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拟以公开竞争性出售方式处置以下资产（以下称为
“标的资产”，或根据上下文需要，系指任何单项标的资产），交易编号：COAMC2018SH05：

上海市境内 75户债务人所享有的债权及其附属担保权益（该等债权及其附属担保权益的所有人为东方），截至 2018

年 8月 31日，该等债权项下未偿本息合计人民币 1,726,553,536.99元，其中未偿本金人民币 1,058,674,083.43元，未偿利
息人民币 667,879,453.56元；

特别提示：标的资产信息仅供投资者参考。就标的资产项下各笔债权及其附属担保权益的合法有效性及时效，以及债
务人、担保人现状等，请投资者自行调查及判断，东方对此不作任何保证。

标的资产的意向投资者须为具有相应购买能力的、在中国境内外依法注册并存续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或中
国境内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投资人不得为中国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
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以及参与本次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和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
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参与标的资产处置的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或
者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的直系亲属。

如投资者有意向了解有关标的资产的情况、注册程序、交易时间表等详情，请登陆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网
站 www.coamc.com.cn，阅读标的资产的《资产包公开竞争性出售交易邀请函》全文。

任何对标的资产处置交易持有异议者均可提出意见和/或异议。 欢迎社会各界向东方提供债务人及担保人的资产线
索和其它相关情况。

标的资产处置交易的联系人如下：

联系人：郭经理 电话：021-64959171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茂名南路 205号 27层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082（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监察部）

021-64736592（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纪检监察部）

监督管理部门：财政部驻上海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电话：021-64332211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 电话：021-38650100

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有效期限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9年 1月 18日止上午 11:30止。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 二〇一九年一月十五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公开竞争性处置不良资产包公告
交易编号： COAMC2018SH05

序号 借款人名称 担保人 债权本金 （元）

1
上海朝珍实
业有限公司

上海林文物资有限公司、 上海卓晔
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起望实业有限
公司、上海施奈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三克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陈谢
章、李彩霞、叶碧文、林文建、叶思
洪、陈爱彬、陈木朝、林树珍、黄孙
信、张彩纹、潘伏赐、张积香、何邦建

61144735.3

根据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与上海奔厨企业发展有限
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已将其
对下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
让给上海奔厨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特
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 上海奔厨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
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担保人及相关义务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
向上海奔厨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
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注：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 2017年 7月 20日的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予偿还的利息余额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与上海奔厨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朝珍实业有限公司企业贷款债权转让通知暨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上 海 奔 厨 企 业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二零一九年一月十五日

59分给学生的是挫败感还是挫折教育
教育界人士认为，一切分数的前提都应是为了孩子长远发展

期末考试季，“一分之差”考验一线教师育人方式和家长教育理念
期末考试季来临，“严阵以待”的不

只是学生，还有老师———考试分数怎样

给，是一门“艺术”。

近日，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倪闽景一

段关于“59 分”的故事在网络引发热议。

他说，59 分对学生来说是一个“羞辱性”

的分数。 “直接给学生 59 分，老师没有

错，但心里有学生吗？这是教育吗？教育

差一点点，那就完全不同。 ”在他看来，

“心里有学生” 的教师应该抓住这个育

人时机，通过分数的调整引导学生更好

地成长。

与此同时 ， 另一个故事也让人感

慨：一位班主任称 ，这次期末考试全班

平均分为 99.1，大部分是满分 ，孩子们

可以欢欢喜喜过年了。 谁料也有家长不

满：“如此没有区分度的考试，能测出孩

子的学习水平吗？ ”

