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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与福建凯威
消防通风设备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与福建凯威消防通风设备有限

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

有的对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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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建凯威消防通风设备有限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与福建凯

威消防通风设备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福建凯威消防通风设备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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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凯威消防通风设备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

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
福建凯威消防通风设备有限公司

2023年5月16日

序

号

1

原贷

款行

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泉州

泉秀支行

借款人

名称

泉州市

金益

旅游用品

有限公司

借款

合同编号

2018年流

字第 81-

01-606号

担保人名称

泉州市金益旅游

用品有限公司、

林金生、杨幼玉、

林晓英、陈金庄

担保合同编号

2016年最高抵字第 81-265号、

2016年最高保字第 81-265-04号、

2016年最高保字第 81-265-03号、

2016年最高保字第 81-265-02号、

2016年最高保字第 81-265-01号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拟对福建前景纺织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

该债权总额为 3610.15 万元，其中本金 1500 万元。债务人位于泉州市石狮市，该债权由香城（福建）服饰有限公司,鑫盛达

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福建泰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吴红途,吴幼致,黄泰山提供担保，以香城（福建）服饰有限公司名下

位于石狮市西环路东侧华山段的工业房地产设置抵押，土地面积 878.93 平方米，建筑面积 3163.37 平方米。该债权的交

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社会信誉等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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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让标的债权

的主体。该项目债权预计于 2023 年 6 月—2023 年 10 月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债务重组、淘宝或京东网络拍卖平台公开竞

价、委托拍卖机构在福州公开拍卖、通过（委托）金融资产交易所或其他产权交易所公开转让等方式进行处置。

公告有效期：10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天，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福建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周先生,邹先生 联系电话：0591-87805314,0591-87847379
电子邮件：zhoufuyi@cinda.com.cn,zoucancheng@cinda.com.cn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91-87805240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shenzhengma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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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 www.cinda.com.cn。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 2023年5月16日

台北有一条不起眼的巷弄，因一家出版社而
得名“汉声巷”。它的书店入口造型是个“大葫芦”，
有人曾开玩笑问，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主人说是

“文化”这帖良药。
1971 年《汉声》杂志啼声初试，转眼半个多世

纪过去。在这条小巷里，一群人默默耕耘，从翩翩
文青坚守成为鹤发老人，只为弘扬中华优秀文化，
给匆忙的时代留下一点厚重的记忆。

黄永松就是创办者之一，杖朝之年的他身材高
瘦，精神矍铄。他说，我们中国人两脚要站得稳站得
直，没有气力不行。气力从哪来？从文化之根来。

展现中华文化的审美自信
穿过“葫芦门”，走进书店，剪纸、年画、木雕、

瓷器等摆满各个角落，花花绿绿的传统配色，让人
犹如身处民俗博物馆。

书架书桌上，各年代《汉声》期刊和出版物赫
然陈列，里面藏着的是“山西面食”“贵州蜡染”“中
国泥塑”等民间技艺的图文详解，每一样都是“汉
声人”旷日费时挖掘整理出来的。

黄永松逐一介绍，半个多世纪的事业浓缩为
一个个“封面故事”。他说，上世纪 70 年代，西方文
化全面渗透台湾，《汉声》英文版《ECHO》创立，初
衷是想把中华文化介绍给外国人看。

英文版刊登首个手工艺调查是关于油纸伞
的。不久，一位来自 IBM 的美国年轻人找到黄永
松，希望拜访做伞师傅。年轻人解释说，科技行业
也需要手工艺的基础和文化启示。

后来，黄永松做“中国结”报道的德文版。有德
国人告诉他，“中国结”体现着中国文化对基本线
条的丰富理解，让人着迷。一个民族手工艺好，轻
工业才好，也才会有好的重工业乃至精密工业。

“这让我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有用的，不只是
满足自己对传统文化和工艺的情怀，还有意想不
到的潜在价值。”黄永松说。

