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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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编
号：SH-2021-005：

对上海市境内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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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9月
30日，债权资产的金额余额为【伍亿壹仟捌
佰壹拾肆万壹仟玖佰元整 】 （小写 ：
￥518,141,900.00），其中本金为 【贰亿捌仟陆
佰万元整】（小写：￥286,000,000.00）， 利息为
【柒仟陆佰柒拾柒万陆仟柒佰元整】（小写：
￥76,776,700.00 ），违约金为【壹亿伍仟伍佰
叁 拾 陆 万 伍 仟 贰 佰 元 整 】 （ 小 写 ：
￥155,365,200.00）

标的资产具体情况详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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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境内或境外依法注册并存续
的公司、企业、其他经济组织或中国境内自
然人（不包括台港澳籍、外国（地区）籍自然
人）。 投资人不得为标的资产债务人或担保
人的关联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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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债务企业及担保企业管理层、现债
务企业及担保企业管理层以及参与标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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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置的东方的工作人员或者债务人或者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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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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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瑞

金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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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1-64729268（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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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2月 14日止。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
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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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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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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资产清单（单位：人民币元）

■本报记者 沈竹士

科学家进校园，如何从“贵客”变“常客”
科研机构开发的科普课在中小学“圈粉”，面对不断冒出的新需求却只能婉拒

这学期， 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

究所开发的 “魅力有机化学” 系列课

程，在徐汇区四所中小学“圈粉 ”。 于

是， 隔三岔五就有学校找上门来，邀

请团队去开课。面对不断冒出的新需

求，所里有些无奈：“科学家进校园本

就是挤出时间搞‘副业’，再扩大服务

面，就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 ”

