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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榆树市旺杰农资有限公司

将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 宋 国 良 将 编 码 为

202122110220105199504200436
的医师资格证遗失，签发日期
2021年10月13日，声明作废。

●杨军 2022 年 9 月 2 日将
220102196601064410 号身份证遗
失，声明作废。

● 张 文 磊 将 驾 驶 证
220822198001112813 丢失，声明
作废。

● 李 永 华 遗 失
230902196603240313 号驾驶证，
准驾车型C1，声明作废。

●公主岭市十屋镇人民政府
工 会 委 员 会 将 公 章（ 编 码 ：
2201842655264）、财务专用章（编
码：2201842655535）、刘振波法人
名章（编码：2201842848596）丢
失，声明作废。

●河北建设集团吉林工程有
限公司吉林市分公司营业执照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220203307942174A），公章、负
责人名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
章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孙小燕将口腔执业医师资
格 证 丢 失 ，证 件 号 码
201122120220302198310060647，
声明作废。

● 贾 桂 华

（220322196606126322）于 2022 年
5 月 5 日在吉林省肿瘤医院住
院 。 住 院 结 算 发 票 号 为
0000710357，住 院 费 用 总 金 额
12857.82元，医保统筹支付金额
5304.51元，发票丢失，特此声明
作废。

● 贾 桂 华
（220322196606126322）于 2022 年
3 月 17 日在吉林省肿瘤医院住
院 ，住 院 结 算 发 票 号 为
0000707450，住 院 费 用 总 金 额
17107.86元，医保统筹支付金额
5732.91元，发票丢失，特此声明
作废。

●长春市天合通信有限公司
将开户许可证丢失 ，核准号：

J2410034370802，开户行：工行长
春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账号：
4200223209200383488，声 明 作
废。

吉林中信三公里社群生活服务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220106MA144BL322 法定代表人闫海
涛），经股东大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21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200万元。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债权人有权要求
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本公司联系人：闫海涛
联系电话;13252749111
联系地址：长春市绿园区普阳街15号

