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whb.cn

2024年10月18日 星期五4 综合 公告编辑/邓笠懿 洪健

■本报记者 宣晶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拟对上海汇甲实业有限公司等25户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截止2024年9月

30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46,800.57万元，其中本金余额为24,481.27万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主要分布在上海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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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属于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

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管理人员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拍卖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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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管理人员等

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不属于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

际控制人等；不属于标的债权所涉及的债务人和担保人；不属于反恐、反洗钱黑名单人员；不属于其他依据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或

监管机构的规定不得收购、受让标的资产的主体。

公告有效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20个工作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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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先生，陈女士

联系电话：021-52000842,021-52000955

电子邮件：gongxuebiao@cinda.com.cn，chenwanwen@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北京西路1399号24-25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21-52000868；021-52000862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xiayang@cinda.com.cn；gaoqin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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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处置公告
资产总金额:人民币396,169,044.16元

公告有效期：5年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处置方式：转让及其他处置方式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拟对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市北分行受让的上海青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单户不良债权进行处置。

详见附表。（债权信息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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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对上述债权有收购意向或对本次处置公告有异议请与我公司联系。

联系人：高乐 联系电话：021-33986847 电子邮件：gaole@sigchina.com 公司地址：上海市南丹路1号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21-33987916陈华新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chenhuaxin@sigchina.com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024年10月18日

附表：

截止日：截至2023年12月31日

债权处置公告

债权编号

1

借款人

上海青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元）

316,591,206.48

拖欠利息（元）

79,577,837.68

（上接第一版）

龚正指出，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始终以“艺术的盛会、人民

大众的节日”为办节宗旨，已经发展成为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

艺术节，成为具有鲜明标识度的上海文化品牌。当前，上海正在

加快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努力在建设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上走在前列。我们要坚定文化自

信，用好丰富的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资源，同时大力

发展时尚文化，进一步办好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推动文化艺

术繁荣发展。更加突出国际性，打造展示全球艺术的大舞台，

用艺术在上海和世界之间架起友谊之桥。更加突出创新性，打

造引领行业发展的动力源，助推上海建设亚洲演艺之都。更加

突出人民性，打造全民共享的嘉年华，让上海这座城市因艺术而

更加美好。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高政，上海市领导赵嘉鸣、李政、陈靖、

刘多、金兴明，福建省副省长江尔雄、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胡

帆出席。

担纲开幕演出的舞剧《李清照》，是上海歌舞团继《朱鹮》《永

不消逝的电波》之后打造的又一部大型原创舞剧，以舞传情、淋

漓尽致展现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精神世界、家国情怀，再现

宋韵美学、文化民俗，精彩演绎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本届艺术节共计举办近千场各类演出展览活动，吸引来自

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5000位艺术家汇聚上海，集中上演57

台163场参演剧（节）目，在沪首演比例超过90%。“艺术天空”系

列演出深入全市，上演60余台超百场名家名团演出。“扶持青年

艺术家计划”推出9部舞台艺术作品和2个视觉艺术项目。本届

艺术节还设立了江苏无锡、浙江南浔、安徽黄山分会场。

“何须浅碧轻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

作为第二十三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开幕

式演出，上海歌舞团打造的新国风舞剧《李

清照》昨晚亮相上海文化广场。该剧展现了

“一代词宗”李清照饱满的精神世界，及其所

处时代的宋韵文化、非遗传统及民俗文化，

彰显了中国审美的世界表达与创新呈现。

作为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艺术节之

一，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舞台汇集中外艺

术精粹，舞剧《李清照》是“上海出品”的又一

精品力作。“在艺术节这一全球文化交流的

盛会上，我们演绎的《李清照》向世界展示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永恒魅力。”舞剧制作人、