事实上， 这并非一家科研机构的

无奈。一方面，尽管不少科学家有投身

科普的热情，但因科研任务繁重，能用

于科普的精力有限， 且因对中小学知

识背景不熟、缺乏对课堂的掌控，有时

也会一不小心讲得太深， 超出学生的

接受能力。 另一方面， 不少学校则为

“如何找到对路的科学家来校开课”而

烦恼。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双减”政

策的背景下， 科普课程进校园的需求

激增。但无论是科学家还是学校，都希

望有社会第三方的助力， 提供相关平

台与服务， 使优质科普资源最大限度

得以利用，从而发挥出更大社会效益。

时间有限，投身“副
业”全靠兴趣与情怀

相对于写一篇科普文章、 做一次

科普讲座或接受一次媒体采访， 给中

小学生上一门科普课程， 需要科学家

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

“目前主要靠科学家的兴趣和情

怀。 ”“浦东新区未来科学之星培养计

划”科学家进校园项目负责人赵颖在

与科学家对接课程时，最常听到的回

复就是，“我很想加入，可惜太忙了”。

的确，科研是科学家的主业，没有

一线前沿的创新， 也就失去了高质量

科普的源头活水。 每天工作十几小时

是科学家的常态， 再要从本就不多的

业余时间中腾出精力开发科普课程，

确实非常困难。

为此， 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

所想出了“众筹”的方法来开发科普课

件： 由所里课题组认领一节课的课件

开发，再统一进行标准化。 这种“化整

为零”再“集腋成裘”的做法，正是为了

分散每个课题组的负担。

这学期，所里开发的 “魅力有机

化学”系列课程受到区内四所中小学

生的追捧。 然而，这份来自校园的认

可又给团队带来了新的烦恼：按照每

周一次的授课频率，有机所需要在本

学年中抽调 30 多名研究生，携带相应

课件、实验材料，按时前往学校上课。

有机所科研管理处处长杨慧娜坦

言，承担起这一任务“相当辛苦”。 毕

竟， 研究生除了科研任务还有学习任

务，可用来投入科普的时间并不多。面

对新近找上门来的学校邀请， 她只得

婉拒。

从前沿到课堂，知识
固化需课件开发服务

由于科学课程师资短缺， 地处南汇

的吴迅中学原本无力开设科技特色课

程。继去年加入“未来科学之星”项目后，

今年他们希望引入更多系列课程。 该校

副校长丁林华坦言， 科学家的人格魅力

对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开阔视

野很有帮助，学校愿意拿出更多课时。

然而，要将前沿科学知识“固化”成

课件并非易事。随着“双减”政策落地，面

对学校课后服务产生的大量需求， 课程

由谁开发、 谁来上课都成了科学家心中

“甜蜜的烦恼”。 华师大二附中副校长娄

维义认为， 目前高校有不少科学家讲座

进中学，但要把讲座内容转化成一堂课，

还要迈过几道坎。比如，专家教授必须精

准了解学生的知识储备和学习能力，唯

此才能定向激发学习兴趣。

在杨慧娜看来， 科学家若能够将前

沿知识通俗易懂、 生动有趣地化为科普

文章或课程讲义， 并设计出配套的简易

演示实验，已属不易。至于课程的后续提

升与推广， 迫切需要第三方专业服务机

构的支撑。

目前，此类服务还相当匮乏。正是基

于满足学校需求的考虑， 浦东新区科协

与浦东新区教育局、 中科院上海高研院

联手，推出“浦东新区未来科学之星培养

计划”科学家进校园项目，其初衷就是希

望搭建起一个科普教育创新联盟， 整合

多方资源， 协调推动优质科普课程的可

持续发展。

“不保证获奖”，科学
探究课应摒弃功利主义

专业高度加上人格魅力， 科学家进

入中小学课堂，常常被寄予“厚望”———

希望他们能够带领学生在知名科创竞赛

中“摘金夺银”，或者至少进入获奖榜单。

作为国内太阳能领域的一流专家，

中科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

究员刘正新曾尝试在一所小学组织科普

小队， 让他们来自己的实验室做一些可

再生能源的实验与观察。 由于活动纯粹

出于满足兴趣爱好， 无法为孩子在科创

比赛中加分，家长参与度有限，最终不了

了之。

而当同济大学环境学院与市十五中

学找到刘正新， 希望他将南极泰山站同

款太阳能发电系统安装到校园， 并进行

能源科普课程改造时，他欣然应允。

“这些社会实践将会对孩子产生潜

移默化的影响，使他们主动追求科学，而

这才是科创学习的正确打开方式。”他认

为， 抛开功利主义， 才能回归育人的本

源，“科学家进课堂， 本就不该以强化应

试竞赛为目的， 而是为孩子认识自然与

社会，打开一扇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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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拉孜县实现文旅收入 4000 余万元、 游客数量逾 10 万人

次，拉孜群众通过文旅产业得到更大实惠、过上更好生活。目前，拉孜

已成为“环珠峰游”线路的重要一站，文旅产业稳步成为县域发展的

新引擎。 这样的成果令援藏干部谈宁感到充实和欣慰。

拉孜县是日喀则的重要枢纽， 被赋予未来日喀则西部中心和城

市副中心的重要地位。谈宁赴藏后感受到拉孜发展很快，但产业结构

仍较单一。 对此，他深入基层挖掘整理当地文化资源，形成了加强文

旅产业发展的调研报告。建设好“珠峰游前哨站”就是他的最大心愿。

“5000公里黄金点”的点睛之笔

拉孜县热萨乡强公村毗邻 318 国道，这里有一块显眼的纪念碑，

提示距离上海人民广场 5000 公里。这是前往珠峰大本营游览区的必

经之路，背包客们往往选择在此停车打卡、休憩。谈宁表示，拉孜县有

潜力以“5000 公里黄金点”为核心，吸引游客向珠峰进发前“下车看

一场、休息住一晚、休闲游一天”。

拉孜文旅资源丰富，有以“堆谐”文化等国家级非遗为代表的人

文特色，以雅鲁藏布江为代表的自然景观。 然而，这些优质资源却鲜

为外人所知，难以接入文旅市场。

为此，谈宁积极推动当地加大投入，修建道路、水利及服务配套，

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强公村已成为挂牌示范的“小康村”，这里正在修

缮传统特色民居，改建提升停车服务点，建设游客中心。今后，还将引

进拉孜县锡钦乡的温泉，修建高品质酒店和精品民宿。

紧盯最具特色“未来产业”

