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拟对拥有的上海市工业区企业发展有限公司等
2户 3笔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 截止 2018年 8月 31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 29,230.46万元。 该资
产包中的债务人主要分布在上海以及浙江地区。 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
应具备相应的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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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
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
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
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 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36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36天，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上海市分公司联系。
联系人：李先生；夏女士 联系电话：021-52000816；021-52000868
电子邮件：libin1@cinda.com.cn；xiaya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北京西路 1399号信达大厦 24-25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21-52000809;021-52000836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quhaijuan@cinda.com.cn;huangwenbing@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 2018年 9月 25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根据宁波峰湖安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上海通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债权转
让安排，宁波峰湖安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享
有的借款合同、抵债协议、担保合同、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
给上海通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峰湖安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特公告通知与该
等债权有关的各借款人、 担保人以及包括但不限于清单义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下列债
权及其相关权益已转让的事实。上海通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下列债权的受让方，现公
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 从公告之日起即向上海通疆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业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宁波峰湖安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通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 2016年 6月 30日的贷款本金，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
给宁波峰湖安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利息及其相关权益，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
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2.若借款人和担保人因各种
原因更名、合并、分立、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破产、清算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
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民事责任。 3.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以及其他连带清偿责任人。

公告清单（数据截至 2016年 6月 30日）（单位：人民币元）

宁波峰湖安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上海通疆
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号 借款人（主债务人） 贷款本金 借款合同编号

1 上海续辉物资有限公司 65,113,741.08 ?循环借款合同》（201070259）

2 上海嘉际交通运输配套设备有限公司 29,997,424.90 ?循环借款合同》（201080090）

字音会“消失”，文化需铭记

当年课堂学习的“规范读音”如今成了错误，语音变化是否
为迎合大多数人而“将错就错”？ 有专家认为———

翻开最新版 《现代汉语词典》，“说

服”一词的注音变成了 shuō fú，而不是

shu? fú；在输入法中打 “确凿 ”一词 ，显

示第二个字的读音应为 z?o， 而不是

zuò……最近，一则有关汉字语音变化的

帖子引发网友热议，许多人戏称“感觉自

己上了个假学”———当年好不容易被语

文老师纠正过的一些“规范读音”，如今

全成了错误；而不少“白字先生”闹过笑

话的字，居然进了字典。

一音之差， 未必会影响人们的日常

交流，甚至很多字音的改变，本就为了迎

合大多数人的认知习惯。那么，我们就该

“将错就错”吗？

在一些语言学家看来， 字音演变是

一种正常的语言现象。 作为表情达意的

交流工具，语言难逃时间的洗礼，社会背

景的变迁、潮流文化的更迭、大众语言习

惯的转变都推动着它“与时俱进”。 但除

此之外，语言还有重要的文化属性，如果

蕴含其中的文化信息和内涵随着某些字

音的消失而被人遗忘，实在令人惋惜。

多音字变单音字，“从俗”