1978年，《汉声》中文版创刊，致力“衔接古今”。
至今，《汉声》已出版 200多期，很多内容成为业内田

野调研与文化整理的样本。
黄永松说，《汉声》一开始就将“中国的”“传统

的”“民间的”“活态的”作为文化整理的标准，并把
这些民间文化划分归纳成 5 种、10 类、56 项，建立
采集的“天罗地网”。在他看来，工艺就是“人随物
安定，物因人长久”，细微处皆有学问和智慧，所以
坚持“小题大做，细中求全”的工作风格。

“当年我们几个年轻人因为热爱，一头扎进传统
文化，凭着好学和韧性，摸索出一条路子，坚持了一辈
子。”黄永松说，他们从点做成线，又拉成面，最终变成
体，让人看见“对自己民族和文化上审美的自信”。

回到“文化母土”
黄永松出生、成长在台湾桃园龙潭客家村，从小

关于春节、祭祀、庙会的记忆，影响了他的工作方向。
“我是黄家江夏堂来台第八代，族谱说得明明

白白。”黄永松说，“生启朝观春毓秀，永承宗泽庆
绵延”，这是黄家来台第一代先祖留下的诗句，后
辈都依此定位取名。这就是民间的传承和宗脉。

1987 年两岸开放探亲，打开了黄永松的视野，
也改变了《汉声》的发展。

初到大陆，黄永松追寻先辈迁徙的足迹，考证
历史，在《汉声》第 19 期推出“台湾的泉州人”，后来
又做“台湾的漳州人”“台湾的客家人”，完成了岛
内主要群体的寻根系列报道。

回到“文化母土”，黄永松带领团队走遍大江南
北，聚焦大陆各地丰饶的文化遗存。他深知，在大陆
的偏远乡村，潜藏着许多活化石般珍贵的民俗文化。

他系统梳理零散的中国结艺，总结出 11种基本
结、14种变化结；用 4年 14趟走访，采集黄河流域民间
艺术；实地测量 46 座福建土楼，留下宝贵的调查记
录；详细拍摄记录“惠山泥人”3000个手艺步骤……

他协助大陆高校开办乡土建筑与民间艺术研
究所；将古城聚落规划成博物馆群，建立文化创意
产业垂直整合基地；在世界各地办展演讲，推广中
国民间文化精华；在北京等地建立《汉声》办公室培
养青年人才。

为文化传承而步履不停，黄永松仍觉得时间不
够用。“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他说，时代快速发展，
尽量多地留住中国文化记忆，我们就知道自己从哪
里来，就能安心。

整理好文化的“家”
一身宽松布衣，套着一件马甲，腰上一个挎包，

黄永松像可以随时出发的行者。在简单行李中，袖
珍版《道德经》《唐诗三百首》已陪伴他 30多年。

对黄永松而言，文化不只停留在纸面上，更在具体
的器物和生活中。看见路边捏面人的、弹棉花的，他都
充满好奇和敬意，细心探究。他说，中国文化积淀太深，
扎根太深，需要我们把宝贝翻出来，给大家细细品味。

一次，黄永松在贵州采访，想和一位老太太买
古法蜡染围裙，她非剪下一块有花纹的边角才愿
意卖。那位百岁老人告诉他：“我把灵魂留下来了，
身体可以给你。”此后，他再看那些蜡染布，觉得每
块都有自己的生命。

1994年开始，《汉声》每年出版一册以当年生肖
为主题的《大过新年》系列海报书，意在让美丽吉祥
的民间元素装点当下生活，滋养年轻人的审美。

一路走来，黄永松始终记得《汉声》指导老师
俞大纲先生的鼓励：“永松，你要做‘肚腹’。”他解
释说，“肚腹”就是要把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连起
来，全身前行。所以，他坚持做一个坐在祖先肩膀
上的孩子，整理好文化的“家”，等着游子归来。

