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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ng He

一栋栋新楼拔地而起 一条条公路四通八达

寻甸苗家山寨喜事多

楚雄高新区晋升为国家级

国企强监管多策齐发

一栋栋崭新的房屋拔地而起、

宽敞明亮，一条条硬化路四通八

达、干净整洁……这是寻甸回族彝

族自治县河口镇窑湾子村易地扶

贫搬迁项目点的喜人场景。

日前，记者的车辆驶进窑湾子

村时，正赶上村里嫁姑娘，远远便

听见喇叭里传来喜乐，宽敞的水泥

路边 10多辆花车整齐划一地停着，

身着盛装的村民纷纷从各自的新

家赶来“吃喜酒”。

嫁姑娘的是张绍有家，漂亮的

房屋前摆满了各种嫁妆，还有新人

时尚的婚纱照和身着民族特色服

装的结婚照。

张绍有说，以前家里穷，有些

事就是心里想也无能为力。现在

不仅搬进了新家，还通过养猪、鸡

和外出打工，增加了收入，生活一

天天好起来，这回女儿出嫁才能多

操办些，算是“风光”了。

邻居们也特别高兴，喜悦之情

溢于言表。“不仅是为新人们高兴，

还因为这是我们入住新居过的第一

个年。”村民小组长杨正福介绍，去

年 12月 30日，村民才从老村子搬到

这里。以前窑湾子村是一个纯苗族

村寨，全村有 45户 155人。原来的

村庄地势陡峭、土质疏松，前几年由

于连续下雨，发生了好几次滑坡事

故，虽然没有人员伤亡，但部分房屋

都开裂了，住在老房子里很危险。

“多亏了党的政策好，我们才能

有今天的好日子。”村民们说，过去

的窑湾子交通状况差，基础设施落

后，村民受教育程度不高，村里嫁姑

娘没有好嫁妆，外村的人也不愿嫁

到这个穷山沟来。现在不仅整村搬

迁到了新房里，路也修好了，出去卖

点粮食、买点东西都方便多了，讨媳

妇、嫁姑娘车也能开到家门口。

如今，不仅窑湾子村通了路，

全县建制村通畅率及自然村通达

率均达到 100%。“打造幸福乡村，

建设美好家园”已不仅仅只是写在

窑湾子村墙上的标语，而是全县人

民努力奋斗的目标。

（茶志福 马 丽）

新春走基层

<<上接A1版

昂首挺进 创新跨越
紧紧抓住被省委、省政府列为

全省 10 个千亿元园区培育的历史

机遇，近年来，楚雄开发坚持以产

业带项目，以项目强产业，实施产

业招商、项目招商、以商招商，重点

产业呈现良好发展态势。仅 2013
至 2017 年，就先后引进重点产业

133个，累计完成产业投资 82.52亿
元。

2017 年，全区共完成重点产业

产 值 188.1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5.87%。实现增加值 44.62 亿元，

同比增长 18.3%。其中，生物制药

及绿色食品加工业增加值达 24.23
亿元，增长 42.98%；冶金建材化工

业 增 加 值 达 13.66 亿 元 ，增 长

19.84%；机电制造加工业增加值达

1.1 亿元，增长 49.18%；商贸旅游服

务 业 增 加 值 达 5.63 亿 元 ，增 长

13.06%。

目前，园区已获认定的高新技

术企业达 20户，累计建立国家级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2 个、院士工作

站 5 个、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个、省级实验室 2个、省级企业技

术中心 7 个。被省委组织部、省人

社厅批准为云南省首批高层次人

才创新创业示范基地。

“突出发展彝族特色生物医药

和大健康产业、创新发展高原特色

现代农业与绿色食品产业、跨越发

展区域特色文化创意产业、培育发

展新兴特色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加

快发展西南特色现代服务业。”据

记者了解，着力创建“特色高新、创

新高新、开放高新、绿色高新、魅力

高新、服务高新”，力争到 2020 年，

楚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将打造

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民族特色

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高地、全国

重要的高原特色现代农业与绿色

食品产业基地、全国独具特色的少

数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示范区、

全省重要的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基

地、西南地区现代服务业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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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加强考核约束。肖亚庆