是字音演变首要原则
对几乎每一种语言来说， 字音演变

都是一种必然。如今，古英语不再是英国

人的常用语言， 人们只能从莎士比亚的

十四行诗中探其奥秘； 而古代典籍中的

古汉字， 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也十分陌

生。到了近现代，许多字音仍在不断发生

变化。

就拿大家都很熟悉的“呆板”一词为

例，这个词语本来读 ?i bǎn，但为了尊重

大众的习惯，从 1987 年起，这个词的读

音被改为 d?i bǎn，如今大多数 90 后、00

后甚至都不知道这段渊源。 类似的例子

不胜枚举，比如，“从”现在统读 c?ng，取

消 cōng 的读音， 相关造词有 “从容 ”；

“脊”现在统读 j?，取消 jí 的读音，相关造

词有“脊梁”，等等。不少多音字就这样悄

悄变成了“单音字”。

根据社会语言学的理论， 作为沟通

交流的工具，语言天然具有时代性。而那

些约定俗成的读音和用法， 更便于人们

互相沟通、理解。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授郑

伟解释， 古今字音演变的规律主要遵从

三大原则。首要原则是“定音从俗”，在地

名的定音中， 这一原则尤其突出。 据了

解，地名属于专名，须“名从主人”，即借

鉴当地人表述这个词语时所用的读音，

之后再选用一个近音字用于定名， 比如

“六（lù）安”等。

第二条原则是“标准至上”，即以北

京音为准。 郑伟提到，明代中期以后，北

京话才成为我国官话的标准音， 在此之

前，标准音主要是洛阳话和西安话。从北

京话的形成来说，其成分比较复杂，涵盖

了东北、江淮等地域的语言，这些方言性

质的发音也影响了今天的汉字读音。

第三条原则是字音演变本身的规

律， 比如 “浊上归去” 等。 郑伟说， 从

语言学角度来说， 最后一条原则原本最

要紧， 但现在让位于前两条非语言学的

标准。

“古音异读”仍有价值，不
能丢失汉字音韵、表意的魅力

如果说“粳米”从 jīng m? 变成 gěng

m?，“澎湃” 从 p?ng pài 变成 péng pài，

还不至于妨碍词义理解， 那么有些字音

的变化或许动摇的是汉字作为一种文化

符号所具有的音韵和表意的独特意义及

魅力。而这一点，在中小学语文课堂上已

初露端倪。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小学语文高级教

师丁慈矿坦言， 混淆异读词的读音会给

古诗文学习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我们

在诵读古诗文时尤其要讲究古音， 因为

它牵扯到两个问题———押韵和平仄 。”

他举例说 ， “乡音无改鬓毛衰 ” 中的

“衰 ” 放在今天读 shu?i， 但考虑到押

韵， 在诵读古诗时要读 cuī； “远上寒

山石径斜” 的 “斜” 要念成 xi? 也是一

样的道理。

丁慈矿表示，除了教学大纲和教材，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新版《新华字典》和

《现代汉语词典》也是语文教师重要的教

学依据和参考。 但如果在古诗文教学中

遇到“古音异读”的情况，他还是会选择

给学生介绍古音， 即便这个读音早已在

今天的生活中无迹可寻。“在追求语言规

范的同时，作为语文教师，我们应该让孩

子们知道一个字、一个音背后的故事，同

时也要引导他们知晓和感受古诗词的韵

律和平仄关系。 ”

除了传递音韵之美， 一些读音还具

有独特的表意功能， 在训诂学中就有一

个“去声别义”的概念。以“骑”字为例，这

个字在表示动词时读作 qí，用作名词时

读作 j?，比如“一骑红尘妃子笑”。 不过，

在最新版《新华字典》中，这个字只剩 qí

一个读音，j? 已经不见踪影 。 往深处探

究，随着这个字音的灭亡，一种独特的词

义和意象就此消失了， 它所蕴含的文化

信息和内涵也随之消解。

“有些字音的消失令人惋惜。 ”复旦

大学附属中学语文教师张翔博士毕业于

复旦大学古代文学专业，他坦言，字音演

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的学习观。

“有时候我在课堂上给学生介绍古音及

其特殊的含义，他们会反问我，既然很多

字音迟早会变化， 那我们现在学的东西

到底有没有用？ ”这个问题令他意识到，

要更加注重引导孩子们铭记字音所携带

的文化价值，不能轻易丢失汉字音韵、表

意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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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上，孩子们根据注音诵读古诗。 本报记者 袁婧摄

