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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周口兴隆集航运输有限公
司不慎将豫周兴隆浩梦船舶证书

丢失，识别号：2023X4500629，声明
作废。

2025 年 1 月 4 日
●河南省金弓建设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法人刘刚 2024 年 9月 27
日办理的营业执照正（副）本不慎
丢 失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11621MA9NGJ9518，声明作废。
2025 年 1 月 4 日

●沈丘县周营镇敬老院事业
单位法人证书正本丢失，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12411728MB1396975Q，
声明作废。

2025 年 1 月 4 日
●张亚伟不慎将周口市规划

建筑勘测设计院开具的收据丢失，
收据号：3779919，金额：176700 元，
声明作废。

2025 年 1 月 4 日

鹿邑县人民医院举办“庆元旦迎新年”文艺汇演
������本报讯 （记者 侯国防 通讯员

秦磊） 2024 年 12 月 31 日下午 ，鹿
邑县人民医院举办 “庆元旦 迎新

年”文艺汇演。
文艺汇演以播放《凝心聚力 携

手共赢———回顾 2024 年度发展纪
实 》 贺岁视频开篇 ， 简要回顾了
2024 年以来，鹿邑县人民医院在县

委、 县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
下， 荣获科技教育及生物安全工作
先进单位、 医疗质量管理工作先进
单位等称号；创面修复中心揭牌、周
口市消化内镜质控中心鹿邑分中心

揭牌； 麻醉疼痛中心、 微创介入中
心、 重症监护中心顺利通过省级评
审验收……

伴随着轻快的音乐节拍 ，13
位鹿邑县人民医院医护人员通过

表演舞蹈节目 《盛世欢歌 》， 舞出
了青春风采，舞出了新时代的蓬勃
朝气。

鹿邑县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周艺

和鹿邑县人民医院医学装备科胡金

洲带来的乐器合奏节目 《神话》、鹿

邑县人民医院领导班子成员和该院

部分科室工作人员带来的合唱节目

《我和我的祖国》， 把整场文艺汇演
推向了高潮。

通过此次文艺汇演， 鹿邑县人
民医院干部职工展示了咬定目标、
坚定信心、铆足干劲、争创一流的拼
搏精神和奋斗劲头。 ②25

农业科技兴 乡村生活美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聚焦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新华社北京 1 月 3 日电 （记者
姜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
民政部等 9 部门 3 日发布通知，提出
1 月至 2 月联合开展 2025 年 “春暖
农民工”服务行动，部署了加强出行
保障、 加强就业服务和权益维护、强
化兜底帮扶等一系列举措。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截至 2024
年三季度末，我国外出务工农民工超
过 1.9亿人。 春节前后是农民工集中
出行期、换岗高峰期，做好农民工服
务保障工作十分重要。

通知要求， 结合农民工节前返
乡、节后返岗需求，强化运力保障和
运输组织调度， 根据需求组织开展
“点对点”包专车、专列（车厢）、飞机
等服务。按规定落实跨省外出务工脱
贫人口（含防止返贫监测对象）一次
性交通补助。

在就业服务方面， 通知提出，鼓

励各地因地制宜提供稳岗留工服务，
摸排节前返乡农民工的节后返岗意

愿，引导农民工节后返岗返工。 加大
岗位信息归集力度，组织线上线下招
聘服务，促进农民工求职就业。

春节前是工资结算高峰期，通知
强调， 维护好农民工工资报酬等权
益， 扎实推进治理欠薪冬季行动，高
效解决欠薪问题，畅通农民工维权渠
道，加大违法惩戒力度。 落实拖欠农
民工工资争议“快立、快调、快审、快
结”长效机制。

通知还要求，强化兜底帮扶。 及
时为符合条件的困难农民工提供社

会救助，对遭遇突发性、紧迫性、灾难
性困难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

困难的农民工，取消户籍地、居住地
申请限制，由急难发生地实施临时救
助。及时为符合条件的失业农民工发
放失业保险待遇。

9 部门联合开展 2025 年“春暖
农民工”服务行动

������新华社北京 1 月 3 日电 （记者
谢希瑶） 记者 3 日从商务部获悉，商
务部会同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
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邮政局和中
国消费者协会，将于 1 月 7 日（腊月
初八）至 2 月 5 日（正月初八），共同
指导举办 “2025 全国网上年货节”。
这是商务部 2025 年首场线上重点活
动，也是春节申遗成功后的首场全国
性网络促消费活动。

