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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奕含 彭 婷

紧盯困难重度残疾人，常态化开展“一

对一”结对帮扶；深入开展残疾人康复示范

社区建设，成功创建 3 个省级多功能残疾人

康复综合服务站；建立困难重度残疾人台

账，提供困难重度残疾人集中照护服务……

自“走基层、找问题、想办法、促发展”活

动开展以来，湘潭市岳塘区认真贯彻落实党

中央和省委、市委、区委关于大兴调查研究

工作部署要求，深入一线调查研究，倾听残

疾群众呼声，扎实落地帮扶政策，持续提升

服务能力，以系列务实之举，着力解决残疾

人所需所急所盼，助推残疾人生活品质提

升。

帮扶上门，精准服务见实效

“有问题、有需求可以直接电话联系我，

我一定尽力做到。”

“我能享受到各种补贴，再加上女儿就业

问题得到解决，真的要感谢你们对我的关心！”

这是岳塘区残联干部与结对帮扶对象

郭海华的一段对话。郭海华因患脊髓空洞

症，肌肉逐渐萎缩，为肢体二级残疾，无生活

自理能力，属于困难重度残疾人。帮扶干部

详细询问其身体状况、家庭收入、政策享受

等情况，耐心倾听他的困难和诉求。

今年 9 月，岳塘区残联结合湘潭市残联

开展的“‘我为残疾人朋友办实事’——常态

化结对帮扶困难重度残疾人”活动，全面摸清

辖区困难重度残疾人底数，联动区、镇（街

道）、村（社区）三级残疾人工作者，动员助残

社会机构、爱心人士广泛参与，通过入户走

访、沟通交流、传递惠残政策、送关爱服务等

方式开展结对帮扶，整合资源力量，延伸帮扶

触角。截至目前，该区共结对帮扶 248人。

此外，岳塘区创新实施困难重度残疾人

分散照护四方协议模式，由镇（街道）、村（社

区）、残疾人、照护人四方签订协议，为残疾

人提供基本生活、照料服务、疾病治疗、居住

环境等方面的保障，并出台《岳塘区困难重

度残疾人分散集中看护补贴方案》，设置激

励措施，确保困难重度残疾人“平日有人看

护”。岳塘区共签订邻里照护 1 人、直系照

护 26 人。

社区康复，公共服务享便捷

10 月 17 日，笔者走进岳塘区岳塘街道

纯冲塘社区多功能残疾人康复综合服务站，

只见室内六大功能区标识清晰，专业康复器

具排列整齐，这个集康复训练、志愿服务、健

康宣讲、图书阅览等功能于一体的康复综合

服务站，让社区残疾居民专业康复训练触手

可及。

“之前都是在户外健身器材锻炼，如今

有了服务站，康复训练更加专业。”岳塘街道

纯冲塘社区居民黄海燕是肢体二级残疾人，

家中没有专业康复器材，日常只能通过走路

的方式锻炼下肢。了解到家门口建起了多

功能残疾人康复综合服务站，黄海燕几乎每

天都来这里开展康复训练。

纯冲塘社区是典型的老龄化社区，辖区

内有持证残疾人 139 人，其中一、二级重度

残疾人 38 人，残疾人康复需求大，但社区原

来的康复综合服务站使用率不高。岳塘区

残联多次前往实地调研，发现原有康复综合

服务站存在场地小、引导标识不明确、群众

知晓度不高等问题。

如何将康复服务资源落到实处，把服务

做进群众心坎里？今年 6 月，在区残联支持

下，纯冲塘引进第三方服务机构进行重新规

划，康复服务站开始扩建场地，设立了功能

分区，建起了管理制度，购买了康复设备，多

功能区一应俱全。康复综合服务站采取公

益化运作模式，设置公益性岗位，聘请残疾

人专职看护场地，依托湘潭市五医院、市六

医院、爱尔眼科医院等多家医疗机构，定期

为残疾人、老年人提供康复服务、义诊服务

和康复知识讲座，9 月份正式开始规范化运

营。

据统计，目前，岳塘区已成功创建省级

多功能残疾人社区康复综合服务站 3 个，市

级镇（街道）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站 3 个，市

