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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建将警官证丢失，警号：
109969，声明作废。

● 周 桂 玲 将 证 号
220125196208143424 号身份证
遗失，声明作废。

●崔波遗失长春大学工业企
业管理专业专科毕业证书，证号：
900153，声明作废。

●吉林正基律师事务所律师

杨志远不慎遗失律师执业证，律师
执业证号：12201201910132410，
声明作废。

●黄静将警官证遗失，警号
107292，声明作废。

●汪平2023年11月12日将
220102197001275219 号身份证
遗失，声明作废。

●张国臣将协议书编号：F119
棚户区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遗失，
声明作废。

● 付 阳 将 注 册 证 编 号 为
221220011010的执业药师注册证

书遗失，注册日期2020年05月19
日，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企业声明
陕西省储备粮收储有限公司与镇赉县鼎宏粮贸有限公司于2023

年10月23日签订《仓储租赁协议》，协议约定镇赉县鼎宏粮贸有限公
司将位于吉林省白城市镇赉县镇赉镇六合村前六家子屯自有的仓储
群、库内场地、烘干塔、铲车、机械设施设备、经营器材、办公场地、房屋
及院内所有地面建筑物整体租赁给陕西省储备粮收储有限公司用于
粮食的收购、仓储、中转等业务，院内钢构仓2幢，1号仓、2号仓，总仓
容2万吨。租赁期限自2023年10月23日起至2024年10月22日止。
自租赁协议签订之日起，该院内储存的粮食（玉米、大豆等）所有权归
陕西省储备粮收储有限公司所有，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动用
和销售，更无权用于抵押、质押、担保和清偿债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陕西省储备粮收储有限公司

镇赉县鼎宏粮贸有限公司
2023年11月9日

合并公告
根据吸收合并双方公司股东会决议，长春市振华汽车涂装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104124236787X，注册资本200万元)与长
春市裕华汽车涂装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1047359023040
注册资本50万元)拟吸收合并，合并后存续方是长春市振华汽车涂装
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50万元)，被吸收方长春市裕华汽车涂装有限公
司解散。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合并后，合并各方的债权、
债务由长春市振华汽车涂装有限公司承继。请各债权人自公告之日
起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者提供债务担保的请求，公司债权
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公司合并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
特此公告！

长春市振华汽车涂装有限公司
长春市裕华汽车涂装有限公司

2023年11月14日

通 知
田永胜、戴冰、谢志刚、王晓辉、关景范、王忠会、梁允光、查洪刚，

见到通知三十日内，速回原单位人力资源部报到，安排工作，过期不
报到者，按《劳动合同法》及公司有关规定，予以解除劳动关系。

联系电话：0411-86204932
中国水利水电第一工程局有限公司机电安装公司

2023年11月13日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拟对吉林华力服

饰有限公司等2户的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截止2023年11月14日，
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20,398,175.67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主要
分布在吉林省长春市、四平市等地区。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法人、
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完全行为能力、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足够
支付能力和良好信誉等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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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

或异议请与吉林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贾伟健
联系电话：0431-88401638
电子邮件：jiaweijian@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长春大街1197号中远大厦四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431-88401628，0431-

88401723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dingshufeng@cinda.

com.cn，jiangyunli@cind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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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一版）
长春经济圈环线高速公路二期项目德惠至九台段GQ03工

区主线沥青中面层AC摊铺全部完成；

公主岭市年处理65万吨玉米深加工项目投产；

……

塔吊挥舞、机声隆隆、车辆穿梭……无论基建抑或产业项

目，记者来到的每一处建设现场，都充满了浓浓的发展氛围——

“大安风光制绿氢合成氨一体化示范项目建设工作进展顺

利。项目在建的情况下，已收到国内外多份意向协议，前景广阔。”

