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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拟对福州联合实业有限公司债权项
目进行部分债务的重组。截至债务重组基准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该项目债权总额
17,138.72 万元。债务人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该债权由东方信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提供其持有的 7,758.5万股阳光城股票设定质押，由福建乐力鑫实业有限公司等 5家
公司提供名下坐落于鼓楼区温泉街道得贵路 33 号阳光城三区的 5 套商业房产设定抵
押，由福建虹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阳光控股有限公司、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名筑
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林腾蛟、叶兰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我司拟与保证人之一叶兰
进行债务重组（执行和解），债务重组（执行和解）对价为 500万元，我公司全额收到 500
万元后，免除叶兰的连带保证责任。公示期内如有异议或愿出高价收购者，债务重组

（执行和解）方案暂缓实施，有异议的处理异议；对愿出高价的，启动公开处置程序。该
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7天（工作日）。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7天（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
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福建省分公司联系。

联系人：杨先生。联系电话：0591-87805651。
电子邮件：yangbangzhi@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福州市五四路 137号信和广场 10、11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91-87855240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chenlingy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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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务重组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 2024年3月11日

本报讯（海峡导报记者 钱玲玲 崔晓旭 曾
宇姗） 临海、听风、读两岸。25年来，从一纸风行走
入千家万户，到欣欣向“融”共赴“媒”好春光；从

“纸与笔”走向“光与电”，再到“文化出海”、沟通世
界……9 日，福建日报社（报业集团）旗下的《海峡
导报》正式创刊 25 周年，海峡导报社举办纪念活
动，与读者朋友、台商台青、企业家们及诸多战略
合作伙伴一道，共同见证两岸文化交流、融合发展
的历程和成果。

《海峡导报》因台而生，1999年 3月 9日在厦门
创刊，是大陆唯一以对台宣传为特色的综合性都
市生活报。25 年来，《海峡导报》始终秉持“传递两
岸真情，沟通两岸民意”的宗旨，见证了两岸关系
的发展历程，记录了无数感人的故事，成为连接两
岸同胞情感的重要桥梁。

活动现场，台青代表黄恺嘉专程赶来，深情回
忆了她来到祖国大陆的追梦历程——从受到海峡
导报邀请参与台湾青年助力乡村活动，到完成“台
湾青年溯源黄河”的壮举，见证了两岸关系始终同
根同源。她说：“感谢《海峡导报》愿意帮助一个小
小台青实现大大的寻根梦想。”

25 年来，《海峡导报》始终扎根厦门，深耕闽
南，辐射海峡。从开办最早对台的都市报，到打造

“台海网”等网络传媒旗舰；从孵化福建第一个粉
丝破千万的官方抖音号，到建成全省第一家全方
位应用视频传播矩阵；从读者规模突破 30 万，到
收获全网超 5500 万粉丝；从致力推动两岸民间盛
事，到成立福建首个“海峡国际传播中心”……成
绩斐然，硕果累累，已成为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的一
支重要媒体力量。特别是近年来面对媒体格局深
刻变化带来的一系列挑战，《海峡导报》迎难而上，
转型升级，成效良好。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中国记协、中国广协报
刊委员会、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省委台
办、厦门市委宣传部、厦门市台办、厦门市台商协
会，朱立伦、洪秀柱、柯文哲、宋楚瑜、郁慕明、吴成
典等台湾知名人士发来贺信、贺词、视频，为《海峡
导报》送来诚挚祝福。

当天，海峡导报社还签订了一系列战略合作协
议，将与各界携手积极弘扬闽南传统文化，推进两
岸特色文旅，打造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的平台，帮助
台胞台企紧抓福建发展新机遇、融入新格局、分享
新红利，开拓发展新局面，共谱两岸和平新篇章。

现场举行了表彰先进环节，为《海峡导报》先
进个人和团队颁发奖状。众多才华横溢的“导报
人”登上舞台，平日里严谨认真、能拍能写的记者
编辑们“华丽变身”，用动人的歌喉、有趣的舞蹈、
诙谐的创意节目，带来一场精彩纷呈的文艺汇演，
展现新时代媒体人的多才多艺和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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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台湾有很多业界朋友，
面 向 蓬 勃 发 展 的 市 场 ，两 岸 车 企 目
标 一 致 ，携 手 合 作 就 能 实 现 共 赢 。”
陕西泰世邦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总经
理 石 卫 东 的 一 番 话 ，道 出 了 正 在 此
间参加 2024 台北自行车展的两岸业
者心声。

6日至 9日，2024台北自行车展在
台北南港展览馆举行。作为世界三大
自行车展之一，也是亚洲地区规模最
大的自行车展会之一，今年的台北自
行车展吸引了全球近千位业者参展。