介绍说，国资委将加强考核约束，把

降杠杆、减负债作为一项主要内容，

来考核各个企业年终完成的情况。

此外，多渠道补充权益资本。

国务院国资委数据显示，2017年中

央企业通过股票市场和产权市场

募集资金 3577.8亿元，较 2016年翻

一番；通过境内外债券市场筹集资

金近 1.6万亿元。

与此同时，市场化、法治化债

转股，是监管层推动国企去杠杆的

关键路径之一。据介绍，近年来，

各央企和债权方已经签订了债转

股意向协议 1 万亿元，2017 年落实

1800亿元。

“今年要利用好市场化债转股

的有利时机。”肖亚庆表示，还要进

一步加大利用各种市场募资的力

度。同时，还要盘活存量资产，突

出主业，对那些与主业不相关、可

以处理的资产要进一步盘活，进一

步充实资本。此外，还要严控各类

风险，特别是海外风险、投资风险。

据介绍，去年央企境外单位有

9112 户，资产总量达到了 7 万亿

元，投资和从事业务的国家和地区

达到了 185 个。“和世界一流企业

比，我们确实还有很大的差距。”肖

亚庆说，在国际化的进程中将向先

进的国际企业学习，切实加大开放

合作的力度。

他坦言，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

下，央企国际化更难、风险更多，对

监管也是新考验和重大课题。下

一步将支持鼓励央企“走出去”，并

完善央企国际化中的监管措施。

更值得注意的是，打好防风险

攻坚战，离不开国资国企改革创

新。肖亚庆表示，今年要按照十九

大和政府工作报告的要求，把已经

确定的国企改革“1+N”系列文件的

落实往深里推，往实处做。

据透露，“十项改革试点”要在

前期成效基础上拓展，目前在集团

层面试点的要向各层次子企业延

伸，二级三级子企业试点的要提升

到集团层面。同时，国资委今年将

推出“双百行动”，将单项试点向承

担多项改革任务的综合改革推进。

“去年中央企业集团层面按照

公司法注册完成了公司制改革，这

只是第一步，下面在这个基础上进

一步推进集团的股权多元化和混

合所有制改革。”肖亚庆表示，这个

过程是开放的，乐于看到国外企业

参与国企混改。

此外，推动中央企业战略重

组，一是集团层面的战略重组，使

战略布局更加优化。二是专业化

的重组，今年要进一步加大这方面

的尝试。目前，一家央企多个专

业、一个专业多家央企的情况，不

利于效率提升，要通过重组推动解

决这个问题。

十九大提出，推动国有资本做

强做优做大。国务院国资委副秘

书长、新闻发言人彭华岗在记者会

上表示，对于国资监管来说，这意

味着要从“管企业”为主向“管资

本”为主转变，重点是“放活、管好、

优化、放大”。

其中，授权经营体制改革是关

键一环。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化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等改革试

点，赋予更多自主权。对此，肖亚

庆表示，今年会将发展规划、集团

投资规划等部分出资人权利下放

到“两类公司”，调整内部薪酬、工

资总额报备等重大事项管理权，并

推动“两类公司”集团逐步将部分

权利下放给其子企业。

（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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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平小黄姜”是在罗平特殊

地理气候环境下，历经 300 余年

人工种植和不断选育形成的独特

地方品种，其姜辣素、姜油树脂含

量位居国内众多生姜品种之首，

其药用保健养生价值堪称姜中极

品。在历届县委、县政府的努力

下，罗平小黄姜实现了产业化发

展，2006 年注册了“罗平小黄姜”

地理证明商标，获得曲靖市知名

商标、云南省著名商标称号，获得

国家质监总局“生态原产地产品

保护认定”。近年来，“罗平小黄

姜”常年种植面积稳定在 18 万

亩，产量稳定在 30 万吨，年均产

值 10 亿元左右。罗平县已成为

滇、桂、黔三省交界处最大的生姜

集散地，年生姜交易量超过 50万
吨，年交易总产值 20余亿元。计

划到 2020 年，把罗平小黄姜打造

成为集生产、加工、销售、出口为

一体的综合性高原特色农业，种

植小黄姜 20万亩，实现产量 35万
吨，实现产值 15亿元以上。

在云油产业上，罗平计划到

2020 年，培育双低油菜种植基地

100 万亩，培植木本油料基地 60
万亩，以油菜基地和木本油料基

地为依托，积极培育扶持油料加

工龙头企业，打造高级烹调油品

牌，加工油菜籽等油料 18 万吨，

高级烹调油 1.5万吨，实现油料加

工产值 15亿元以上，促进产品的

升级换代和提质增效。

针对云花产业，罗平将树立

农业旅游化思维，结合全域旅游

发展，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和休闲

观光农业，学习借鉴国内国外先

进发展经验，提高罗平“四季有

花”规模化种植水平，让农业有景

观看头、休闲玩头，让农民有更多

赚头。计划到 2020 年，以夏秋观

赏花卉种植面积 3万亩，产值 1亿
元以上。

云鱼产业，将充分发挥万峰湖

库区水面、县内河流、坝塘和电站

库区众多的水资源优势，积极发展

以罗非鱼、鳟鱼、鲟鱼为重点的常

规淡水鱼类、特色冷水鱼类和优质

土著鱼类养殖，建成西南重要的淡

水渔业养殖、加工和出口基地，打

造罗非鱼品牌，通过发展“一条鱼”

