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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处置公告
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管理的长城国瑞证券长华 2 号定向资产

管理计划拟对持有的北京罗顿沙河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两笔委托贷款

债权进行转让处置。

暂计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两笔委托贷款债权金额合计人民币

246,990.00 万元，其中，债权本金共计人民币 129,189.58 万元，利息及

罚息共计人民币 117,761.36 万元，因实现债权而产生的债权人垫付费

用共计人民币 39.06 万元（实际债权金额以合同约定、法律文书认定

的为准）。保证人：北京新罗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曾用名“德稻投资

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李维；质押物：两期委托贷款债权质押物合计

为北京新罗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注册

资本出资金额为 93,832.75万元的股权。

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

非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

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原债务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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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

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原债务企业管理层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

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该债权拟通过公开拍卖转让或

其他处置方式进行交易。

公告发布日期：2024 年 5 月 31 日，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

有效。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如对

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联系。

联系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15101077355、010-68099181

联系邮箱：wangteng@gwgsc.com

通讯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凤凰嘴街 2 号院 1 号楼中国长城资产大

厦 A 座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联系人：李女士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10-68085330

特别提示：本公告不构成要约或承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

本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 2024年5月31日

本报讯（记者 李珂） 在第 8 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
之际，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 30日发布 20名首届“全国科创名匠”
名单，中国科学院院士、厦门大学教授、嘉庚创新实验室主任郑
南峰入选。

据介绍，郑南峰主要从事表界面化学研究，致力于在分子水
平上理解无机功能材料化学性能调控的本质。他主持完成了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杰出青年
基金等重大科研项目。他的研究成果已成功应用于开发高选择性
加氢催化技术和铜防腐新技术，打破了国外跨国公司的长期技术
垄断，为企业累计新增产值近 10亿元，从源头上实现了若干高污
化工过程的大幅减排，相关技术入选工信部首批石化化工行业鼓
励推广应用的技术产品目录，形成重要经济和社会效应。他还带
领团队围绕“制氢—储运—用氢”重点布局，开展绿氢制备重大技
术与装备开发，在两年内快速攻克碱性电解水、PEM电解水等关
键技术难题，装备关键性能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今年 2 月，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启动了首届“全国科创名
匠”选树宣传活动。活动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
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突出创新和匠心，聚
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注重遴选扎根科研和生产一线、
解决“卡脖子”难题的工匠人才。

郑南峰入选首届“全国科创名匠”

近日，福建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张建
福研究员、谢华安院士团队，在国际一流学
术期刊《植物生物技术杂志》上发表了题为

《水稻基于多重基因组编辑的快速定向改
良复杂性状》的研究论文。该成果不仅建立
了适应水稻品种改良需求的快速育种体系
和模型，也为研究复杂性状的调控网络提
供了借鉴。

如同一把神奇的“剪刀”，基因编辑技术
可以精准地切开 DNA，像编辑文档一样改
写生命代码。这把基因“魔剪”已广泛应用于
农业育种研究。不过，传统基因编辑手段一
次只能编辑少数几个基因，效率较低。福建
科学家让这把“剪刀”具备了连续作战能力，
最多能同时编辑 12 个水稻基因，让水稻育
种获得更大加速度。

从“开盲盒”到“私人定制”

这把“剪刀”为何如此重要？让我们先从
农业育种漫长的进阶史讲起。

5月 24 日，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在
线发表了我国一项最新研究成果，揭示了水
稻从野生到驯化长约 10 万年的连续演化
史。早在约 10 万年前，野生水稻就已在长江
下游地区分布；约 2.4万年前，我国先民开始
采集并利用野生水稻；约 1.3万年前，人们有
意或无意地对野生水稻进行驯化前的栽培；
约 1.1万年前，东亚稻作农业从这里发端。

在大自然中筛选天赋异禀的野生植物，
通过人工栽培，让其世代繁衍，为我所用，这
就是农作物育种最初的模样。这个过程依赖
自然变异，有点像“开盲盒”。进入现代社会
后，人们开始利用杂种优势，在取长补短中
定向选育多项全能的“六边形战士”。但这仍
不是最高效的方法。杂交育种充满不确定

性，需要海量筛选鉴定，育成一个品种通常
需要 8至 10年。

分子生物学的发展，破译了生命的遗传
密码，也为提升育种效率打开了新的大门。

人们发现，生命的外在特征取决于内在
基因。基因的本质是 DNA 分子上的一些片
段，ATCG 等 4 种碱基的不同排列组合，决
定了每一种基因的功能。这多么像程序代码
啊！于是，在“解码人”的努力下，人们逐渐读
懂了这些代码背后的深意：有的调控水稻的
株高，有的调控水稻熟期，有的调控水稻耐
旱性……不同基因往往相互作用，最终构成
了一个高度复杂的调控网络。如果能够像改
写程序代码一样，光标停到哪儿，就编辑哪
个基因，不就可以定制人们所需要的水稻品
种吗？