泰世邦是一家从事钛合金自行
车 部 件 生 产 的 企 业 ，他 们 带 来 的 产
品是先进的 3D 打印钛合金车架。“4
天安排了 30 场洽谈。”石卫东说，“台
北自行车展是我们拓展市场的重要
平台。”

近年来，随着技术手段与市场需
求不断提升，钛金属制品进入民用领
域，钛合金车架不易生锈、故障率低、
轻便，受到中高端市场青睐。“这块市
场需求肉眼可见。”石卫东说，3D打印
钛合金车架品质稳定、出货快，且能胜
任定制化设计。有台湾车企伙伴坦言，
从海外购买设备自己生产，加上购买
耗材，成本高达 4 倍，“两岸同业没有
理由不合作”。

来自苏州的八方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也在台北自行车展上觅得商机。这
家电动自行车驱动系统及组件研发制
造企业，拥有电机、仪表、电池、传感器
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展
台负责人告诉记者，电助力系统是今
年展会一大亮点。许多瞄准电助力自
行车市场的欧美及台湾厂商都带来了
全新车型，前来接洽合作的车企络绎
不绝。

为照应岛内业务，八方电气在台中
设有办事处。“电助力自行车在台湾的
消费市场不大。我们与台湾厂商合作，
更多面向海外需求。”该负责人说，行业
发展数十年间，技术更新迭代，两岸车
企合作从未间断。“以自行车领域看，两

岸产业融合是进行时，更是未来式。”
总部设在浙江义乌的骑行装备跨

境电商“洛克兄弟”，连续多年参加台
北自行车展。“来台北前，我们和天猫
开了一场市场前景预测会，结论是大
陆户外用品消费市场仍在上升趋势
中。”集团市场负责人吴亭萱说，这个
不断成长的市场是两岸业者可以共同
分享的“蛋糕”。

在吴亭萱看来，近年来大陆自行
车产业迅猛发展，台湾则依旧是研发
和生产自行车的重要基地。由于自行
车产业涉及很多零部件、装备、耗材及
周边产品，两岸双向“下单”的情形十
分普遍。“每次来台北参展，我们都很
有收获。”她说。

展会开幕当天，台湾知名自行车
品牌“捷安特”发布了全新车款——第
十代 TCR。据岛内媒体报道，这款车
售价为 33.8 万元新台币，才上市就接
到来自大陆市场的 4 万多张订单，近
日已抢先出货 2 万辆新车应急。巨大
公司执行长刘涌昌表示，在营运方面，
大陆市场表现亮眼，产能需求紧俏，

“市况相当热”。
“2023 年，我们在大陆市场看到

很大的回馈。光装车车架的增长就逾
50%，说明‘骑行热’正实实在在带动
行业成长。”歌美斯有限公司展台负责
人黄女士说。这家代理海外自行车装
备、耗材品牌的台湾经销商，在香港、
青岛设有分公司。

曾在青岛分公司工作的黄女士，
亲眼见证大陆自行车休闲运动的发
展。歌美斯刚进入大陆市场时，自行车
还只是大多数民众的出行工具；如今，
以车店为中心培植骑友群体的文化逐
渐形成，个性化需求让越来越多车种
在大陆市场“落地”。

黄女士说，一家企业能陪伴一个
新兴市场成长，是幸运的事。“两岸业
者携手将市场做大，并保持健康繁荣
的 业 态 ，才 有 机 会 拥 有 更 多 更 大 商
机。” （据新华社台北电）

“两岸产业融合是进行时，
更是未来式”

——台北自行车展上的业者心声

孩子们在表演《天黑黑》。

本报讯（记者 吴洪 文/
图） 为 增 进 两 岸 同 胞 情 谊 ，
发挥妇女同胞在两岸融合发
展中的独特作用，近日，福州
市 金 门 同 胞 联 谊 会 、福 州 市
欧 美 同 学 会 、福 州 海 内 外 青
年 联 合 会 等 单 位 联 合 主 办

“一船情牵两岸，共‘绣’巾帼
风 采 ”—— 两 岸 女 同 胞 非 遗
文 化 主 题 活 动 ，40 余 名 榕 台
姐妹乘坐茉莉号游轮欣赏榕
城 新 貌 ，共 同 体 验“ 金 苍 绣 ”
非遗手作的魅力。

“金苍绣”主要用于闽台
宗 教 绣 品 ，是 两 岸 文 化 源 流
的 历 史 见 证 。活 动 特 别 邀 请
了闽江学院纺织服装非遗研
究中心主任陈栩老师现场授
课 ，为 大 家 带 来 非 遗 技 艺 的
讲解和演示。课后，大家亲自
动 手 ，现 场 体 验 畲 族 服 饰 纹
案刺绣。