■本报记者 朱颖婕

永不放弃，活成别人眼中的风景
术后最长存活期突破 50 年，中山医院医患分享会上一群肝癌患者透露长寿密码

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或许得病的人

体会更深。 不久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

医院举行了一场特别的医患分享会，患

者大多为中晚期肝癌病人。都说肝癌很

凶， 中晚期肝癌的存活期原本以月计

算。 半世纪以来，中山医院却集中了一

批长期存活的病例，实为罕见。 他们中

最长寿的 103 岁，手术后最长存活者突

破了 50 年大关， 是目前世界上有正式

医学记载的肝癌术后年龄最高者，此外

还有一批生存期超过三四十年的患者。

这场医患分享会的发起者、中山医院肝

肿瘤内科夏景林教授说，这群患者有一

个共同点———对绝望说“不”。

出院 25 年了，始终有被
人关心的感觉

老叶得病很突然，1993 年春节后，

他感觉不舒服，当地医院彩超发现有肝

占位。 有医生认为是囊肿，有认为是肝

癌。 找到中山医院时，他希望寻找一线

生机。

为他诊治的，有杨秉辉教授、马曾

辰教授、林芷英教授、吴志全教授及夏

景林医生。 “我已经 25 年活在这里了，

中山医院水平高不高，可见一斑。 我更

想说说中山医院特别的东西。”老叶说，

中山医院让他真切感受到何谓“以病人

为中心”，医生们彼此尊重，互相配合，

给予患者最好的治疗。

这一点还体现在出院后。按医院的

要求，老叶每年要回院复查，他的检查

结果，马曾辰教授、林芷英教授等都要

过目。 老叶说，出院 25 年了，始终有被

人关心的感觉。

肝外科教授马曾辰对老叶印象很

深，因为这台手术真难做。 “那是 1993

年 3 月 17 日，当时我们做了两手准备，

一是做肝动脉插管，等肿瘤缩小后再二

度切除。 二是如果能切的话，我们就切

掉。”马曾辰当时刚从美国归来，意气风

发 ，愿意接受挑战 ，承担风险 ，迎难而

上。 最终，手术很成功。

老叶也很争气，手术后半年就回归

了工作。 此后的他几乎年年拿“先进”，

退休后又一头扎进社区事务，还拿出积

蓄资助 11 名困难学生上大学。

有人说，老叶大病一场后仿佛有用

不完的劲，他说，这都是为报恩，“我能

给医院和医生做什么？ 只有好好工作，

把我能做的事情做好。 ”