级康复工作进社区示范点 6 个，区级“残疾

人之家”20 个。

专业照护，定制化服务有保障

“我爱人来到集中照护服务中心后，饮

食、情绪等都有明显好转。我也有了一份稳

定的工作，整个家庭压力缓解很多。”日前，

在昭山镇岳塘区困难重度残疾人集中照护

服务中心，护工戴志明一边为妻子进行肢体

训练，一边说道。

戴志明的妻子杨维患有脑干海绵状血

管瘤，是一名肢体残疾人，生活无法自理。

患病十年来，她都由丈夫照顾起居。刚入住

岳塘区困难重度残疾人集中照护服务中心

时，由于离开了丈夫的照应，杨维的焦虑情

绪十分严重。发现问题后，该中心提议让戴

志明在中心担任护工，这样既能照顾妻子，

又能兼顾工作，对于这个以打零工为主的家

庭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走进岳塘区困难重度残疾人集中照护

服务中心，映入眼帘的是整洁明亮的房间，

空调、电视、紧急呼叫器等生活设施应有尽

有，康复训练室、文娱活动室、餐厅等功能区

域设置齐全。该中心负责人介绍，依托附近

的湘潭瑞康医院康复经验，中心今年 7 月运

营后，实现了托养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专业

化，残疾对象住得舒心，家属也放心。

“照看一人，拖累一家”，这是困难重度

残疾人家庭的真实写照。照护服务中心重

点对辖区 16 周岁以上、具有岳塘区户籍、低

保等家庭经济困难，且残疾程度为一、二级

的肢体残疾人进行筛查，通过咨询家属意

见、提出托养建议、上门评估条件等流程，对

符合条件的残疾人进行集中托养，对困难重

度残疾人建立台账，制定一人一档照护服

务，定期安排专人体检，提供定制化服务。

在入住费用方面，由财政专项试点经费和照

护对象政府救助补贴资金，以及小部分家庭

个人支出构成，有效缓解了重度残疾人家庭

经济压力，受到社会广泛好评。

幸福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湘潭市岳塘区多举措提升残疾人生活品质

李夏涛 蒲思晓

“秉公办事 为民讨薪”、“保障劳动权

益 维护公民利益”、“讨薪维权暖人心 排忧

解难似亲人”……10 月 16 日，走进新晃侗族

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大

队办公室墙壁上，一面面鲜红的锦旗引人注

目。锦旗的背后，是一个个该县全力维护劳

动者权益的暖心故事。

近年来，新晃侗族自治县以党的二十大

精神为主引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根治欠薪的指示批示精神，把根治欠薪作为

重大政治任务和重要民生工程来抓，以《保障

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为主路线，以欠薪易发

领域为主抓手，以工程建设领域为主阵地，在

全社会范围营造“不敢欠、不能欠、不想欠”的

良好氛围，以安“薪”助力安心，着力建设“全

域安薪县”。

党建引领，“安薪之家”建在劳动一线

在位于新晃前锋工业园的湖南锦程新

侗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厂区，“党建+安薪

园地”的宣传栏矗立在车间大门口旁。

安薪之家亮身份。在宣传栏上，党支部

成员、安薪监督员、企业主管部门、人社部门

相关工作人员的照片及联系电话张贴在显

眼位置。宣传栏还公示出当地最低工资标

准、工资发放日期、工资维权相关信息。

“ 我 们 每 个 月 15 日 前 准 时 发 放 工 资 ，

还为全部工人购买五险，节日还有相关慰

问。”湖南锦程新侗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办