此 次 活 动 为 两 岸 妇 女 同
胞 搭 建 了 加 强 沟 通 联 系 、促
进 心 灵 契 合 的 桥 梁 。大 家 表
示，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
同 种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是
两 岸 同 胞 共 同 的 精 神 财 富 ，
希 望 以 本 次 活 动 为 契 机 ，促
进 两 岸 同 胞 深 入 交 流 ，共 同
致力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传播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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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吴洪 通讯员 郑抒婷
文/图） 近日，福州市台联与福州市妇联在闽
清县雄江镇举办 2024 年两岸姐妹共植巾帼
林活动。70 余名两岸女同胞共同栽下 100 多
棵香樟树和红叶石楠树，汇成一片充满生机
与希望的海峡巾帼林。

活动现场，两岸姐妹们三五成群，互相配
合，有的扶正树苗，有的挥锹培土，有的提水
浇树，一派井然有序、热火朝天的景象。

植树过程中，大家还将海峡心愿卡系在

树上，写下“共圆中国梦”“两岸一家亲、共植
亲情树”“每一年都来看你”“岁岁平安”等心
愿寄语。

“来到雄江镇，为美丽乡村增添一抹绿，
让我们有了深深的归属感。”参加活动的女台
胞表示，活动很有意义，这片巾帼林不仅见证
了两岸姐妹的友谊与梦想，更将成为连接两
岸同胞的绿色纽带。

图为两岸女同胞在共植海峡巾帼林后合
影留念。

扫一扫，看更多报道

合唱团里的“她”力量

3 月 8 日是一年一度的“三八”国
际妇女节。下午一放学，就读于福州
鼓一小六年级的台湾学生林子翔就
迫不及待地跟随妈妈蔡育琴赶往福
州市晋安区两岸社区交流中心，与榕
台文化艺术团的小伙伴们会合，进行
春节后的第一次排练。

“女神节快乐！”一进门，早已等候
在此的榕台文化艺术团团长周晓宇便
热情地与每一位孩子、妈妈打招呼。

“其实，榕台文化艺术团的成立
既源于一次偶然机缘，也是一件自然
而然发生的事。”见到记者，周晓宇打
开了话匣子。

时间回到 2023 年 9 月，福州海峡
两岸和平统一促进会发起“两岸童谣
之旅”活动，计划设立 99个驿站，通过
举办形式多样的两岸童谣文化活动，
进一步促进两岸童谣文化的交流与
融合。

“福州台协会妇委会里有一群热
心公益的妈妈，她们中既有跨海而来
的台湾新娘，也有两岸婚姻中的大陆
配偶，大家都期盼着能为两岸融合发
展尽点力。所以，收到‘两岸童谣之旅’
活动的邀约后，两岸妈妈们踊跃参
与，榕台文化艺术团也应运而生。”周
晓宇说。

“天黑黑，欲落雨，阿公拿锄头欲
掘芋……”19 时许，孩子们陆续到齐，
两岸社区交流中心里响起了欢快的
旋律和动听的歌声。这里是福州市晋
安区民政局免费为孩子们提供的排
练场所，毗邻两岸融合示范社区桂溪
社区。据了解，目前榕台文化艺术团
共有 15 名两岸小朋友，其中，有 11 名
台湾小朋友、4 名大陆小朋友。还有 6
位妈妈常态化负责艺术总监、舞曲编
排、造型化妆、后勤服务等工作。“大
家其乐融融，就像一家人一样。”周晓
宇说。

两岸妈妈一条心

无 论 是 台 上 还 是 台 下 ，两 岸 妈
妈 无 疑 都 是 现 场 最 亮 丽 的 一 道 风
景线。

“《天黑黑》这首歌在唱到‘依哦
哦’的时候，双手要记得放在额头上，
做出张望的动作。”住在桂溪社区台
胞公寓里的徐凤仪是榕台文化艺术

团的艺术总监，当孩子们在台上载歌
载舞时，她也在台下边唱边跳，一边
做着示范，一边关注着孩子们的表情
和动作，并适时地作出调整，让整体
舞台效果更趋完美。

每一个妈妈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获
得最好的教育。在徐凤仪看来，学习中
华传统文化就是最好的教育。所以，
2015年，她陪着孩子来大陆求学，并选
择定居在与台湾一水之隔的福州。

