张百湖笑呵呵地
说，这几年，渔场产量年年增长。他在渔场打工包吃包住，每
月可以净挣4000多元。

说话间，正在船上起鱼的张百湖从渔网里抱起一条大红
鲤鱼，兴奋地说：“鲤鱼跃龙门，一飞冲天！”他说：“渔场没有
专门养殖红鲤鱼，平时不多见。看到这么大的红鲤鱼，大家
很开心，是个好兆头。”

采访中，长江日报记者遇到了经销商黄建兵。他是本
地人，做鱼生意已有十多年。“这里水质好，所以鱼的品质特
别好、个头大，很受欢迎。”黄建兵说，春节前是销鱼旺季，他
每天早上都要来这里进鱼，然后装车运往全国各地。“山西
那边的经销商经常打电话要货，他们特别喜欢这里的草鱼
和胖头鱼。”

一旁，被黄建兵笑称为“刘千万”的鱼行老板刘志云接
过话茬：“过去，受交通和信息条件限制，柏泉大渔场的鲜
鱼大多只能销往武汉周边及湖北邻近省份。现在信息便
捷、交通发达，这里的鲜鱼最远可以卖到新疆、内蒙古及东
北等地。”刘志云说，随着水产养殖现代化、产量逐年增长，
他的销售业务越做越大。“以前，我一天最多销售两三万斤
鲜鱼；现在，我一天可以销售几十万斤鲜鱼，客户来自全国
各地。”

晟丰公司工程师程俊介绍，柏泉大渔场 2024 年产能比

2023年翻了一番，目前年产量2000万斤左右。“养鱼先养水，
产量增长主要得益于管理升级和现代养殖技术的运用。”程
俊透露，今年，公司将不再一味追求产量增长，而是重点打造

绿色品牌，进一步提升水质，控制养殖密度。
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目前全市年水产品总产量

为47.36万吨、年水产品加工量为9.6万吨。

如果前几天你在解放公
园看到大树裹上了一件件彩

色毛衣，别惊讶，这正是出自我们之手。
之前，我们在网上看到给树织毛衣

的活动，觉得既有趣又有意义。群里有
姐妹也关注到这个活动，还有姐妹刷到
相关帖子。于是，我召集大家在武汉做
这件事。

经过商量，我们确定了 8 位“织
女”。通过线上会议，我们半个小时就
决定把解放公园作为目标地点，并作了
分工，包括实地考察、测量树干、设计毛
衣款式、购买毛线等。毛线到手后，大
家开始发挥各自的创意。虽然都是第
一次给大树织毛衣，但每个人都兴致勃
勃、充满干劲。

1月18日上午，我们带着各自的半
成品毛衣来到解放公园，开始组装和穿
搭。其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我们
给大树穿毛衣前被公园工作人员发现
了，他温馨提醒我们要去园方报备。我
们这才知道还有这样的流程，于是赶紧
去联系公园相关人员并顺利得到许可。

我们给第一棵大树穿上毛衣后，觉
得它特别清新亮眼。于是，大家迅速行
动起来，很快就给 6 棵大树穿上了毛
衣。一直有游客围观、询问、拍照，我们
甚至还看到有游客发现树上毛衣后眼
睛一亮的场景。原来，大树上的毛衣只
是在那里就有治愈人心的力量。

还有不少游客问我们毛衣是怎么
织的，问我们是什么组织。我们笑称，
我们是“民间组织”。一游客马上夸奖
道：“高手在民间。”这些有趣的对话、游
客开心的笑容让我们觉得很有成就
感。原来，我们也能用自己的力量为城
市增添一分美丽。

1月20日，按照计划，我们当中的4
个人去拆除毛衣。由于不断有人前来拍照，我们定好的
拆除时间只好延长。拆除过程中，一位爷爷提出疑问：

“好好的，拆掉干吗？”我们笑着解释并感谢他的支持。
我们各自带着拆下的毛衣回家后，准备洗净并将其

拆开。想着以后再次把它们变成新作品，大家都对新玩
法充满期待。至于我的想法，就暂时保密啦！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曹女士

