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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爱晚亭餐饮有限公司、陈志伟、
沈虹余、张宝仁、陈志清：

2014年9月5日，三亚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亚
农商银行”）与三亚爱晚亭餐饮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爱晚亭公司”）签订
贷款合同，向爱晚亭公司累计发放贷
款4190万元。陈志伟以其名下房产
为上述贷款提供抵押担保，陈志伟、
张宝仁、沈虹余、陈志清为上述贷款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贷款合同编
号：三农商行阳光支行2014年最高
贷字007号；抵押合同编号：三农商
行阳光支行 2014 年高抵字第 007
号；保证合同编号：三农商行阳光支
行2014年高保字第007-1号；生效

判决文书号：（2021）琼 02 民初 33
号]。

2023年5月9日，三亚农商银行
与三亚三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三星实业公司”）签订《债权转
让协议》，将所持有的上述合法贷款
债权及与之有关的所有从权利转让
给三星实业公司。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由三星实
业公司合法取代三亚农商银行成为上
述贷款债权的合法债权人和担保权利
人，请贵方向三星实业公司履行还款
义务及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三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5月25日

债权转让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批准，颁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简 称：北京银行苏州分行

机构编码：B0107L23205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870450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按照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上级行在银

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业务范围内授权的其他

业务。

批准日期：2023年5月19日

机构住所：江苏省苏州市苏州工业园区万盛街28号

邮政编码：215127

电 话：0512-62707010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

发证日期：2023年5月22日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以上相关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cbirc.gov.cn)上查询。

“有了梅清和他的救火队，我们睡
觉都觉得特别安稳！”提起义务消防员
缪梅清，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五秦村村
民无不竖起大拇指。

缪梅清脱下起火冒烟的防护服跳
入河中、抱起即将爆炸的煤气罐冲出危
房、在大火中疏散人群的“浴火形象”，
也深深地印在了当地村民的脑海中。

岁月静好，是因为有勇士负重前
行。据介绍，现年74岁的缪梅清，从
1971年至今，52年来共参加义务救火
数千场次，抢救大量群众财产，曾被评
为“全国首批优秀社区消防宣传大使”

“第五届全国119消防先进个人”“江苏
好人”等，“缪家军”义务消防志愿服务

项目，获第三届江苏志交会优秀奖。

冲锋陷阵只争先，生死角力
终不悔

有人问缪梅清：“救火很危险，您不
害怕吗？”

“在一般情况下，我是顾不上害怕
的，但也有个别救火场面，确实让人感
到后怕。”缪梅清回答道。在一次扑灭
村民家火灾的行动中，缪梅清面临着极
大的煤气罐爆炸风险。该户村民当时
将着火的煤气罐放倒后往外推，烧得通
红的气罐阀门随时有可能被炸飞。此
时，常规的竖罐、关阀、熄火等操作已不
可行，缪梅清只好抱起即将爆炸的煤气

罐往河边猛冲，最后跳进河里、沉到水
底才把火灭掉，现场极为惊险。

据了解，当地消防部门为缪梅清配
备了两台消防吉普车，还有防火服、氧
气罐等专业设备，但在面临多种类型火
灾时，扑救工作仍然有很大风险。有一
次，一家工厂的化学药品发生爆炸，现
场火势很猛、浓烟滚滚。为了救助身陷
其中的工作人员，缪梅清穿上防火服、
背上氧气罐就往里冲。“当时消防队还
没赶到现场，化学药品着火不能用水
喷，我们救人又不能延误，可以说是大
烟熏、大火烤，随时都有可能丢掉性
命。”缪梅清说，此次救火后，他们有一
个月时间都没有摆脱心理阴影，晚上睡

觉时还会惊醒。
据粗略统计，缪梅清平均每年参加

七八十次救火，每个月都有好几次，没
有一天放松警惕。“不少人认为，农村地
区地广人稀，火灾不会太多，危害也不
会太大，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有一天我
就参加了5次救火行动。”缪梅清表示，
作为志愿者参加救火行动，可以在当地
消防队到来前及时行动，大幅减少村民
的财产损失和保护其生命安全。