高尔夫家园
特此公告。
吉林中信三公里社群生活服务有限公司

2022年9月5日

减资公告

（上接第一版）年初以来，长春新区紧盯

在建项目工程进度，开展精准服务，全力

解决项目单位遇到的各类困难和问题。

“一期工程交付时间为今年年末，

我们共同努力，力争保质保量完成工

期。”同样对于工程整体进度充满信心

的还有豪邦集团工程副总经理程云

鹏，公司负责建设的豪邦锦上项目，目

前已完成项目一期工程外立面工作，

室内精装修也已完成50%以上。长春

市南关区采取项目中心、项目专班、领

导包保等多种推进模式，全面推动项

目建设进程。

“目前项目正在进行主体结构施

工，地上主体结构施工平均 12层，地

上二次结构砌筑完成30%，精装修即将

进场穿插施工，年底实现暖封闭及室

内精装修计划目标。预计2023年 6月

30 日投入运营，项目建成后可居住

1767户。”宽城区铁北二路租赁住房项

目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如今，宽城区

持续推进项目建设，努力通过集中攻

坚行动，确保全区项目周周有进展、月

月有成效。

8月 28日，长春市九台区 11个重

大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 27亿元，涵

盖工业、农业、民生等多个领域，既有

新兴产业链上的项目，也有现代服务

业项目；既有补链延链强链的骨干项

目，也有配套服务的优质项目。

城区、县区、开发区，全市上下一

盘棋，紧盯项目建设，紧盯全年投资增

长目标，落实重大项目包保服务等机

制，推动在建项目快建设、快投产、快

见效，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

“新”——着眼科创加快发展
软实力

自复工复产以来，国家级“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吉林省科英激光有限公

司的生产车间就在连轴转。公司生产

的激光医疗器械产品全部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现有的十几种产品市场销量一

直供不应求，新产品则更加亮眼。“我们

的产品已经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

平。”介绍起自家产品，企业董事长朱延

生很自豪，更让他自豪的是在科技创新

引领下企业的发展速度。

获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后，

科英激光就收到了实打实的扶持。长

春市实施的“专精特新”“3168”中小企

业梯度培育工程，将企业纳入亲清政

企关系服务群进行包保，不仅从政策

解读、融资指导等方面全力护航，还帮

助企业建立创新平台，不断提升核心

竞争力。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

族进步之魂。

长春始终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

展的第一动力，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致力抓战略、抓规划、抓政策、

抓服务，不断推进“创新链”与“产业

链”深度融合。

如今，国内首台商用12英寸全自

动晶圆探针台研制成功，“地壳一号”

创造亚洲国家大陆科学钻井纪录，“吉

林一号”卫星在轨运行54颗且数量还

在增加，一系列重大原创成果在长春

相继问世的同时，全市产业创新能力

也实现大幅提升。一汽集团形成了以

长春为总部的全球化研发布局，中车

长客“复兴号”智能动车组技术水平迈

入世界前列，华为研究院、固态电池协

同创新平台等一批产学研创新联盟持

续壮大，长光卫星成为东北唯一“独角

兽”企业。

创新正成为这座城市最鲜明的底

色和时代最强音。在市第十四次党代

会上，长春绘出了建设科技创新城的

发展目标，以长春新区、经开区为龙

头，依托北湖、经开、高新三片区打造

“科创大走廊”，以科技赋能“光谷”“药

谷”“车谷”“农谷”“数谷”建设，建设1

个千亿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和1个千

亿级光电信息产业集群。

蓝图已经绘就，长春充分发挥科

技创新的引领带动作用，聚焦区域创

新中心、科技创新城建设，加快把长春

打造成为国内重要的创新策源地、人

才集聚地、双创示范地，推动创新优势

转化为发展胜势。

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

局。一幅稳经济、促发展的壮美画卷

正在长春大地徐徐展开……

踏 平 坎 坷 成 大 道

9月2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

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农产品质量

安全法，法律将于2023年1月1日起施行。5

日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以网络视频

形式举行集体采访，对这部法律的相关情况

进行解读。

压实各方责任确保人民群众“舌尖

上的安全”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经济

法室主任岳仲明介绍，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是

2006年制定的，2018年对个别条款进行了修

正。近年来，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态势总体

向好，但还存在一些问题和短板。

为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修订

后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完善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督管理制度，回应社会关切，做好与食

