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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不良资产公开竞价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以下简称“华融福建分公司”）已委托天津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交中心”），就华

融福建分公司对拟对永安市永亿贸易有限公司等两户不良债权（简称：标的债权）进行公开转让。
2021年7月5日，天交中心发布了标的债权转让信息（项目编号：TR2021TJ1000235），公告期间为2021年7月5日-2021年7月13日。首个公告期限

只征集到一个适格意向受让者，因此在首个公告期限基础上顺延7个工作日。
为了广泛征集意向受让方，现公告如下：
一、拟转让标的资产
2017年12月27日，分公司与兴业银行三明分行签订了编号：福建Y14170078-1号《债权转让协议》。
债权转让基准日2021年1月20日，永安市永亿贸易有限公司等两户债权总额15761.65万元，其中本金余额7400万元，利息（含罚息、复利）余额

8361.65万元。基准日前发生的代垫费用除诉讼费外的其他费用作为标的债权一并转让。债权基准日至转让日之间的利息、罚息、复利及迟延履行
金等一并处置。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清偿的利息、罚息及迟延履行金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约定及相关法律、法规、生效法律文书计算为
准。上述债权及其项下权利义务一并转让。债权明细详见天交中心发布的债权转让信息（项目编号：TR2021TJ1000235）。

二、公告期限
延期公告期限为2021年7月19日-2021年7月27日。
三、报名时间
延期公告期限报名截止日：2021年7月27日16点00分。
四、受让方资格
意向受让方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合法企业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中国公民。（法律、行政法规或转让方对受让人资格有特殊限

制的，需注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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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受让。

凡参与转让方或天交中心组织的任何资产交易，具有违约情形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以任何形式参与本次交易。
因不符合条件受让的，由受让人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五、重大事项披露
详见天交中心发布的债权转让信息（项目编号：TR2021TJ1000235）。
六、交易规则
若在公告期间征集只征集到一个符合资格条件的意向受让方时以协议方式转让，若征集到两个或两个以上意向受让方时以竞价方式转让；竞

价转让的，最终确定的竞价方式详见天交中心公告。
上述转让项目详细情况，欢迎意向受让人来人来电咨询或登录天津产权交易中心网站：https://www.tpre.cn查询。
以上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产权登记证书、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华融福建分公司联系人：唐经理，联系电话：0591-83565990，石经理，联系电话：0591-83309670。联系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古田路112号，邮

编：350005。
天交中心联系人：廖经理，联系电话：13809516680，陈经理，联系电话：13524866371，联系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武宁南路1号1701室，邮编：200040。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
2021年7月 19日

百米景观
象征着世界友谊

这幅大型园林小品占
地约 1200 平方米，其中立
体景观长约 140米、宽约 8
米。据福州市园林中心相
关负责人介绍，团队先设计
出古韵满满的世遗会徽，即
在正方形框格内，一个福字
位居中央，它以马鞍墙为

“帽”，左下角还有一个写着
“中国”的寿山石篆刻。

除了会徽外，团队还
在小品中打造“波浪”“音
符”“飘带”等造型。那五
条灵动飞扬的飘带紧紧缠
绕在一起，象征着世界友
谊的纽带。层层叠叠的海
浪造型，代表着新时代浪
潮下，文化遗产保护的机
遇与挑战，更代表着“海丝
文化”。海浪上点缀着的
音符，则奏响新时代世界
遗产保护的新乐章。

小品底部，摆满了以红
黄色系为主的莳花。上述

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选用
了向日葵等花卉，寓意着福
州人民的热情好客。

夏季种植樱花
“黑科技”来降温

此外，7月 17日，近百
位中外嘉宾在福州梁厝特
色历史文化街区共同种植
了2棵榕树和100棵福建山
樱花。

福州夏季炎热，像山樱
花这种喜凉爽的树种，要如

何成活？据福建古厝集团
工作人员介绍，这批山樱花
已在专业苗木基地内培育
了近 2年。移种前一个月，
工人又对其进行了集中养
护。运输时，所有幼木均被
套上塑膜袋，袋中还放置了
适量冰块。这一系列“神操
作”将极大地提高移栽的成
活率。

“移栽完毕后，后期工
人只需正常养护即可。”该
名工作人员说，这批山樱花
预计明年年初会开花。

《芙蓉生》视频MV以
三坊七巷古厝画面开头，
整首歌曲以男女对唱的形
式，其中融入了流行音乐、
闽剧片段、福州话念白等，
为听众展开了一幅在朱紫
坊芙蓉园内，古文化摇曳
生姿的美景。

“从 2019年得知第 44
届世界遗产大会要在福州
召开的消息，当时自己就想

着，写首歌给大会作礼物。”
小满告诉记者，有了这个想
法后，她和老师任晓东便
开始构思，寻找灵感。

几经思考，她想到把
福州古厝文化、坊巷故事融
入其中。小满说，光是收
集、了解故事素材，她就花
了两个多月，“在和老师反
复推敲修改后，这首曲子终
于在去年年底做好了。”

上千平方园林小品 秀出福州文化
位于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北侧贵宾通道处，包含了马鞍墙、“福”字、寿山石等创意

