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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国富置业有限公司对上海长华万城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6243万元出资份额公开竞价转让公告
长城国富置业有限公司（下称“我司”）持有的上海长华万城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6243万元出资份额挂牌转让公告正在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公示。我司将于
挂牌公告在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公示满20个交易日后安排竞价。份额起拍价15,

000.00万元，保证金4,500.00万元。
份额转让具体情况及竞价规则、竞价参与方式、日程安排等请投资者登陆上海股权

托管交易中心份额转让平台（下简称“上海股交中心份额转让平台”，https://www.china-
see.com/fund/fund.jsp）查看或与我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公告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日起至竞价结束止。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本公告
发布有效期限内受理对上述份额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
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杜怡雯 联系电话：021-68869266
纪检审计部门联系人：杨志毅 联系电话：021-68869585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379号28楼

长城国富置业有限公司 2022年2月16日

七星彩第22016期公告
中奖号码：646566+9

一等奖 5 5000000元

二等奖 101 6000元

三等奖 42 3000元

四等奖 1398 500元

五等奖 21651 30元

六等奖 896578 5元

一等奖基金积累数为：

264260938.57元
排列5第22036期公告
中奖号码：08743

每注奖金100000元

排列3第22036期公告
中奖号码：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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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2月15日电（记
者王春燕 乐文婉）随着北京冬奥
会渐入佳境，来参赛的外国运动

员们对场馆、赛道、饮食、服务等

各个方面开启了“花式夸夸夸”模

式。毕竟，令他们印象深刻的内

容实在太多了，一个“好”字显然

不太够用了。

——准时召开，太好了！
北京冬奥会的特殊之处在

于，这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首次如期举办的全球综合性体育

盛会，对于备战四年的运动健儿

来说，这一盛会的如期召开意义

非凡。

“冬奥会能够如期召开，我

真是太感恩了。在北京，我觉得

超级安全。”美国冰壶混双队员

维多利亚 ·珀辛格说。

“北京冬奥会召开的环境颇

具挑战性，但能如期举办，对此

我很感激。”27岁的日本速滑选

手高木美帆获得北京冬奥会速

滑女子1500米和500米两个项目

的银牌。

——绝佳的赛场，太好了！
“看到这个场地，我们都很

兴奋。滑起来就像过山车似

的，我们真的很享受这个过

程。”美国冬季两项女选手乔安

妮 ·里德说。

“作为长距离选手，我们很

喜欢这里的冰面。”加拿大速度

滑冰选手伊莎贝尔 · 韦德曼认

为，“冰丝带”的条件对她们的优

异表现大有裨益。

“这是我见过的全世界最漂

亮的一条赛道了，环绕在群山

之中，设施很完善，也很便

利。”美属萨摩亚男子钢架雪车

选手纳森 ·克鲁姆普顿如是评价

“雪游龙”。

“这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场

馆，能在这里比赛简直是一种荣

幸。而且这种场馆再利用的方

式真是太赞了，毕竟这曾经是夏

奥会的游泳比赛场馆。”美国冰

壶混双队员维多利亚 ·珀辛格说。

“建这么一座惊人的场馆，并且让滑雪在这里延续下

去，我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如果高山滑雪想要存续下

去，它必须在亚洲有落脚点，这就是这座场馆对未来的意

义。”挪威男子高山滑雪名将谢蒂尔 ·扬斯鲁德如是评价

位于延庆的国家高山滑雪中心“雪飞燕”。

——珍贵的安全感，太好了！
“采取严格的防疫举措，才能确保大家的健康安全。”

49岁的德国速滑选手克劳迪娅 ·佩希施泰因觉得安全是

第一位的。

“我对这里的防疫工作印象深刻，每天的核酸检测很

方便，就在餐厅旁边，你去吃个早饭，然后再用不到10秒

时间去做个核酸就行，这一切让我感到非常安全放心，整

个防疫都做得特别到位。”参加北京冬奥会女子单板滑雪

U型场地技巧比赛的马耳他运动员珍妮丝 ·斯皮泰里如

是说。

——各色美食，太好了！
“这里披萨的味道很好，我很想知道厨师是怎么做出

这么地道的披萨的。我还喜欢吃饺子。虽然比赛的时

候，我会吃特定的食物，但是比赛之余，我特别喜欢吃饺

子。”31岁的意大利速滑选手弗兰切丝卡 ·洛洛布里吉达

爱上了中国的饺子。

“我来这儿以后大概吃了200多个饺子吧，真是吃了

太多饺子了。我从山上训练回来，就去吃饺子。”参加单

板滑雪女子大跳台项目的美国运动员朱莉娅 ·马里诺说。

“离开的时候可能要胖10斤了。”挪威运动员菲利

普 ·菲耶尔德 ·安德森虽然没给出最爱的美食名单，但长

在身上的肉难道不是更能说明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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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2月15日专电 （驻京记者李
扬）“双奥之城”北京因奥运和绿色结缘。
在申办、筹办、举办过程中，北京始终坚持