品安全法的衔接，实现从田间地头到百姓餐

桌的全过程、全链条监管，进一步强化农产

品质量安全法治保障。

岳仲明介绍，修订后的法律压实农产品

质量安全各方责任。把农户、农民专业合作

社、农业生产企业及收储运环节等都纳入监

管范围，明确农产品生产经营者应当对其生

产经营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负责，落实主体责

任。

针对新业态和农产品销售的新形式，法

律规定了网络平台销售农产品的生产经营

者、从事农产品冷链物流的生产经营者的质

量安全责任，还规定了农产品批发市场、农

产品销售企业、食品生产者等的检测、合格

证明查验等义务，明确各环节的责任。

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的农

产品质量安全工作负责，对工作不力、问题

突出的地方人民政府，上级人民政府可以对

其主要负责人进行责任约谈、要求整改，落

实地方属地责任。

此外，法律强化了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

管理和标准制定、实施，完善农产品生产经

营全过程管控措施，并加大了对违法行为的

处罚力度等。

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

格证制度

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司司

长肖放介绍，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

证制度从2016年开始在部分省份试点，2019

年开始在全国试行。这次修订的法律把这

项制度上升为法定制度。

她表示，法律要求生产者在自控自检的

基础上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更好落实生产

者主体责任。

同时，这项制度更好促进产地与市场有

效衔接。农产品“从农田到餐桌”环节多，确

保流通中的农产品来源可溯、去向可追，是

实现质量安全责任可究的前提条件。承诺

达标合格证既包含农产品的质量安全信息，

也包含生产者的具体信息，从事农产品购销

的各类主体据此可说清楚所经营农产品的来

源。

根据承诺达标合格证上的相关信息，有

关部门可以实施更有效、更精准的监管，社会

各方面可以更方便地进行监督。

肖放表示，这次修法还明确要建立农产

品质量安全追溯目录，对列入目录的农产品

实施追溯管理。承诺达标合格证对实施追溯

管理是重要的基础支撑。

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

肖放介绍，本次修法首次在法律层面提

出了绿色优质农产品这一提法，围绕增加绿

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提升农业质量效益竞争

力等强化了三个方面举措：

一是突出标准化生产，明确了农产品质

量安全标准的范围，对健全标准体系、推动按

标生产、建立质量管理制度、开展标准化示范

创建等方面作了规定。通过强化绿色导向、

标准引领和质量安全监管，促进各项绿色生

产技术和质量管理要求落实落地。

二是突出品质提升，鼓励选用优质品种，

采取绿色生产和全程质量控制技术，提升农

产品品质，打造农产品精品品牌。同时支持

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健全有关标准规范

和监管保障机制，使产地的“好产品”转化为

消费者口中的“好味道”。

三是突出质量标志管理，鼓励符合条件

的农产品生产经营者申请农产品质量标志，

明确加强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和管理，为培

育农业精品品牌、促进农产品优质优价提供

支撑。

夯实基层监管能力

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的重心在基层。肖

放表示，法律明确了乡镇政府应当落实农产

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责任，协助上级人民政

府及其有关部门做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

理工作；鼓励和支持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建

立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员工作制度。这些规

定对推动提升乡镇监管能力、夯实基层农产

品质量安全工作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她说，近年来，各地加强乡镇农产品质量

安全监管能力建设，全部“菜篮子”产品生产

大县的乡镇都明确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

构。去年以来，农业农村部在全国推进乡镇

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管理，目前已落实乡

镇监管人员7.6万人、村级协管员42万人。

肖放说，下一步，要强化考核约束和政策

支持，推动地方政府进一步落实属地责任，确

保所有涉农乡镇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方面

事有人管，活有人干。要进一步健全乡镇监管

员和村级协管员、信息员队伍，高效提供生产

技术服务，常态化开展巡查检查，强化农产品

上市前速测抽检。要强化典型示范引领，激发

基层干事创业活力。（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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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这是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

性、根本性转变的十年——

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

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健全意识

形态工作责任制，推动全党动手抓宣传

思想工作，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

责，敢抓敢管、敢于斗争，旗帜鲜明反对

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

召开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分别

召开文艺工作、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网

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

作座谈会和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

议，就一系列根本性问题阐明原则立

场；

推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编辑

出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至第四

卷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学习纲要》等权威读本，创新理论

传播方式方法，建强理论研究宣传阵

地，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

家”……

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建

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

义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向上向好态

势不断发展。

这是全社会凝聚力向心力极大提

升的十年——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2021年 7

月1日，铿锵有力的誓言回响在天安门

广场，更激荡在亿万中华儿女心中。

庆典庄严，人民豪迈。

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改革开

放40周年，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北京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重要庆典活

动、重大历史时刻，党心民心交融、国

威军威彰显，汇聚起坚不可摧的磅礴

伟力。

十年来，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引领文化建设，注重用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培根铸魂，广泛开展群众性主题宣

传教育，全面铺开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建设……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