在大安吉电绿氢能源有限公司规划发展部主任孙鹤面前开

阔的土地上，塔吊、挖土机、铲车配合作业，项目办公楼等正在加

紧建设；

在靖宇县景山镇新胜村白山·湖州现代农业合作园宽敞高

大的钢架结构玻璃温室大棚种植的樱桃、番茄、草莓，在不同的

结果时段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前来采摘体验；

……

特色产业“人气”兴旺

推动高质量发展，挖掘最具特色的产业，往往事半功倍。

近年来，我省积极引导各县（市、区）立足资源优势，大力推进

县域特色产业发展，积极培育特色鲜明、竞争力强、技术含量高的

县域主导产业，做足做优“延链、补链、强链”文章，夯实县域经济发

展根基，逐步构建起特色鲜明、百花齐放的现代产业体系。

提起我省县域特色产业，以“风电”“光伏”为代表的清洁能

源产业令人印象深刻。

大风刮黄金、阳光撒珍珠。曾经的八百里瀚海，“风光氢”绿

色多元能源供给体系加快构建，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入其中。

从空中俯瞰吉林西部，会被眼前的景致惊艳到：风力发电机

似白色“森林”迎风转动，蔚为壮观；光伏发电板如蓝色“海洋”绵

延百里，熠熠生辉。

伴着熟悉的大风，记者在通榆县华能十花道风电场看到，

110米高的风机叶片飞转，源源不断的电能从这里产生，并通过

输电线路送往山东半岛中部。

而在乾安县安字风电场，大屏幕上数字跳动，一个个白色

“风车”图标悠悠旋转，就像吃草的小羊般悠然恬淡。屏幕前，工

作人员不时移动鼠标，轻轻“鞭打”，电能随即产出，具象成闪烁

的光点排着队、打着滚地移动。

不断让“风”“光”资源就地生金，后续的装备储备须跟上。

在通榆县，有条以清洁能源产业命名的“风电大路”，它是通

榆特色产业发展最好的代表。大路两侧汇集了远景、三一、东方

电气等多家风电设备制造企业，风机所需的大到主机、塔筒、叶

片，小至法兰、箱变、电控，在这里都能找到。

西部“风”“光”正盛，其他地区也忙着发挥优势，找产业。

“2022年全国县域旅游综合实力百强县”“2022年度县市绿

色高质量发展百佳样本”“2022年度全国科技创新百强县

市”……“火遍全网”的延吉市，荣誉榜上不断增添新成员。

近两年，延吉在众多旅游网红城市中强势出圈，大街小巷随

处可见身着朝鲜族服饰的游客，姑娘们佩戴精美发饰、化着精致

妆容，在青瓦白墙、特色十足的院落之间“打卡”拍照。

双节假期刚刚过去，延吉旅游热度持续，延大“网红墙”、中

国朝鲜族民俗园等景区客流不断，全市游客接待量超90万人

次，旅游收入同比增长79.1%。

连续7年获得全省县域经济综合实力考评第1位、城区常住

人口增加12万人并成为人口净流入城市，大力发展医药、能源、

商贸物流等产业，与吉辽两省10多个县市形成融合发展态势，

啤酒小镇、教育小镇、文体中心等项目拔地而起，辐射带动周边

400多万人口……打造宜居宜业之城，梅河口市交出了一份出色

的答卷。

顺应新常态，培育新动力，奋力新作为，吉林县域经济发展

的明天值得期待！

（上接第一版）组织科技创新政策宣讲“白城

行”“四平行”“通化行”“延边行”等活动，组织

开展12场专题政策宣讲培训、13场专项辅导

服务，累计辅导1400家企业，组织召开9次科

技计划项目申报培训会，高校院所、科技型企

业近3000人参加了培训。

省科技厅科技人才与企业服务处处长葛晶

介绍，下一步，省科技厅将加大科技型中小企业

培育扶持力度，加快推动高科技企业成为我省

经营主体的关键力量。通过常态化实施系列惠

企政策、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支持科技型

中小企业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开展服务科

技型中小企业系列活动，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

体地位，营造适合中小微企业成长的良好环境。

据统计，2022年，我省科技型中小企业营

业收入达到520.35亿元，研发费用投入达到

108.97亿元，纳税总额达到55.13亿元。当年

新增就业10962人，吸纳高校毕业生2747人。

我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量同比增幅连续两个月全国第一

（上接第一版）
张恩惠表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

振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一主六双”高质量

发展战略部署，长春要紧紧扭住创新这个“牛鼻子”，努力在科