2020 年疫情期间，黄永松收到一位 93 岁读者
的来信。这位读者说，他从 1979 年开始订阅《汉
声》，收藏了 146 期，想留给子女，让他们欣赏并保
存好。这让黄永松无比欣慰。

近几年，因为疫情，加上台湾的文化环境变
化，以及老同事相继凋零，《汉声》不再像从前那样
热闹。创办人中，只剩黄永松守着“汉声巷”。

寂寞时，黄永松喜欢喝高粱酒，但他不为自己
伤感。他说，文化瑰宝就放在那，大家有点不认得
了，真可惜。“但我们迟早要回到文化的根子上，这
只是时间问题。” （据新华社台北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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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松在接受采访黄永松在接受采访。。 新华社新华社 发发黄永松展示随身黄永松展示随身
携 带 的 袖 珍 版携 带 的 袖 珍 版《《唐 诗唐 诗
三百首三百首》。》。 新华社新华社 发发

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 为更好促进粤澳两地交流发
展，今年 2 月，公安部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签署《内地与澳
门关于互认换领机动车驾驶证的协议》，实现内地与澳门驾驶
证免试互认换领。记者 15 日从公安部获悉，该协议于 2023 年
5月 16日正式生效。

根据协议，内地与澳门承认对方核发的有效驾驶证，一方
准许持有对方驾驶证的人员直接驾车或者免试换领驾驶证。
互认换领的驾驶证准驾车型包括小型汽车和小型自动挡汽
车。澳门永久性居民可以持准驾车型符合要求的正式澳门驾
驶执照，以及身份证明原件、身体条件证明、照片，直接免试换
领内地相应准驾车型驾驶证，无需参加考试；持准驾车型符合
要求的内地驾驶证人员，在入境澳门 14 日内可以凭内地纸质
驾驶证直接驾驶规定车型，无需换领澳门驾驶执照；入境超过
14 日需继续驾车的，经澳门治安警察局交通厅登记后一年内
可以在澳门直接驾驶规定车型，一年有效期内可多次入境澳
门驾车，无需重新登记。

内地与澳门驾驶证互认换领，将直接惠及内地与澳门旅
游、探亲等人员，更加便利内地和澳门居民驾车往来，更好
促进内地与澳门交流发展。近日，公安部交管局专门下发通
知，要求各地公安交管部门严格执行协议规定，认真审核资
料，优化办证服务，确保互认换领工作依法规范、便捷高效
开展。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此前，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已
经实现了驾驶证互认换领。内地与澳门驾驶证互认换领，将大
大便利粤港澳大湾区居民往来，对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具
有重要意义。下一步，公安部将积极指导地方公安交管部门做
好内地与香港、澳门驾驶证互认换领工作，进一步便利内地与
港澳居民驾车出行。

内地与澳门驾驶证互认换领
协议今日正式生效

本报讯 （记者 蒋丰蔓） 14 日，由福建师范大学、省侨
联、省台联、香港《镜报》共同建设的闽港澳台侨社会责任推广
基地（以下简称“基地”），在福建师范大学和香港会展中心连
线举行揭牌仪式。

据介绍，基地建设集教育、服务、实践、孵化和宣传为一
体，标志着闽港澳台侨学校和企业社会责任的推广将从活动
化变成常态化。基地将充分发挥各共建单位的优势，有效整合
闽港澳台侨资源，围绕深耕中华文化内涵、回应国家文化战略
急需、提升科学研究水平、促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等方面进行
建设，共同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致力增进闽港澳台侨青少年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
认同。

根据基地五年发展规划，在揭牌仪式上还举行了“闽港澳
台侨青年创业联盟”启动仪式，旨在为闽港澳台侨资企业提供
入闽出海服务。据悉，该联盟公益服务平台依托“基地”建设，
将进一步加强联谊交流，开展创业“1+1”协作，形成创业合作
生态圈。

