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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拍 卖 公 告卖 公 告
受大连海事法院的委托，辽宁嘉诚拍卖有限公司将于

2014年9月11日上午10时依法对安琪航运有限公司所有的停
泊在大连港第十九港区的柬埔寨籍船舶“安琪”轮进行第二次
公开拍卖。

展示时间：2014 年 8 月 12 日—— 2014 年 9 月 3 日
（节假日除外）

展示地点：大连港第十九港区
拍卖地点：大连海事法院一楼审判庭
拍卖委员会：周恩远、高良涛、姚恩长
拍卖理由：大连海事法院（2014）大海执字第146-156号执

行裁定书
有竞买者请于2014年9月10日15时前持有效证件到大连

海事法院 708房间交纳保证金 6万元（支票以到账为准，户名：
大连海事法院 开户行：建设银行大连中山支行，账号：2120
1501 2000 5301 7820）。交付保证金后，请于2014年9月10日
17时前持保证金收据到本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凡与该船舶有关的债权人、优先权人、优先购买权人、抵押
权人等利害关系人，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向本院申请债权登
记。逾期不登记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权
利。请本案的双方当事人、船舶优先权人、抵押权人、船舶所有
人等相关权利人和利害关系人于拍卖日到场或参加竞买。

本次拍卖信息可登陆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查询。
拍 卖 公 司 联 系 人 ：陈 女 士 联 系 电 话 0411-84301785

13332209222高先生
法院联系人：周恩远 联系电话0411-82759896
船舶相关信息：“安琪”轮，钢质散货船，总吨位1253吨，载

重量1638.314吨，主机功率1400HP，建造地点：日本，完工日期
1985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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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樵山，素有“南粤名山”和“理学名山”之美誉，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国家森林公园、国
家地质公园。这里历来以钟灵毓秀的自然景观和博大精深的人文景观著称，融山水人文、南狮文化与佛、道、儒三教文化于
一体。自明清以来，文人雅士，欣然而往，在山中留下众多的文化古迹和墨宝。湛甘泉、方献夫、霍韬、陈白沙、李子长、朱次
琦、康有为、林则徐、梁启超等著名文人墨客也曾慕名而来。“西樵山文化”更被考古学家称为“珠江文明的灯塔”。

西樵镇——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岭南魅力名镇，地处广府文化的核心地带。这里，文化资源丰富，人文底蕴深厚；这里，
是一片岭南水乡福地，汇聚了岭南文化八宝——南学、南文、南道、南佛、南拳、南狮、南艺、南纱；这里，自古是“桑基鱼塘”的
农耕地，盛产丝绸，素有“广纱甲天下、丝绸誉神州”之美名；这里，是一座思想的高地，孕育了康有为、陈启沅、詹天佑、黄飞
鸿、黄君璧、冼玉清等时贤俊杰。

听音湖片区位于西樵山下西侧，按照“山上观音，山下听音”的发展理念，将打造成为观音文化、岭南文化、寻根文化
展示区和体验地，规划总面积为3.7平方公里，是佛山市南海区西部发展的重点项目之一，是构建“岭南文旅RBD”的核心
区域，同时是首个国家旅游产业集聚（实验）区的重要载体。以南海樵山文化中心为核心，以有为馆、飞鸿馆、听音广场等
景点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旅游区，使之成为南海乃至珠三角的文化地标。听音湖片区，设置有“听音八景”，包括“南海梵
音、故里寻源、岭南玉阁、叠泉织锦、樵山瀑影、云影琼楼、翰墨留香、荷苑飞鸿”。

西樵山牌坊位于樵山大道入口，是西樵山的西大门，也是听音湖片区的主入口。西樵山西门牌坊、樵山大道、听音
湖广场、听音湖、奎光楼、云泉仙馆与山上61.9米高的南海观音坐像形成一条中轴线。听音湖片区位于南海观音的左耳
下方，因此而得名。西樵山西门牌坊总体风格与奎光楼统一，整体建筑为仿明清飞檐式风格，集中体现了中国南方古典
建筑的特色，是集自然景观与历史文化完美结合的典型建筑。

为弘扬西樵山文化，增强“文翰樵山最岭南”之文化品位与内涵，特举办西樵山牌坊楹联征集活动。

一一、、组织机构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广东楹联学会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
承办单位：佛山市南海区西樵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