据介绍，本届年货节将以满足群
众节日消费需求、 传播春节传统文
化、 推动电商合作互利共赢为重点，
线上线下融合，国内国外联动，举办
“3+N”系列活动。

“2025 全国网上年货节”，将于 1
月 7 日在江西九江举办启动仪式。活
动期间， 江西将积极联动中部省份、
电商平台进行配套活动集中发布，开
展年货展览和非遗展示。 各地、各电
商平台也将围绕春节期间餐饮购物、
文娱旅游等消费热点举办各具特色

的配套活动。
“丝路电商过大年”活动，将于 1

月 22 日在上海举办启动仪式。 活动

将推出国际特色旅游线路、文化体验
活动等产品， 吸引国际游客来华过
年； 在电商平台海外版设置年货专
区，满足海外华人华侨和外国消费者
的年货需求；开展“丝路电商”伙伴国
优质特色商品促销活动，更好满足国
内消费者需求。

中国（广西）—东盟网上年货节，
已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在广西南宁
启动。 活动还将于 1 月 18 日至 2 月
5 日举办中越边关年货节，通过开展
中越商品跨境电商直播，探索中国与
东盟“丝路电商”合作潜力。

各地各平台还将开展系列配

套活动 。突出品质焕新 ，福建 、河南
等地推出 “全闽乐购 ” “豫货通天
下 ”等专场活动 ；突出非遗元素 ，陕
西 、厦门等地推出 “非遗民俗展演 ”
“幸福嘉莲 儿时年味 ” 等特色活
动 ；突出数字服务 ，电商平台利用
人工智能 、VR 技术 ，推出 “冬日环
游记 ”“中国年味之旅 ” 等活动 ；突
出全球好物 ，北京 、青岛等地开展
“跨境优品 ”“上合云品 好品山东 ”
等活动 。

2025全国网上年货节将于 1月
7日启动

������第十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近日正式揭晓中选结果。至此，这一持
续 6年的国家行动已累计采购 435 种药品，惠及大量患者。 但也要注意，集采
药品价格降了，药品质量不能跟着降。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1月 3日，“鼓浪屿”号邮轮停泊在三亚凤凰岛国际邮轮港。
三亚凤凰岛国际邮轮港于 2006 年建成并成功试航。 截至 2024 年 12 月，

三亚凤凰岛国际邮轮港累计接待邮轮超 1600艘次、接待游客 203万人次。
新华社记者 赵颖全 摄

□新华社记者

良种良机齐发力助推粮食产量

迈上新台阶；小小芝麻成为富民大产
业；传统村庄焕发新活力……

连月来，新华社记者兵分多路参
加“高质量发展调研行”，深入湖南、
浙江、河南等地采访，走进田间地头、
科研院所、企业工厂……记录美丽乡
村的新变化，感受广袤田野孕育的希
望与生机。

插上科技“翅膀”，保障粮食安全

洪范八政，食为政首。 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这根弦必须时刻绷紧。

数据显示 ， 在连续 9 年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的基础上，2024 年我
国粮食产量首次迈上 1.4 万亿斤新台
阶。 其中，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
63%。

小雪节气后几天，走进位于湖南
长沙的岳麓山实验室集聚区，记者看
到，几名研究人员正采用先进的分子
育种技术，研制水稻新品种。 相比传
统育种技术，分子育种可以精准改良
种子性状，大幅提升育种效率。

“我们正积极应用新技术手段，
聚焦高产、扩面、提质的目标，培育重
要水稻品种。 ”岳麓山实验室前沿技
术研究部团队首席项目负责人赵炳

然说， 团队已在杂交水稻高产攻关、
耐盐碱水稻研制等领域取得突破。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 湖南正努
力打造种业创新高地，推动种质资源
研发，为粮食安全提供坚实保障。 湖
南杂交水稻育种与应用技术稳居国

