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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2月3日受权发布《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
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指导“三农”
工作的第12个中央一号文件。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当天就文件精
神进行了全面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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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
司（以下简称：我公司）拥有对大连聚鑫国合建材
有限公司、大连圣都商贸有限公司、大连保税区慧
能公司3户不良债权及大连市金州区三十里堡梨
树沟村委会下属村办企业抵债资产（1600 亩山林
荒地）产权，合计4户不良资产进行组包处置，现予
以公告。债务人名称、截至债权基准日债权本金、
利息、代付费用金额、担保方式、担保人名称及抵
押资产、抵债资产简要情况如下：

1.大连聚鑫国合建材有限公司，债权基准日：
2019年9月20日，债权本金：3000.00万元，债权利
息：148.01万元，垫付费用：20.17万元，担保方式为：
抵押及保证担保，担保人名称：马永乐、顾兆勇、马似
鹏、李薇以及国合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抵押资产情
况为：①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石滩枫洋街8号-
323的别墅，面积472平方米；②大连市西岗区滨海
街9A号非住宅，面积1314.7平方米；③大连市西岗
区滨海街9号非住宅，面积4937.01平方米，西岗区滨
海街4号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3124平方米。

2.大连圣都商贸有限公司，债权基准日：2019
年 9 月 20 日，债权本金：800.00 万元，债权利息：
226.73万元，垫付费用：3.39万元，担保方式为：抵
押担保，担保人名称：大连普湾新区石河鑫润休闲
洗浴中心。抵押资产情况为：大连市金州区石河
南阳小区A区1号，面积2536平方米（房产证号房

权证金字第01062702号，颁证机关为：大连市金州
区村镇建设办公室）。

3.大连保税区慧能公司，债权基准日：2019年
9月20日，债权本金：2807万元，债权利息：9733.27
万元，担保方式为：信用担保。该债权债务人已经
注销，债权未予诉讼并取得判决，存在诉讼时效灭
失的风险。

4. 大连市金州区三十里堡梨树沟村委会下
属村办企业抵债资产（1600 亩山林荒地，无证）。
抵债资产形成过程如下：2007 年 6 月 11 日，大连
市金州区三十里堡农村信用合作社与大连市金
州区三十里堡镇梨树沟村民委员会签署《协议
书》，约定以金州区三十里堡镇梨树沟村北边
1600 亩山林，按每亩 10000 元计 1600 万元，使用
期50年，全部使用费抵偿金州区三十里堡镇梨树
沟村委会及下属企业所欠贷款 1600 万元。2014
年 12 月 30 日，我公司与大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签署编号：大连 2014 转字第 19 号《资产
买卖协议》，收购三十里堡梨树沟村委会下属村
办企业抵债资产，位于大连市金州区三十里堡镇
梨树沟村北边，四至不清，实际面积不足 1600 亩
荒地，目前部分可能被占用，地上存在林木，可能
存在使用用途限制。

交易条件为：要求买受人信誉好，需一次性支
付转让价款并可承担购买不良债权所带来的风

险，交易资金来源合法。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中国境内具有完全民

事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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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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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人及关联企业等利益
相关方不得参与资产的折价购买。

特别说明：本公告内容为资产基本情况的一
般性描述，因此如债务人、债务金额、担保人、抵押
物其他义务人等其他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相关
合同、生效法律文书等为准，请投资人自行调查。
相关利益相关人、投资人、异议人可以联系我分公
司了解调查。

公告有效期限：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20个工作
日，公告期内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

我公司即将更名为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张先生、衣先生
联系电话：0411-83012985、0411-83703879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徐先

生，0411-83012889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

2024年2月4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大连市分公司拥有恒浦（大连）国
际物流有限公司等14户债权，拟进行
整体组包或部分组包或单户处置，债
务人所在地主要为辽宁省大连市、瓦
房店市、鞍山市，现予以公告。

截至基准日，对恒浦（大连）国
际物流有限公司等 14 户债权合计
42941.66万元，其中本金36457.46万
元。部分债权有抵押，抵押物主要
分布在辽宁省大连市、瓦房店市、普
兰店市。

注：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请投
资 者 登 录 华 融 网 站（http://www.
chamc.com.cn/，首页-资产专区-资
产处置公告）查询或与下方联系人
接洽咨询。

