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西支行（下称“上海银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下称“长城公
司”）于 2021 年 10 月 27 日签署的《金融不良资产债权转让合同》，上海银行将其对下列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
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了长城公司。上海银行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长城公司作为下列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从公告之日起
立即向长城公司履行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西支行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 二 О二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 2021年 7月 26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单位：折算人民币元）。 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
清算主体）应支付给长城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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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上海银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或担保人、承债主体、清算主体负担
的诉讼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
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公告清单所列主债务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上海银行或长城公司联系。
上海银行联系方式：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四川中路 261号 联系人：王女士 电话：021-58622137
长城资产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 333号 11层 联系人：肖先生 电话：021-68869516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西支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分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号 借款人名称 合同编号 贷款本金余额(元） 担保人名称

1 亿城集团上海投资有限公司 110180091

561,000,000.00
保证人：福建福晟集团有限公司、潘伟明、陈伟红

抵押人：亿城集团上海投资有限公司
344,000,000.00

170,000,000.00

2 中电华通上海通信有限公司 110170088
69,999,288.71 保证人：信通网络运营通信有限公司、

上海中电华通商贸发展有限公司、冯晓鸣70,000,000.00

3 上海嘉士德－华海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JK1600990006 5,000,000.00

保证人：上海嘉士德-华海集团有限公司JK1600990091 8,000,000.00

JK1600990124 5,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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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彦

新冠疫苗加强针“六问答”
市健促中心提醒广大市民及时加强免疫

从阿尔法到奥密克戎， 新冠病毒不断

变异 ， 我们该怎么办 ？ 不要慌张 ， 及时
接种疫苗可有效预防新冠 ， 尤其是加强
免疫能产生更好的保护效果 。 昨天 ， 上
海市健康促进中心发布提醒 ， 呼吁广大
市民及时开展新冠疫苗加强免疫 ， 并就
市民关心的新冠疫苗加强免疫问题予以
梳理、 回应。

接种加强针，真的有用吗？

健促专家表示，研究表明，接种疫苗仍
是降低新冠肺炎发病率和重症率的手段之
一；适时接种加强针，可提高抗体水平，提供
更好的保护效果。

什么人需要接种加强针？

专家解释，需要同时满足这几个条件：年满
18岁；已全程接种；完成全程接种满 6个月。

如何预约加强针？

健促中心解答：打开“健康云”或“随申
办”的 App或微信小程序，找到“新冠疫苗接
种服务”，点击“登记预约记录”，再点击“预约
加强接种”，然后跟着提示一步步操作即可。

要提醒的是， 系统将自动出示您上一针
接种的新冠疫苗品牌， 并默认选择有相同品
牌疫苗库存的接种点， 同时， 会提醒您在符
合间隔条件的情况下预约加强针； 第一针、

第二针接种在智慧健康驿站或接种现场使用
身份证打印接种条码的市民， 暂无法通过线
上预约， 接种加强针时仍需要携带身份证来
获取接种条码； 如果之前不是在上海接种的，

需要到接种点现场登记后再安排接种， 请携
带身份证和在外地接种的凭证前往接种点。

加强针免费吗？

市健促中心回应：免费，只要携带好身
份证、护照等相关证件，按预约时间前往就
可以了。

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市健促中心提醒： 如果近期有接种其

他疫苗， 记得至少要间隔 14 天 ； 前往接
种时请做好个人防护 ， 接种后留观 30 分
钟； 新冠病毒疫苗常见不良反应为接种部
位的红肿、 硬结、 疼痛等， 也有发热、 乏
力、 恶心、 头疼、 肌肉酸痛等， 一般无需
特殊处理； 接种后请保持接种局部皮肤清
洁， 避免用手搔抓； 回家后注意休息， 避
免过于劳累。

清淡饮食 ， 建议一周内不进行剧烈
运动 。

加强免疫后，是否可以
不戴口罩了？

健促专家回应：不可以！ 市民应继续坚
持“防疫三件套”，牢记“防护五还要”，为健
康助力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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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大乐透第 21150 期公告
中奖号码：

04+10+11+23+26 07＋10

一等奖 5 10000000 元
一等奖（追加） 1 8000000 元
二等奖 124 97499 元
二等奖（追加） 52 77999 元
三等奖 213 10000 元
四等奖 1074 3000 元
一等奖基金积累数：