上海歌舞团团长王延表示，历史体量、文学

容量、情感能量的叠加成就了“她”，期待这

部作品助力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走向世

界。“展示中国舞蹈，讲述中国故事，让更多

人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现代语汇诠释千载流传诗词

“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舞剧从北

宋末年，少女李清照横空出世起笔，书写“一

代词宗”波澜起伏的一生；尾声，她决意校勘

著述《金石录》，重述金石文化，赓续中华文

脉。《如梦令》《永遇乐》《点绛唇》《声声慢》

《鹧鸪天》《满庭芳》……全剧以15个词牌名

为引，通过精心创编的舞蹈动作和舞美设

计，将李清照的诗词情感、生活经历以及对

家国情怀的深刻理解，转化为舞台上的精致

呈现。“看完舞剧，我仿佛‘穿越’回宋代，亲

身体验了李清照那波澜壮阔的人生。她的

才情与坚韧，如同舞台上绽放的‘烟花’，照

亮了历史长河。”观众张先生说。

有限的舞台空间怎样展现人物背后的

厚重历史？舞剧文学顾问、复旦大学中文系

教授杨焄认为，关于李清照的生平，史料中

记载其实并不丰富，早期的某些文献记载，

甚至引起过后世非常激烈的争议。“我们通

过李清照的作品，同时审慎参酌学术界的研

究成果，尽可能还原她的真实面貌。在这个

过程中，还需要适应舞剧自身的表现特点，

所以整个创作团队对此都付出了极大的努

力，反复推敲，再三斟酌，在预演以后又吸取

专家和观众的意见，精心做了不少修改。”杨

焄说。舞剧中，李清照的形象既温婉又坚

毅，体现了她作为一位独立女性、知识分子，

对时代对社会的深切关注和责任感。

无声的舞蹈肢体如何演绎传颂千载的诗

词名句？“李清照是一个大写的人。‘雨过天青

云破处’是她的颜色，‘似玉非玉胜似玉’是她

的品质。千年过后，李清照依旧卓然独立。”

舞剧《李清照》编剧喻荣军告诉记者，李清照

的诗词是重要文学成就，把诗词意境融入不

同人生阶段中，并用舞蹈肢体恰如其分表达

呈现，是舞剧创作的重点，亦是难点。

舞剧《李清照》以诗词意境为总揽。“和

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的天真情态；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壮怀激烈；“寻

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哀婉悲

苦；“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

山去”的豪迈奋发……万般情愫通过张力拉

满的舞蹈语言和想象力丰沛的舞美设计，呈

现于舞台之上。“这是我第一次走进剧场观

看舞剧，《李清照》让我对她的诗词有了更加

生动的理解。”走出剧场，观众孙女士依然心

潮起伏，她说：“舞者们的每一个动作都似乎

在诉说着李清照的故事，我被那一幕幕精美

的舞蹈场景深深吸引，仿佛能听到每一字每

一句诗词背后的力量。”

诗意舞台绘就宋代美学画卷

舞台上，李清照踏着天青色烟雨而来。

舞美设计胡艳君透露，在塑造李清照的形象

时，创作者们找到了“汝瓷”这一意象。“刚从

窑中取出时，汝瓷是平坦光洁的，经历开片

过程之后，产生了裂纹。就像李清照的人生

并非坦途，恰是这些裂纹成就了略带残缺的

美感。”

无论是素净淡雅的汝瓷天青色主题元

素，还是追求简洁、纯粹的调性，抑或是强调

圆融、对称的场景，都体现出宋代美学的“诗

意哲学”。舞剧还巧妙融合江南文化的民俗

风情，展现了独特的东方气质。“《李清照》既

讲究形式美，也注重精神内涵和情感表达。”

喻荣军说：“汝瓷的华润质感、宋锦的坚柔质

地、宋曲的清空文雅等元素融合，剧中还呈

现了焚香、品茶、插花、挂画等生活方式与日

常美学，共同形成舞台的整体视听意象。”