义务救火数千场，皆因责任
重千钧

有人问缪梅清：“您现在年纪这么
大了，为什么还在与火神‘死杠’？”也有

人好心相劝：“您不如早点‘退休’，学学
别的老人，打打牌、跳跳舞，岂不优哉游
哉？”……

“其实，救火不仅仅是一种责任，也
能让我获得成就感。”缪梅清表示，只要
他还能走得动，就不会“退休”。

据了解，缪梅清的爷爷、父亲都曾
是村里的义务救火员，这家人为十里八
乡提供此项服务持续了100多年，深受
当地村民敬重。“小时候，每当有火情
时，我就跟在父亲后面跑，亲眼看着他
们用木质水龙头喷水灭火。”缪梅清说，
因受家庭影响，他从小就立志当一名义
务消防员，要像长辈一样抢险救灾、为
民服务。50多年来，缪梅清始终牢记沿

袭百年的“缪家爱救火，一代传一代”家
训，义务救火超千场，成功扑灭火灾850
多起，减少群众财产损失900余万元。

如今，缪梅清与几位堂兄弟组成了
“缪家军”，仍然活跃在救火现场。由于
小时候受过伤，缪梅清的左腿留下残
疾，再加上多年救火多次受伤，走起路
来一瘸一拐的，他被大家亲切地称为

“跛脚拼命三郎”。
“我们这支救火团队日益老化，年

龄都在60岁以上，再拼命也有点力不
从心的感觉。”缪梅清说，目前他们已经
培养了两名50多岁的接班人，正在加
紧吸收新人入列。

苏楠

救火护村半世纪 勇担责任受敬重
——记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五秦村义务消防员缪梅清

高温干旱、风灾暴雨、洪水山火……今年以
来，极端天气频繁肆虐全球多地。如何加强气
象预警服务、尽可能降低极端天气带来的危害，
是人类迫在眉睫的任务，也是近日在瑞士日内
瓦开幕的第19届世界气象大会的重点议题。

极端天气不断

东南亚和南亚地区近来出现高温天气。
越南6日气温高达44.1摄氏度，创下该国最
高纪录。泰国气象部门4月数据显示，北部
的达府当月最高气温为44.6摄氏度。缅甸
东部一城镇近日气温一度达到43.8摄氏度，
为当地10年来最高。

连日来，印度多地遭遇热浪侵袭。21日，
包括首都新德里在内的北部地区最高气温达
到或超过45摄氏度。孟加拉国首都达卡近日
气温刷新上世纪60年代以来最高纪录。

西班牙国家气象部门数据显示，该国4
月的干旱及炎热程度达到了1961年以来的
最高水平，4月平均气温比往年同期高3摄氏
度，但降水量仅为往年同期五分之一。

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本月16
日和17日遭遇暴雨，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
数万人被疏散。

加拿大西部今年遭遇寒春，但紧接着迎
来反常高温，部分地区气温较本月初平均气
温高出10至15摄氏度，为野火创造条件。

美国加州去年12月下旬至今年3月下
旬持续遭遇历史性雨雪风暴灾害，导致洪水
泛滥，道路和房屋被淹，数百万人断电。

气候变化影响严峻

就在第19届世界气象大会22日开幕当
天，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统计报告显示，
1970年至2021年间，全球各地报告的极端天
气、气候和水相关事件引发的灾害达11778
起，导致超过200万人死亡，经济损失高达4.3
万亿美元。

英国《柳叶刀》杂志4月刊登的一篇报告中
指出，气候变化已经严重影响南美洲民众健
康。过去20年来，南美洲的高温天气更加频繁
和强烈。自2000年以来，南美地区65岁以上
人群因高温死亡的数字持续呈上升趋势。

世界卫生组织去年11月透露，欧洲当年
至少1.5万人死于高温天气。世卫组织欧洲
区域办事处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欧洲去年经
历有记录以来最热夏季，中暑成为该区域天
气相关死亡的主要原因。

世卫组织负责环境、气候变化和健康事务
的官员玛丽亚·内拉曾说，热浪叠加严重污染，
会加剧人们患呼吸道和心血管等疾病风险。

除人员伤亡外，极端天气还对农业造成
重大影响。2022年因为高温干旱，法国全国
马铃薯生产者联盟统计，全国马铃薯产量减
少近150万吨，相关损失达2.5亿欧元。

气象预警有效减灾

面对日益频繁且危害巨大的极端天气，加
强气象预警被证明是减少危害的有效手段。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塔拉斯在本届世界
气象大会开幕式上表示，早期预警可以挽救
生命，“气象预警和灾害管理使灾难性的死亡
率成为历史”。

