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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名称

青海联大化工
科技有限公司

青海弘川新源
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

刚察东明实业
有限公司

祁连博凯矿业
有限公司

合计

债权本金

47,519,222.59

26,000,000.00

66,959,362.58

193,000,000.00

44,744,602.11

65,900,000.00

444,123,187.28

利息、罚息、
复利、违约金及
费用合计金额

16,476,559.31

9,781,582.61

11,678,490.45

31,591,938.56

34,111,343.65

51,172,722.50

154,812,637.08

本金、利息、罚息、复利、
违约金及费用合计金额

63,995,781.90

35,781,582.61

78,637,853.03

224,591,938.56

78,855,945.76

116,693,899.83

598,557,001.69

担保措施

担保人：余荣华、李秀莲、余荣辉、叶金华、余荣权、胡艳、余荣炎、叶挺华承担连带责任
抵押资产：债务人位于格尔木昆仑经济开发区南海路 2号的土地房屋及机器设备
担保人：余荣华、余荣辉、叶金华、余荣权、胡艳、余荣炎、叶挺华承担连带责任
抵押资产：债务人位于格尔木昆仑经济开发区南海路 2号的土地厂房及机器设备
担保人：青海盛奥化工有限公司、青海弘屹防水材料有限公司、西藏弘川新源实业有限公
司、江油炳辉改性沥青有限公司、青海省信用担保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王钢、刘凤霞、刘凤
珍、栾学霞
担保人：江油炳辉改性沥青有限公司、青海省信用担保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王钢、刘凤霞、
刘凤珍
抵质押资产：江油炳辉改性沥青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江油市后坝镇万寿村土地及地上附着
物、债务人名下部分物资
担保人：华夏金谷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贾玉涛、王海燕
抵质押资产：刚察东明实业有限公司 75%的股权
担保人：王法平
抵质押资产：青海省祁连县尕大阪多金属矿采矿权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公司拟对下述不良债权进行公开处置，现予以公告。

一、债权资产信息公告清单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青海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二、拟处置方式
按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

置管理办法（修订）》规定的方式对公

告清单中的债权进行公开处置（组包

或单户），处置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挂牌

转让、公开竞价、拍卖等。

三、对交易对象的要求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

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且以下人员

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

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公司工

作人员、原债务人的管理层或其直系

亲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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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原债务人及关联企业等利

益相关方不得参与资产的折价购买。

四、公告期限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

公告期内接受社会各界人士的征询或

异议。

五、特别提示及声明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

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

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

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

进行调整。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六、联系方式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赵先生，联

系电话：0971-6157103；石先生，联系

电话：0971-6119304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联系

人：马女士，联系电话：0971-6112128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青海省分公司
2024年3月18日

西宁市城中区委组织部持续深化

“组工讲堂”，通过靶向施教、创新形式、

学用结合，助力组工干部补齐能力短

板、积极担当作为，着力锻造讲政治、重

公道、业务精、作风好的组工铁军队伍。

城中区坚持问题导向，针对部分组

工“新兵”经验欠缺、理论知识不足，政

策易懂难精等问题，结合基层党组织建

设、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人才队

伍建设、党员队伍建设等组织工作实

际，采取“按需定学、点题辅导”模式，精

准补短板、强弱项，帮助组工干部开阔

视野、激发动能、钻研业务。同时，建立

组工干部联系指导基层党组织全域联

点机制，深入联点镇（街道）及村、社区，

常态化开展蹲点调研、督查检查、业务

指导，进一步提升组织工作效能。

（城中组）

西宁市城中区：“组工讲堂”
锻造铁军队伍

春季开学以来，西宁市大通回族土

族自治县公安局综合考虑辖区各中小

学地域分布特点，责成多警种部门协调

联动、相互配合，摸索出“严、防、宣”工

作方法，维护好校园及周边治安秩序，

全力打造校园平安新高地。

“严”字入手，确保涉校案件“零增

长”。整治校园周边乱点，积极会同相关

部门对辖区校园周边开展集中整治行

动。建立与学校定期会商制度，深入开展

系列专项行动，严厉打击涉校违法犯罪。

“防”字固本，确保防护措施“零遗

漏”。强化基础设施建设，严格督促学校

落实专门的安全管理领导、责任人，建立

健全保卫组织，配备安保人员，配置安保

器材，积极推动校园视频监控系统建

设。对学校保安开展安防技能培训活

动。对辖区涉水区域开展巡逻排查。

“宣”字增效，确保防范意识“零偏

差”。法治教育再深入，信息摸排再强

化，严防“小问题”酿成“大事端”。演练

演习再加力，全面提升师生和安保人员

应对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自救互救意

识和应急处置水平。 （大通公安）

大通县公安局：
全力打造校园平安新高地

本报记者 刘法营 李庆玲 齐延迪

春节假期后没几天，婚假还没休

完，严煜坤就坐不住了。

作为 2023 年初夏海西蒙古族藏族

自治州委组织部派驻都兰县香日德镇

新源村的第一书记，他急着要赶在春

耕备播前，趁着乡亲们还没忙起来的

当口儿，抓紧开展中央和省委“一号文

件”宣讲。

“没有啥比宣讲‘一号文件’更当

紧的，新源村今年发展的好路子、村民

们的好日子，都和‘一号文件’紧密牵

连着呢！”