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更加巩固。

十年来，聚焦互联网这个意识形态

斗争的主阵地、主战场、最前沿，健全互

联网领导和管理体制，坚持依法管网治

网，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亿万民众

共同的精神家园不断汇聚更加强劲的

正能量。

十年来，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加快

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向世界讲好中国故

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国家文化软实

力、中华文化影响力明显提升。

新时代舞台上，奏响“人民有信

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的雄浑

乐章。

文化为民 回应新期待

8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

座谈会上强调：“社会主义文艺，从本

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要反映

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

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

人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心；生活

在哪里，哪里就是舞台。响应总书记号

召，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潜心创作、深耕不辍，努力登高原、

攀高峰，新时代中国文艺事业格局一

新、境界一新、气象一新——

《乡村国是》《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

事》等报告文学真实生动地讲述脱贫攻

坚故事；《山海情》《人世间》《我和我的

祖国》等现实题材优秀影视作品广受关

注；歌曲《坚信爱会赢》、电视剧《在一

起》、话剧《护士日记》等讴歌抗疫一线

各行各业凡人英雄的事迹……有温度、

有筋骨、有力量的优秀作品层出不穷，

激发情感共鸣，提振精神力量。

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

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到

人民中去”“送欢乐下基层”等志愿服务

活动火热开展，让文艺之光照亮基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回

应人民群众新需求新期待，十年来，我

国深化文化改革发展，文化领域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文化产品和服务

更丰富、更便捷、更“对味”。

——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更加健全。截至2021年底，

全国共有广播电视播出机构2542个，

公共图书馆3215个，文化馆3316个，博

物馆6183个。到目前为止，实现了所

有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综合文

化站和大部分博物馆免费开放。

——优化产品和服务供给，建设国

家公共文化云、智慧广电、智慧图书馆

等。2021年，全国公共图书馆实际持证

的读者达到1.03亿人，群众文化机构

服务人次8亿多，全国博物馆举办展览

3.6万场、教育活动32万场，接待观众

近8亿人次。

——深入推进文旅融合，旅游的文

化内涵不断丰富、文化品质持续提升。

历史文化类景区由2012年的2064个增

加到2021年的4111个。红色旅游深入

开展，成为传承红色基因、接受红色精

神洗礼的生动课堂。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

心、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

新征程上，文化“为人民”的旗帜愈发鲜

艳。

守正创新 铸就新辉煌

“泱泱中华，历史悠久，文明博大。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

和魂。”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增强历史自觉、

坚定文化自信、实现民族复兴的高度，

为赓续中华文脉注入固本培元、立根铸

魂的思想力量。

从“保护文物也是政绩”到“领导干

部要多读一点历史”，从“让城市留住记

忆，让人们记住乡愁”到“敬畏历史、敬

畏文化、敬畏生态”……在习近平总书

记倡导的科学理念指引下，登得上城

楼、望得见古塔、记得住乡愁的文化长

卷在中华大地徐徐展开。

正定古城重现北方雄镇风貌，鼓浪

屿演绎万国建筑博物馆风情，“世遗之

城”泉州讲述包容与开放的动人故事

——当历史文脉融入现代生活，山水人

文交汇成现代宜居之地，文化自信构筑

起共有精神家园。

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安排多次有关

中国历史文化方面的集体学习，到“四

史”宣传教育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

气和底气；从颁布《关于实施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首次以

中央文件形式推动延续中华文脉、传承

中华文化基因，到《复兴文库》《中华传

统文化百部经典》编纂、出版，熔古铸

今、激活经典；从全国各地设立2500余

家非遗工坊助力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到我国以42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

名录项目位居世界第一……

新的文化自觉助推收藏在博物馆

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

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丰富新时

代历史文化滋养。

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

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

壬寅年初，一场“冬奥之约”架起中

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

开闭幕式饱含圆融和合等中国理念，二

十四节气、黄河之水、折柳寄情……“冬

奥梦”和“中国梦”精彩交织。

2022 年 7月 23 日，国家版本馆落

成。聚焦文化种子“藏之名山、传之后

世”，将古今中外载有中华文明印记的

十大类版本资源纳入保藏范围，以史鉴

今、启迪后人。

打造传承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标

识，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国家

文化公园建设高质量推进。人们徜徉

其间，感受国家伟大、历史震撼，体会静

水深流、海纳百川。这将是又一幅盛世

文化图景。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阔步行进在不可逆转的复

兴之路上，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

加坚定文化自信，更有信心更有能力铸

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

夯实文化自信之基 提振民族复兴精气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