一体推进绿色发展与绿色办奥，将生态文明

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加快推动

首都高质量发展。空气质量达到有监测记录

以来历史最优，城市绿化覆盖率达到49%，

生态文明已成为北京的一张亮丽“名片”。

15日，在2022北京新闻中心举办的北京

生态文明建设专场发布会上，北京市生态环

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新闻发言人于建华

介绍，2021年，北京市细颗粒物（PM2.5）浓

度为33微克/立方米，空气质量首次全面达

标，优良天数增加到 288天，占全年的

78.9%；北京市PM2.5年均浓度和臭氧 （O3）

浓度首次同步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北京市空

气质量创有监测记录以来历史最优。

“今天的北京，蓝天白云成为常态。”于

建华介绍，自1998年起20多年来，北京市

从未停止大规模治理大气污染的脚步，累计

实施了300多项措施，发布修订了41项大气

污染防治类地方标准，累计出台清洁能源改

造等70余项经济政策。

空气质量得以改善，精准施治很关键。

PM2.5来源经多轮解析后，可精准溯源。据

悉，全市平原地区于2017年底基本实现

“无煤化”，机动车排放结构不断优化，新能

源车保有量达50.6万辆，国五及以上排放标

准车辆占比超过70%。建立了覆盖“天空

地”的高密度监测体系，不断用新技术提高

治理水平。

空气质量还得益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

协同共治、联防联控。京津冀建立了包括科

技治污、信息共享、空气质量预报会商及执

法联动等机制，推动三地就机动车和非道路

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协同立法；统一实施

了“建筑类涂料与胶粘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含量限值标准”；共同开展秋冬季大气污染

综合治理攻坚，实现了区域空气质量的同步

改善。

记者还从15日的发布会上了解到，北

京的园林绿化建设也取得显著成效。2012

年以来，北京市持续开展了以两轮“百万亩

造林”为主的大规模绿化建设，对优化北京

的绿色生态空间格局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其中，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工程于2018

年启动，四年来完成绿化造林85.3万亩，全

市森林覆盖率达到44.6%，平原地区森林覆

盖率达到31%，森林蓄积量达到2690万立

方米；城市绿化覆盖率达到49%，人均公园绿

地面积16.6平方米。今年，北京将再增加15

万亩的绿化面积，实现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

工程的圆满收官。

于建华表示，精彩纷呈的“冬奥时间”已

经进入后半段，但绿色低碳理念将会一直在这

座“双奥之城”延续。

绿色低碳理念将在“双奥之城”延续

北京空气质量：有监测记录以来历史最优

本报北京2月15日专电 （驻京记者李
扬）北京2022年冬奥会，三大赛区26个场馆

赛期全部使用绿色电能，在奥运历史上首次

实现全部场馆100%绿色电能供应。15日，在

2022北京新闻中心“双奥之城 ·看典”之“全

北京亮起来”主题互动展示活动中，国网北京

市电力公司冬奥办主任杨志东介绍，2022年

冬残奥会结束时，冬奥会场馆消耗绿电预计

约4亿度，可减少标煤燃烧12.8万吨，减排二

氧化碳32万吨。北京冬奥会将“绿色办奥”

从理念变为现实。

在本届冬奥会筹备之时，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坚持绿色办奥。这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电网建设及供电保障工作提供了

根本遵循。2019年1月30日，北京2022年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场馆绿电供应签约仪式在京