基准日后债务人和担保人（从债
务人）应支付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的利息、违
约金等相关费用按相关合同协议及
法律法规的规定计算，上述不良债权
项下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

交 易 条 件 为 ：按 债 权 现 状 交
易。要求买受人信誉良好，交易资
金来源合法，具备一次性或分期足
额付款的能力，并可承担购买债权
所带来的风险。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中国境

内具有完全民事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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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公司工作
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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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相
关地方人民政府或代表本级人民政
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部门或
者持有国有企业债务人国有资本的
集团公司可以对有关不良债权行使
优先购买权。

本公告有效期为自发布日起 20
个工作日，公告期内受理该资产处
置有关异议和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李先生
联系电话：0411-83690997
石先生
联系电话：0411-83703875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

举报电话：徐先生
联系电话：0411-83012889
联系地址：辽宁省大连市西岗

区更新街51号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市分公司
2024年2月4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市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辽宁监管局公告
（2024年第5号）

下列机构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辽宁监管局批准，颁发、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辽宁监管局 2024年2月4日

机构名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东平湖支行

机构编码：B0002S221010174

住所：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东平湖街5号（3门）

邮政编码：110141 电话：024-66883801

发证时间：2024年02月01日 发证原因：设立

设立日期：2024年01月29日 流水号：01102695

机构名称：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浑南支行

机构编码：B0008S221010008

住所：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浑南二路10-2号

邮政编码：110623 电话：024-22970026

发证时间：2024年02月01日 换证原因：机构住所变更

设立日期：2002年06月20日 流水号：01102696

机构名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沈营大街支行

机构编码：B0015S221010002

住所：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华园东路99-38号1门、2门

邮政编码：110179 电话：024-28557589

发证时间：2024年02月01日 设立日期：2004年01月13日

换证原因：迁址、更名 流水号：01102698

新华社北京2月3日电（记者于文静 高敬）
党的十八大以来第12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
号文件3日由新华社受权发布，提出有力有效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路线图”。

这份文件题为《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习运
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全文共六个部分，包括：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提
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提升乡村建设水平、提
升乡村治理水平、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
领导。

文件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不懈
夯实农业基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学习运用

“千万工程”蕴含的发展理念、工作方法和推进机
制，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为新时代新征程“三
农”工作的总抓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因地制宜、
分类施策，循序渐进、久久为功，集中力量抓好办
成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不断取得实质性进
展、阶段性成果。

文件提出，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确保不发生
规模性返贫为底线，以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提
升乡村建设水平、提升乡村治理水平为重点，强化
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强化农民增收举措，打好乡
村全面振兴漂亮仗，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
卷，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
表示，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
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
标，真抓实干做好 2024 年重点工作，不折不扣完
成好既定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取
得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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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3日11时06分，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广东阳江附近海
域使用捷龙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将DRO-L星、智星二号A星、东方
慧眼高分01星、威海壹号01-02星、星时代-18-20星以及NEXSAT-
1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
满成功。 新华社发

海上一箭9星

把学习运用“千万工程”
经验作为重要引领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学习
运用‘千万工程’蕴含的发展理念、工
作方法和推进机制”“把推进乡村全面
振兴作为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
总抓手”“集中力量抓好办成一批群众
可感可及的实事”。

中央农办负责人表示，习近平总
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亲自谋划推动

“千万工程”，从整治农村环境入手，
由点及面，扩容建设，经过 20 多年持
续努力，不仅深刻改变了浙江农村的
整体面貌，也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
出了先行探索和示范引路，各地都可
学可鉴。

“必须看到，我国各地农村情况千
差万别，自然条件、风土人情、发展水
平、工作基础各不相同。学习运用‘千
万工程’经验，要因地制宜，不能生搬
硬套、搞‘一刀切’。”中央农办负责人
说，归根结底要让广大农民在乡村振
兴中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坚决反对
搞形象工程、做表面文章。

这位负责人表示，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重点
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确保不发生规
模性返贫；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提
升乡村建设水平，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强化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强化农民
增收举措。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确
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

去年我国粮食总产量再创新高，
连续9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面对
各种风险挑战和不确定性，如何保障
粮食安全？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突出稳面积、
增单产两手发力的导向，提出确保粮
食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的目标。