世界气象组织指出，过去半个世纪里，改
进早期预警和协调灾害管理使气象灾害导致
的伤亡人数明显下降。

缅甸曾在2008年5月初遭遇强热带气
旋“纳尔吉斯”，至少13.8万人死亡。近日，
热带气旋“穆查”导致缅甸受灾严重，但因为
当局建立早期预警和灾害管理，伤亡人数较

“纳尔吉斯”大幅减少。据缅甸国家管理委员
会19日发布的消息，“穆查”在缅甸造成的死
亡人数为140多人。

缅甸气象和水文局发言人觉伦乌告诉新
华社记者，在“穆查”未形成低气压前，他们就
做好了预判和应急预案，并通过社交媒体等
途径向民众实时发布风暴预警；在“穆查”登
陆缅甸前，相关部门和社会组织共同帮助民
众撤离危险地带，在多地设置避难所，安排救
援队和载有食物等物资的救援车。

世界气象大会每4年召开一次，是世界
气象组织的最高决策机构。本届大会为期
12天，主要任务是通过世界气象组织2024-
2027年战略计划，推动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
倡议在全球气象领域落实。

（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

高温干旱、风灾暴雨、洪水山火……极端天气频现

这届世界气象大会任务有点急迫

世界气象组织近日发布的
一项报告显示，受温室气体排
放和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未来
五年全球气温可能创新高。

根据这份名为《全球年际
至 十 年 际 气 候 最 近 通 报
（2023-2027）》的报告，预计
2023至2027年间每年全球近
地表平均温度将比 1850 至
1900年（工业化前）平均值高
1.1至1.8摄氏度。

报告显示，2022年全球平
均气温比1850至1900年平均
值高约1.15摄氏度。受即将
到来的厄尔尼诺现象影响，
2024 年全球将出现气温升
高。报告预测，2023至 2027
年这五年内至少有一年会打破
2016年创下的高温纪录，这一
概率达到98%；未来这五年气
温平均值高于过去五年的概率
也是98%。世界气象组织数
据显示，2016年是有记录以来

最热的一年。
领导编写这项报告的英国

气象局专家莱昂·赫曼森说：
“预计全球平均气温将继续上
升，我们所习惯的气候将离我
们越来越远。”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彼得
里·塔拉斯说，“预计未来几个月
将出现导致全球变暖的厄尔尼
诺现象，这将与人类活动引起的
气候变化相结合，将全球气温推
向未知领域，对健康、食品安全、
水资源管理和环境产生深远影
响。我们需要做好准备。”

厄尔尼诺现象是一种自
然发生的气候模式，与热带太
平洋中部和东部的海洋表面
温度变暖有关。它平均每 2
至7年发生一次，通常持续9
至12个月。厄尔尼诺现象会
引发各地天气变化，例如通常
干旱少雨的地区可能发生洪
涝，多雨地区可能出现干旱。

未来五年全球气温可能创新高

世界气象组织22日发布
的最新统计报告显示，1970年
至2021年间，全球各地报告的
极端天气、气候和水相关事件
引发的灾害达11778起，导致
超过200万人死亡，经济损失
高达4.3万亿美元。

不过，报告也提到，在过去
半个世纪里，得益于气象预警改
进和灾害管理协调，气象灾害导
致的伤亡人数已大幅削减。全
世界报告的死亡人数90%以上
发生在发展中国家。

数 据 显 示 ，2020 年 和
2021年，全球有记录的灾害死
亡人数共22608人，相较于前
十年的年均数进一步下降。

在亚洲，1970 年至 2021
年间，由天气、气候和水等极端
事件引发的灾害有3612起，造

成984263人死亡，热带气旋是
造成死亡的主要原因。

从经济损失来看，在此期
间全球因天气、气候和水相关
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总额中，
超过60%由发达经济体报告，
仅美国的损失就高达1.7万亿
美元，占51年里全球气象灾害
经济损失的39%。最不发达国
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相对于
其经济规模而言，遭受了不成
比例的高额经济损失。