举行，明确三大赛区26个场馆赛期将全部使

用绿色电能。2019年7月1日，北京市冬奥会

场馆绿电交易工作正式启动，国家体育馆、国

家游泳中心、五棵松体育中心等第一批7家冬

奥场馆和配套服务设施用上绿色电力。

一度绿电能干什么？能让冬奥会颁奖广

场的主舞台亮22秒左右；能让厨师在冬奥村

的“全电厨房”烹饪2份美味菜品；能为太阳能

充气保障帐篷的电暖器供电30～40分钟……

这是冬奥保电队员在工作中总结出的数据。

这些源源不断的绿色电力，其中很大一

部分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的可再生能源示

范区。2015年7月，国务院正式批复《河北

省张家口市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发展规划》，

同意设立张家口可再生能源示范区。通过

可再生能源示范项目，张家口张北地区丰富

的风、光资源转化为清洁电力，保障了北京、

延庆、张家口冬奥会三大赛区稳定运行。

同时，由国网北京电力全程参与和实施

运维的延庆换流站，是全世界柔性直流电网

技术最领先的换流站。杨志东介绍，为了保

证供电万无一失，国网北京电力在冬奥会比

赛期间24小时不间断运转，2万余名保障人

员遍布全市各保障点位。在北京和延庆赛

区科学规划建设12项冬奥会配套主网工

程，供电可靠性达99.999%，达到国际领先

水平。在延庆赛区，北京电力设立了首支

“跨界特种部队”——高山滑雪机动运维

班，引入22名高山速降滑雪人才充实电力

保障队伍。

同时，国网北京电力大力推进冬奥科技

创新，探索应用数字孪生、5G、区块链、“智慧

大脑”等前沿技术，以“源网荷储”协同发展为

重点，加快推动传统电力系统向新型电力系

统的升级。

北京冬奥会将“绿色办奥”从理念变为现实

奥运史上首次全部场馆100%绿电供应

元宵、赏花灯、猜灯谜……又是一年元

宵至。2月15日，60余位中外媒体记者跟随

2022北京新闻中心主办的“双奥之城新气

象”采访活动，先后走进北京老字号便宜坊

和海淀区甘家口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在

活泼泼的佳节气氛里感受韵味独特的京味文

化与暖意融融的社区文化。

观非遗技艺，品锦芳元宵

这届冬奥会，冰墩墩成了当之无愧的

“顶流”。而每逢元宵节，有“白墩墩”“圆

墩墩”之称的锦芳元宵售卖口也会排起长

龙。在北京老字号便宜坊（鲜鱼口店）内，

锦芳小吃制作师傅赵双宇正用最传统的制法

制作元宵。只见他从一侧的原料盘中取出切

成颗粒状、五颜六色的馅料，蘸上水后丢进

盛有糯米粉的竹簸中，反复摇晃、沾水，米

粉飞舞如细雪，不一会儿一颗颗馅料就

“穿”上了厚度适中的白色外衣，透出一股

香甜味儿。

“摇的时候得一推一拽，让元宵充分碰

撞。” 赵师傅说，“这样糯米粉才能黏得更

牢，元宵的口感才会更糯，更有嚼劲。”近

些天，赵师傅和同事们每天大概要摇上几千

斤元宵，其中黑芝麻、巧克力和什锦馅卖得

最好。

品过元宵，记者们又观赏了“都一处”

烧麦和便宜坊焖炉烤鸭的制作绝活。它们均

于2008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都一处”烧麦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吴华侠担任了北京冬奥会第336号火炬手，