“一分之差”的背后，是育人和分数

的博弈，考验着一线教师的育人方式和

家长的教育理念。

反对声音： 让孩子有
适当挫败感也是教育

倪闽景日前在一个论坛上提到，如

果是一位教育手段高明的老师，就会把

考 59 分的孩子找来谈话，对他说，这次

可以给你 60 分， 但这不代表老师算错

了分数，而是希望给你的 1 分在下次考

试时能化为 2 分还给老师。

“59 分可以给及格，那么 55 分 、56

分怎么办？ ”网络上，一部分网友并不认

同应该对“一分之差”作出调整，在教师

中间，持这种意见的也不在少数。

有着近 40 年教学经验的教师张燕

认为，“送”给孩子“一分”固然是一种鼓

励教育，初衷是好的 ，但在实际操作中

要因人而异。

比如有一类孩子，虽然考试成绩不

理想，但卷面整洁、字迹清晰，展现出了

良好的学习态度 ；还有一类孩子 ，虽然

这次考了 59 分， 但上次只有 40 多分，

有了明显的进步 ，对老师来说 ，就很愿

意帮他们往合格上“拉一拉”。 但有些孩

子平时学习态度不端正 ， 既不认真听

讲，也不仔细答题，那么一个“59 分”带

来的挫败感或许可以让他们意识到，每

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缺点和失误承担

相应的责任。

一位上海师范专科学校附属小学

语文教师对此也很感慨 ， 现在不少孩

子过得太 “顺 ” 了 ， 家里的大小事有

长辈代劳， 学习上也以鼓励进步为主。

但人生很长， 高考中的 0.5 分可能会让

你与心仪的大学失之交臂 ， 职场和社

会的严苛规则更不会为任何人让步 ，

而未来我们也可能常常碰到 “就差一

口气 ” 的时候 。 “鼓励并不就是好的

教育 ， 孩子受到挫折的时候也是珍贵

的教育契机。”

她认为，在平时的考试中，老师“狠

狠心”不“放水”，给孩子打个 59 分正是

一种重要的挫折教育。 “适当的挫败感

是必要的，因为孩子们可以察觉到由此

暴露出的自身问题，而且我们的教育也

应该让他们知道，老师对学生的鼓励是

有底线的。 ”

支持声音 ：“临界线 ”

上的孩子都应拉一把

尽管有一些“反对”的声音，但记者

在采访中了解到 ，在一线教学中 ，不少

教师的做法仍是———如果孩子得了 58

分、59 分，就“松松手”，给一个及格分。

“在基础教育阶段，孩子得到 59 分和 60

分的感受，确实很不一样。 ”沪上一名初

中特级校长坦言，“对于老师而言，这只

是一分之差。 对于孩子来说，却是需要

逾越的一道鸿沟。 ”

特级校长、上海市江宁学校校长吴

庆琳认为， 此次 59 分的故事其实是在

“育人” 这一特定范围内的教学探讨 。

“若从教育评价的角度来看，那么，我们

就要尊重科学评价的结果，该给多少分

就是多少分；但是，从育人的角度来看，

对于一个人的评价远远无法用分数来

衡量，教师更应该关注分数背后孩子的

成长。 ”

面对 59 分之争 ， 上海交通大学

附属中学历史教师彭禹起初却表示

有些不可理解 。 他说： “从立德树人

的教育观来看 ， 教育关注的是祖国下

一代的发展 ， 因此 ， 一切利于这种发

展的 ， 都是好的教育 。 从这个角度来

看 ， 是给 59 分还是 60 分 ， 答案是显

而易见的。”

彭禹认为，“59 分”指代的是“临界

点”，这个临界点也可能是 80 分、90 分。

“当学生徘徊在临界点这个微妙的时

刻，教师如果考虑孩子的长远 ，就要拉

学生一把。 ”

“只要病人需要，我随时可以投入战斗！”

在院士退休仪式上，“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几分钟的发言提及12次“感谢”———

本报讯 (记者陈青 张鹏)“虽然退

休了 ， 但只要组织需要 ， 只要病人需

要， 我随时可以进入战位， 投入战斗！

我觉得我身体还可以， 所以我有信心，

也有决心。”