“医生在治疗后最需要看到的，就

是这个人能不能活得更幸福，能不能在

社会上做更大的贡献， 他就是最典型

的， 他的故事对我们也是教育。” 马曾

辰说。

有一群医生， 敢于在常
规中寻突破推进治疗进步

与老叶相比， 许田的经历更为跌

宕。 36 岁的她，在美国接受了剖腹产，

刚成为幸福的二胎妈妈，岂料就在产后

50 天，因为感觉很不舒服，她跑到上海

中山医院，结果发现了大肝癌伴梗阻性

黄疸，情况危险。

“8 月 31 日对我来说是特殊的日

子，去年这天，夏景林教授给我做了第

一次介入。”许田在分享会上说，这天是

她重获新生的起点。

2017 年 8 月 31 日、10 月 20 日、12

月 27 日，许田经历了三次介入。 终于，

许田的黄疸下来了，肿瘤缩小了。 今年

3 月 19 日，她接受了肝肿瘤切除手术。

许田的治疗其实是超常规的。夏景

林回忆，第二次介入后，她的全身皮肤

过敏，吃不进东西，后来又陷入了半昏

迷状态。

要不要继续用药？ 她是否撑得住？

治疗有时就是如此矛盾， 要治疗这个，

却可能伤及那个。 如何平衡，考验医生

的经验、胆识、观察与视野。 夏景林坦

言，这个家庭的永不言弃激励着他给患

者在险境中找生机。

终于在第二次介入后的某天，许田

醒了，状态开始恢复。此后，她先生就陪

着她运动，100 米、200 米……他们一点

点加码跑步的距离，如今每天要跑一两

公里。许田说，身体好了，才能准备好与

疾病长期作战。

这些年，在夏景林的病区，不止有

“中国好丈夫”，也有“中国好媳妇”。 分

享会上，一对婆媳从内蒙古风尘仆仆地

赶来。“婆婆从没独自出过远门，包括得

病时，我们都陪着。”王兰说起婆婆张秀

患肝癌的时光，一晃已过去整整 10 年。

2008 年 4 月 16 日，张秀的腿上出

现了静脉曲张， 尽管没严重影响生活，

孝顺媳妇和儿子还是带着她去看病。结

果出来，需要做一个小手术。 本以为一

切就这么简单，岂料手术前例行检查发

现，张秀的血小板特别低，不能开刀。

为什么这么低？再一查，肝占位了。

“肚子里长东西了，要命的。 ”王兰至今

记得医生叹着气对着她和老公说：还是

别看了，看完了也怕是人财两空。

“听了那句话，我们夫妻跑很远的

地方大哭一场。”王兰说，哭完，发泄完，

两个人开始想办法，去上海！ 这是他们

唯一想到的。

十年前，第一次踏足上海，王兰对

上海的印象是“楼房都是那么高”，但两

口子无心欣赏这座城市的繁华，直奔枫

林路上的中山医院。接诊他们的正是夏

景林。

4 月 22 日住院接受介入治疗，5 月

1 日就出院了 ； 第二年又做了一次介

入，三年以后至今没复发。“我不想多说

什么，千言万语一声感谢。 ”王兰说，十

年过去了，婆婆依然好好地活着，邻居

都不相信她是得了肝癌的人。

现实是，就有这么一群病人，他们

以及他们的家属永不放弃，活成别人眼

中的风景；也有这么一群医生，相信今

天的治疗规范会被明天的取代，因而敢

于在常规中寻突破，也由此一点点推进

治疗的进步、医学的完美。

医患携手， 超越医学判
断并非不可能

在中山医院，还有很多病人活得超

出了最初的医学预判。

马曾辰在 1961 年做手术的肝癌病

人是全世界最早突破 40 年生存大关

的，他从 1961 年活到 2005 年，活了 44

年。 全世界在这段时间里，没有肝癌患

者比他活得更长。 2005 年后，这个纪录

被中山医院的另一名肝癌患者打破，他

是 1967 年因腹部包块就诊， 手术后的

病理诊断显示为巨块原发肝细胞肝癌。

如今，老先生 86 岁，术后 51 年一直健

康，是目前全世界正式医学记载中最长

寿的肝癌患者。

还有一位老先生 1975 年在中山医

院做手术时已经 60 岁，如今 103 岁，在

目前全球已知肝癌术后存活者中年龄

最高。 他开完刀后又发生了肺转移，中

山医院有胆量再把肺转移的病灶摘掉。

此后，他得过一次溃疡出血，还做过胃

切除。一个人开了三刀，可谓多灾多难，

但他就这样顽强地活过了百岁，给他做

手术的一名医生已经去世了。

“1971 年前， 全世界肝癌患者被

报道活过五年的仅五位， 但前几年全

球肝癌领域超越五年生存期的有 2000

多位， 现在可能已突破 3000 位， 超过

10 年生存期的突破 1000 位。” 夏景林

说， 看着病人九死一生， 最终走出疾

病阴霾， 结婚生子， 甚至孩子都生了

孩子， 真的比什么都高兴， 这就是医

生的幸福感。

集中了那么多“长寿”肝癌患者典

型病例，确实世上罕见。 这是汤钊猷院

士、杨秉辉教授等一代代专家与患者齐

心奋斗的结局。中国的肝癌诊治起步于

上世纪 50 年代， 比西方发达地区约晚

了 50 年，但中国医生拼命跑，终于跑到

了第一梯队，肝癌疗效目前是世界上最

好之一，一大批患者最终获救。

长期生存的患者则说，要做“三好

病人”：找到一个好医生，保持一种好心

情，养成一个好习惯。夏景林则说，面对

如今越来越多的治疗手段，作为医生要

跟军事指挥家一样，懂得选择合适的武

器，打击敌人。“肿瘤治疗不要寄希望于

一个药物或方法，综合治疗是提高疗效

的基本思路。 ”

生命如此脆弱， 却又如此顽强，医

患携手，永不言弃，超越今天的医学判

断并非不可能。（涉及隐私，文中患者均

为化名）

医院里的温情故事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不久前， 复旦大学

附属中山医院举行了一

场特别的医患分享会 ，

患者大多为中晚期肝癌

病人， 他们为医生献上

花束表达感谢之情。

（中山医院供图）

这是一份来自上海自贸区的“礼物”

(上接第一版)

“如果没有负面清单， 我们都无法

想象公司如何能办成。” 美安康执行总

裁斯榕谈起公司设立时感慨万千， 当时

她只用了短短两周时间就拿到了企业

“准生证 ”， 相关业务得以迅速发展 ，

“目前， 我们在为良品铺子、 卡士、 星

巴克、 周黑鸭等众多企业提供食品研发

等服务。”

实施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

面清单管理模式， 是上海自贸试验区最

基础、 最重要的改革， 迈出了与国际通

行投资规则接轨的重要一步。

2013 年 9 月 ， 上海自贸试验区发

布全国首张外商投资负面清单， 清单外

实施备案制 ， 近 95%的外商投资项目

通过备案方式设立， 办理时间由 8 个工

作日缩减到一个工作日 ， 申报材料由

10 份减少到 3 份。

有人曾对第一版清单列出 190 项对

外商投资保留的特别管理措施感到不

解： 这不就是把正面清单反过来点一遍

吗？ 其实， 负面清单为市场主体推开了

“非禁即入” 的大门。 在 2016 年普华永

道的问卷调查中， 约六成企业认为 “负

面清单” 使政策更透明、 限制更具体。

清单未列， 企业就可大胆去做， 减少了

审批者的自由裁量权。

五年来 ， 负面清单一方面持续缩

减， 从最初的 190 条减少到 2018 版的

45 条 ； 另一方面已向全国复制推广 ，

2016 年 9 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修

改外资三法和 《台湾同胞投资保护

法》， 将负面清单模式在全国范围内推

广实施。

扩大开放引来众多 “第一”