技成果转化上取得一批标志性成果、在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

上实现一批突破性进展。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加快

传统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大力培育战略性新

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构建“3转4强7新”现代化产业体系，加

快形成更多新质生产力。

为此，要加快整合各类创新资源，推动在长大校大院大所

与各开发区共建科创园区，高标准规划建设北湖未来科学城、

永春现代生物医药城，推进汽车、光电信息、生物医药等产业

攻坚行动，下活创新先手棋，培育发展新动能。

活动中，长春签约项目67个、合同总额686亿元，涉及现

代农业、装备制造、文化旅游等领域。张恩恵表示，要用好“五

化”闭环工作法，弘扬“严新细实”作风，持续抓好干部作风整

顿，真抓实干，求真务实，持续深化招商引资成果，确保签约项

目尽早落地达效。

省发展改革委主任赵海峰感受很深。“近段时间，书记省长

率省党政代表团赴沪浙苏皖、津鲁粤学习考察，是我省迅速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和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相关政策措施意见的重要

举措，也是吉林主动融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关键一招。通过

考察，直观感受了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黄河流域省市的发

展成就，更突出体会到发达省份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持之以

恒的愚公精神和永不止步的进取精神。”赵海峰表示，与发达省

市相比，我省有着独特的粮食、肉牛等农牧业资源，汽车、石化

等多领域优势产业资源，以及绿电、生态和科教资源优势，我们

要瞄准全省高质量发展目标，深入实施“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

战略，不断深化“五个合作”，在谋大局上狠下功夫，统筹抓好相

关规划战略落实，推动一批重大改革事项落地，组织实施一批重

大工程、重大项目，全力以赴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

在借鉴与合作中赢得发展新机

为超大规模人口提供可及的优质医疗服

务，是一道世界性难题，也是中国深化医改的

必答题。

一面是90％的家庭15分钟内能够到达最

近医疗点，一面是好医院、大专家依然“一号难

求”。如何让老百姓不仅方便“看上病”，也方

便“看好病”？

大病重病在本省就能解决，一般的病在市

县解决，头疼脑热在乡镇、村里解决——瞄准

这一关键目标，“家门口”看病就医加速从“有”

向“优”破题。

中小城市患者如何能看到大专家？

71岁的许老太家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

区，一直想着去“大医院”给腰椎间盘的老毛病

“动一刀”。浙江来的医师团队在本地为她施

行微创手术，不到5天，许老太走出了医院。

2022年开始，浙江省人民医院和毕节市第

一人民医院共建浙江省人民医院毕节医院。

从钱塘江畔到乌蒙高原，跨越1800公里，20名

业务骨干参与垂直管理、合作建设3个诊疗中

心和5个重点临床学科。

浙江省人民医院毕节医院行政院长张骏

说，要以同样的质量和标准，再建一所好医院。

优质医疗资源不均衡不充分，一直是就近

看病就医的难题。建设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成

为关键探索。

“目前我国已确定五批125个国家区域医

疗中心建设项目，覆盖所有医疗资源薄弱省

份。”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有关负责人介绍，

项目实施以来，1400余项诊疗技术平移至输入

省份，填补了300多项省域医疗技术空白，相关

专科的跨省就医人数明显下降。

从前要跨省份到大城市才能做的手术，现

在本地有了专家带头。今年8月，在乌鲁木齐，

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的专家成功为一名患

有罕见病的15岁女孩进行手术；9月，在山西，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太原医院组成巡回医疗队，