我们给大树穿上毛衣。 网友@曹女士 摄

上市高峰期渔场起鱼忙

武汉活鱼远销东北新疆

武汉市黄陂三鲜食品加工有限公司董事长季关运正在切
肉糕。 长江日报记者郝天娇 摄

长江日报讯（记者刘海锋 通讯员苏杭 徐媛媛 实习生寇
天岑）1 月 21 日零时 55 分，1168 名旅客从广州白云站搭乘
G4554 次夜行高铁，经过 3 小时 40 分钟旅程，于凌晨 4 时 37 分
抵达武汉站。

随着春节临近，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从1月20日
开始加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方向的夜行高铁，补充运力。
其中在武汉站、汉口站、利川站、恩施站、宜昌东站、十堰东站等
车站加开夜行高铁47列。

“先生，您好，长沙南站马上就要到了，请提前作好下车准
备。”1月21日凌晨3时10分，列车即将抵达长沙南站之际，列车
长刘贝贝来到熟睡的旅客周先生跟前，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提
醒他到站下车。

原来，由于高铁夜间运行区间较大，为避免旅客坐过站或遗
忘行李，列车工作人员利用站车交互机做好中途下车旅客座席
登记，为途中下车的旅客提供一对一“叫醒”服务，并提示携带好
随身物品下车。此外，考虑到夜间气温较低，工作人员还为上车
的旅客免费提供红糖姜茶。

列车上还增配了毛毯、暖宝宝、充电宝和手机充电线、一次
性耳塞和眼罩、U型枕、儿童“乖宝宝”贴纸等物品，为有需要的

旅客免费提供。
据了解，为更好地满足春运返乡旅客的时间安排，给大家

出行更多、更合适的选择空间，武铁已连续多年开行夜行高
铁。每次开行夜行高铁都是对铁路部门硬件、软件的一次考
验。开行前，运输、调度和客运等部门需要在图定运输计划的
基础上，综合考虑设备状态、天气变化等多种情况，研究制定
开行方案。

夜行高铁是指在每天凌晨开行的高铁列车。正常情况
下，这个时段需要对高铁列车进行检修，包括动车组、线路和
接触网等，以确保第二天安全运行。由于要保障图定列车有
序开行，从目前各地运输方案来看，夜行高铁所占比例均在
15%以下。

2025年武铁部分夜行高铁车次

北京西站至武汉站 G4967 00:43—6:45
北京丰台站至汉口站 G4323 1:30—6:02
上海南站至武汉站 G4823 20:15—1:08
上海站至汉口站 D4694 23:56—4:23
上海虹桥站至利川站 D4836 3:51—14:50
广州南站至武汉站 G4622 00:18—3:58
广州南站至武汉站 G4974 1:32—5:12
广州南站至宜昌东站 G4302 1:44—8:28
广州白云站至襄阳东站 G4742 1:28—8:21
深圳北站至武汉站 G4276 00:55—5:06

柏泉大渔场工作人员身穿防水服起鱼。 通讯员陈雪莹 摄

■长江日报记者郝天娇 通讯员黄雨欣

1月19日，位于黄陂区横店街道的武汉市黄陂三鲜食品
加工有限公司内，鱼香、肉香四溢。肉圆被丢进锅里，油锅顿
时发出油炸声；一旁，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按比例调制好的
鱼肉被高速搅拌成白色肉泥，厨师交接的吆喝声、蒸柜杀菌
的蒸气声、锡纸袋发出的打包声不绝于耳。

由鱼圆、肉圆、肉糕组成的黄陂三鲜寓意年年有余、阖家
团圆、步步高升，承载着人们对新年的期盼，也是湖北年夜饭
餐桌上的“常客”。而眼前的忙碌是正在为市民的年夜饭“开
足马力”。

老手艺遇上新技术
五代人传承黄陂三鲜

“我是从1984年开始正式接管爸妈的黄陂三鲜生意的，
到现在已经41年了。”武汉市黄陂三鲜食品加工有限公司董
事长季关运告诉长江日报记者，他正将黄陂三鲜的手艺传到
38岁的女儿手中，她是第五代传人。

季关运现在的目标是用新技术传承老手艺，让生产流程
逐渐标准化，打开更大的市场，让更多人尝到这道黄陂美食。

回忆起小时候初学手艺，季关运最怕处理鱼肉这个环节。“人
太小，手没劲，‘片’鱼‘片’不动，我只能日复一日地锻炼手劲。”