公室主任彭英珍介绍，公司目前有员工近

100 人，严格按照人社部门相关规定，全力

保障工人劳动权益。

车间一线员工姚凤华是该公司 3 名安

薪监督员之一。“我们的主要职责，就是监督

企业日常用工管理工作，看劳动合同签订是

否及时规范，考勤记录是否真实有效，工人

工资是否按月足额支付，企业相关劳动保护

措施是否落实等等。”姚凤华介绍，截至目

前，还未发现公司有违规行为，也未接到一

起工友的相关投诉。

据了解，今年 5 月，新晃出台建设全域

安薪县工作实施方案。突出党建引领，完善

党组织建设，在员工达到 50 人以上，且党员

人数达到 3 人以上的规模企业和工程建设

资金 500 万元以上，且工期在 6 个月以上的

在建项目，需成立临时党支部+安薪之家。

“临时党支部的主要职能是，积极宣传

贯彻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履行教育、管理、监

督党员和组织、宣传、凝聚、服务工人的职

责，广泛开展‘安薪新晃’建设活动，成为保

障农民工工资支付的坚强战斗堡垒。”新晃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洁

介绍。

“严”字当头，体系化夯实全域安薪基础

依法取得劳动报酬，是广大农民工最关

心、最直接，也是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之一，关

系到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

在欠薪易发的工程建设领域，新晃侗族

自治县严格执行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 9 项

制度，营造“不敢欠、不能欠、不想欠”的良好

氛围，全力确保农民工工资发放，让广大农

民工不再烦“薪”忧“酬”。

走进新晃“林院书香”项目部，3 栋高层

建筑已顺利封顶，目前正在开展水电、外墙

漆、防水等工程。

“每月都能够按时领到足额工资，从未

发生过拖欠工资情况，现在没有了后顾之

忧，干活更有劲，生活也更有盼头！”农民工

姚荣法激动地说，这得益于县里严格执行保

障农民工工资支付 9 项制度。

严格执行劳动用工实名管理制度。该

县要求施工总承包单位或分包单位必须依

法与所招用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并进行实

名登记。

严格执行工资专用账户和人工费分账

制度。实行人工费与其他工程款分账管理，

每月拨付人工费金额原则上不低于当月工

程结算量的 15%。

除此之外，该县还严格执行施工总承包

单位代发工资制度；严格执行工程款支付担

保制度；严格执行工资保证金制度；严格执

行垫付和清偿制度；严格执行维权公示制

度；严格执行严禁施工单位垫资建设制度、

严格执行合同管理等 7 项制度，体系化夯实

“全域安薪县”建设基础。

截至目前，新晃全县通过农民工社会保

障卡发放工资的工程项目有 15 个，涉及农

民工 389 人，发放工资金额为 1158 万元。

加强执法，让侵害劳动权益无处遁形

“感谢新晃劳动监察大队帮我讨回了欠

薪！”9 月 28 日，蒲美江来到县人社局劳动监

察大队，送上一面写有“讨薪维权暖人心 排

忧解难似亲人”的锦旗。

蒲美江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租住在晃

州镇桥南社区。2022 年，她在某金融有限公

司做推广员，离职后公司拖欠其工资 4800

元，多次索要未果。

今年 9 月，桥南社区安薪监督员在排查

中，发现了蒲美江被欠薪的线索，第一时间

移交县劳动监察大队。大队长张波亲自协

调处理，多次与该金融公司负责人沟通并开