昨天 ，97 岁高龄的中国科学院院

士、 海军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

长吴孟超在自己的院士退休仪式上动情

地说。

吴孟超被誉为 “中国肝胆外科之

父”，从医 70 多年，从五叶四段理论到间

歇性肝门阻断切肝术， 从第一例肝癌手

术到世界第一例中肝叶手术， 从肝癌切

除手术年龄最小到术后存活时间最长，

从当初的肝胆外科三人小组到今天世界

最大的肝胆外科专科医院和国家肝癌科

学中心， 吴孟超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医学

纪录。他培养研究生 260 多名，主刀和参

与救治了近一万六千例肝胆疾病病人，

履行了一个老师和医生的职责。

院士退休仪式上，吴孟超回顾了 70

年来的从医生涯。

1940 年从马来西亚回国，1949 年同

济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第二军医大学工

作，“现在看来，回国，学医，参军，入党，

这四条路的正确选择才让我能真正实现

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所以，我庆幸自己的

选择，也永远感激党和国家，感谢部队这

个大家庭对我的教育培养。 ”吴孟超说。

熟悉吴孟超的人都知道， 他把医院

当作自己的家，把病患当作自己的家人。

吴孟超说， 医生没有挑选和应付患者的

权利，只有为他们解除病痛的义务。

1975 年，安徽农民陆本海挺着像临

产孕妇一样的大肚子来求治， 被吴孟超

诊断为肝巨大血管瘤。 血管瘤像个马蜂

窝，容易破裂导致患者死亡，当时国内外

的救治成功率很低。 吴孟超决定迎难而

上。 手术整整做了 12 个小时，切下的瘤

子重 18 千克。 术后几十年，吴孟超对他

定期随访，至今，陆本海仍健康地活着。

“肝母细胞瘤”是一种罕见的小儿肿

瘤，发生肝细胞癌的危险很大。 1983 年，

吴孟超成功为一名仅四个月大的女婴切

除重达 600 克的肝母细胞瘤， 创下世界

肝母细胞瘤切除年龄最小的纪录。 1993

年， 他和学生一起成功进行了世界首例

腹腔镜下的肝癌切除手术。

国际著名肝脏外科学家、 国际肝胆

胰协会前主席威廉姆斯评价说：“吴教授

对肝癌的基础研究和临床工作， 在国际

上处于领先地位， 他的成就令全球同行

瞩目和敬佩。 ”

昨天的院士退休仪式上 ， 吴孟超

短短几分钟的发言里提及 12 次 “感

谢” ———从海军党委、 学校及领导、同

事，到学生、病患，都是他感谢的对象。吴

孟超说 ：“正是你们这么多年的培养指

导、关心爱护和支持帮助，激励我在医生

和老师这个普通岗位上攻坚克难， 努力

进取，不断创新，做了一个普通医生和人

民教师应该做的工作， 让我的人生非常

充实。 ”

在吴孟超看来， 院士退休制是党中

央站在国家科学发展大局作出的重要决

策，是院士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是党中

央对院士队伍的亲切关怀。“我个人坚决支

持坚决拥护坚决服从。 ” 他说，“我是党的

人，有 63年党龄，我也是部队的人，有 63

年军龄，党和部队培养我这么多年，政治意

识、大局意识、号令意识早就融进我的生命

里了，所以说，无论进退，不管去留，坚决听

党的号令，坚决听部队的命令。 ”

“培养出超过自己的接班人，是我最

大的心愿，也是对我最大的奖赏。 ”培养

人才， 一直被吴孟超视为是工作的重要

部分。 如今，一批院士、长江学者脱颖而

出，组成学术人才梯队，他培养的 260 多

名博士、硕士研究生，已成为我国肝胆外

科的中坚力量。

在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早

就有人劝吴孟超“功成身退”，但吴孟超深

知， 目前我国还是肝炎和肝癌发病大国，

而在肝炎肝癌防治方面的费用惊人。此前

吴孟超就联合六位院士，提出集成式肝病

诊疗研究报告，由吴孟超牵头负责的国家

肝癌诊疗科学中心也已落户上海。

吴孟超说：“要在我有生之年， 在提

高肝癌早期诊断率、 降低手术复发率上

下功夫， 早日找到解决肝癌问题的最佳

办法，以造福更多的肝胆疾病患者。 ”

ｗww．whb．ｃｎ

２０19 年 1 月 15 日 星期二 7责任编辑/徐德祥教科卫 公告

从医 70 多年，吴

孟超主刀和参与救治

了近一万六千例肝胆

疾病病人， 创造了一

个又一个医学纪录 。

他培养的 260 多名博

士、硕士研究生，已成

为我国肝胆外科的中

坚力量。

（海军军医大学供图）

摒弃“分分计较”理念，让学生拥有“完成感”
眼下， 孩子们所面对的考试大致

可分为两种： 标准化考试和常模化考
试。 上海交通大学附中历史教师彭禹
解释， 为了体现区分度， 实现人才选
拔的目的， 学校的考试大多是常模化
考试， 命题者更关注学生 “不会的题
目 ” ， 因此考分常常呈正态分布 。

“常模化考试的功能与育人理念本身
有些 ‘背道而驰 ’， 这也是我们不愿
意过分强调分数的原因之一。”