1187065937.81 元

排列 5 第 21349 期公告
中奖号码： 2 9 0 4 1

每注奖金 100000 元

排列 3 第 21349 期公告
中奖号码： 2 9 0

直选每注奖金 1040 元
组选 3 每注奖金 346 元
组选 6 每注奖金 173 元

体彩公报

河滨大楼将打造“最美江景会客厅”
虹口区启动一批创新社区治理品牌项目

本报讯 （记者单颖文）地处苏州河虹口段的河滨大楼，将拿
出 2 楼的 5 个房间打造“最美江景会客厅”，形成河滨客厅、河滨
影院、河滨驿站、河滨书房 4 个空间，承载起议事协商、邻里交
往、便民服务等功能，让老建筑焕发新活力。

昨天，虹口区发布河滨大楼会客厅等八大类 30 个创新社区
治理“虹馨工程”品牌项目，通过整合社会各方优势资源，把更多
“人民愿景”落实为“服务场景”，全方位、多维度打通惠民利民
“最后一公里”。

河滨大楼建成于 1932 年，当前有居民近 700 户，其中既有
在此生活了一辈子的“老克勒”，也有新近入住的潮人，还有不少
外国友人。 北外滩街道相关负责人说，满足各类人群的需求，是
打造河滨会客厅的初心和落脚点。

“最美江景会客厅”建成后，河滨大楼将邀请社会组织加入
社区管理，鼓励居民全方位参与，打造“参与式博物馆”，展示地
方记忆与个体记忆，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社区治理大格局。 未来，

这里既是居民自家的“客堂间”、小朋友的“活动站”、群众办理社
区事务的“自助站”，也是展示上海形象的独特窗口。

虹口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本轮“虹馨工程”将于 2022

年正式启动，除了北外滩街道的河滨大楼会客厅项目外，还有江
湾镇街道的“彩虹湾 15 分钟社区生活圈”、曲阳路街道的大思政
情景党课“高兴之路”等，覆盖全区 8 个街道。所有项目坚持把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目标， 围绕加强社区服务设施建
设和健全社区服务网络，遴选培育一批可实操、可推广、可复制
的创新社会治理特色品牌。

纪录片《太湖之恋》：最动人处是人民安居乐业的美好画卷
明年1月4日开播，记录近年来太湖流域生态文明建设之果

“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水。 ”多少
生活在长三角的人，从小会哼唱这曲评
弹。 现在，歌词所写便是太湖流域真真
切切的实景。 由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录片
中心出品创制的三集生态人文纪录片
《太湖之恋》，将于2022年1月4日22时在
东方卫视开播。该片以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为指引 ，以太湖水的变迁 、以太湖
之美，描绘新时代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
化发展。三集分为《江南之心 》《锦绣风
物》《碧水入画来》， 每集45分钟， 从水
利、物产、环保三方面描绘太湖之美，记
录近年来太湖流域城市在生态文明建
设上所作的努力。

昨天下午 ， 纪录片中的几位主
角———太湖蟹农龚炳根、安吉春林山庄
老板潘春林、宋锦的“活态保护”第一人
吴建华、昆曲表演艺术家张军，纷纷走进
上海的看片会现场， 分享他们的太湖故
事。 水清蟹肥美，山青人乐居；宋锦作为
“国礼”走出国门；园林版昆曲《牡丹亭》

在古老的课植园绽放新生， 人们临水听
曲，曲音穿林渡水而来……太湖之美，最
动人处莫过人民安居乐业的岁月静好。

以太湖之美，书写中
华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
化之美

2020年3月下旬，万物生长的季节，

安吉白茶正式开采。《太湖之恋》开机拍
摄的第一个故事 ，就是 “三月龙芽占春
枝”。 总导演刘丽婷说， 第一站选在安
吉，因为那里是“两山”理论的发源地。

2005 年 8 月 15 日， 时任浙江省委
书记的习近平在安吉余村考察时首次
提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5 年
后，2020 年 3 月 30 日，总书记再次来到
余村考察 ，关怀当地百姓的生活 ，关心
当地生态文明的建设发展。 分集导演刘
玮在编导札记里写道 ：“我们切切实实
感受到 ， 总书记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
护，真的是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
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

开机第一站选在安吉，纪录片的第
一个镜头则从淼淼茫茫的太湖水上开
始。 轻舟推开碧波涟漪，4K 镜头的航拍
下，《太湖之恋》笔触温暖、画面唯美，在
人文荟萃的江南 ， 荡开了中华历史之
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比如第一集，

纪录片将江南地区长期以来人与水的
共生关系娓娓道来。 5000 年前，中华先
民驯服了不羁的洪水，璀璨的良渚文明
诞生，实证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近 2000

