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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债权催收公告

根据下列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请下列各债权的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处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

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公告清单

序号

1
2
3

借款人名称

北京市东升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兴雁企业总公司

北京兴雁企业总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或债权余额）

2008 绿谷企借 00533
（2005）年（借）字（2005020003）号

（2006）年（借）字（2006020067）号

担保人名称

深圳市六龙顺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市怀柔区雁栖镇人民政府

北京鑫聚德实业公司

担保合同编号（或合同签订时间）

2008 绿谷企保 00533
（2005）年（保）字（2005020003）号

（2006）年（保）字（2006020067）号

下述合同对应的债权本金借款人已清偿、利息尚未清偿。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借款人名称

北京市延庆县延庆镇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

北京京东大峡谷旅游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京东大峡谷旅游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京东大峡谷旅游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京东大峡谷旅游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京东大峡谷旅游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市山光宾馆

北京市山光宾馆

北京市山光宾馆

北京市山光宾馆

北京市山光宾馆

北京市山光宾馆

北京市山光宾馆

北京市山光宾馆

北京市山光宾馆

北京兴雁企业总公司

北京市神堂峪自然风景区旅游开发公司

北京兴雁企业总公司

北京市黄坎家具厂

本金余额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利息

1176665.38
417737.94
88235.28
254449.25
32375.00
181896.28
9885.00

177102.03
55103.27
1092.00

13094.40
24988.80
11835.00
60682.15
95727.32
35176.45
48322.48

8674607.13
82808.77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

2020年12月2日

序号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借款人名称

北京市黄坎家具厂

北京市黄坎家具厂

北京市后安岭电站

北京成达信和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西联机电经营公司

北京市西联机电经营公司

平谷县鱼子山第二纸箱厂

北京市金马果品种植基地

北京华夏制衣有限公司

北京强胜兴磨球铸造厂

北京强胜兴磨球铸造厂

北京强胜兴磨球铸造厂

北京市万通兴汽车检测站

北京市通州区建筑集团公司

北京市通州区建筑集团公司

北京市通州区建筑集团公司

北京市通州区建筑集团公司

北京市通州区建筑集团公司

北京市通州区建筑集团公司

北京市兴苑集团公司

北京市兴苑集团公司

北京市兴苑集团公司

北京金陶洁具有限公司

北京金陶洁具有限公司

北京市大兴京花印刷有限公司

北京市大兴京花印刷有限公司

北京市大兴京花印刷有限公司

北京市大兴京花印刷有限公司

北京新盛京宫商贸中心（原名北京京宫食品公司）

康得乐实业公司

康得乐实业公司

康得乐实业公司

康得乐实业公司

本金余额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利息

22808.89
959.83

130502.15
185509.79
707055.46
835631.10
21778.12
22585.36
65220.26
9000.03

20681.50
9152.00

0.00
6940.76

398576.17
108786.12
209800.00
194590.89
96117.44

2116166.37
421902.12

1790468.19
382.04

560324.14
53653.61

45.39
6996.90
81.36
119.63

202424.53
281610.00
381710.25
587107.29

以下供应商：

请于见报一个月内，联系国网河北

省电力有限公司供应商服务中心，提

供接收物资合同货款的银行账号等信

息，如逾期未提供，我中心将对无法支

付的货款按照相关财务制度要求进行

处理。

石家庄驰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厚博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涞水县供电总公司电气安装公司

邯郸市宏海电力电器有限公司

南京中赛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国电盛邦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邢工

电话：0311-66093666
电子邮箱：sjyk_hb@126.com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体育南大街

238号

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供应商服务中心声明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 | 王 斌 杨 虹