展法理教育。最终，在 9 月 25 日，蒲美江顺

利拿到被拖欠的 4800 元工资。

建立健全劳动保障监察队伍，让侵害劳

动权益行为无处遁形。新晃落实“三员一专

班”机制，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劳动监

察全覆盖网络。聘请 1258 名党建微网格员

为安薪信息员，聘请 108 名人社协理员或项

目一线农民工为安薪协调员，聘请 28 名农

民工党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乡贤能人为

安薪监督员。同时，由县人社局牵头，从县

公检法司、县总工会等部门抽调精干力量，

组建安薪工作专班，负责处理欠薪投诉、举

报以及争议纠纷。

本地人务工劳动权益有保障，外地人来

新晃务工同样安心。今年 4 月，在新晃务工

的湘西自治州 12 名农民工到新晃劳动监察

大队投诉，称某公司拖欠他们工资约 13.4 万

元。最终在新晃劳动监察大队的努力下，这

12 名农民工顺利拿到工资。

让劳动者安“薪”无忧，新晃着力建设

“全域安薪县”，成效明显。今年 1 月至 9 月，

全 县 处 理 国 家 欠 薪 平 台 转 交 问 题 线 索 14

起，比去年同期下降 72%。为 40 多名农民工

追回欠薪 70 多万元，切实维护了农民工合

法权益。

——新晃侗族自治县着力建设“全域安薪县”

刘杰华 钟屿右 赵志高

“一定要掌握好‘深挖浅种’的

窍门！”10 月 14 日，在靖州太阳坪乡

贯堡渡村中药材种植示范基地，村

民们忙着将培育好的茯苓菌种放

到刨好的土窖里覆土压实，村里林

业科技站技术员忙前忙后指导，一

派热火朝天景象。

“村里设了林科站，技术问题

不用愁。”村民肖志富说，“林科站

的技术员啥都懂，有什么政策上、

技术上的问题，再不用跑到乡里或

县里去问了。”

今年来，靖州在全县 123 个村

（社区、居委会）设置村级林业科技

服 务 站 ，打 通 林 长 制 服 务 群 众 的

“最后一公里”。

服务群众的“贴心站”

“以前办林木采伐证，需要到

乡 镇 和 县 城 跑 好 几 个 转 ，费 时 费

力，现在有林业技术员的帮助，到

镇政府林业窗口一下就办好了。”

前不久，靖州大堡子镇大木村村民

杨中友没花一分钱路费，快速办理

了首份林木采伐许可证，深刻体会

到了“林科站”带来的便利。

“我做了 20 多年的造林和木材

加工，这个小程序真的太方便了，以

前我要跑政务中心和乡镇及林业部

门，现在我足不出户在家里当天就可

以办理成功。”靖州坳上镇戈盈村，林

业科技站技术员手把手教会了村民

覃明国使用“靖州林投”小程序。

在线填完申请采伐的地点、树

种、树龄、面积等信息，一键提交。

没过几分钟，覃明国就接到了林投

公司在后台发来的确认信息。一

顿饭的功夫，技术员赶到山场，经

过现场比对数据库后确认无误，很

快就在后台审核通过了申请，并将

电子版林木采伐许可证推送到了

覃明国的的手机上。覃明国如获至宝，高兴得像个孩子。

办事靠谱的“小林业局”

护林员潘为平家所在的三锹乡菜地村，距离靖州县城

30 公里，全村行政面积 3220 公顷，其中林地面积 3011 公顷，

森林覆盖率达 91.66%。

每天早上，一身迷彩服、一双解放鞋，外加红袖章，手拿

小喇叭的潘为平就会在一眼望不到边的山头和村寨间穿梭

奔忙，一声声注意防火的口号，一遍遍到户发资料，一步步

攀爬山岭瞭望，常年奔忙不息。在村民嘴里，他是森林守护

者，是林区调解员，也是致富带头人。

“每天跋山涉水路途不少于 10 公里，每年磨破底子的

解放鞋就有 5 双。”潘为平同时也是菜地村林业科技站的一

名工作人员，他每天要走 2 万到 3 万步，骑摩托车行程超过

30 公里。每年的 3 月初至五一前后是他最忙的时候，主要

任务是防火，其他时间就是干林业局里的各种活……”