年前，太湖边的先民溇港圩田 ，将浩渺
泽国改造成鱼米之乡。

眼前美景忠实收录着今天的生态
长卷。 但曾经，太湖水的污染是摆在人
们面前的难题。 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
副局长朱威说，地处长江三角洲核心区
域，太湖地区是“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
带的重要组成部分，水资源在支撑流域
经济社会发展、维系生态平衡和优美环
境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随着“两山”理论
在太湖流域正式提出，一系列标准最严
格、手段最严厉 、监控最严密的政策相
继出台，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

成为太湖流域污染防治的亮点。 “太湖
流域生态治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需求。 比如太湖的供水人口涉
及 1700 万，太湖治理好了，供水水质提

高， 直接关联着人民生活的幸福指数。

同时，太湖水质改善 ，人民生活在更优
美的水生态环境中，生活也更惬意。 ”

纪录片《太湖之恋》便以“太湖流域
生态治理进程”为样本，以太湖之美，展
现环太湖流域城市在打好太湖水治理攻
坚战中， 率先走出的这条产业转型升级
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用普通人的故事，记录
太湖流域锦绣丰饶的生活

自古以来便是鱼米之乡的太湖流

域，如何在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中
兼得物理空间的创新发展与精神层面
的诗意江南？ 植根这片土地的人民，如
何凭借自己的勤劳智慧，在国家发展战
略中实现更为锦绣丰饶的生活？

找寻这些问题的答案 ，纪录片 《太
湖之恋》把镜头对准了守护着也眷恋着
这方水土的太湖儿女。

安吉余村的潘春林当年在矿场开
拖拉机， 转型后他带头开起了农家乐，

如今的“春林山庄 ”在十多年的生态修
复后宾客盈门，年营业额近千万元。 湖
州高新区的蟹农龚炳根拆了太湖里的
围网，带着他的螃蟹回到岸上 “二次创

业”， 坚持生态养殖的他现在收成多了
两成，还成了当地的“蟹王”。 南太湖的
渔民姚国庆响应太湖岸线综合整治整
体搬迁的号召 ， 放弃了以船为家的生
活，住到了岸上的渔民新村 ，现在的工
作是照料景观风帆渔船，他的身后是游
人如织的亲水岸线和新地标月亮酒店。

鼋头渚景区的蓝藻打捞队长王建伟皮
肤黝黑，已经坚守了 15 年，他说没有一
片蓝藻能逃过他们的眼睛。 还有中科院
湖泊所 59 岁的研究员秦伯强， 他以湖
为家、潜心研究，提出了很多良方，使太
湖治污由粗放转向精准……普通人的
故事，就是太湖流域经治理改善后美好

生活的生动写照。

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录片中心副主任
朱宏说，《太湖之恋》 摄制组走遍太湖沿
岸 400 多公里的水岸线和周边所有的重
要城市和村镇， 就是在寻访这些鲜活的
人与事。 “希望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
速长三角一体化等国家战略下的环太湖
地区发生的变化进行小切口、 接地气的
讲述，挖掘普通人的故事，见微知著。 ”

记者了解到，全片拍摄记录了近 30

个太湖流域鲜活的人物故事，采访了十
多位相关领域权威专家， 包括葛剑雄、

王战、阮仪三、姜波、闵庆文、任文伟、范
恒山、吴文庆、朱威、潘迎捷等。

上海12月25日入冬，追平“最晚”纪录
元旦假期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

本报讯 （记者张天弛）多次“虚晃一枪”

后，申城今年的冬天还是如约而至了。据上海
中心气象台发布的数据， 在年终寒潮的影响
下，上海近期气温持续处在低位，自 12 月 25

日起 ， 本市已连续 5 天日平均气温低于

10℃，满足气象学入冬条件，也就是说，本市
已于 25 日正式入冬。这一入冬时点也追平了
自 1991 年以来的申城最晚入冬纪录。

送走冷空气， 昨天起， 阳光重新光临申
城。 不过，本市最高气温依旧低迷，昨天徐家
汇站最高气温定格在 10.3℃， 日平均气温低
于 10℃。 至此，申城已连续 5 天日平均气温

低于 10℃， 满足气象学意义的入冬条件，25

日即为本市今年入冬首日。气象资料显示，上
海常年（1991 年至 2020 年）平均入冬时间为

12 月 5 日，今年整整偏晚 20 天 ，与 1991 年
的冬天一样姗姗来迟，并列为近 30 年本市入
冬最晚纪录。

让人意外的是， 当初被预测可能会出现
“春夏咻冬”局面的申城今秋，竟然还比常年
平均秋季偏长。数据显示，本市今年整个秋季
长度为 70 天， 基本和去年秋天日数持平，较
常年秋季平均日数（约 62 天）多了 8 天。