3 月 4 日一大早，顶着寒风，严

煜坤带着驻村工作队员在村里又走了

一 圈 儿 。 村 道 路 面 黑 化 项 目 将 要 实

施，排水边沟今年也要铺开，要想法

子争取一些基础设施改善项目，以及

通过发展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的

项目……这些都是严煜坤和驻村队员

们的心心念念。

“严书记，你是新郎官呀，咋急着

跑回村啦！”宣讲开始前，乡亲们搬着

小板凳集中到村委会前的广场上，与

严书记相处半年多，这些热热乎乎的

玩笑话里满是“一家人”的情分。

宣讲中，从今年推出的各项助农

发展的利好政策，联系到村庄的发展

前景和机遇，结合驻村入户时对村情

摸底的真实感受，严煜坤将宣讲材料

“掰开揉碎”，像拉家常般把文件里的

“硬道理”讲给大家听。

半上午过去，太阳拨开云彩探出

头来。宣讲现场气氛热烈，乡亲们纷

纷把自家的急难愁盼、所思所想说出

来。“我们就是要通过宣讲把乡亲们的

心思都拢到‘一号文件’精神上来，让

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样的

宣讲才有意义、有分量。”

戈壁滩上的春天姗姗来迟，春寒

料峭中，一缕早行的“春风”让新源村

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也让严煜坤

和驻村工作队员从“驻进村”到“驻进

老百姓心里”的信念更加坚定，脚步更

加坚实。

此前，新源村经历了“村弱民穷”

的漫长过程。在脱贫攻坚时期，随着

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村集体经济、引领

村民走出去务工等各项举措的有效实

施，村里不断拓宽村民增收渠道，村庄

的情况开始顺着一个个好政策搭起的

阶梯向上攀援，不断改善并提高。

随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战略的实施，新源村

真正迎来了“村强民富”的发展春天。

2023 年，村民年人均收入“破天荒”达

到 13000元。

脱贫攻坚让村庄拔出了“穷根”，

但要使村民在乡村振兴的新路上越走

越好，就需要下更大的功夫，花更大的

力气。严煜坤和驻村队员从前任驻村

工作队手中接过“接力棒”，锐意抓牢

跑好新的一棒。

驻村伊始，入农户、听心声、办实

事、真帮扶，严煜坤和驻村队员付出的

“绣花功夫”在全村乡亲生产生活条件

悄 然 发 生 的 更 多 变 化 中 日 益 显 现 出

来。

顺着熟悉的村道，推开熟悉的院

门，严煜坤和驻村队员来到低保户李

成显家中。李成显年近 50 岁，妻子因

病丧失劳动力，出嫁的女儿只能在农

闲时过来探望帮忙，全家除了地里的

收入，就只有夏秋季节李成显采摘枸

杞的收入贴补家用。

为了帮助李成显家稳定收入，严

煜坤和驻村队员隔三差五过来帮忙解

决实际困难，并把他家列为县、镇领导

联点“帮扶户”。与此同时，严煜坤还

鼓励不甘“躺在”帮扶名单上的李成显

干起了手工扎制“大扫把”的生意。都

兰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乔宇，香日德

镇纪委书记瓦慧玲在与李成显家联点

帮扶中，都成了大扫把的“推销员”，李

成显的生意也越做越好。

如 今 ，新 源 村 乡 村 振 兴“ 牧 光 互

补”分布式光伏项目也已产生效益，年

收入达 36 万元左右，村集体经济进一

步“挺直了腰杆”；

2023 年争取的各类项目马上就要

实施，村民们的收入即将登上新的台

阶……

“春风”已起，好政策让村民的日

子越来越好，跟随春天的“风信”，新源

村将再次乘风飞翔。

““风风””从村庄起从村庄起

新源村驻村工作队和联点领导到低保户李成显家进行慰问。
本报记者 苏烽 摄

3月14日，西宁市“城中区图书馆流动书摊”在香
水书院正门口开摊。书院门前小广场设置了文创集
市、流动书摊两个摊位。前来参观的市民及游客不仅
可以现场免费查阅书籍，还可以购买文创产品。据
悉，西宁市城中区图书馆积极探索“流动书摊+”服
务，旨在倡导广大市民，放下手机，每天阅读一小时，
养成阅读的好习惯，激发大家的读书热情，为书香中
区建设打下良好的基础。