基因编辑技术应运而生。
目 前 ，最 主 流 的 基 因 编 辑 手 段 是

CRISPR-Cas9 系统。它源自微生物内部防
御机制的启发。科学家发现，一些细菌和古
菌具有一项超级技能。当它们遭遇病毒入侵
时，会默默记录下对方的DNA序列，写在复
仇“小本本”上。当相同的病毒下次再次入侵
时，细胞内部便能根据记录，认出宿敌，产生
一种特殊的蛋白质——核酸内切酶，一举切
断病毒的DNA，使其无法作威作福。

依样画葫芦，科学家人为构建了一套
CRISPR-Cas9 系统。这套系统包含两个核
心工具：一是用于识别基因位置的“导航
器”，它可以精准找到某个基因在DNA上的
位点；二是用于切割 DNA 的“剪刀”。DNA
被切开后，细胞会迅速启动修复机制。但就
像代码容易出现 bug 一样，DNA 自我修复
也会失误。譬如，一个碱基丢失了，这个基因
就相当于被敲除了。人们由此也可以借助这
个过程实现基因的敲入、替换。

改写生命代码，私人定制育种，因此成
为可能。

从“单点作战”到“多路包抄”

以 CRISPR-Cas9 为代表的基因编辑
技术，已广泛应用于生物育种领域。但过去，
一次通常只能编辑单个基因，最多也不过三
四个。

“同时编辑多个基因，容易造成基因组
不稳定。”论文第一作者、福建省农科院水稻
研究所魏毅东博士说，根据基因的连锁和交
换定律，位于同一条染色体上的不同基因，
如果距离太近，就很可能在遗传时产生连
锁，不利于在后代中产生更多遗传变异。

如果能够实现多基因同时编辑，就能更
进一步提高改良效率。福建省农科院水稻研
究所的技术创新，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

“我们选定了 12 个水稻功能基因，其中
4 个控制株型和穗型，7 个控制穗期，1 个控
制香味；一部分为正向调控，另一部分为负
向调控。”福建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所长、研
究员张建福说，这 12 个基因分布在水稻不
同的染色体上。也就是说，它们的遗传距离
很远，不会产生连锁，编辑后也不会对基因
组的整体稳定性造成影响。

多基因同时编辑成为可能。随后，科研
人员抓紧组装工具箱——构建一个载体，打
包装入“定位器”和“剪刀”两个核心工具。在
试验过程中，他们选择了自主选育的优质籼
稻品种作为编辑对象。这个品种本就是水稻
中的“优等生”，科研人员将工具箱导入它的
愈伤组织。在 12 个“定位器”的导航下，基因

“剪刀”迅速进入水稻细胞，抵达细胞核上的
目标位置，一次性将 12 个基因敲除。到这
里，生命“魔剪”的使命就完成了。

3 至 5 个月后，经历了基因编辑后的愈
伤组织，重新分化长成了一株完整的幼苗。
但这还不是我们最终需要的结果。这是因
为，单个基因往往不是独立发挥作用的，它
们可能和其他基因相互协同、相互制约，这
个过程被称为基因互作。比如，水稻抽穗期
提前了，可能就伴随着产量降低，二者的关
系犹如此起彼伏的跷跷板。

换句话说，12 个基因同时被敲除，不一
定是最好的结果。有些敲除、有些保留，才可
能实现多方共赢。这样的情形有多少种呢？
答案是 2 的 12 次方——4096 种。科研人员
要做的，是从 4096 个组合中，找出最优解。
于是，他们将基因被编辑过的水稻植株，与
未编辑过的品种杂交，再播种杂交种子。这
些杂交后代有 4096 种基因组合。科研人员
观察其田间表现，从中选出综合实力最强、
最需要的组合。这个工作量看起来十分庞
大，但和传统杂交育种过程动辄要从数万个
组合中挑选比起来，已经算事半功倍了。

通过这套以多基因编辑为基础的快速
定向改良的育种新技术，福建省农科院水
稻研究所已经选育出多个早熟、株叶态好，
兼具稳产、抗性、优质表现的育种材料，为
后续精准选育突破性水稻新品种奠定了基
础。展望未来，以往只适合在华南稻区栽培
的水稻品种，可能得以进入长江中下游稻
区；只能作为单季稻生产的品种，可以作为
双季稻生产。

“基因编辑等现代生物育种技术广泛应
用的背后，是育种理念的创新与突破。”张建
福说，传统育种手段偏重田间选择，工作量
大，周期漫长，现代育种技术则把选择提前
到了实验室阶段。“我们将传统育种技术与
现代育种技术相结合，有效缩小选择范围，
显著提高育种效率。”