十几年前， 上海市江宁学校曾经
尝试 “试后 100 分 ” 的教育评价改
革 。 只要孩子在拿到试卷后订正错
题 ， 就能拿到老师修改后的满分 。

“这种改革是为了引导家长不过度关
注分数 ， 而是关注孩子的学习态度 ，

促进他们自我成长 。” 校长吴庆琳告
诉记者， 改革推出后， 受到了家长和
孩子们的欢迎。

一名初中特级校长也坦言， 现在
的家长和孩子有点 “玻璃心 ”， 教育
如果一味迁就学生也不是理想状态 。

“给孩子更多的人文关怀是社会进步、

教育文明的体现， 除此之外， 学校还
要引导家长加强亲子之间的沟通， 让
孩子的经历挑战的同时， 还能学有所
成， 收获成功。”

复旦大学心理系教授张学新从教

育心理学角度解释了“59 分”的意义：

当孩子处于 “边缘 ”的时候 ，心理压力
是最大的。 59 分和 60 分虽然只有一
分之差，但是 ，会让他们滋生出懊丧 、

后悔、自责等负面情绪。 他强调，教育
不是为了创造出更多成功者 、 失败
者、 快乐者、 痛苦者， 而是让每个人
拥有 “完成感 ”， 从而不断进步 。 因
此， 对老师和家长来说， 自己首先应
该摒弃 “分分计较” 的理念， 同时引
导孩子们正确看待每一次考试、 每一
个分数———每个人成功与否的参照系
只有自己， 这些考试和分数的目的是
为了让你收获更好的自己。

■本报记者 张鹏 朱颖婕

乳腺癌“一刀切”手术应慎用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保乳术后

放疗患者五年总生存率达 97%

本报讯 （记者陈青）相较于 30 年之

前， 乳腺癌诊治理念已经从 “以病为中

心”转向“以人为中心”，乳腺癌早已不是

一种绝症。近日，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放射治疗中心公布的一组保乳术后放疗

患者的疗效数据显示， 保乳术后放疗患

者五年总生存率达到 97%、局部控制率

为 98%，达到与乳房根治术同等的治疗

效果。 与同时期国际权威机构报道数据

作比较， 欧美发达国家的保乳术后放疗

患者平均五年生存率在 91.6%至 97.5%

之间，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多学

科治疗团队对于早期乳腺癌保乳治疗已

达国内领先、国际一流水平。

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外科

主任邵志敏教授看来， 医疗技术不仅要

给乳腺癌患者长期生存的治愈机会，而

且要关注患者的心理和社会回归问题，

“一刀切”的手术方式应该慎用。近些年，

邵志敏领衔的团队在乳腺外科发起一个

名为“不让一个患者因疾病失去乳房”的

关爱活动。在临床工作中，对于那些适合

接受保留乳房手术或者乳房重建的患

者， 医生都会极力推崇这些身心同治的

手术方式。

与此同时，上海质子重离子医院（复

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质子重离子中心）

也在尝试用这一最新手段为罹患乳腺癌

的女性保乳。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上海质子重离子医院院长郭小毛教授看

来， 患者在规范的保乳手术及全身治疗

之后辅以五至六周的全乳放疗， 与传统

“一刀切”的根治术相比，局部复发率、远

处转移率和长期总生存基本无差异。

那么， 保乳后能生存率如何呢？ 目

前， 肿瘤医院治疗的乳腺癌患者比例在

上海占到 40%以上。 乳腺癌多学科综合

诊治团队放疗团队医师俞晓立、 杨昭志

教授曾对 2008 年到 2011 年的 622 例保

乳术后放疗患者进行了科学随访， 经统

计后发现，这些患者无局部复发生存率、

无远处转移生存率、 无复发生存率分别

为 98.3% 、96.1% 、94.9% ， 局部控制率

98.3%，总生存 97.9%。

又一份志愿者大爱
即将送到患者身边

昨天上午， 经过一个多月移植前

准备以及集中 5 天注射动员剂 ， 第

421 例上海红十字造血干细胞捐献志

愿者李建霖静静地躺在了上海市第一

人民医院的病房里。 通过特定的医疗

设备， 他的全身血液经历了体外大循

环， 造血干细胞被集中到一个采集袋

中。 这一凝聚着志愿者大爱的采集袋

将以最快的速度， 被运往在无菌移植

舱内等待救援的白血病患者身边。

本报记者 袁婧摄影报道

专家观点

孩子，你可要争“分”夺秒啊！ 天呈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