中央农办负责人表示，确保国家
粮食安全，关键是调动农民种粮和地
方抓粮积极性。要适当提高小麦最低
收购价，继续实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和稻谷补贴，扩
大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政策
实施范围，让农民种粮有钱挣。全面
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加大对产粮
大县支持力度，探索建立粮食产销区
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让地方抓粮
有动力。同时，把粮食增产的重心放
到大面积提高单产上，实施粮食单产
提升工程，集成推广良田良种良机良
法，推动粮食产能迈上新台阶。以小
农户为基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重
点、社会化服务为支撑，构建现代农业
经营体系，解决“谁来种地”问题。

“要健全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
位一体’保护制度体系。”这位负责人
说，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
为，改革完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适当
提高高标准农田建设中央和省级投资
补助水平，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
有提升。同时，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
观，多渠道拓展食物来源，构建多元化
食物供给体系。

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是推进乡
村全面振兴的底线要求，今年中央一
号文件对此作出了部署。中央农办负
责人表示，要压紧压实防止返贫工作
责任，落实监测帮扶机制，加强跨部门
信息整合共享，进一步提升监测及时
性和帮扶精准性。加强产业和就业帮
扶，强化帮扶产业分类指导，推进防止
返贫就业攻坚行动。加大对重点地区
帮扶支持力度，改善发展条件，增强

“造血”能力，激发内生动力。

提升乡村产业发展、乡
村建设、乡村治理水平

乡村是广大农民群众的家园，
只有营造安居乐业的良好环境，才
能让农民有充足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将“三个提升”

作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点。中央
农办负责人表示，要统筹推进乡村产
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建设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

——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做
好“土特产”文章，坚持产业兴农、质量
兴农、绿色兴农，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
产业。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推动农产品加工业优化升级，推动
农村流通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农林
牧渔并举、产加销贯通、农文旅融合的
现代乡村产业体系。

——提升乡村建设水平。加强村
庄规划编制实效性、可操作性和约束
力，适应乡村人口变化趋势，优化村庄
布局、产业结构、公共服务配置。深入
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完
善农民参与和长效管护机制。统筹农
村供水、道路、能源、信息和住房安全
等建设，推进农村基础设施补短板，完
善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体
系，及时回应群众关切。统筹新型城
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县域城乡
融合发展。

——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健全完
善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
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推进抓党建促
乡村振兴，建好建强农村基层党组
织。持续推进基层减负，优化各类涉
农督查检查考核。加强农村精神文
明建设，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加强乡
村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和创新发
展，持续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加强高
额彩礼、大操大办等突出问题综合治
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建设平安乡村。

强化科技和改革双轮驱
动、强化农民增收举措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强化科技和
改革双轮驱动作出了系统部署。

“要协同推进科技创新和制度
创新，激发农村各类要素潜能和主
体活力，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注入
强劲动能。”中央农办负责人说，要
优化农业科技创新战略布局，支持
重大创新平台建设，加大核心技术
攻关力度，提高农业科技创新体系
整体效能。扭住种子这个要害，加
快推进种业振兴行动，完善联合研
发和应用协作机制。

这位负责人表示，改革是乡村振
兴的重要法宝，要启动实施第二轮土
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
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改革，深化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在坚守底线的前
提下，鼓励各地实践探索和制度创新，
强化改革举措集成增效。

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道一万，
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

“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居民收入
持续较快增长，2023年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为21691元，城乡居民收入
比进一步缩小到2.39∶1。”中央农办负
责人说，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
农民增收促进行动，目的就是巩固农
民持续增收势头，促进共同富裕。

这位负责人表示，要加强农民工
职业技能培训，健全跨区域信息共享
和有组织劳务输出机制，在重点工程
项目和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积
极推广以工代赈。支持农户发展特色
种养、手工作坊、林下经济等经营项
目，完善产业联农带农机制。持续加
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逐步提高
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加强涉农资金项
目监管，把给农民的各项补助补贴补
到位。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
益，鼓励以出租、合作开发、入股经营
等方式盘活利用农村资源资产。

“总而言之，要紧紧围绕增加农民
收入这个中心任务，广辟增收门路，让
农民群众钱袋子越来越鼓、日子越过
越好。”中央农办负责人说。

（新华社北京2月3日电）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取得新成效
——中央农办负责人解读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

新华社记者 于文静 郁琼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