际领先地位，杂交水稻实现连续五轮
高产跃升，单季亩产突破 1200 公斤。
耐盐碱水稻重大新品种创每亩 573.8
公斤高产纪录。

“起步、前进……”随着工作人员
的口令和指挥，一台由湖南省农业装
备研究所研制的智能无人驾驶拖拉

机展示起停、转弯、掉头等功能。 这台
机器功能多样，能够实现除草、施肥
和旋耕等， 能应用于设施农业和果
园。

结合湖南地形特点，湖南省农业
装备研究所设有农业装备、 智能控
制、农机农艺融合等研究室，满足本
地农业多样化的作业需求。

在湖南省双峰县荷叶镇的农田

里， 农机手正操作小型旋耕机作业。
“本地企业研发的小农机，‘巴掌田’
‘深泥田’里都能灵活作业，大大提高
了种粮效率。 ”种粮大户贺俊青说。

数据显示，2023 年湖南全省农业
科技进步贡献率达 64%，主要农作物
良种覆盖率达 96.5%， 水稻耕种收全
程机械化率达 83.46%。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湖南正大力开展农业科技
创新，持续打造种业创新和智能农机
产业链发展创新高地，加速推动湖南
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在浙江，插上数字化智慧“翅膀”
的现代农业正释放蓬勃产能。

走进浙江舟山岱山现代农业产

业园区内的温室大棚，无土栽培的蔬
果层层叠叠，铺展开来，散发出诱人
光泽。

高质量的蔬菜种植，离不开高质
量的蔬菜育苗。 位于园区内的岱山县
自动化蔬菜育苗工厂，拥有世界先进
的播种育苗流水线及自动化管控系

统。
“从材料准备、播种催芽，到苗床

码垛、施肥炼苗，一系列由智能化管
控系统生产管理的系统工序，每年可
至少繁育蔬菜瓜果种苗 2000 万株 ，
有效解决了当地农户对优质种苗的

需求。 ”育苗工厂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

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农民增收

近日， 在河南省周口市项城市，
一场芝麻焦馍大赛吸引了 30 多家当
地企业参赛， 选手们都拿出看家本
领，将 30 多种溜溜圆、嘎嘣脆的芝麻
焦馍呈现在评委面前。

芝麻焦馍是周口当地的特色小

吃，主要原料是面粉和芝麻，口感香
脆，保存时间长，深受当地群众喜欢。

好吃的焦馍离不开优质的芝麻，
项城市素有 “白芝麻之乡” 的美誉。
2018 年，项城白芝麻获得农业农村部
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常年种植面积
在 20 万亩以上， 成为当地富民特色
产业。

当地在做大芝麻种植规模的同

时，也在不断延伸芝麻产业链条。
周口市老磨坊粮油食品有限公

司是当地一家生产芝麻香油和芝麻

酱的龙头企业，该企业每年要从农民

手里收购 2 万吨芝麻。
“河南周口、驻马店这一带是优

质芝麻的主产区，以此为依托，我们
把芝麻香油和芝麻酱销售到全国各

地。 ”该公司总经理李永生说。
项城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经济

作物技术推广站站长栾晓刚告诉记

者，芝麻全身都是宝，除了做成芝麻
香油、芝麻酱、芝麻球、芝麻焦馍等产
品外， 芝麻叶也开发出了很多品种，
如芝麻叶面条、椒盐芝麻叶、芝麻叶
香菇酱等，此外，芝麻杆加工后还能
做饲料和聚合板材。 “芝麻的产业链
越长，农民的收入就越高。 ”

“十四五”以来，河南省在稳定粮
食生产的前提下，以高效种养业转型
升级为抓手， 因地制宜支持花生、芝
麻、蔬菜、水果、食用菌、茶叶、中药材
等优势特色农业发展，加快推动产业
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全省经济作
物持续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不仅为全
国“菜篮子”产品供应提供了坚实保
障，而且有力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

表示，近年来，河南锚定农业强省建
设目标 ，持续强龙头 、促创新 、延链
条、树品牌，推动农产品加工业高质
量发展，在做大做强“食字号”“原字
号”的同时，做优做特“健字号”“药字
号”，不断延伸粮食产业链、提升价值
链、打造供应链，努力实现保障粮食
安全、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和富民惠民
相统一。

在湖南， 多个农业县因地制宜，
推动当地农业特色产业蓬勃发展。

2024 年石门县柑橘鲜果销售收
入预计突破 12 亿元， 汉寿县生态化
养殖的甲鱼可以卖到七八十元一斤，
“楠竹之乡”桃江县竹子的“潜能”被
深度挖掘……助力农民增收致富，为
三湘大地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更多活