我省科学家创新水稻定向改良技术——

神奇的基因“魔剪”
□本报记者 张辉 通讯员 胡海明

本报讯 （记者 林梓健 通讯
员 刘云芳） 记者 29 日从厦门大学
附属心血管病医院（以下简称“厦心
医院”）了解到，近日，厦心医院使用
国产自主研发的心脏手术机器人系
统搭载进口器械，成功为两名病情
高危复杂的患者微创修复受损的心
脏瓣膜。

据介绍，接受手术的两名患者
均为高龄。术中，厦心医院的王焱教
授坐在手术间外操作摇杆控制台，
控制着机器人在手术室内忙碌。仅
29 分钟，机器人就在患者跳动的心
脏上微创修复了受损的二尖瓣。术
后第二天，患者便能下地行走。

王焱介绍说：“两名患者一名
是功能性二尖瓣反流，另一名是退
行性二尖瓣反流。两种疾病发病机
理不同，患者的二尖瓣解剖特点也
不同。”

据悉，这套心脏手术机器人为
厦心医院和国内创新医疗器械企
业历时 1 年多时间共同研发，拥有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2023 年底在厦
心医院完成全球首次运用，当时搭
载 的 是 国 产 器 械 。此 次 机 器 人 系
统搭载的是目前全球唯一获得欧
洲 CE 认证和美国 FDA 双认证且使
用 数 量 最 多 的 二 尖 瓣 钳 夹 系 统

（MitraClip G4）。手术的成功开展，
反映出心脏手术机器人有很强的器
械适配性，有望进一步拓宽系统的
适用人群，造福更多患者。

两场手术同步向国际著名心脏
专家莫里奇奥·塔拉玛索等进行了
线上直播，机器人系统的创新性、稳
定性、灵活性和安全性受到国际专
家的高度肯定。

题图：王焱在手术间外操纵机
器人实施手术。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本报记者） 近日，由福建省委党史方志办、福建农
林大学、福建省文联联合主办的《奔跑的中国草》读书会在福建
农林大学举办。

本书由省作协副主席、省传记文学学会创会会长钟兆云撰
写，曾入选中宣部 2023 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名列 2023 年中
国报告文学长篇作品排行榜第一名，获“2023 年度中国好书”、

“闽版好书”第一名等荣誉。全书以报告文学的体裁，记录了“菌
草之父”林占熺研究推广菌草技术，并克服重重困难让“中国草”
为国际减贫和生态保护作出贡献的故事。

《奔跑的中国草》读书会在榕举办

本报讯（记者 郭雅莹） 为提升青少年及家长
的气象科学和防灾减灾素养，30 日，全国气象科技
活动周“气象科普手拉手，基地联盟八闽行”福建气
象科普基地联盟研学系列活动，在平潭综合实验区
气象局气象科普基地启幕。

本次活动由省气象局、省气象学会主办，省气象
宣传科普教育中心、福建日报·新福建客户端及相关
市县气象局等联合承办。

活动首站开启“探寻‘蓝眼泪’的气象密码研学
之旅”，平潭的中学生先后走进气象科普展厅、气象
观测场、气象台等，了解当地气候特征、气象探测设
备的发展历程以及气象相关知识，并听取了“蓝眼
泪”预报的科普讲座。“今天的研学让我学到了许多
气象知识，感觉非常有意义，希望以后还能继续参加
类似的活动。”平潭流水中学初二学生王韵雅说。

据介绍，此次科普活动是“千乡万村气象科普
行”和“海丝气象八闽行”系列科普活动的重要组成
部分。活动以“科技强国 气象万千”为主题，串联福
建气象科普基地联盟成员开展“一基地一主题”特色
研学活动。活动由 1 个主会场和 4 个分会场组成，招
募涵盖亲子家庭、乡镇学生近 500 人参加活动，线上
线下传播气象科学知识。

除平潭主会场以外，主办方还将于 6月 1日上午
在福清市气象科普馆、厦门市天语舟气象科技园、漳
州市热带作物气象试验站、南安市丰州镇九日山（海
丝气象文化示范点）分别举办“探索风云变幻 走进
气象万千”气象研学之旅、探秘台风研学之旅、特色
农业气象研学之旅、“海丝起点 九日寻风”海丝气象
文化研学之旅等分会场活动。

我省启动“气象科普手拉手，基地联盟八闽行”系列活动

开启研学之旅 探寻气象密码

本报讯（记者 姚雨欣 通讯员 徐庭盛 文/
图） 近日，福建省林业科技推广总站组织专家，到
政和县对今年嫁接的政和杏进行现场测产。结果显
示，有 5200 多株政和杏成活，成活率超过 80%。这
表明，政和杏高效异砧嫁接获得成功。