“不幸的是，最脆弱的社区
首当其冲受到与天气、气候和
水相关危害的影响。”世界气象
组织秘书长彼得里·塔拉斯在
新闻公报中说，多亏有了气象
预警和灾害管理，那种灾难级
的灾害死亡率现已成为历史。

（综合新华社电）

过去半个世纪气象灾害

导致超200万人死亡

□ 新华社记者 郑汉根 叶书宏

七国集团（G7）峰会日前在日本广岛结束，
台面上大秀团结却难掩日渐离心的趋势。美国
一贯的霸道任性与自私自利越来越难以让这个
代表旧秩序的政治集团形成统一的意志。越来
越多的国家也逐渐明白：美国正试图将七国集
团打造成遏制他国的地缘政治工具，而美国在
企图遏制别国发展的同时也在“收割”着六国的
未来。

广岛峰会期间，面对六国盟友，美国尽显种
种霸道做派：美国总统直接经由美军驻日基地
进出日本；美方安保人员及警犬对车辆进行检
查甚至连日本警察也被列为检查对象；筹备许
久的日程，美国说改就改；会议讨论前，美高官
都会制造舆论为会议定调，会议还没结束白宫
就把早就准备好的联合声明贴到了网上……种
种事实表明，美国甚至不屑于对其他六国盟友
表现出起码的尊重。

真正拉开“1”和“6”之间距离的并非只有美
国的霸道。明眼人都知道，美国当前自身发展
面临很大问题，已不再是冷战刚结束时那个“风
光无限”的美国了，只是比以前更加自私自利。
事实上，美国的自私专横早已引发了七国集团
内部难以化解的矛盾。特别是欧洲国家，曾多
次领教美国的霸道做派及其政策的自私多变：
从法国手中抢走数百亿美元核潜艇订单；出台

《通胀削减法案》损害盟友经济利益；利用乌克
兰危机加紧对欧洲的掌控，并利用危机在欧洲
大发能源财、军火财……为一己私利，美国背后
捅刀当面打脸，巧取豪夺、欺压盟友的花样层出
不穷。

为了维护霸权地位，美国一贯利用挑动对
抗、制造危机的手法，尤其是在欧洲大陆制造分
裂和对抗，直接导致俄乌冲突爆发。如今美国
又利用这一危机胁迫欧洲国家选边站队，要求
欧洲国家配合其遏制中国、打压中国发展的霸
权政策。此次峰会，日本作为东道国，为了借七
国集团之势在亚太谋求霸权，不惜引狼入室，在
议程上极力追随、配合美国，将矛头直指中俄。
正是在美日的操弄下，七国集团日益成为破坏
世界发展与安全的消极力量。

然而，美国通过操弄“集团政治”打压异己
的做法，正面临全球化时代各国利益多元、深度
交融的挑战。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意识到，盲
目地选边站队美国只会搭上自己的未来。在关
系到自己切身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的事情上，越来越多的国家不愿给美
国当枪使甚至沦为美国的附庸。德国之声报道说，美国呼吁G7国家采取
更强硬的对华立场，但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强调G7不是“反华联盟”，并
提出降低经济风险并不意味着切断与中国的联系。美联社报道指出，与
中国的经济关系以及在全球问题上的合作使G7国家对华立场复杂化。

如今的美国，看似强大实则力有不逮，要维持全球霸权，只好试图依
靠“团团伙伙”拉一派压一派，利用和制造各种矛盾对各国分而治之，七国
集团就是美国以此策略掌控世界秩序、收割整个世界的重要工具。然而，
时代潮流浩浩汤汤，世界多极化趋势不断发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广大发展
中国家不断崛起，国际社会对建立平等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的呼声
更加响亮，七国集团这种封闭的“小圈子”、这种由少数富有国家掌控世界
的旧秩序显得越发过时和腐朽。正如阿联酋《海湾新闻报》题为《为什么
过时的七国集团不再重要》的文章所说，以所谓“正邪对立”蛊惑人心的公
式早已失效，七国集团已经成为走过场的合影秀。

美国企图继续利用七国集团号令世界、维护霸权，其盟友也越发与
其离心离德。七国集团，既没有推动世界进步的动机，也没有协调一致
的行动能力，更难以与“被胁迫者”形成统一的意志。一个离心力越来
越大的七国集团，一个正当性不断缺失的七国集团，只能叫做“1+6国集
团”（“G1+6”）。

（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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