元素，加入海浪、音符造型，代表美好寓意

“青瓦立烟灰墙墩
遇坊巷寻莫离声”
90后女孩写歌献礼世遗大会

人物
专访

N海都记者 石磊磊 罗丹凌 包华 文/图

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将一直持续至本月
底。作为大会主会场之一，福州海峡国际会
展中心内外装扮一新，盛装迎接大会召开。
不少市民注意到，场馆北侧贵宾通道处有一
幅总面积约1200平方米的大型园林小品，体
现了有福之州的颜值与热情。

海都记者从设计方福州市园林中心获
悉，该小品以福建古厝标志性的马鞍墙、“福”
字、“中国篆刻”等元素为创意出发点，融入

“海浪”“音符”等造型，引申出“闽都古厝文化
承继，茉韵榕城喜迎世遗”的浓烈氛围。

N海都记者 唐明亮

N海都记者 刘露 石磊磊

在福州西湖大梦书屋
的图书角，有数百本福建本
地文史类书籍，有的已经绝
版。这些图书由薛纪天和
他所属的福州老建筑保护
团队提供，让读者能在书香
中了解福州的文脉。

第 44 届世遗大会期
间，不少嘉宾走访了上下
杭、烟台山等历史文化街
区（风貌区）。薛纪天和团
队其他成员收集了 2200多
个老建筑词条，以“活字
典”的力量，帮助这些街区
完善保护规划，记录老建
筑的历史。

2200多个词条
寻回消失的记忆

2011年，还在福建师范
大学文学院读书的薛纪天，
在同城活动中结识了不少
本地的老建筑爱好者。他
们不仅自发组织老建筑走
访活动，收集这些建筑的资
料，还建立了福州老建筑
群。群里有民间爱好者、媒
体人、专家学者，还有文物、
历史建筑、文化遗产保护利
用开发的相关人员。每天，

他们会转发福州老建筑、历
史文化街区的新闻，一同关
注城市对文脉的保护。

为了系统收集资料，薛
纪天协助同为福州人的同
济大学景观系博士、华东理
工大学教师林轶南，创办了
福州老建筑百科网站。网
站里不仅有现存文物、历史
建筑、风貌建筑的词条，还
有一些尚未保护的老建筑，
以及消失的福州地名。薛
纪天认为这些都是福州这
座历史文化名城不可或缺
的元素。

《福州古厝》再版
参考了他们的网站

薛纪天告诉记者，过去
十年，福州老建筑百科网注
册会员有几百人，大部分都
来自于福州老建筑群。大
家会将平常搜集到的老建
筑图片、资料等，整理上传
到这个网站。

“目前已经收纳了2200
多个词条，和福州的建城史
年代差不多。我们的目标
是有十几万条，让更多还不
被人知道的老建筑被发掘、
保护。”薛纪天说。

这些词条，为福州古厝

保护，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2019年 7月，福建人民

出版社的编辑拿到了再版
的《福州古厝》的样书。出
版社的编辑告诉他，在对古
厝资料校对时，老建筑百科
网站是重要的参考。

除了线上的资料收集，
薛纪天和团队成员们还参
与到线下保护中。2014年
8月，福州上下杭历史文化
街区周边的太平汀洲片区
进行旧改，记录着当地商帮
文化的石碑、牌匾、石槽等
构件面临破坏。在薛纪天
等人的号召下，数十位志愿
者筹得 6000多元，雇了 9名
工人或他们自己身体力行
将老物件抢救出工地，为街
区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福州老建筑的活字典”
薛纪天和他所属的福州老建筑保护团队，十年

收集2200条词条，记录福州古厝历史

“青瓦立烟灰墙
墩 ，遇 坊 巷 寻 莫 离
声……”最近，一首
名为《芙蓉生》的歌
曲在网上流传，饱含
着对福州古厝深深
的眷恋。记者了解
到，这首歌的作词人
小满，是名90后福州
女孩。喜欢福州古厝文化的她，和老师以及团队
福州市两岸青年音乐人联盟，倾情打造了原创歌
曲《芙蓉生》，向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献礼。

“这首歌的每一句词
都有深意，代表着坊巷里
的一个景色、典故或者福
州文化，仔细听你会发
现，自己仿佛穿越其中。”
小满说，以开头“青瓦立
烟灰墙墩，遇坊巷寻莫离
声”为例，青瓦、烟灰墙是
对朱紫坊外观的描写，就
好像自己走入坊巷，仿佛
听到了有人在喊“茉莉”
（“莫离”）的声音。之后，
在坊巷中又听到福州戏
曲，看到脱胎漆器、油纸
伞、角梳等福州三宝，由
此感受福州文化。

小满说，曲名之所以

取为《芙蓉生》，是因为曲
中写的是朱紫坊中芙蓉
园的主人，他非常喜欢芙
蓉，便在园中种满了芙
蓉，只为欣赏芙蓉生长、
开放的过程，寓意生生不
息。她也希望福州古厝
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记者了解到，其实小
满并不是专业的音乐人，
她之前学的是医科专业，
但因为太过喜欢音乐，她
最终在 2014 年走上了音
乐道路，并在 2019年加入
由福州团市委发起成立
的福州市两岸青年音乐
人联盟。

每句词都有深意 展现了福州文化

收集了解素材 就花了两个多月

园林小品以马鞍墙、“福”字等元素为创意，融入“海浪”“音符”等造型

▲薛纪天（右二）
与群友一起收集老建
筑资料（资料图）

《芙蓉生》词作者小满
（采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