本报记者 刘祎 通讯员 中区文旅 摄

西宁城中区：探索“流动书摊＋”服务

（上接第二版）
“最近订单量增加了，大家加把劲

儿！”3 月 16 日一早，董事长闹布才仁就

已经和十几名工人开始在生产线上“打

拼”了。

“隆隆”作响的机器声中，工人们热

火朝天地忙碌着，包装、贴签、留样

质检……每一项工作都有条不紊。

来到牦牛酸奶生产车间，一桶桶白

花花的牦牛奶经过沉淀、过滤、高温灭

菌等多个环节，最终变成一碗碗飘香四

溢的牦牛酸奶。随后，工人们熟练地将

产品打包装箱，送上货车。

标准化的生产流程不仅让牦牛酸

奶口感更佳，也使公司发展充满了底

气。从 2019 年取得国家食品生产许可

证，到 2021 年 5 月获得绿色食品称号，

公司发展足迹从玉树市走向了西宁、昌

都、拉萨等地，今年更是早早打开了北

京、上海的销售渠道。

企业能发展到现在，除了党委政府

的大力支持和关心，也离不开他们的

“领头羊”闹布才仁。

从小在巴塘草原长大的闹布才仁，对

制作牦牛酸奶“情有独钟”。2012年，闹布

才仁看到商机，开始和妻子在家中做起牦

牛酸奶的生意，一桶、两桶……夫妻俩的

生意越做越红火，但因为是小作坊，所以

牦牛酸奶也只能在玉树州“转悠”。

“玉树牦牛酸奶好吃，但就是走不

出去。”这似乎成了制约玉树乳制品发

展的“魔咒”。

2017 年，闹布才仁下定决心要打

破这个“魔咒”，让自己生产的酸奶走出

玉树。于是，他拿出这些年的存款，又

从银行贷款三百万元扩大经营，变身

“正规军”。

很快，一座总建筑面积 3690 平方

米的现代化牦牛酸奶生产车间建成。

从小作坊到大车间，闹布才仁实现了让

牦牛酸奶走出玉树、走出青海的愿望。

如今，闹布才仁抓住玉树打造绿色

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主供区的机会，扛

起企业责任，继续将牦牛酸奶送到更远

的地方。

“今年过年我们就休息了七天，企

业一直处于生产状态，订单多的时候，

我们一天要生产 6 吨左右的产品。”闹

布才仁说。

面对新机遇，闹布才仁一方面扩宽

销售渠道，另一方面不断改良产品。拓

展全国市场，开发无糖酸奶等特产品，

采取“龙头企业+合作社+牧户+市场”

的经营模式，通过企业的带动，引导合

作社及牧户共同致富，让玉树牦牛酸奶

的品牌叫得更响。

“今年，企业实现了‘开门红’，现在

订单一张接着一张，下一步，计划带动

周边 110 多户牧民共同增收。”憧憬未

来，闹布才仁信心满满。

铆足“牛”劲冲刺“开门红”

今年以来，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聚

焦提升新时代共和组织工作质量，实施政

治建设领航行动、基层党建提质行动、干

部队伍赋能行动、人才集聚续航行动、模

范部门增效行动等“五大行动”，打造共和

特色的党建品牌，绘就组织工作“蓝图”。

共和县系统谋划全县组织工作目

标方向和重点任务，研究制定全县组织

工作亮点清单、常规工作清单和十项攻

坚任务清单，健全完善基层党建工作

“逐月安排、季度推进、半年督办”工作

机制，完善政治素质考察“三化”体系。

制定《人才引进工作十条措施》，持续实

施开展“青蓝”帮扶工程、部长科长讲业

务、老兵新兵传帮带、组工业务大练兵

等活动，完善和落实入部培训、任职培

训、定期轮训等制度，推动组工干部“强

筋壮骨”、增长才干。 （共组宣）

共和县：“五大行动”
绘就组织工作“蓝图”

近年来，果洛藏族自治州甘德县不

断强化信息维护、信息审核和信息运

用，充分发挥公务员信息库在干部管理

使用中的基础性作用，激励公务员群体

担当作为、干事创业，助力县域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

甘德县对全县公务员的基本信息

实行全面“体检”，从个人履历、自传和

思想、考核鉴定、学历学位和专业技术

职务（职称）、政审审计、党团材料、表彰

奖励、违规违纪违法情况等 10 个方面，

逐条逐项审核干部档案信息。坚持“有

问题不放过、有遗漏不放过、信息不一

致不放过”，准确掌握全县干部人才数

量、结构、年龄段、文化程度、禀赋特长

等情况，方便制定更为贴切、更接地气

的干部激励措施，切实为基层松绑减

负。 （甘德组）

甘德县：信息化
助推公务员队伍建设

近年来，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着

力提升村级“一把手”能力，以“头雁”带

“群雁”，真正将“想干事、会干事、能干

事”的优秀人才选拔到村干部岗位上，

持续健全工作机制，加强规范管理，搭

建作用平台，带动村干部素质能力全面

提升，激励村干部主动干事创业，在实

践中锻造乡村振兴“主心骨”。

达日县探索建立“党建指导员”制

度，建强机制、强化培训，通过一线历练

培育，使村干部在乡村治理、乡村振兴

等具体工作中逐步成长，持续提升政治

素养、业务能力和实践本领。同时，树

立以事择人、德才兼备的鲜明选人用人

导向，聚焦队伍结构、能力提升、作用发

挥等关键环节，精选“好苗”“壮苗”。坚

持效果导向，评价村干部、评估帮带成

效，将考核结果作为重要依据，真正让

村干部有盼头、有干头。

（达日组）

达日县：多措并举
锻造乡村振兴“主心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