政和杏于 1996年在政和县被首次发现，后作为
新种以“政和杏”定名发表，是我国目前唯一一个以

“政和”命名的树种。其树形高大、姿容雅秀、花色艳
丽、花朵密集繁多，是优良的观花树种，也是极其珍
贵的遗传资源和育种材料，具有重要的保护价值。

政和杏天然分布稀少，目前全国发现的野生植
株仅 24株。其中，政和县 7株，相邻的浙江省庆元县
17株。据统计，政和县境内天然分布的政和杏树高近
20米，树龄超过130年，其中最大一棵径围超2米。

然而，作为我国南方特有的野生古杏树种，政
和杏大树呈现树体老化，处于濒危状态。2021 年 9
月，政和杏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属
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

“政和杏野生植株种子发芽率极低，自然更新
能力极弱。据我们多年观察，大树周边没有发现自
然更新的幼树，种群难以自然繁衍更替，存在灭失
危险。”政和县林业科学技术推广中心干部朱祥锦
介绍说，对政和杏种群的抢救性保护刻不容缓。

2022 年，省科技厅将“政和杏种质资源收集与
扩繁技术研究”列入“星火”科技项目。朱祥锦与省林
科院叶海燕等专业人员组成团队承担该项目。为提
高嫁接成活率，他们还请来有几十年种果经验的农
民专家吴玉锦，一起探寻让政和杏“活”下去的良方。

经过不断的分析、尝试、调整，团队最终采用异
种砧木嫁接繁殖方式进行苗木繁育（砧木指的是嫁
接繁殖时承受接穗的植株），破解了政和杏种子发
芽率极低、实生苗难以培育的难题。

“我们用桃、梅、杏、紫叶李等植物作为砧木进行
嫁接，经过对比，以紫叶李为砧木的嫁接成活率最

高，且长势最好。”朱祥锦介绍说，嫁接技术的运用不
会改变植物的基因组，且能保持母本的优良性状。

在政和县城郊的七星林业苗圃，记者看到，前
年嫁接的政和杏已长到 2 米多高（上图），今年 2 月
底嫁接的也长到了 1米左右。

“今年雨水太多，嫁接窗口期仅数天。持续降雨
导致病害也很严重，芽叶枯死不少，所幸坚持就是
胜利，成活的植株总体状况良好。”吴玉锦说。

朱祥锦介绍说，他们团队这几年潜心研究的成
果“一种政和杏高效异砧嫁接方法”已获得发明专
利，“政和杏与近缘物种的嫁接亲和性试验及砧木
选择”已被《福建林业科技》录用，将于近期发表，下
一步的重点是防病害等苗期管理。

杏花“长”在李树上

政和杏异砧嫁接获得成功

本报讯（通讯员 黄中泉 廖金朋 文/图） 永安是华东地区
重要的候鸟停歇地和夏候鸟繁殖地。5月中下旬以来，当地观鸟爱
好者先后在永安市洛溪村发现了普通燕鸥、白额燕鸥等的活动踪
迹，一个小山村“访客”不断，累积了237种野生鸟类影像记录。

其中，白额燕鸥俗称小燕鸥，体长 20 至 28 厘米，翼展 41 至
55 厘米，体重仅 55 至 60 克，是中国体型最小的燕鸥，其细小的
喙在繁殖期呈现黄色，尖端则呈黑色。它喜欢在湖泊、鱼塘等多
水的湿地活动，飞行迅速，常喙朝下悬停，俯冲入水觅食鱼虾、水
生昆虫等，是福建沿海的夏候鸟。

近年来，永安市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积极引导社会公
众自觉参与生态环境保护。丰富的鸟类资源逐渐成为永安市的
一张“绿色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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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手术机器人成功修复心脏瓣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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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小的燕鸥”作客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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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参观气象科普基地学生参观气象科普基地。。 （（主办方供图主办方供图））

（上接第一版）
此次《条例》明确要求加强对武夷山国家公园文化资源的保

护传承，规定加强文化保护以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开展文化资
源普查，建立文化资源数据库，建设特色文化博物馆，推动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并增加闽赣两省政府联合保
护武夷山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开展茶文化交流等内容。

《条例》还明确了武夷山国家公园的主要保护对象，并根据主
要保护对象的分布状况，划分核心保护区和一般控制区，实行差
别化分区管控。同时，《条例》还规定了对各类自然生态系统和野
生动植物、自然遗迹、自然景观等特定保护对象的专项保护措施。

此外，《条例》还规定了闽赣两省的协作机制，提出两省人民
政府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建立省际协调机制，共同解决国
家公园保护、建设和管理中的重大问题。两省武夷山国家公园管
理机构将共同开展基础设施改造提升、科研监测、珍稀濒危野生
动物保护等工作。同时，两省县级以上地方人大常委会可以通过
协同组织代表调研、视察、执法检查等方式，加强对国家公园相
关工作的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