有效解决库区渔民的生产、生活、

发展和稳定问题。计划到 2020
年，水产养殖面积稳定 6万亩，产

量 4.5万吨，产值 6亿元以上。

云蜜产业，以 100万亩油菜花

为载体，充分利用油菜花、苕花、

荞麦花等多种蜜源植物，积极示

范推广“中蜂活框饲养技术”“西

蜂现代化、机械化、规模化饲养技

术”。计划到 2020 年，全县西蜂

养殖 4.2 万群，中蜂饲养 2 万群，

实现蜂产品产量 4000 吨，加工能

力达到 3500 吨以上，蜂业产值 2
亿元。

在云牛产业上，深入实施百

头肉牛示范场建设，培育壮大能

繁母牛养殖合作社，推进能繁母

牛规模发展，推广以云岭牛为主

的肉牛品种，新建或改扩建存栏

能繁母牛 20 头以上的规模养殖

场（户）。进一步提高肉牛附加值

和市场竞争力，形成云岭牛养殖

全产业链，将品牌优势、资源优势

变成产业优势，辐射带动农民增

收，牧业增效。

罗平高原特色农业“有奔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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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绥江县金帆成品油经营

有限公司应运成立。公司依法向

绥江县经科局申请了该水上加油

站（船）的建设项目，昭通市商务局

于 2015年 10月核准了该项目。随

后，公司按照批复要求积极开展该

项目的建设，已经完成总投资 1000
余万元，由四川省宜宾市川林造船

厂设计、建造“金帆 1号”专业加油

船。项目经商务、海事、生态、环

保、安全、消防、防雷、质监等部门

的评审、验收，于 2017 年 11 月 10
日取得了云南省商务厅核发的《成

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

水运是云南交通的短板，金

沙江下游四大电站库区具有丰富

的运力资源。向家坝水电站库区

航线长、航道质量优、货物运量

大、种类全、吨位高，关系到云南

3 个县四川 2 个县群众的交通便

捷和经济发展。库区现有各类机

动船只 126 艘，总吨位 89227 吨，

总功率 33642.6KW，货运量 396 万

吨，货物周转量 2083 万吨。随着

库区经济的发展，货运船只还在

不断增加，水上运输潜力巨大。

服务库区移民，服务地方经

济。绥江县芝麻窝水上加油站 3
月 9 日开业后，解决了 15 人的就

业问题，可实现年营业额 3500 万

元左右，为地言税收贡献 200 万

元左右。公司将秉持“服务库区

移民，服务水上运输企业，服务地

方经济，增加企业效益”为宗旨，

以“质量为先，客户至上”的经营

理念，保障燃油“来源合法，质量

达标，数量保证”，使客户“买得

放心、用着省心”，服务地方经

济，服务库区移民、服务水上运输

企业经营方向，使长江黄金水道

发挥黄金作用奠定坚实的基础。

云南首艘水上加油船现身绥江向家坝库区

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达成的债权转

让安排，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

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

南省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

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

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

2018年 3月13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借款人（或保理合同项下应收帐款
付款义务人等债务人）名称

昆明都佳商贸有限公司

昆明雄戈商贸有限公司

昆明泰运建材有限公司

昆明晨农绿色产品有限公司

云南塑料厂

昆明利顺德经贸有限公司
昆明市凸轮轴厂

文山秀华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丘北县博宇食品有限公司

丘北县卫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红河州希达经贸有限公司

红河州鑫和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红华实业集团凯旋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腾冲县中房商贸有限公司

保山市润兴绿色产业开发有限公
司

通海县光明锻造有限责任公司

借款合同名称、编号（或合同签订时间）

0250200007-2014年（大观）字0059号《标准厂房按揭借款合同》

0250200007-2015年（大观）字0024号《标准厂房按揭借款合同》

0250200028-2016年（东川）字00005号《小企业借款合同》及
0250200028-2017（展期）0019号《借款展期协议》

0250200022-2017年（呈贡）字00006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2004年正办字第0026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2004年正办字第
0037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2004年正办字第0053号《流动资
金借款合同》、2004年正办字第0048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25020120-2013年（正义）字0075号《小企业借款合同》