员会文化旅游促进局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宣传文体办公室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文化站
佛山市南海区樵山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二二、、评委会评委会
由主办单位邀请国家及广东省楹联名家组成评委

会，并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认真评选出获奖作
品。凡与评审有关人员不得参赛。

三三、、参赛及作品要求参赛及作品要求
①、作品以西樵山景观之美、人文历史为载体，体现

西樵山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特色的地域文化、民风民
俗。体现听音湖片区的观音文化、岭南文化、寻根文化，
突显听音湖作为南海乃至珠三角的文化地标。为西樵山
牌坊创作楹联。②、参赛作品要符合《联律通则》，作品使
用新旧声皆可，但同一联中新旧声不得混用。作品单比
规定为 15字（不含标点符号）。③、作品应是本人原创作
品，不得抄袭、剽窃，否则，责任自负。若发现抄袭、剽窃
作品，则取消参评与获奖资格。④、每人投稿作品数量不
超过三副。只准一次投稿，不得化名重复投稿。不收参
赛费，不退稿。⑤、三等奖及以上奖项每人限获一项奖，
不重复获奖;优秀奖可重复获奖。⑥、参赛作品在评审结
果公告之前，请不要在网上和刊物上登载，如有发现，则
拒绝收录和评奖，以保证评审的公正性。⑦、征联主办单
位对获奖作品拥有使用权、出版权与最终解释权，不另付
稿费。如果评委会认为所有参赛作品中的最优作品仍未

能达到特等奖应有的水平，则特等奖将会空缺。主办单
位对本次征联拥有最终解释权。凡参赛者均视为知晓同
意并遵守以上要求规定事项。

⑧、创作的相关素材资料可登陆以下网站了解：
西樵公众服务网（http://www.xiqiao.gov.cn/）

西樵山风景名胜区（http://www.xiqiaoshantour.com/）
西樵旅游网(http://www.xiqiaolvyou.com/)。
四四、、奖项及奖金设置奖项及奖金设置（（奖金为税前金额奖金为税前金额））
特等奖一名：奖金人民币50000元及证书；
一等奖一名：奖金人民币18000元及证书；

二等奖二名：各奖奖金人民币10000元及证书；
三等奖三名：各奖奖金人民币6000元及证书；
优秀奖二十名：各奖奖金人民币2000元及证书。
评选结果将在：
广东楹联学会（http://www.gdylxh.com/）
西樵公众服务网（http://www.xiqiao.gov.cn/）
西樵旅游网（http://www.xiqiaolvyou.com/）
西樵山风景名胜区（http://www.xiqiaoshantour.com/）
等网络媒体上公布。
五五、、作品用途作品用途：：
主办单位将精选获奖作品镌刻或设置在樵山大道西

樵山牌坊或周边景区，具体镌刻或设置的作品、时间、地
点将由主办单位决定。

六六、、征集时间征集时间：：
即日起至2014年9月15日止。
七七、、投稿方式投稿方式：：
本次征联将采用电子邮箱和邮寄两种方式投稿，两

种方式只能选择其中一种，不得重复投稿。电子邮箱投
稿和邮寄投稿均要注明作者真实姓名、身份证号码、有效
通信地址、邮编、联系电话（注明区号）和手机号码。

1、电子邮箱投稿：xqwhz@163.com，邮件标题请注明
“西樵山牌坊征联”，内容请以WORD文档附件形式投稿。

2、邮寄投稿：参赛作品可用 A4 纸打印或用稿纸书
写，要求字体工整。

邮寄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文明路四号
西樵镇文化站，在信封左下角写明“西樵山牌坊征
联”。主办单位收取邮寄稿件的截止时间为2014年 9
月15日。 邮编：528211

联系电话：0757—86886264 联系人：冼发胜

责编：杨子岩 邮箱：guojihwb@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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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全世界都在关注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时，一种名
为埃博拉的病毒于数月前悄无声息地袭击了西非大陆，并
在近日给人们敲响了警钟。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西非埃博拉病毒
爆发所导致的死亡病例已攀升至826人，几乎是上一次最
糟糕疫情死亡人数的两倍。如今，世界的目光开始聚集西
非，而这场病毒之战的序幕却似乎刚刚拉起。

疫情蔓延 触目惊心

埃博拉病毒是迄今发现致死率最高的病毒之一，其导
致的埃博拉出血热致死率高达50%到90%，且目前尚无有
效治疗方法。该病毒的传播速度很快，且感染性非常强，
病人的血液、体液、分泌物都可能带有毒素，一旦接触就
有被传染的危险。