闽港澳台侨社会责任推广基地
揭牌成立

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 记者 15 日从中国人民银行获
悉，15 日内地与香港利率互换市场互联互通合作（“互换通”）
正式上线运行，吸引超过 40 家境内外机构参与互换通交易。
当日，先行开通的“北向互换通”达成人民币利率互换交易
162笔，名义本金总额 82.59亿元人民币。

2022 年 7 月，内地与香港利率互换市场互联互通合作宣
布启动建设。“互换通”境内外投资者可经由内地与香港金融
市场基础设施机构在交易、清算、结算等方面互联互通的机制
安排，在不改变交易习惯、有效遵从两地市场法律法规的前提
下，便捷地完成人民币利率互换交易和集中清算。

“‘互换通’正式上线，这是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进程中
的又一重要事件。”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外汇局局长潘功胜
在当日举行的“互换通”上线仪式上表示，“互换通”在“债券
通”基础上，通过内地与香港基础设施机构的连接，将高效支
持境内外投资者参与两地金融衍生品市场，更好满足投资者
对利率风险的管理需求。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上线首日，20 家“北
向互换通”报价商与 27 家境外投资者达成人民币利率互换交
易 162 笔，名义本金总额 82.59 亿元人民币，覆盖境外银行、境
外券商、境外资管产品等各个类型境外投资者。

德意志银行全球新兴市场中国区交易总监徐肇廷说：“作
为首批报价商之一,我们明显感受到市场的热度，首日交易量
非常活跃，在岸做市商积极报价，境外投资者高度关注并踊跃
参与，无论是成交金额、成交量，还是成交频次都反映出境外
投资者对‘互换通’的欢迎和认可。”

据介绍，下一步中国人民银行将会同香港证监会、香港金
管局和两地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机构，根据“互换通”运行情况，
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安排，支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发展，
推动中国金融市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

“北向互换通”上线首日成交
82.59亿元

13 日，厦门朝宗宫举办两岸家庭拜契仪式。据介绍，闽
南一带及台湾有拜契神明的传统风俗。在孩子幼童时期，一
些父母会带着孩子到庙里立契，祈求神明收作义子（义女），
以祈消灾纳福。孩子满 16 岁参加成人礼后，父母会再到庙里
拜谢神明庇佑小孩平安长大，并焚烧契书。两岸相同的习俗
体现了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图为朝宗宫为两岸孩子举
办拜契仪式。 本报记者 陈梦婕 摄

茶，起源于中国，曾以中国的名义被世
界认知，并在世界各地开枝散叶；茶，是中国
的味道。不过，这一片“神奇的东方树叶”有
着怎样的前世今生，它的脚下是怎样一片土
地，它所承载的中国文化和生活态度为何？
人们了解的却并不多。

英国姑娘艾薇塔服务于英国的一家茶
企，喝茶是她从小到大养成的习惯。但自从
喝过武夷岩茶之后，这一泡独特的“岩骨花
香”回味无穷，让她久久难以忘怀。今年，艾
薇塔终于如愿来到梦想之地武夷山。

谷雨时节，一年一度的开山仪式也在这
时举行。艾薇塔生平第一次穿上状元服，点
香燃烛，顶礼膜拜。祭毕，鸣金击鼓，主祭率
全场高声呼唤：“开山啰！采茶啰！”礼毕，茶
人正式开始采茶，代表着武夷岩茶的春茶季
正式到来。

喊山始于唐朝，盛于宋代，是为祈求神
灵保佑茶事顺利，希冀茶叶发芽茂盛丰收而
流传的武夷山民俗。北宋欧阳修的《尝新茶
呈圣俞》中记载彼时喊山的场景：“年穷腊尽
春欲动，蛰雷未起驱龙蛇。夜闻击鼓满山谷，
千人助叫声喊呀。万木寒痴睡不醒，惟有此
树先萌芽。乃知此为最灵物，宜其独得天地
之英华。”