中国第一家专业再保险经纪公司、

第一家外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 、 第一

家外商独资游艇设计公司 、 第一家外

商独资国际船舶管理公司 、 第一家外

商独资医疗机构 、 第一家外商独资工

程设计公司……这些都是落地在上海

自贸试验区的首创性项目， 持续扩大的

对外开放让这片热土成了众多外资企业

的首选之地。

据介绍， 2013 年、 2014 年， 上海

自贸试验区先后出台两批 54 项扩大开

放措施， 其中服务业 37 项、 制造业 17

项。 截至今年 6 月底， 累计有 2620 个

项目落地 ， 融资租赁 、 工程设计 、 旅

行社等行业的扩大开放措施取得明显

成效。

前不久， 上海自贸试验区又出台了

扩大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的 25 项新措

施， 更多企业从中嗅出商机。 两家位于

上海自贸区的外资保险经纪公司———韦

莱保险经纪公司和怡和保险经纪公司，

今年上半年获准成为全国首批扩大经营

范围的外资保险经纪机构。

“就像原来在小江小河里游泳 ，

一下子来到了大海里一样。” 韦莱保险

经纪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汇智表示 ，

“从整个保险市场的占比来说， 大型企

业的市场份额其实只有 3%至 5%， 而

中小微企业和个人则超过 90%。 原来

我们只能服务大型商业企业 ， 现在已

与中资保险经纪机构享有同等经营

范围了 ， 这意味着更为广阔的市场

空间。”

为卓越城市搭建科创“会客厅”

(上接第一版 ) 基础越高 ， 提升空间就

越小， 用五年完成提升逾 6%的目标看

似不可能 ， 仍有突破口 。 针对不同人

群的不同科普需求 ， 市科协日前发布

了一款 “智慧科普盒子”。 它将以社区

大屏为接收终端 ， 利用人工智能和大

数据技术捕捉各小区的人群特征 ， 对

原本海量、 无序的科普内容进行深度挖

掘和二次整合， 由此实现科普信息的精

准投送。

院士 “外脑 ” 服务 ， 探
索产学研深度融合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凯先领衔的院士

专家团队 2015 年进驻上海和黄药业 。

短短三年， 企业依托院士专家工作站总

共开展了 16 个合作项目， 其中有 3 项

被列为科技部重大新药创制项目。

作为探索产学研深度融合的 “上海

模式”， 院士专家工作站是市科协发挥

科研人员 “外脑” 优势， 对接上海小微

企业需求的重要举措。 院士专家工作站

自 2009 年推出以来， 建站数量保持着

每年 60%的增长速度， 80%的建站企业

经济效益呈两位数增长。

近年来， 院士专家工作站不断探索

新模式， 接连推出 “升级版 ”。 去年 3

月， 市科协联手临港管委会， 在上海科

创中心主承载区之一的临港， 建立国内

首家院士专家工作站科技成果转化基

地。 林忠钦、 丁文江、 庄松林三位院士

带着各自的产业技术核心课题首批入驻

临港， 他们将在基地完成校园里无法开

展的大型工程类实验， 最终实现 “纸变

钱” 的转化。

目前， 全市 314 家院士专家工作站

共吸引进站院士 179 名、 专家 1238 名，

撬动研发经费投入超 51 亿元， 帮助企

业开发关键技术 2679 项 ， 申请专利

5820 项， 获得国家及省部级科技奖 212

个， 成为上海科创中心建设中一支不可

小觑的力量。

不唯职称身份 ， 创新机
制举荐人才

在今天揭晓的 “第九届上海青年

科技英才 ” 获奖名单上 ， 刘亚东的身

份有些 “打眼”。 作为上海交通大学船

舶与海洋工程系的一名讲师 ， 年仅 36

岁的他已是上海市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得主 。 而此次英才评选 ， 与他同台竞

争的， 不乏 “优青”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杰

青”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等学术牛人。

不唯职称、 不唯学历、 不唯身份，

是市科协向社会传递的人才观 。 为使

更多有潜力的科技人才脱颖而出 ， 近

年来 ， 市科协不断探索领军人物 、 中

青年科技人才的发现 、 扶持和举荐机

制。 旨在提携 40 岁以下年轻人的 “上

海青年科技英才 ” 评选 ， 从 2014 年

起 ， 打破所有候选人在同一 “池子 ”

竞争的规则 ， 将候选人分成基础研究

类 、 成果转化类和企业创新类三个不

同类别 ， 一批虽拿不出论文却懂得开

拓市场的应用型和市场化人才得到激励

和支持。

如今 ， 由市科协发起的 “上海市

科技精英 ” 评选 ， 已成为上海人才激

励的标志性奖项 ， 历届科技精英和提

名奖获得者中已有 67 位当选两院院

士； 专为 35 岁以下青年提供出国交流

机会的 “飞翔计划 ” 和助力科技青年

发表专业处女作的 “晨光计划”， 共资

助 84 位青年科技人才参加国际会议或

出版书籍 ； 去年 ， 通过市科协推荐渠

道 ， 中国商飞公司副总经理吴光辉 、

C919 大型客机总设计师吴光辉当选中

国工程院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