整台舞剧场景转换都在布景流动中完

成，无缝衔接、没有暗场，几乎一气呵成。数

百米幕布场景如卷轴般滚动，展现文人生活

的同时也铺陈出一幅宋代美学画卷。“古画

卷轴有着绵延不断的空间感，我们将这种具

有中国美学特质的横向阅览方式引入舞台

的观演关系中，达成传统艺术和当代艺术的

深度融合。”胡艳君说，舞美设计以三道帷幕

形成流动感，并提取一些园林符号，构建宋

代的生活场景。桌椅、几案、砚台、笔墨、香

炉、茶具等道具则是主创在查阅大量史料

后，通过3D打印等新技术制作出来的。

《李清照》是上海歌舞团继《朱鹮》《永不

消逝的电波》之后出品的又一部大型原创舞

剧，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的结

合。上海歌舞团以本次重大创作项目为契

机，鼓励青年艺术家参与编创，为年轻舞者

提供展示才华的平台，发挥年轻力、创造力，

共同探索李清照丰富的内心世界。“舞剧《李

清照》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焕发新生提供生动

案例，证明古老文化完全有能力与时代同步

发展，并持续影响着当今世界。”王延说。

新国风舞剧《李清照》为第二十三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拉开大幕

“一代词宗”跃上舞台，传统文化绽放新姿

本报讯 （记者张晓鸣）为集中展示精
神文明在人民城市建设中的生动实践，助

推主题活动不断升温，上海市“人民城市

文明风采”群众性主题活动专题发布会昨

天在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举行。发布会围

绕“人民城市 文明风采”主题，介绍主题活

动整体安排和进展情况，并请普通群众作

为市民发言人交流共建共享城市文明的亲

身经历、生动故事，展示普通市民在人民城

市建设中的文明风采。

“我们这个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

之家大家庭，现在已经有来自五湖四海22

个民族的3000多位‘家人’入住。大家都

把我当成‘大家长’。”闵行区马桥镇华润有

巢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党支部第

一书记李建军有个外号——“自来熟”书

记。现场，他讲述了与3000多位“家人”一

起，在服务城市建设的同时安家筑梦的美

好生活。闵行区马桥镇新时代城市建设者

管理者之家，提供“一张床、一间房、一套

房”多层次租赁住房选择，打造了包括共享

厨房、公共浴室、共享洗衣房、公共阅读区、

公共健身区等多个共享空间，让大家从“住

有所居”进阶到“住有宜居”。

松江烈士陵园主任卫琳讲述她带领团

队踏上“为烈士寻亲”的追寻历程，5年内

为38位烈士找到亲人，深挖革命英烈精

神，传承弘扬红色文化。由于为烈士寻亲

过程中发现不少烈士生前没有留下任何照

片，不仅成为烈士亲属的遗憾，也无法用直

观的方式宣传弘扬烈士英勇事迹。为此，

2020年起，松江烈士陵园联合上海工程技

术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大学生志愿者启动

“画笔下的红色传承”项目，通过复原画像，

让烈士和亲属实现跨越时空的“重逢”。

黄浦区健康促进中心护师李洁分享了

将健康促进理念融入自己婚礼，用有创意

有意义的方式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践

行移风易俗理念等做法。“文物医生”张珮

琛讲述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科技中心如何

修复文物的故事。

会上为市民发言人颁发纪念证书，并

邀请各行各业精神文明建设主体代表共同

发布“人民城市 文明风采”群众性主题活

动全城热力图。

7月以来，市精神文明办围绕“人民城

市 文明风采”主题，以“一纲六目”为总体

构架，从城市精神的厚度、红色血脉的热

度、服务群众的温度、传统文化的深度、先

进典型的亮度、文明素养的高度6个方面，

会同各区、各系统广泛发动、精心组织各类

群众活动。市、区、街镇3级共196个项目、

2304个活动纳入市级清单。各区、各系统

突出“以人民为中心”广泛发动各级各类精

神文明建设主体，精心筹划组织各类群众

性活动。截至目前，全市共举办“人民城

市 文明风采”群众性主题活动2万多场，

累计覆盖市民群众逾1800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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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上海国际艺术节开幕式演出，上海歌舞团倾力打造的新国风舞剧《李清照》在上海文化广场隆重上演。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本报讯 （记者张鹏）昨天，上海市青少
年STEM教育研究院正式成立。研究院将依