今年2月，新的一轮埃博拉疫情出现在几内亚，并在
短短数月内席卷了塞拉利昂、利比里亚等国家。不论是感
染病例数量、死亡人数，还是受影响地区范围，此次爆发
的疫情都达到了该病毒被发现以来的最大规模。

肆虐的病毒不仅给西非多国的上空笼上一层阴霾，也

牵动了全世界的心弦。
本月2日，一名在西非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的美国医生

回到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医院进行隔离治疗，引起了美国
公众的恐慌。菲律宾卫生部发言人林登·徐也在近日表
示，有7名从塞拉利昂返回菲律宾的海外劳工疑似感染埃
博拉病毒，目前正接受隔离观察。此外，还有报道指出，
从非洲走私进入英国的非法肉类食品中，也可能包括附有
埃博拉病毒的野味，并已在市面发售。

应对不足 人心惶惶

事实上，这并不是“死神”埃博拉第一次将镰刀挥向
西非。

早在 1976 年爆发的首轮疫情中，这位“死神”就血
洗了数十个村庄。然而时间已经过去 38 年，在科学、医
疗飞速发展的今天，埃博拉为何还能如此猖狂？

一方面，西非地区医疗服务落后，基础设施不足。有
调查机构发现，除了国内最大的城市，在几内亚和塞拉利
昂的其他地区，国民几乎无法及时到医院就诊。无国界医
生组织的流行病学家卡密林妮·卡拉赫内也表示，疫情在

医疗条件较差的地方更容易传播。
此外，西非当地的一些传统习俗也不利于防控埃博拉

病毒的传播。有报道称，西非部分居民有为逝者守灵、擦
洗、拥抱等风俗。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负责人路易·萨姆
博也曾在本月2日表示，当前埃博拉疫情在西非蔓延与该
地区一些根深蒂固的风俗习惯有关，这些习俗往往与科学
防疫相抵触。

防控之战 同心戮力

由于截至目前并没有出现获准使用的埃博拉疫苗，也
没有任何特效药可以治疗埃博拉出血热，所以仍有很多人
对它谈虎色变。对此，西非各国很早就采取了防控措
施。

塞拉利昂总统科罗马7月底曾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以应对最为严峻的埃博拉疫情的爆发，并召集安全部队对
这一致命性病毒的重灾区进行隔离检疫。利比里亚总统也
宣布关闭“所有学校”以及“边界地区的所有市场”。

但是，想要战胜病毒，仅凭当地政府的力量是远远不
够的，更需要全世界伸出援助之手。

8月 1日，世界卫生组织代表和处在疫情重灾区的西
非地区国家首脑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召开会议，准备启
动一项1亿美元的紧急应对埃博拉计划。世界卫生组织总
干事陈冯富珍也在当天发表讲话，呼吁国际社会与各国政
府为抗击西非地区埃博拉疫情提供全力支持。

西非的疫情牵动着所有人的心，而这场与“死神”争
命的战役才刚刚打响。只有世界各国齐心协力，才能尽早
控制住疫情，挽救更多人的性命。

在1994年成立时，WTO（世界贸易组织）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完整的、更具有活力的和永
久性的多边贸易体制。在多哈回合谈判停滞多年之后，这个目标看似已经遥不可及。越来越
多的国家转向双边或区域协定的谈判。巴厘岛一揽子协议曾带来让世界重回WTO轨道的希
望，但贸易便利化协议的失败让这种希望破灭。

WTOWTO受困受困：：
全球化还有戏吗全球化还有戏吗？？

本报记者 杨子岩

埃博拉病毒扯动世界
王雯婷

功亏一篑的协议

WTO距一个里程碑式的协议原本只差1公里，这一
协议旨在减少全球跨境贸易中的繁文缛节。该协议的挫
败立刻引发全球商业团体的担忧，而这一挫败距离WTO
成员国在巴厘岛达成该协议只有7个月。

原定于 7 月 31 日在日内瓦签署的 WTO 《贸易便利
化协议》 因印度、古巴、玻利维亚、阿根廷、南非等国
的反对搁浅。

去年 12 月 7 日，在 WTO 第 9 届部长级会议闭幕式
上，WTO总干事、巴西人阿泽维多潸然泪下。这是苦尽
甜来的泪水。在 WTO 成立 19 年来，从未达成任何协
议。2001年开始的多哈回合谈判，也自 2008年以来处于
停滞。在那次会议上，“巴厘岛一揽子协定”把“世界拉