走进多个市县开展医疗帮扶及义诊活动。

大城市来的专家能“驻”多久？改革的配

套措施必不可少。

接受采访的部分医院负责人表示，输出医

院更多承担的是公益性任务，但同时也应根据

输入地的整体发展水平，围绕国家区域医疗中

心建立相应的财政投入、利益分配或绩效体

系，让输出医院有动力持续干。

还有医改专家表示，建设国家区域医疗中

心不能只靠外地专家，重点还是“传帮带”培养

当地人才，让他们迅速积累看疑难重症的经

验、提高做高难度手术的技能，留下一支带不

走的医疗队伍。

“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已基本完成规划布

局，下一步重点是推动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管理

体制和运行机制。”国家卫生健康委体制改革

司有关负责人说。

优质医疗资源怎样实现扩容下沉？

“CT显示，肺上有个微小结节。”8月的一

天，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溶溪镇中心

卫生院，医生王守文给患者做出诊断。

镇卫生院新建了CT室，很多时候不用再赶

往县医院，极大方便了群众看病。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守护群众健康的“第

一道防线”。根据最新公布的我国卫生健康事

业发展统计公报，这道“防线”不断健全。截至

2022年底，全国建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近98

万个，卫生人员超过455万人。第六次卫生服

务统计调查显示，我国90％的家庭15分钟内

能够到达最近的医疗点。

实现街道、社区与乡镇、农村全覆盖的同

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面临人才短缺、水平

不足等现实瓶颈。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部分群众对社区卫生

服务站、村卫生室的信任度不高。还有相当一

部分村卫生室没有纳入医保定点，老百姓不想

去、不愿去。

在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原主任郭玉芬

看来，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

布局，最大的难点在西部、在基层，特别是在乡

村，需要解决乡村医疗卫生机构和医务人员

“能不能”“行不行”“好不好”、群众“愿不愿意”

“信任不信任”等关键问题。

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能力和诊

疗水平，才能形成“小病在基层、大病到医院、

康复回基层”的合理就医格局。

上级医院预留门诊号源优先向辖区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开放，推进中高级职称医师值

守门诊，延长城市社区门诊服务时间……国

家卫生健康委8月印发《基层卫生健康便民惠

民服务举措》，有针对性提升基层诊疗能力、

改善患者就医体验。

“始终坚持以基层为重点，不断为广大群

众就近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

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有关负责人说。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如何提质？

完善分级诊疗，分层分级提高医疗卫生服

务能力，是满足群众就医看病的治本之策。

专家表示，关键是基层要能吸引和留住人

才。在此基础上，才能加快形成“基层首诊、双向

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合理分级诊疗秩序。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员“招不来、留不住”

的情况并不少见。2022年每万人全科医生数

为3.28名，与2030年达到5名的要求还有较大

差距。有调查显示，待遇相对低、晋升空间小、

社会认可度不高，是导致全科医生总量不足的

主要原因。

在深化医改的道路上，福建省三明市又一

次做出探索。今年9月，当地印发《关于深化紧

密型县域医共体人员管理的意见》，明确基层

医疗卫生人才将实施“县管乡用”，由各总医院

（医共体）负责统一招聘、培训、调配和管理。

“要提高基层诊疗占比，必须让总医院医

生去基层。”三明市副市长张元明介绍，自2017

年以来，三明全市9个县（市、区）逐步建成以

二、三级医院为龙头的区域紧密型医共体——

“总医院”，打破县域内医疗机构横纵向壁垒，

整合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如今，要进一步推动

县域医共体的人、事、钱等全面统筹，强化基层

医生编制和补助保障改革，实现医共体内“一

家人”“一条心”“一本账”。

在三明市永安总医院院长廖冬平看来，随

着三明基层医疗卫生人才实施“县管乡用”，县

域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乡镇将会加速，基层医疗

人才队伍也将更加稳定，真正推动分级诊疗

“开花结果”。

国家卫生健康委体制改革司有关负责人

表示，下一步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进分级诊

疗制度建设，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同时，

加强以全科医生为重点的基层医疗卫生队伍

建设，夯实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底。

（新华社北京11月13日电）

“家门口”就医，不仅要“有”还要“优”
——“深化医改新观察”系列报道之一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董瑞丰 李凡 陈弘毅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3日电（记者徐壮）记者13日从文化

和旅游部获悉，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国内旅游提升计划

（2023—2025年）》。计划提出，到2025年，国内旅游市场规模

保持合理增长、品质进一步提升。国内旅游宣传推广效果更

加明显，优质旅游供给更加丰富，游客消费体验得到有效改

善、满意度进一步提升，旅游公共服务效能持续提升，重点领

域改革取得突破，旅游市场综合监管机制更加健全，现代治理

能力进一步增强，国内旅游市场对促进消费、推动经济增长的

作用更加突出。

围绕加强国内旅游宣传推广、丰富优质旅游供给、改善旅

游消费体验、提升公共服务效能、支持经营主体转型升级、深

化重点领域改革、提升旅游市场服务质量、加强市场综合监

管、实施“信用＋”工程等9个方面，计划提出30项主要任务。

计划要求，创新旅游产品体系，针对不同群体需求，推出

更多满足市场需要、富有特色的旅游产品、旅游线路，开发体

验性、互动性强的旅游项目，着力推动研学、银发、冰雪、海洋、

邮轮、探险、观星、避暑避寒、城市漫步等旅游新产品。

《国内旅游提升计划（2023—2025年）》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