托徐汇区及上海交通大学丰富的教育资源，

推动STEM教育研究和中小学STEM教育普

及和发展，以此培养具有科学、技术、工程和

数学素养的青少年人才。

成立仪式上还传来消息，2026年，该研究院

将举办国际STEM教育大会。届时，来自世界

各地的STEM教育领域专家学者将齐聚上海，

围绕青少年STEM教育展开深入学术交流。

上海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工程

教育专家吴静怡教授受聘成为上海市青少年

STEM教育研究院院长。她介绍，未来，研究

院将借鉴国际先进的STEM教育经验，组织

专家团队设计并研发适用于上海市中小学的

STEM教材及指导手册，并为具备潜力的青少

年创新人才量身制定个性化的STEM教育培

养方案及成长档案，逐步探索总结出具有中

国特色的青少年STEM教育理论与模式。

依托上海交通大学的综合优势，该研究

院将把交大校内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国家双

创示范基地等资源，转化为STEM师资培养

培训的有效资源。同时，研究院还将主动链

接高科技企业、公共机构等外部优质资源，

为中小学科学类教师提供丰富多样的专业

课程和培训项目，以提升上海市中小学教师

的STEM教学能力和素养。

截至目前，徐汇区中小学已有5万人次

参加了STEM课程项目，300余名教师参与

培训并实施常态化教学，建成科学创新实验

室192个。当天，徐汇区还发布了《徐汇区全

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区建设方案》，其中

提及徐汇区将打造人工智能教育新高地，包

括每年遴选100门科学特色课程，培养500名

区级科学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等，争取实

现全区人工智能实践课程全覆盖。

上海市青少年    
教育研究院正式成立

本报讯（记者史博臻）推窗见绿、出门
见景，今年，上海计划新增城乡公园120

座。其中，新建改建60座口袋公园被纳入

今年为民办实事项目，上半年全市建成并

开放口袋公园36座，下半年推进力度不

减，一批主题新、创意好的公园与市民见

面，斩获更多人气。

城市公园的主要功能也正在从原来的

休闲、游憩、娱乐活动，转向更丰富、更多元

的社交、文化、艺术、运动、健身、露营、集

市、会展活动等，将城市公园打造成集休

闲、文化、魅力和开放于一体的“公园+”发

展模式，已成为现有公园转型发展的重要

路径。

位于徐汇区浦北路的康健绿苑，近日

完成改建焕新归来，这是上海首个设立草

药园中园的口袋公园，让市民在家门口就

能感受药用植物的美。康健绿苑总面积

约9527平方米，全园种植可入药的植物

共计40余个品种，如旱伞草、迷迭香、铜

钱草、石菖蒲、肾蕨、活血丹、薄荷、十大功

劳、天门冬、白艿、金银花等，其中，在草药

园“清心圃”集中种植展示20余种，并通

过增加科普展示牌，让市民在观赏植物的

同时，也能了解植物品性知识，探索自然

奥秘。

经过约两年建设，宝山区罗店镇美兰

西湖公园一期工程已建成。公园整体设

计以罗店古镇“三湾九巷十八弄”的水乡

街市为灵感，运用自由的曲线变换交替，

形成灵活多变的景观流线空间，构建“水、

岛、山、林”立体空间层次，融入景观和建

筑设计之中，并在景观小品构筑物、节点

铺装等细节上融入本土文化元素，展现

“罗店特色”。

空中俯瞰，美兰西湖公园绽放出分外

美丽的容颜。郁郁葱葱的绿化地、宛如明

镜的人工湖、玲珑精致的景观桥、鱼骨造型

的小景点，无不令人赏心悦目。如果在人

工湖南岸放眼望去，湖北岸风格各异的建

筑群投射在蓝宝石一般的湖面上，波光粼

粼、风姿绰约，让人流连忘返。眼下已入

秋，美兰西湖公园星罗棋布的绿化带中仍

然鲜花盛开，紫色和粉色是当下的主旋律，

紫色的马鞭草、翠芦莉，粉色的木芙蓉，花

枝招展，给人以温馨亲近感。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位于临空园区

的宜家荟聚全新开张，人流如织，人们在购

物的同时还能收获双倍快乐。原来，围绕

宜家荟聚周边有两处口袋公园，分别是“家

园”和“树屋乐园”。其中，“家园”将具有设

计感和艺术感的景观廊架、休憩坐凳、“童

年”艺术家具融入，有格调又带来熟悉感；

“树屋乐园”顾名思义，拥有树屋、旱溪等设

施，园中植物景观季相分明，乔灌草群落精

心搭配，为市民游园增添观赏情趣。两个

口袋公园与商业空间无界融合，实现绿地

空间的多层次共享。

集休闲、文化、魅力、开放于一体，申城今年将新增城乡公园   座

推窗见绿，“公园+”嵌入城区乡镇

徐汇区浦北路康健绿苑的草药园中园。 本报记者 史博臻摄

上海市“人民城市 文明风采”群众性主题活动专题发布会

在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举行。 本报记者 范家乐摄

用艺术在上海和世界之间架起友谊之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