11 月 21 日，甘肃省政府批准最

后 8 个贫困县（镇原县、通渭县、岷

县、宕昌县、西和县、礼县、临夏县、

东乡县）脱贫摘帽。至此，甘肃全省

75 个贫困县已全部摘帽退出，困扰

甘肃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

历史性解决。

最后8个贫困县摘帽

甘肃是我国脱贫任务最重的省

份，贫困面积大、贫困人口多、贫困程

度深。甘肃全省共有 75 个贫困县，

其中 58个是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贫困县，17 个是省定插花型贫困

县。党的十八大以来，甘肃省通过

产业政策扶贫、易地搬扶贫迁、兜底

保障等多种扶贫方式，在脱贫攻坚

上迈出坚实步伐，取得决定性成

就。到 2019 年底，有 67 个县陆续摘

帽退出。脱贫攻坚以来，甘肃省委、

省政府始终将这 8 个深度贫困县作

为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在联系领

导、帮扶力量、项目布局、资金安排

等各方面优先倾斜支持。到 2019年
底，8 个县未脱贫人口减少到 10.14
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 3.2%，80%
的贫困村出列；农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达到 7572 元，是 2014 年的 1.7 倍，

年均增长 14%。住房、饮水、义务教

育、基本医疗、产业就业、兜底保障

等“两不愁、三保障”重点领域主要任

务基本完成，为摘帽退出奠定了坚实

基础。

今年以来，甘肃省将 8个未摘帽

县作为全省攻克贫困最后“堡垒”的

重中之重，从攻坚、巩固、提升、兜

底、整改 5 个方面多措并举，强力推

进。8名省级领导督战剩余 8个贫困

县，甘肃省委书记林铎、甘肃省省长

唐仁健、省政协主席欧阳坚带头督战

脱贫难度最大的东乡县、宕昌县和西

和县，省级分管领导牵头督战重点领

域；市州主要领导督战到村，各县主

要领导督战到户、包抓到人。甘肃省

脱贫攻坚领导小组每月调度、跟踪推

进；省直相关行业部门对重点任务、

急难问题旬调度、周调度，及时了解

掌握情况，研究解决突出问题。通过

较真碰硬“督”、凝心聚力“战”，8 个

未摘帽县“两不愁、三保障”的基础更

加坚实，脱贫质量得到进一步提升。

今年 10月中旬，8个县在完成剩

余贫困人口和贫困村脱贫验收、已脱

贫人口和已退出贫困村全面检视工

作的基础上，对照贫困县摘帽验收标

准进行了自评，向所在市州提出摘帽

退出申请。

经过市级初审、省级行业部门单

项验收核查、第三方评估检查、省贫

困县退出验收工作组审议、省脱贫攻

坚领导小组专题会议研究、公示公

告、甘肃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会议审

定等程序，甘肃省政府于 11 月 20 日

研究同意 8个县从贫困县序列退出。

脱贫质量较好 群众认可度高

甘肃省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

任燕顺在近日举办的 2020年甘肃省

贫困县摘帽退出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说，8个贫困县摘帽退出县在省级验

收评估过程中，验收评估人员总结了

两个突出特点：

一是脱贫质量较好。今年摘帽

的 8 个县，虽然都是难中之难、坚中

之坚，但由于攻坚力度大、工作扎实，

脱贫质量超出预期，一些主要指标如

人均纯收入增幅、“三保障”实现程度

超过以往摘帽县。收入方面，2020
年 8 个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人均纯

收入达到 8690 元，是全省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平均收入水平的 101.8%。