2001年借字第91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2017年（县行）字00056号《小企业借款合同》

0250600004-2017年（砚山）字00045号《小企业借款合同》

0250600004-2017年（砚山）字00008号《小企业借款合同》

0250700015-2016年(个旧）字00033号《小企业借款合同》

0250700015-2016年（个旧）字00073号《小企业借款合同》

0250700019-2016年（蒙自）字00067号《小企业借款合同》

2015年（腾冲）字0093号《网贷通循环借款合同》

0251000009-2015年（分营）字0007号《小企业借款合同》

0251700004-2017年（通海）字00056号《小企业借款合同》、
0251700004-2016年（通海）字00118号《小企业借款合同》

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等）
名称

云南俊腾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曾志立、曾达、曾路

云南俊腾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昆明雄戈商贸有限公司/颜允雄、李凤飞

马明东、马希婷、马明仙、罗斌
马明东、马希婷

昆明晨农集团有限公司
李云锁、李丽萍

云南塑料厂

杨阡、彭敏、王国仓、李慧、杨玉杰、刘卫明
昆明市凸轮轴厂

文山州秀华生物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范艳芳、李保明、李杰
丘北县绿色食品冷冻厂

温海宝、周孝兰、温海坚、李琼香、温海涛

陈靖、杨建芬 彭玉玲、段美英

林楠、马金莉 林楠 林楠 马金莉 马军勇

金晓弟、杨水芳
金晓弟、杨水芳、孙玉莲、程华

蒙自中建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
蔡恒章、吴迎辉、陈忠华、卢华、杨家顺、刘

秀英
蒙自中建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
腾冲县中房旅游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石光杰、杨荣巧、李声东
保山市润兴绿色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徐汝有、袁伟、潘贵勇、肖伟

杨开利、王碧清
杨开明、张兰英、王本孝、杨晓晶

担保合同名称、编号（或合同签订时间

0250200007-2014年大观（保）字0017号《保证合同》
0250200007-2014年大观（保）字0017号-1《保证合同》
0250200007-2015年大观（保）字0003号《保证合同》
0250200007-2015年大观（保）字0003号《保证合同》
0250200007-2015年大观（保）字0003号《保证合同》

0250200028-2015年东川（抵）字0029《最高额抵押合同》以及2016年3
月17日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主债权确定期间及抵押登记（存续）
期限展期合同》、0250200028-2016年东川（保）字00005号《保证合同》

0250200022-2017年（呈贡）字00006号《保证合同》
0250200022-2017年（呈贡）字00006号《保证合同》

2002年正办抵字第0039号《最高额抵押合同》

25020120-2013年正义（抵）字0049《最高额抵押合同》
2001年抵字第91号《抵押合同》

2017年县行（抵）字0008号《最高额抵押合同》
（2017）00056号《最高额保证合同》

0250600004-2015年砚山(抵)字0007号《最高额抵押合同》
0250600004-2017年（砚山）字00045号《保证合同》

0250600004-2014年砚山(抵)字0031号《最高额抵押合同》
0250600004-2017年（砚山）字00008号《保证合同》

2014年个旧（抵）字0018号《最高额抵押合同》、2014年个旧
（抵）字0019号《最高额抵押合同》、2014年个旧（抵）字0020
号《最高额抵押合同》、2016年个旧（保）字013号《保证合同》

2016年个旧（保）字014号《保证合同》
2014年个旧（抵）字004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2016年个旧(保)
字028号《保证合同》、2016年个旧(保)字029号《保证合同》

0250700019-2014年蒙自(抵)字0049号《最高额抵押合同》
2017年蒙自(保)字006号《保证合同》、2017年蒙自(保)字
004号《保证合同》、2017年蒙自(保)字005号《保证合同》

2017年蒙自(保)字003号《保证合同》
2015年腾冲(抵)字0036号《最高额抵押合同》

2015年腾冲（保）字44号《保证合同》
0251000009-2015年分营(抵)字0008号《最高额抵押合同》

0251000009-2015年分营(保)字0007号《保证合同》
0251700004-2014年通海(抵)字0018号《最高额抵押合同》、

0251700004-2014年通海(抵)字0034号《最高额抵押合同》、2016年
通保字00118-1号《保证合同》、2017年通保字0056号《保证合同》

贷款行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大观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大观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东川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呈贡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昆明市正义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正义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护国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山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砚山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砚山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旧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旧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蒙自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腾冲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山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海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省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