潘为平所说的“各种活”，包括林业方针政策及林业法

律、法规的宣传，配合上级业务部门开展资源调查、档案管

理、造林检查验收、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陆生野生动物疫源

疫病防控、森林保险等工作，为群众办理林木采伐等行政许

可受理、审核和发证工作。

今 年 ，靖 州 创 新 建 立 村 级 林 业 科 技 服 务 站 ，除 了 加

强 对 村 级 林 长 和 护 林 员 的 业 务 培 训 ，提 高 林 地 林 木 管

理 、森 林 防 火 、林 业 有 害 生 物 防 控 、古 树 名 木 保 护 、野 生

动 植 物 保 护 、自 然 保 护 地 管 理 、公 益 林 与 天 然 林 保 护 等

专 业 知 识 和 政 策 水 平 ，还 创 新 增 设 林 业 办 事 模 块 ，提 供

林 木 采 伐 许 可 证 、林 业 法 律 法 规 知 识 涉 林 服 务 ，优 化 办

事流程，提高服务效率，杜绝“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

做到“一次办、就近办、掌上办”。

正如潘为平所说，村里的林业科技站真的就像个“小林

业局”，前来办事的林农都高兴地说：“‘小林业局’又回来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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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来，祁阳市以点带面，大力推进清廉乡村建设不断

走深走实。

浯溪街道小江村把基层党建与清廉乡村建设深度融合，

持续抓好“四议两公开一监督”等制度落实，组建振兴服务工

作组，通过“5+2”机制保障便民服务落地，共落实“帮代办”服

务事项清单 45 项。茅竹镇开展了乡村振兴领域不正之风和

腐败问题专项整治等行动，加强对重点项目、重大资金、重要

环节的监督检查，其中“三湘护农”行动共收缴违规惠农资金

47 万余元。七里桥镇完成丁庙湾、长寿亭、曾家湾村等清廉

村建设，镇纪委开展了 12 次工作作风督查，对工作期间做与

工作无关事的 8 人进行了提醒谈话，对服务群众态度差的 3

人在全镇通报批评。进宝塘镇以清廉乡村建设为契机，建立

源头治理化解信访工作机制，将涉纪信访问题化早化小，被

祁阳市纪委在全市基层推广。 （伍孝雄 毛铁山）

祁阳以点带面推进清廉乡村建设
“本来没抱什么希望了，没想到这么快

就领到了那笔钱，政府帮我们办了件大实

事！”10 月 17 日，资兴市八面山瑶族乡成康

村的李刘辉高兴地说。

原来，资兴市委对该市林业局开展常

规巡察后，及时督促市林业局按照“核准一

批、发放一批”的方式，将 2020 年至 2022 年

天然商品林管护补贴资金、公益林补偿资

金共计 1173 万余元全部兑付到位。这是

资兴市开展“三湘护农”专项行动护航乡村

振兴的一个缩影。

今年来，资兴市聚焦乡村振兴领域，以

查办案件开路，做到有案必查、有风必纠、

有腐必惩，严肃查处群众身边看得见、感受

得到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持续推动“三

湘护农”专项行动走深走实。该市积极发

挥“督导+问责”综合效应，纪委监委、财

政、审计、巡察、自然资源、农业农村、农经

等部门联动，以“三湘护农”专项行动为抓

手，盯紧惠农补贴资金的“钱袋子”、村集体

“三资”的“家底子”、农业耕地保护的“命根

子”、涉农项目资金审批分配的“印把子”，

坚决整治乡村振兴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

题。

截至目前，资兴市共查办“三湘护农”