新的一年将在阳光明媚中到来。 记者从

市气象局了解到， 明天是 2021 年的最后一
天， 预计将有一股来自北方地区的弱冷空气
靠近，不过，由于其路径偏东偏北，对上海的
影响并不明显。 据预测，本市将在 2℃至 9℃

的气温中跨入 2022 年，元旦假期以晴或多云
天气为主，晴朗少雨 ；最低气温在 3℃附近 ，

最高气温将达 11℃。

另外，申城今天依旧是晴到多云的天气，

阳光在线，但早晨体感寒冷，中心城区最低气
温 2℃，郊区为-3℃到 0℃，有薄冰或冰冻，白
天略有回暖，最高气温在 9℃上下，西北风 3

至 4 级。

纪录片 《太湖之恋 》 从水利 、 物

产、 环保三方面描绘太湖之美 ， 着重

凸显太湖流域人民在生态文明建设中

安居乐业的美好图景。

制图：冯晓瑜

上海优化营商环境“5.0版”再推172项改革举措
（上接第一版）

更深层次打造营商环境
制度高地

上海要全面深化高水平改革开放。

《实施方案》对浦东新区、临港新片区、长
三角一体化示范区、 虹桥国际中央商务
区等战略功能区提出了更高要求， 鼓励
这些地区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发挥
示范引领作用，打造营商环境制度高地。

支持浦东新区全方位先行先试。《实
施方案》 将落实好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
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实
施方案，开展综合性改革试点。比如，结合
“一业一证”改革，探索市场准营承诺即入
制；探索办理破产体制机制创新，建立完
善小型企业简易重整与预重整制度等。

支持临港新片区高水平制度型开
放。 《实施方案》将围绕以“五自由、一便
利”为核心的制度框架，加快打造更具国
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
区。 比如，聚焦市场跨境金融需求，提升
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水平； 试点企业投资
项目承诺制，探索建立“先建后核”的监
管模式等。

支持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建设高水
平国际贸易营商环境。 上海将支持虹桥

国际中央商务区在商事仲裁、 跨境投资
贸易便利化、国际专业性人才就业执业等
方面先行先试；探索开展海关特殊监管区
域外重点企业特殊监管创新试点等。

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彭一浩表示，

《实施方案》 还强调了跨区域联动创新。

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和
创新试点六城市互联互动为切入点，在
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协同推进
优化营商环境改革。据悉，《实施方案》明
确了 16 项改革举措， 如电子证照互认、

信用体系建设、人才资质互认、涉税事项
“跨省通办”等，力争共同打造营商环境
合作示范区。

更高水平推动营商环境
数字化转型

根据《实施方案》，上海将推动营商
环境数字化转型， 推动政府审批和管理
服务更加智能化、精准化，进一步提升营
商环境便利度和企业感受度。

在政务服务方面，《实施方案》 聚焦
企业开办变更、获得水电气、税费缴纳、

不动产登记等高频事项， 进一步优化办
事流程。比如，拓展企业开办无纸全程电
子化登记适用范围；开通具备“全类型、

全事项、全流程”在线办理能力的企业变

更登记全程网办系统， 线上线下办理同
步同标。 水电气等市政接入行政审批实
施并联办理，“一站式”全程便捷服务，实
现不出家门“掌”上办。

在企业服务方面，《实施方案》 提出，

通过技术和数据赋能，进一步优化企业服
务体系。 比如，进一步优化市区两级企业
服务云平台功能；聚焦惠企政策、普惠金
融、专项资金、用工就业、服务贸易等领
域，整合优化应用场景，推出更多点单式
申请、非接触办理；提升“企业专属网页”

功能，逐步扩大政策精准推送、政策“免申
即享”覆盖面；建设标准统一、内容完备的
“一网通办”知识库，持续提高在线智能客
服“小申”服务水平。 依托数字化转型，从
政务服务和企业服务同向发力， 让企业
“高效办成一件事”成为一种常态。

随着优化营商环境改革不断深入，市
场主体对政府部门的科学监管、 高效监
管、无感监管等要求也进一步凸显。据悉，

《实施方案》 强调， 坚持宽进与严管相结
合， 在推进企业经营自主便利的同时，着
力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在监管方式上，着
力推进综合监管改革，健全全链条全流程
的综合监管机制；在监管手段上，深化推
进“互联网+监管”，积极运用大数据、物联
网、人工智能等技术为监管赋能；在监管
效能上，推动“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和信
用监管深度融合，完善分级分类“信用+智
慧”监管，提升事中事后监管整体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