“三保障”方面，义务教育辍学现象动

态清零；贫困人口基本医疗保险参

保率、缴费补助率、合规费用报销比

例，全部达标；农村存量危房全部改

造；所有农户消除了饮水不安全现

象；兜底保障政策实现了应保尽保、

应兜尽兜。

二是群众认可度高。群众对脱

贫攻坚成效和脱贫退出的认可度达

到 98.5%，比 2019年摘帽县提升了近

1个百分点，比 2018年摘帽县提升了

近 2个百分点，表示家庭情况明显改

善的受访农户达到 99.3%。无论是

贫困户还是一般农户，对发展特色产

业、支持合作社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帮助提高务工技能、组织外出务工、

增加公益性岗位、实施兜底政策、组

织消费扶贫等方面的工作是充分肯

定的，对驻村工作队、帮扶干部的辛

勤工作充满感激。

任燕顺表示，剩余 8个贫困县摘

帽退出后，甘肃省 75 个贫困县已全

部摘帽退出。这是党中央、国务院亲

切关怀，国家有关部门大力支持的结

果；是甘肃省委、省政府精心谋划、科

学决策，主要领导亲力亲为、强力推

进的结果；是省直各部门和各专责小

组认真履责、狠抓落实、科学调度、协

调推进的结果；是天津、厦门、福州、

青岛四市和中央各定点帮扶单位以

及社会各界无私帮助的结果；更是 8
个县和所属市（州）广大干部群众苦

干实干、艰苦奋斗的结果。

“75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退出，并

不等于脱贫攻坚画上了句号，仍然面

临巩固脱贫成果、提高脱贫质量、防

止返贫的繁重任务。我们将按照省

委、省政府的安排部署，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继续保

持攻坚态势，进一步查缺补漏，做到

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

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不获全胜，

绝不收兵。”任燕顺表示。

甘肃75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

甘肃省宕昌县委宣传部刘国庆甘肃省宕昌县委宣传部刘国庆//供图供图

脱贫摘帽
11月23日，贵州省最后9个县退出贫困序列，贵州省的贫困县实现“清零”。至此，2014年

国务院扶贫办确定的、涉及全国22个省区市的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全国脱贫攻坚目标

任务已经完成。

从 2016 年开始，我国贫困县逐年脱贫，退出数量在 2019 年达到峰值。今年是“十三五”规

划和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收官之年，在脱贫攻坚中相关省市区有哪些亮点和经验？本报记者陆