时间长了，季关运不仅对分解鱼肉越来越熟练、做起鱼圆
得心应手，还有了自己的发现：“鱼刺太多，难处理，传统方式是
将鱼刺用刀剁碎在鱼肉中，过程复杂不说，还影响口感。”

2011年，季关运南下寻找能够剔除鱼刺的机器，最终在
广东找到符合要求的“鱼肉除刺机”并带回武汉。有了自动
化除刺机，大大小小的鱼刺被逐一去除，加工后的鱼肉变得
更细腻。这样的机器被季关运陆续引入加工厂。

蒸制车间里有一台硕大的智能蒸柜。“这台蒸柜一次可
蒸108盘鱼糕，差不多有1吨重。”季关运说。

一旁，一台椭圆形高温杀菌机器也正在运转。“这是黄陂

三鲜可以常温保存一年的‘秘诀’。”季关运解释说，眼前的机
器启动后，内部温度将慢慢上升到121℃进行杀菌，保证黄陂
三鲜在存放过程中一直处于无菌状态。

最后，鱼圆、肉圆、肉糕还要经过降温、清洗、烘干、擦净等
一系列工业化流程，成为包装好的黄陂三鲜，运送给各大一线
经销商，进入终端市场，最后摆上市民家中的年夜饭餐桌。

注册品牌 成功申遗
七成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2014年，季关运申请注册了“季氏”品牌，并成功申报湖
北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这几年，“季氏黄陂三鲜”又入选

“江城百臻”。季关运得以跟着“江城百臻”团队远赴内蒙古、
海南、山东、北京等省份做展销，打开了市场。

展销过后，季关运的微信好友越来越多，不少人加了他
就直接在微信上下单，批量拿货。季关运笑着说：“在微信上
下单的大多数是外地人，其中在北京卖得最好。”

“我们这种包装好的成品优势是可以保存一年，更适合
经销商大批量采购。”季关运介绍，越来越多的外地消费者爱
上黄陂三鲜，公司七成产品销往全国各地。春节前夕，公司
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1倍，平均每天做3吨黄陂三鲜，车间
几乎每天都在满负荷运转。

为保证鱼圆的口感，季关运选用每条重量至少 10 斤的
“大块头”活草鱼，只在每年气温下降的10 月份开始加工制
作。“天气变冷后，鱼肉更紧实；选用‘大块头’活草鱼，肉质更
细腻。这就是从食材端保证黄陂三鲜的口感和品质。”

（整理：沈欣）

长江日报讯（记者许魏巍）“要过年了，我想取一些小面
额新纸币包红包，但银行人多、在柜台前排队费时，不知道
ATM机上能不能取？”近日，市民刘先生在武汉城市留言板
上留言。相关部门回应，部分银行网点ATM机上可提取
小面额纸币。

相关部门表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2024年
4月25日发布的《武汉市“零钱包”便利化兑换和支持小面
额人民币取现功能自助机具信息公告》，中国人民银行湖北
省分行组织武汉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为社会公众提供“零
钱包”便利化兑换服务。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武汉市所有开办人民币现金业务
的银行业金融机构营业网点均可为社会公众便捷兑换200
元和300元标准化“零钱包”，涵盖20元、10元、5元、1元等
面额，也可根据需求提供不同规格定制化“零钱包”。公众
可就近前往银行网点兑换。

1月21日，长江日报记者了解到，为方便公众非工作
时间兑换，在武汉市首批开通 10 台自助机具小面额人民
币取现功能，为公众提供7×24小时服务。10台小面额人
民币取现自助机具分别位于工商银行武汉经济技术开发
区支行营业室、交通银行湖北省分行营业部、广发银行后
湖支行、招商银行后湖支行、交通银行解放公园路支行、
交通银行汉阳支行、交通银行二桥支行、建设银行武汉东
西湖支行、广发银行东湖支行、交通银行湖北自贸试验区
武汉片区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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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美食节前销量倍增

日产3吨黄陂三鲜七成卖往外地

武铁加开47列夜行高铁
“乖宝宝”贴纸红糖姜茶竟也能按需提供

10家银行网点
ATM机上可取小面额纸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