她特地制作了与奥运五环颜色近似的“炫彩

烧麦”，烧麦面皮边缘有24道花褶，象征传

统的24节气，和冬奥会开幕式倒计时环节

的节气更替形成呼应。记者们在便宜坊烤鸭

鸭坯上写下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主题口号

“一起向未来”字样，借此表达对冬奥会的

祝福。

制元宵花灯，感社区暖意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

点花灯是元宵之夜习俗。在北京市海淀区甘家

口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海淀区非遗项目

“小灯张”传承人张双志正在教授居民制作花

灯：“你要用牙签一点点把胶水涂抹到剪纸

上，再用宣纸压平有缝隙的地方，这样图案才

平整。”只见桌上摆着各式小巧玲珑的方灯、

莲花灯，灯面贴着鸳鸯、老虎、青花瓷等剪纸

图案，年韵十足。“带着花灯进课堂、进社

区，免费教大家动手制作，就是我和老伴退休

后的主要生活，我想通过这种方式将彩灯技艺

和传统文化传承下去。”张双志说。

花灯制作室的楼上也是一片欢声笑语，甘

家口街道潘庄社区心怡俱乐部的志愿者们正在

制作五色元宵。俱乐部的56名志愿者主要是

社区居民和快递小哥，他们长期照顾着社区

100名空巢和独居老人。“这是给我们社区空

巢和独居老人做的元宵，做好就给他们送到家

里去，这是咱北京的年味。”一位志愿者说道。

实践所内，残疾人温馨家园的技能培训课

程、手工教室内的“生肖虎”串珠制作、“甘

心相助”课堂的冬奥知识宣讲……同样人气很

高，暖意融融。

据介绍，北京市海淀区甘家口街道有着近

2万名志愿者，他们打造了一系列文化科普类

活动，为社区居民开展“科技助老”等有针对

性、专业性的志愿服务活动。甘家口街道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也成了北京推动新时代文明建设

的一个缩影。

（本报北京2月15日专电）

2022北京新闻中心邀中外媒体前往便宜坊、甘家口体验年俗

摇元宵品北京味道，制花灯沐浓浓春意

一名韩国记者在体验老字号的摇元宵技艺。 本报驻京记者 彭丹摄

（上接第一版） 嘉定区城市运行综合管

理中心主任李坚表示，未来还将深入挖

潜，通过大数据分析描绘个体画像，为

人们提供更优质、精准的服务。

最小管理单元：以“智
治”提升社区安全

虹口区云舫小区拥有4幢建于1998

年的18层住宅，高空抛物、楼道堆物

一度成了这里“数不清、管不过来、处

理不了”的难题。

越难越要啃下来。去年上海启动城

市最小管理单元数字化治理项目，云舫

小区及周边地块作为探索试点，建设了

三维数字孪生底座，激活每一个“最小

管理单元”，赋能城市微观精细化管理。

通过大数据分析，精准找出试点区域内

失能、独居老人，上门安装物联感知设

备。通过智能门磁、烟感、水管家等设

备守护老人安全，为社区工作人员的主

动、精准服务提供数据保障。区域内还

接入19类1000多个物联感知设备，丰

富了安全隐患发现渠道，以科技“智

治”提升社区安全自治能级。

下一步，虹口区将选取集居住住

宅、大型商业体和文化场馆设施区域作

为治理对象，按照“应用为要、管用为

王”的原则，开发更多应用场景。

社区街道：推进地下
管道三维地图

作为上海首个街镇级“数字孪生城

市”所在地，花木街道“数字孪生城

市”建设迈入第三年。目前已形成10

大类573项标签10万余附件。虚拟世界

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与城市实体

一一对应。

花木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

任李嘉宁说，那些未采集的数据也拥有

了“身份证”，唯一身份编码为今后收

集管理预留了空间和可能。

针对不同数据有不同的更新维护机

制，目前，花木街道的六类地下管道三

维地图建设正在推进中，石油、天然气

等重要管道登陆“数字孪生城市”后，

可以对地下管网系统梳理，作风险提

示，避免出现栽种绿化却挖断天然气管

道等事故。

诗情画意的乡愁，用“数智”来留住

（上接第一版） 加快发展“3+6”新型

产业体系，推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

人工智能产业做大做强、提升能级，抢

抓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新赛道布局，

聚焦智能网联汽车等大力实施终端带

动战略，努力掌握高质量发展主动

权。着力打造高水平人才高地，进一

步彰显国际化的人才导向，构筑世界级

的人才平台，实行更开放的人才政策，营

造高品质的人才生态，为高质量发展提

供不竭动力源泉。

李强指出，要牢固树立“以亩产论英

雄、以效益论英雄、以能耗论英雄、以环

境论英雄”导向，加快推动发展方式转

变。在提升经济密度上下功夫，提高投

入产出效率，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技术

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和企业。找准

“五型经济”发力点，不断提高科技创新

浓度、品牌辐射广度、流量要素集聚度，

提高数字经济渗透率。在提升产业能级

水平上下功夫，努力在全球产业链供应

链和价值链分配格局中掌握主动，更好整

合上下游、产供销，提升关键核心技术供

给水平。在推动低碳转型上下功夫，加快

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提升能源

利用效率，加快推动绿色金融发展。在提

升生态环境质量上下功夫，坚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理念，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大力实施生态惠民工程，扩大城市

绿色容量，加快实施“千座公园”计划，加

快建设环城生态公园带，深入推进崇明世

界级生态岛建设。

把“四个论英雄”的导向贯穿始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