“两岸童谣都根植于中华传统文
化，承载着两岸民众内心最纯真、最本
质的情感，因此有许多共同点。尤其闽
南语童谣更是见证了闽台之间相同的
乡音与亲情。”徐凤仪认为，通过学习、
演绎童谣，两岸孩子可以汲取其中真、
善、美的精神力量，这种寓教于乐、潜
移默化的教育方式值得推广。

“我喜欢艺术团里欢快的气氛，
喜欢与两岸小伙伴一起唱歌、一起表
演。”林子翔是榕台文化艺术团里的
大哥哥，尽管学业紧张，他依旧每周
坚持排练。他的妈妈蔡育琴是一位台
湾新娘，定居福州已有 18 年，不仅负
责每周接送孩子，还亲自上阵参与表
演。“既然决定做一件事，就要坚持下
去，我也要给孩子做一个榜样。”

徐凤仪、蔡育琴的想法，与大陆
配偶庞若星不谋而合。每次只要孩子

们有演出，庞若星就志愿担任造型
师、化妆师。“一开始，我还担心会与
台湾妈妈们理念不同，没想到两岸妈
妈想法一样，大家一起用行动，带领
孩子们努力向上、向善。”

在两岸妈妈的陪伴下，孩子们迅
速成长，学会了体谅、包容他人，共同
克服困难。有一次演出时，音响突然坏
了。虽然没有了音乐伴奏，但是孩子们
没有放弃，一起清唱歌曲，从容不迫地
表演完《天黑黑》，获得阵阵掌声。

“你觉得两岸小朋友有什么不同
吗？”“我们彼此之间没有隔阂，也没
有什么不同，可以开心地玩在一起。
在这里，我交到了许多好朋友。”面对
记者的询问，榕台文化艺术团里的福
州小朋友王怡萱说。

童谣为媒深度交流

这一晚，孩子们穿上碎花布衣，
绑上头巾，有的拿着锄头，有的拿着
菜盆，有的套着狮头，一遍遍地跟着
童谣旋律，认真地练习各种动作，两
岸妈妈们在一旁耐心地指导着、示
范着……

自 2023 年 9 月成立以来，榕台文
化艺术团已在福州参加了 10 多场两
岸文化交流活动，两岸妈妈带领孩子

们演绎的闽南语经典童谣《天黑黑》
《丢丢铜》以及大陆人气儿歌《福气要
来到》等，都深受各界好评。

“今晚我们练习了好几首歌曲，
接下来还要参加好几场活动的表演，
要抓紧时间了。”徐凤仪告诉记者，随
着榕台文化艺术团知名度的提高，两
岸文化交流活动的邀约也越来越多，
她们计划今年先把福州童谣加入进
来，让两岸青少年互相学习对方的家
乡话，丰富童谣歌曲的类型，也进一
步加深榕台青少年的友谊。

除了带领孩子们排练歌舞外，两
岸女同胞还商讨了在两岸社区交流
中心挂牌“两岸榕台童谣驿站”与“榕
台文化艺术团”的具体事宜。

“挂牌后，我们不仅将升格为正
式的民间艺术团，还将承担起两岸
童 谣 文 化 的 交 流 与 推 广 责 任 。为
此 ，今 后 我 们 将 在 童 谣 表 演 中 ，融
入 更 多 诗 词 朗
诵 、京 剧 等 表
现 形 式 ，让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在 两 岸 孩 子
的 心 里 扎 根 ，
陪 伴 孩 子 们 更
好 地 成 长 。”周
晓宇说。

榕台文化艺术团是由两岸孩子、妈妈组成的公益合唱团。他们自编自导自演了多个以两岸童谣
为主的歌舞作品，在跳动的音符和欢快的舞蹈中，传递童真童趣以及“两岸一家”的温暖——

大手牵小手 榕台一起走
□本报记者 吴洪 实习生 郑馨 黄嘉俊 陈宇轩 文/图

两岸姐妹共植海峡巾帼林

近日，厦门湖里区女台胞庆“三八”
节非遗寻根活动在惠和石文化园举行。
来自湖里、金门、台湾本岛的 60 余名女
台胞共叙姐妹深情，共度属于她们的节
日。女台胞们体验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
惠和影雕的“石上绣花”技艺、古老的拓
印技艺，把“福”带回家。

在古厝中，大家围炉煮茶，开展“了不
起的她力量——两岸妇女同胞创新创业沙
龙”。厦门市台商协会副会长、湖里区台商
联谊会会长苏斐君与大家分享创业心得，
台青萧棋元向大家分享家庭亲子关系培养
经验。大家在茶香里畅所欲言，其乐融融。

左图为女台胞们体验古老的拓印技
艺，把“福”带回家。

本报记者 施辰静 陈梦婕 摄榕台姐妹展示刺绣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