为了夯实文旅产品的内涵，谈宁拜访了当地非遗传承人。

古稀年纪的普达瓦，是藏刀制作工艺传承人。他所制的藏刀，手工锤炼、雕工精

湛，饱含原生态的古朴韵味。为帮助藏刀产品扩大市场，谈宁多次和普达瓦交流，替

他物色专业团队翻新藏刀包装和品牌设计。在谈宁热情邀约下，普达瓦开设了藏刀

制作培训班和“公开课”，既是传承工艺的平台，又是向公众普及展示的渠道。

戴着眼镜的小伙子顿加，是热萨乡有名的扎念琴师。他 14 岁学琴，在上海援藏

资金支持下成立了央徳扎念合作社，生产销售各式扎念，即藏族的六弦琴（也称马

头琴），还对外教授琴艺。 扎念琴由杨木与核桃木制成，售价 4000 元到 10000 元不

等，线上销售的比例占四成。 顿加还建立了直播账号，吸引了大量粉丝。

顿加的制琴作坊距离强公村很近。 他期盼着将来能在 318 国道“5000 公里黄

金点”的舞台上演奏，展示雕刻、油漆等传统制琴手艺。

建立“活着”的文化生态保护区

当前，拉孜县已经组织申报西藏自治区级文化生态保护区。

为了挖掘拉孜的历史底蕴，谈宁邀请北京、拉萨和日喀则等地专家，数次踏足

大山深处，走访古迹遗址，为了探寻一处遗址、寻找一棵古树，登上无路可循的山

丘，跃过水流潺潺的小溪。在热萨乡海拔 4000 多米的山上，他们勘探了一处烽火堡

遗址。谈宁说：“山上没有路，又缺氧，全程盯着脚下，爬到山上俯瞰才发现这里是如

此陡峭险峻。 ”