力。

建设和美乡村，打造幸福生活

沿山路迤逦而上，记者来到浙江
温州市瓯海区泽雅镇水碓坑村，只见
竹林环抱，小溪潺潺，房屋古朴，一派
静谧祥和的传统乡村景象。

水碓坑村党支部书记潘建锋介

绍，村内保存着古民居建筑 20 多幢，
还保留着手工造纸用的水碓、 纸槽、

腌塘等珍贵文化景观。
前些年，村里年久的老屋有的坍

塌、有的损坏，村庄缺乏发展空间、面
临凋敝。 如何转变发展思路？ 村里决
定保护利用好村里的古宅 ， 修旧如
旧，让老宅重新焕发光彩。 村干部们
带头， 整理修复自家倒塌的房屋，打
造成“废墟画廊”，古法造纸作坊群、古
民居直播基地等新业态也不断出现。

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水碓坑村
通过挖掘红色文化、纸山文化和村落
保护性开发，将村里的古民居有效地
利用起来，原本几近荒废的村落重现
生机，开辟成了瓯海纸文化科普和旅
游的新线路。

“水碓坑村如今成了各地游客的
热门打卡地， 不仅增加了村集体收
入，也解决了不少村民就业。 ”潘建锋
说。

城乡同质饮水率先基本实现、城
乡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实现

全覆盖……记者从浙江省农业农村
厅获悉，20多年来，浙江始终把“千万
工程” 作为补齐乡村短板的发展工
程、惠及农民群众的民生工程。 以“千
万工程”为牵引，缩小“三大差距”，加
快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浙江进一
步打开从美丽乡村到美丽经济、再到
美好生活的通道，让农民就地过上现
代文明生活。

浙江的实践探索，是我国建设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的生动缩影。

目前，我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达到 75%左右，农村生活垃圾得到收
运处理的行政村比例稳定保持在

90%以上，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管控）
率超过 45%，村容村貌明显改善。

通过深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具
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都通了硬化

路，通 5G 的行政村占比超过 90%，教
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不断提升……

放眼广袤乡村大地，越来越多的
村庄正变得更红火、更美丽、更宜居，
农民群众有了更加幸福的家园。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 希望的田
野上，处处是奋斗的身影。 广大党员
干部和农民群众久久为功、 真抓实
干， 全力以赴推动农业基础更加稳
固、农村地区更加繁荣、农民生活更
加红火，一幅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宏
伟画卷正徐徐展开。

（新华社北京 1 月 3日电）

企业生产忙 力争““开门红””

������1月 2日，山东省荣成市石岛
管理区石岛湾畔一家造船企业船
坞内，多艘大型船舶在加紧建造。

新年伊始，各地企业开足马力
赶订单、忙生产，力争“开门红”。

新华社发（杨志礼 摄）

�������新华社北京 1 月 3 日电 （记者
周圆）2024 年， 中国民航保持了安全
平稳的运行态势，预计全年完成运输
飞行 1381 万小时、539 万架次、 旅客
运输量 7.3 亿人次 ， 同比分别增长
13.1%、9.5%、18%，创历史新高。

这是记者从 1 月 3 日举行的中
国民航局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的。

民航局安全总监舒明江在会上

介绍，2024 年全行业未发生运输航空
事故，运输航空严重征候、人为责任

征候万时率同比分别下降 11.6% 、
21.4%。 以 90.19分的历史最好成绩顺
利完成国际民航组织普遍安全监督

审计（USOAP），位列世界前列。
舒明江表示，一年来 ，全行业不

断树牢安全发展理念，确保行业生产
规模与安全保障能力相匹配；针对各
类典型不安全事件及时实施行政约

见、专项督导检查、重点监管以及行
政处罚， 进一步压实各项安全责任；
推进民航法修订，全面完善事关民航

安全的关键环节和重点要素；针对突
出风险深入开展专项整治。

此外 ， 准确把握季节性运行特
点，制定雷雨季、冬季民航运行保障
总体方案，雷雨季节航班正常率达到
77.8%，同比提升 2.2 个百分点；加强
关键队伍能力建设和航空器适航性

管理； 优化安全监管模式和机制，建
立运输航空公司、运输机场差异化精
准监管实施办法。

针对近期阿塞拜疆和韩国的航

空公司发生重大航空器事故 ， 舒明
江表示， 中国民航局第一时间召开
专题会议，切实增强忧患意识、问题
导向， 深入管控安全风险。 同时，强
化鸟击风险防范的针对性有效性 ，
进一步压实机场主体责任 ； 全面排
查跑道安全隐患， 切实防范相关安
全风险；加强应急演练，进一步提升
应急处置效率； 全面开展民航春运
安全专项督导检查， 及时消除各类
安全隐患。

2024年中国民航旅客运输量创历史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