回到WTO轨道”。
“一揽子协定”共有 10 个文件，主要涉及贸易便利

化、农业与棉花以及发展议题。其中，贸易便利化决议
是旨在削减通关成本和提高通关速度和效率的多边协
定，具有法律约束力，被视为WTO建立以来最重大的改
革之一。

有国际机构就“一揽子协定”的内容进行了测算，称协
定的实施将为世界贸易带来近 1万亿美元的增长，并能够
创造2100万个就业岗位。如今，全球贸易总量约为18万亿
美元。贸易便利化协定的实施，可以促进发展中国家出口
每年增长14%、发达国家增长10%左右。

然而，这个被称为最“容易摘取的果实”却遇到了
挑战：以印度为主的几个此前已承诺将通过 《贸易便利
化协议》 的成员此次突然表示反对。印度表示，应该延
长时间来继续进行谈判。外界分析，围绕粮食补贴所产

生的分歧是谈判搁浅的
重要因素。

多边体制的困境

印度等国的反应在意料之中。因为农业一
直是多哈回合谈判受阻的核心问题。发展中国家要求
美国和欧盟削减农业补贴，但美国和欧盟则要求新兴经济
体开放市场。

近十年来，印度以及“33 国集团”中的其他一些发
展中国家一直在推动修订 WTO 的一项规则，希望提高

“33国集团”成员农业补贴限额，以保障其粮食安全。
但这只是当下经济全球化所遭遇困局的表象。在全

球经济陷入困境之后，经济全球化不可避免地遭遇挫
折。许多国家虽声称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实际上
却更多地倾向于让自己最大可能地获取全球化红利，并
通过以邻为壑的手段规避全球化风险。

世界银行今年6月发布报告称，自金融危机以来，全
球各大经济体一直在悄悄增加口岸壁垒，以期遏制进口
贸易并推动国内行业摆脱困境。数据显示，自2008年10
月以来，G20宣布生效、到今年5月尚未撤销的贸易限制
措施有934项，比半年之前多78项。

据WTO统计数据，受发达国家经济萧条和保护主义
抬头影响，2008 年至 2009 年全球贸易增长率大幅下挫，
2011年虽反弹至过去20年5.3%的平均水平，但2012年再
次下滑至2%的低谷。

WTO 曾预计，今年贸易可能会增长 4.7%，但据
WTO 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UNCTAD） 编制的数
据，今年头三个月，全球贸易比去年同期只增加了
2.2%，令人失望。

另一个难题：WTO存续

多年来，WTO一直在十分艰难地证明其作为全球贸

易磋商场
所 的 价 值 。

但贸易便利化协
定的告吹让其信誉

受到极大冲击。
多哈回合谈判的僵局已

经让很多国家转入双边或者区域贸易的谈判。截至 2013
年 7 月，全球向 WTO 通报的区域贸易协定总数超过 500
个，已生效实施的有300多个，正在进行谈判的跨太平洋
战略经济伙伴协定 （TP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
系协定 （TTI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等就是其中重要的区域贸易协定。

这也让有关 WTO 存续的问题再度进入世人眼中，即
多边谈判是否能够促成贸易自由化，是否能证明 WTO在
全球经济中的正当地位。

日内瓦的WTO高级官员警告，如果WTO无法落实
成员国已经达成的协定，人们就会对WTO在其它事务上
的斡旋能力产生严重的质疑。贸易便利化协定的失败，
也会让更多的国家选择离开。

的确，WTO作为机制有其缺陷。因为这是基于共识
原则的谈判平台，各成员国不论大小，在谈判桌上都有

“一票否决权”，只要任何一个成员对任何一个条款不
满，协议就无法通过。

更应看到，WTO谈判机制的削弱伴随着全球政治权
力架构的转换。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美欧已不能维持
在多边贸易方面的霸权，只能转而谋求新的贸易规则的
制定，而发展中国家的抱团取暖也预示着一个更成熟的
经济体系正在构建。

WTO应该适时而变，但希望WTO破产并不是理性
的选择。因为其宗旨是促进世贸组织成员削减贸易壁
垒，通过更公平的贸易环境来促进全球，特别是较贫穷
国家的经济发展。如果该机制失灵，小国将深受其
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