通过一点一滴地挖掘和梳理，更多的非遗技艺、民间传说、红色记忆、古树石刻

露出真容。谈宁牵头编撰“拉孜堆谐”“拉孜民间故事”“拉孜非遗图册”等书籍。可以

想象，未来这些图册将摆放在酒店床头，向四方旅客生动讲述拉孜县的文脉传承。

建筑科普，搭建起人与城市的“温暖之桥”
邬达克的建筑一直在上海，为什么今天成了“网红”———

五集科普系列短片 《阅读上海阅

读邬达克》日前上架优酷、B 站等视频

网站。 在专业讲解员的解说下， 息焉

堂、绿房子、白公馆、广学会大楼、武康

大楼等五栋风格迥异的历史建筑逐一

揭开神秘面纱，成为网友读懂这些“网

红打卡地”的入口。

邬达克是谁？ 亚洲建筑师协会副

主席、 同济大学教授伍江是最早研究

邬达克的学者之一。 40 多年前，他发

表第一篇关于邬达克的论文时， 知道

这个名字的人恐怕不到 10 人。 如今，

邬达克的名字已家喻户晓。事实上，邬

达克的建筑一直在上海， 为什么今天

成了“网红”？这背后，是一批科普工作

者不断对城市历史建筑的深度挖掘，

借助互联网的放大效应， 用年轻化的

语言向公众传授如何“阅读”建筑。

深挖上海城市历史建
筑资源，老建筑延续新故事

邬达克在上海 29 年间，为这座城

市留下百余幢风格迥异的历史建筑，

近 70 幢保留至今，成为今天上海城市

面貌的重要组成。 其中的代表作如国

际饭店、武康大楼等，经岁月沉淀，已

成为“上海符号”。

位于静安区铜仁路的“绿房子”是

邬达克在上海完成的最后一件作品，

因其建筑和围墙大量采用绿色面砖而

得名。 2014 年的世界文化遗产日，修

缮后的 “绿房子” 首次向上海市民开

放，仅前两个小时就入场千余人，足见

其受欢迎程度。

在邬达克的名字被大众所知之

前，这些建筑并未被市民熟知。上海市

科普教育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汪兰洁

在“绿房子”对面工作了 20 多年，直到

近年来“绿房子”名声大噪后，才第一

次走进这里参观并大为震撼。

上海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二

所所长奚文沁在 “绿房子” 里工作了

30 余年，在她看来 ，邬达克建筑的走

红并非偶然。“在里面生活工作都很便

捷， 可见邬达克的设计超越了时代局

限性。 ”她说。

这栋远望如邮轮般的建筑究竟

“妙”在何处？奚文沁介绍说，在空间的

有效利用上，邬达克几乎挖空心思，每

处空间安排都像机器齿轮一样环环相

扣，与城市空间相得益彰。层层后退的

大露台与周边建筑和城市空间互相观

望， 这个转角也一直铭刻在城市公众

的生活记忆里。

建筑科普“带红”邬达
克，百年老建筑焕发新生命

邬达克建筑重新走红的背后，建

筑科普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上海邬达克文化发展中心主任刘

素华坦言，来上海前，自己根本不知道

邬达克是谁。 2011 年至 2013 年，她和

团队在修缮位于番禺路 129 号的邬达

克旧居时，觉得这是一栋“有故事”的

建筑。于是，修缮后的老洋楼以邬达克纪

念馆的形式向市民免费开放， 三楼则成

了邬达克建筑科普的公众“会客厅”。

邬达克纪念馆开放初期， 参观者以

附近居住的老年人为主。为扩大影响力，

刘素华又发起了面向年轻人的 “探索邬

达克”科普建筑项目 ，以 3D 摄影 、动手

课件、 网络视频等艺术与科学相结合的

形式，吸引更多人了解邬达克。

姚吉葳就是被这一项目吸引的大学

生之一，在这里，他了解到了邬达克是如

何绞尽脑汁在上海这片软土地上建起了

被誉为“远东第一高楼”的国际饭店。 而

他之所以对这栋大楼情有独钟， 是因为

国际饭店附近是他母亲小时候生活的地

方。“建筑科普是帮助市民了解城市的最

好方式，也是帮助年轻一代记住历史、联

系历史的有效方法。 ”他说。

慢慢地， 想要听一场邬达克科普讲

座需要“拼手速”，举行地也从邬达克纪

念馆搬到了上海图书馆， 进而转向不限

人流的网络空间。 作为上海城市建筑的

名片， 邬达克的影响力也随着这不断扩

展的传播半径越来越大。

建筑科普语言转化门槛
高，需要更多“同行者”

建筑科普，道阻且长。 刘素华坦言，

目前建筑科普在科普领域不算主流，有

时甚至觉得“这是一条孤独的路”。 上海

科普教育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王智勇对

此也有同感。 刘素华认为，建筑是社会、

艺术、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晶，想要讲好

建筑的故事，既要懂得建筑本身的知识，

又要挖掘其背后的人文历史元素， 这对

讲述者要求很高。

此次上线的“邬达克建筑阅读”系列

短片， 就是对上海城市历史建筑资源的

一次深度挖掘。片中，由建筑科普专家和

主持人担任导读， 通过历史建筑的实地

探究，穿插专家讲座和互动拍摄素材，引

导公众“阅读上海、阅读邬达克”。

如今，邬达克已成为上海“建筑可阅

读”的成功样本之一。刘素华说，当“阅读

建筑”越来越成为上海的城市新风尚，坐

拥丰富近现代历史建筑的上海需要更多

“挖掘者”，为建筑和公众“搭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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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静

安区铜仁路

的 “绿房子”

是邬达克在

上海完成的

最后一件作

品，因其建筑

和围墙大量

采用绿色面

砖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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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双减”后的科普课怎么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