案件 26 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10 人、问责

处理 19 人，整改清退违规资金 506.67 万余

元。 （廖智慧 王 健 何燕刚）

资兴“三湘护农”走得深走得实
永州市积极打造“永州政务”直播间，

创新政策宣讲、在线解答、诉求回应、咨询

办事等为一体的线上交互式、立体化政务

服务新模式。今年来，已开通医保、公安、

政务服务等专场直播，观看人数达 32 万人

次、点赞量 50 万次。

永 州 市 重 点 围 绕“ 湘 易 办 ”应 用 、户

籍办理、基本医疗、入学就业等群众关切

领 域 和“ 一 件 事 一 次 办 ”等 影 响 力 大 、关

注度高、涉及面广的重大改革，精心策划

主 题 ，举 办 各 类“ 专 题 直 播 ”。 将 利 企 惠

民 政 策 以 案 例 、弹 幕 形 式 与 网 民 在 线 互

动，让政策文字变成鲜活话语，搭建起政

策 和 企 业 群 众 之 间 的“ 云 桥 梁 ”。 同 时 ，

在 直 播 过 程 中 发 起 投 票 ，让 观 众 参 与 选

择 下 期 直 播 主 题 ，实 现“ 点 单 式 ”直 播 服

务。

除政策宣讲外，“永州政务”直播间还

向群众提供在线解答、诉求回应、咨询办

事等线上服务。邀请市直部门、县市区主

要领导在 12345 热线“领导接听日”依托直

播平台开展举办“领导直播”。直播时收

集问题、直播后梳理解决问题，并举一反

三推动政务服务提质。今年来，通过“领

导 接 听 日 ”共 接 听 企 业 群 众 来 电 309 个 ，

其中当场答复 239 件，转办 70 件，现已办

结 66 件。

（于伟东）

永州政务服务搭上直播快车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

南省分公司拥有对湖南省建设物资实业

有限公司等 17 户企业的债权（债权明细

清单请登录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 司 官 网 查 询 ，网 址 www.chamc.com.

cn），拟依法进行公开处置，现予以公告。

债权金额：截至 2023 年 9 月 20 日，湖

南省建设物资实业有限公司等 17 户债

权本金合计人民币 192,466,172.30 元，利

息合计人民币 174,400,049.95 元。如本

金、利息金额与借款合同或借据金额不

一 致 ，以 借 款 合 同 、借 据 、法 院 判 决 为

准。主债务人主要分布在湖南省长沙、

衡阳、娄底、怀化、郴州。

债权担保措施：详 见 债 权 明 细 清

单。（债权明细清单披露的相关担保情况

仅供投资者参考，实际以投资者详细查

阅债权档案资料，并做调查后自行判断

为准）

交易条件为：买受人信誉良好，资金

来源合法合规，可承担购买债权所带来

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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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下人员不得购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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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有效期限：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在公告期内受理投资者报

名和对该资产处置的有关异议和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陈先生、谢先

生 ，联系电话：0731- 84845026、0731-

84845037。

联系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五

一大道 976 号。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

电话：周先生，联系电话 0731-84845036。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分公司

2023年 10月 19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湖 南 分 公 司 拟 对 湖 南 盈 田 农 业 发 展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等 12 户 的 债 权 资 产 包

进行处置。截止 2023 年 9 月 30 日，该

资产包债权总额（公告日前最近一个

结 息 日 的 债 权 本 息 余 额）为 832,257,

986.26 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主要

分 布 在 湖 南 省 长 沙 市 、怀 化 市 、武 冈

市、岳阳市等地区。该资产包的交易

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

具备充足的注册资本、良好的资信证

明 等 条 件 ，但 不 属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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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管理人员以

及 参 与 资 产 处 置 工 作 的 律 师 、会 计

师 、评 估 师 、拍 卖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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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与参与不良债

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

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管

理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属

于 失 信 被 执 行 人 或 失 信 被 执 行 人 的

法 定 代 表 人 、主 要 负 责 人 ；不 属 于 影

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

制人等；不属于标的债权所涉及的债

务 人 和 担 保 人 ；不 属 于 反 恐 、反 洗 钱

黑名单人员；不属于其他依据法律法

规、司法解释或监管机构的规定不得

收购、受让标的资产的主体。

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请

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 www.

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20 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 个工

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

议请与湖南分公司联系。

联系人：方芳

联系电话：0731-84130185

电子邮件：fangfa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

路一段288号金色地标大厦第26-27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

电话：0731-84138788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

电子邮件：tangchengzhi@cinda.com.cn

2023年 10月 19日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

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资产处置公告

让劳动者安“薪”无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