续发回来自多个地区的脱贫攻坚报道，以飨广大读者。

中国经济导报讯 记者杨虹

吴承坤报道 11 月 23 日，贵州省政

府正式宣布，贵州省紫云自治县、纳

雍县、威宁自治县、赫章县、沿河自治

县、榕江县、从江县、晴隆县、望谟县

9 个深度贫困县正式退出贫困县序

列。至此，贵州省 66 个贫困县全部

实现脱贫摘帽，彻底撕掉了千百年来

绝对贫困的“标签”。

2020年 11月 16~22日，按照国家

贫困县退出有关规定，贵州省扶贫办

就 9 个贫困县拟实现脱贫摘帽向社

会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间未收到任

何异议。

贵州省委副秘书长、省扶贫办主

任李建表示，9个贫困县脱贫摘帽达

到国家贫困县退出标准，退出质量经

得起检验，退出结果得到社会和群众

认可。有几个显著特点：一是脱贫群

众收入有保障。9 个贫困县受访建

档立卡脱贫户人均纯收入平均为

11487.39 元，比 2020 年脱贫标准高

7487.39 元，比全省贫困人口人均纯

收入 9925.38 元高 1562.01 元。二是

贫困群众“两不愁三保障”全面实

现。第三方评估机构在摘帽退出评

估检查中，没有发现有错退和漏评

的，这也是连续三年在贵州省贫困

县退出评估中实现 0 错退和 0 漏

评。三是脱贫摘帽得到社会普遍认

可。评估检查结果显示，9个贫困县

基层干部群众对脱贫摘帽认可度全

部超过 90% ，群众认可度平均为

99.12%（比 2019 年的平均认可度

97.95%，高 1.17 个百分点），为近年

来最高，表明基层干部群众对脱贫

攻坚成效越来越认可。

贵州省曾经是全国贫困人口最

多的省份，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

场，全省 88 个县市区中有 66 个贫困

县。多年来，贵州省坚持以脱贫攻坚

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脱贫攻坚工

作取得决定性成效，全面完成 188万
人易地扶贫搬迁任务。党的十八大

以来，贵州省减少贫困人口 892万余

人，成为全国减贫人数最多的省份。

贵州省委、省政府始终把脱贫攻

坚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工

程，举全省之力狠抓脱贫攻坚。2020
年初，贵州省面对尚存的 9个未摘帽

贫困县和剩余贫困人口 30 余万人，

全力推进脱贫攻坚。贵州省从省级

层面在全国率先出台《脱贫攻坚挂牌

督战工作方案》，启动省市县三级挂

牌督战，集中力量解决好剩余贫困人

口、未摘帽县的脱贫问题。

据介绍，贵州省委、省政府主要

领导率先垂范，既挂帅又出征，多次

深入到纳雍、威宁、赫章、望谟等县最

贫困的乡镇，最边远的村寨，最困难

的农户家中进行暗访、调研、督导，其

他省领导也分别深入挂帮县明察暗

访，既督又战，为贵州省攻克最后堡

垒作出示范。

贵州撕掉千百年绝对贫困“标签”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 | 汪险峰 杨 虹

辽宁省岫岩县清凉山镇老爷庙

村村民朱文林和老伴儿均患有大病，

是清凉山镇的低保户。他们还有一

个儿子和两个正在读书的孙子，一家

五口都靠儿子朱常龙辛勤劳作为生，

生活较为困难。今年4月份，朱常龙

因车祸骨折，丧失了劳动能力，家庭

生活瞬间陷入窘境。清凉山镇党委、

镇政府很快就了解到了他们家的情

况，当即开会研究决定将朱常龙一家

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彻底解决了他

们一家的实际困难。

朱常龙一家是清凉山镇党委、

镇政府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开窗敞

门”做法的直接受益者之一。清凉

山镇党委书记石钰告诉中国经济导

报记者，“开窗敞门”就是要多听、多

看、多走访、多了解镇里百姓的生活

变化，及时发现返贫迹象，马上想办

法给予解决。同时，还要广开门路积

极寻找各方资源，争取各种资金共同

做好脱贫攻坚工作。

同样受益的还有居住在清凉山

镇清凉山村侯卜组的侯岩。侯岩原

本有着一个不算富裕但很温馨的家

庭，但自从丈夫 2017年因患急性脑

出血一病不起后，她的家庭顿时陷

入了困境，面对病卧在床的丈夫和

两个还在上学的孩子，侯岩一度对

生活感到了绝望。清凉山镇党委、

镇政府得知此事后，立即组织帮扶

人员帮助侯岩种植食用菌，并为其

申请了政府扶贫资金。在镇党委、

镇政府帮扶人员以及侯岩的共同努

力下，她种植的 3万段食用菌，当年

年底就给她带来了 6万多元的经济

收入，使她家摆脱了生活拮据的困

境，摘下了贫困的帽子。

输血一时，造血一世。清凉山

镇党委、政府清醒地认识到，发展产

业是实现彻底脱贫的根本之策，为

此，他们主动“敞开门”走出去、请进

来，积极争取各方资源、资金扶持发

展本地产业。

2018 年清凉山镇党委、政府多

方筹措资金 280多万元，分别投给 4
个贫困村，其中在马阳村建设了两

期光伏电站，一期 136 千瓦，二期

239 千瓦，累计产生收益 40 余万

元。如今，清凉山镇的光伏电站已

经成为岫岩县最大的电站，后期发

展潜力强劲。

2018年至今，清凉山镇党委、镇

政府共筹集资金 1500余万元，先后

建设了 50 多栋温室大棚以及多座

冷库，投资 100 余万元建设冷棚。

大棚以出租收取租金的方式出租

给村民，累计收益 120 余万元，受

益范围达 649 户，1250 余人，直接

带动 600 多人就业，村集体产业项

目纯收益的 70%用于贫困户的帮

扶资金，剩余部分用于壮大村集体

经济。

清凉山镇党委、镇政府在扎实

落实好光伏发电入股分红、金融帮

带入股分红政策的基础上，还大力

发展蔬菜、食用菌等优势产业，扶持

大骨鸡、乡村旅游等新兴产业，逐步

形成了以该镇老爷庙村甜瓜产业、

红塔村蔬菜产业、汤沟村食用菌种

植产业等为代表的“一村一品”主导

产业。产业脱贫让贫困户尝到了甜

头，也带动了越来越多的贫困户参

与产业发展，经过不懈努力，目前该

镇小柿子、洋菇娘、中药材等特色种

植产业均已初具规模，这些产业极

大地推动了该镇脱贫攻坚进程。

清凉山镇镇长屈广慧告诉中

国经济导报记者，截至目前，清凉

山镇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727 户

1447人，通过发展生产、政策扶持和

引导就业等工作措施，现已经全部

稳定脱贫，年人均收入达到 5300元
以上。建档立卡户农村合作医疗及

大病保险参保率均为 100%；贫困村

饮用水安全比例达到 100%；实现在

校 贫 困 学 生 资 助 政 策 全 覆 盖

100%；2016~2020 年，全镇新建及

危房改造 508户，投资 1343万元，实

现住房安全保障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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