“敬天爱人”是艾薇塔此行最深刻的感
受。英国不属茶产区，对于茶树的种植，大多
数英国人是陌生的。“中国人对这片土地的
爱护，对神明的敬畏，让我感动。”她说，要让
一个英国人爱上这一杯不加糖和奶的武夷
岩茶，从文化层面先认识它是第一步。

来自阿联酋迪拜的伊薇特也是第一次来

到武夷山。开山仪式上，她恭恭敬敬地把三炷
香插入土中。来武夷山之前，脚下的土壤对于
她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在与当地茶企茶
农交流学习之后，她知道，这里面的微生物、
砂砾等均对茶树的生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
用。陆羽《茶经》中的“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
壤，下者生黄土”，她已是耳熟能详。

武夷山御茶园遗址是伊薇特心中的圣
地。中国第一个茶叶科学研究所——武夷山
茶科所便于上世纪 30年代末成立于此。吴觉
农、张天福、陈椽等中国第一代茶叶科学研

究的泰斗云集武夷山，开启了茶叶育种、加
工、机械、检测检疫等全方面的研究，也给武
夷岩茶打下了坚实的科研基础。

如今，武夷山不但建立了大面积的茶树种
质资源圃，培养新茶树品种，还与陈宗懋院士
等合作建立专家工作站，在茶园绿色防控、生
态茶园体系建设等方面开展创新探索和应用。

“这一杯茶背后的乾坤世界真是让我大
开眼界。”伊薇特的脚步不停，武夷之行结束
后，她还计划走遍中国茶各大产区，继续探
索这一杯回味无穷的中国茶。

本业从事葡萄酒进出口的越南姑娘菲
菲一路从台湾高山茶喝到了武夷岩茶，并最
终“情定”大红袍。对比红酒与中国茶，她有
自己独到的见解：两者有许多共通之处，茶
叶和葡萄酒制作一样，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武夷岩茶品种繁多，叶的大小薄厚等都不统
一，所以要看青做青。

菲菲最感兴趣的就是武夷山的茶工厂。
“这和我们越南把茶打成粉末做成袋泡茶完
全不同。”她发现，尽管加工环节采取半手工
半机械的方式，但中国茶从走水、发酵、造
型，每一个步骤都会根据茶的不同采取相应
的加工方式。

工序复杂，但也不是无规律可循，把经验
进行总结、传承就是规范。2021年，《武夷岩茶
农产品地理标志质量控制技术规范》等相继出
台。“就像红酒制作一样，有了标准，再难的技
艺也得以传承并实现产业化。”菲菲说。

中国茶博物馆原馆长王建荣此次也应
邀参加“开山仪式”，并在武夷山御茶园遗址
进行了一场岩茶文化直播。他告诉记者，目
前，国际市场上流通的茶叶以便捷的袋泡茶
为主，是一种快消品。而中国茶，特别是武夷
岩茶，基本是全手工采摘，半手工加工，工艺
复杂而别有风味。同时，武夷岩茶也在不断
提升科技含量，完善产业标准，加快产业化
进程。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三者更紧密地
融合，是未来武夷岩茶发展的方向。而通过
春茶开山仪式等活动向全球传播，能让各国
的茶客更加深入地了解它的价值和文化魅
力，让这一缕独特的“岩骨花香”飘散到世界
各个角落。

日前，“同生共长，就在武夷”2023春茶开山仪式在武夷山天游峰御茶园基地举办。2021年，“喊山祭茶”民俗活动被列入
南平市非遗名录。本次活动通过重现武夷山传统喊山民俗，开展丰富多彩的茶文化活动，也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茶客——

跨重洋 来“喊山”
□本报记者 陈梦婕 《瞭望》杂志记者 吕甜 实习生 余柯含 文/图

阿联酋姑娘伊薇特（右一）和英国姑娘艾薇塔（右二）参加“喊山祭茶”民俗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