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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建龙实业有限公司新建 200 万吨球团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工作现已基本完成，根据相关规定，现进行项目信息
公示。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链 接: https://pan.baidu.com/s/1mSoojpm3_

1sqS6HTHFZRqg 提取码: rleb
二、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联系山西建龙实业有限公司获得纸质环境影响

报告书简要内容，公众可通过打电话或邮件的方式向环评
单位索取。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的范围以可能受到该项目影响的周边企事业

单位、邻近村庄的居民等为主。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链 接: https://pan.baidu.com/s/1mSoojpm3_

1sqS6HTHFZRqg 提取码: rleb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向指定地址发送电子邮件、电话、传真、

信函或者面谈等方式发表关于该项目建设及环评工作的意
见和看法。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信息发布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
七、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山西建龙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运城市闻喜县闻喜经济技术开发区山西建龙实

业有限公司现有厂区内
联系人：高先生 联系电话：13653676128

山西建龙实业有限公司
2021年 7月 12日

山西建龙实业有限公司新建200万吨球团项目环评信息公示
●2021 年 7 月 14 日，本人吴

正 杰 不 慎 将 身 份 证（身 份 证 号

14272419460601001X，有 效 期

限：2012.06.14—长期）丢失，现声

明 作 废 。 2021 年 7 月 14 日 及 以

后发生的与该作废身份证有关的

任何银行业务或贷款等法律行为

均无效，本人不承担以此身份证

引起的任何法律责任。

●不慎将运城市青之旅国际

旅行社有限公司芮城营销部营业

执 照 正 副 本 （ 注 册 号 ：

140830101002485）丢 失 ，声 明 作

废。

遗失声明

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
从基本解决温饱，到人民生活总

体达到小康水平，再到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
民族告别千年绝对贫困，人民生活迎来
翻天覆地的变化。

穿越百年，梦圆今朝。更满意的收
入，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有品质的生
活……一组组民生数据，一个个幸福家
庭剪影，“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美好愿
景已成现实。

从吃不饱饭到摆脱绝对贫困
全面小康“一个都不能少”

仲夏清晨，在成昆铁路线上行驶的
“小慢车”上，身披“察尔瓦”羊毛披毡搭
车赶集的彝族老乡们已经开始了一天的
生意，刚摘的蔬菜、鲜活的鸡鸭……不等
到集市已经卖了大半。

列车载出了山里的特产，也带来了
山外的游客，曾经沉寂的乡村“活”了起
来。

彝族小山村的变迁，折射了中国最
贫困人口生活的根本改善，尤其是党的
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波澜壮阔的伟大历
程——

过去 8 年，中国现行标准下 9899 万
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 个贫困县
全部摘帽，12.8 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
平均每年减贫 1000 多万人，相当于一个
中等国家的人口。

“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标志着我
们党在团结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实
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大
步。同时，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
活、新奋斗的起点。”

2021 年 2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激人奋进。

披荆斩棘，筚路蓝缕。一部中国史，
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同贫困作斗争的历
史。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积贫积弱，人
民 贫 困 如 洗 ，尤 其 是 农 村 贫 困 问 题 突
出。按照现行贫困标准，1978 年末我国
农村贫困人口 7.7 亿人，农村贫困发生率
高达 97.5％。

改革开放后，随着农业、农村改革不
断深入和扶贫开发大力推进，贫困人口
大幅减少。1986 年，国务院贫困地区经
济开发领导小组成立，中国首次在国家
层面确立了扶贫开发的方针、贫困标准、
重点贫困地区。

2009 年，国家将农村扶贫标准提高
到每人每年 1196 元，扶贫开发对象覆盖
4007 万人；

2011 年，扶贫标准再次提高到 2300
元，1.28 亿人口成为新标准下的扶贫对
象。

历经两次大力度上调扶贫标准后，
到 2012 年末，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下降至
9899 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降至 10.2％。

党的十八大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亿
万人民打响新时期脱贫攻坚战。

响彻云霄的誓言背后是一系列精准
扶贫方略：坚持“六个精准”，实施“五个
一批”，解决“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

“如何退”等问题，瞄准“两不愁三保障”，
实行扶贫和扶志扶智相结合……

改革开放至今，按照现行贫困标准
计算，中国 7.7 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
困；按照世界银行国际贫困标准，中国减
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 70％以上。

“中国的重大成就，为实现 2030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所描绘的更加美好和繁
荣的世界作出了重要贡献。”联合国秘书
长古特雷斯说。

从生存型迈向发展型
百姓生活更加健康富足

20 世纪 70 年代，年均收入 1370.72
元；

21 世 纪 第 一 个 10 年 ，年 均 收 入
65602.51元；

2020 年 ，总 收 入 167705.40 元 ，是
1977 年的 151倍……

这是 80 岁大连市民安邦才自 1956
年以来记录在家庭“小账本”上的收入变
化。

不断攀升的家庭收入，也对应了生
活物品的迭代更新：电视机换了 4 茬，电
冰箱换了 3茬，电脑换了 2茬……

小小账本上，两条跃然向上的家庭
收支曲线，透着满满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也折射出中国亿万家庭几十年来天翻地
覆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之初，居民收入很低：
1956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
98 元；1978 年仅为 171 元；改革开放以
来，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成果惠及亿万家

庭。到 2018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达 到 28228 元 ，比 1978 年 实 际 增 长
24.3倍。

老百姓的“钱袋子”鼓起来，人均消
费支出不断增加，生活品质日益改善。
1956 年，全国人均消费支出仅为 88 元；
而 2018 年 ，全 国 居 民 人 均 消 费 支 出 为
19853 元，比 1978 年实际增长 19.2倍。

“民以食为天”。老百姓的饭桌上，
食 物 种 类 多 起 来 了 ，营 养 更 加 丰 富 。
1949 年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仅为 209 公
斤，目前达到 474 公斤；1949 年我国人均
肉类消费仅为 4 公斤，而 2019 年达到近
27公斤。

小康生活的底色不仅仅是吃饱穿
暖。从无到有，家庭耐用消费品不断普
及和升级换代，生活品质不断提高。

不同时代结婚“三大件”代表着生活
水平的改变：

20 世纪 70 年代手表、自行车、缝纫
机；

20世纪 80年代冰箱、彩电、洗衣机；
20 世纪 90 年代空调、音响、录像机、

摩托车、电脑……
如今，各类家用电器在城乡居民家

庭普及，移动电话、计算机、汽车走进寻
常百姓家。

2020 年，全国居民每百户家用汽车
拥有量为 37.1 辆，每百户移动电话拥有
量 为 253.8 部 ，每 百 户 空 调 拥 有 量 为
117.7台。

不仅吃饱穿暖，住房条件也得到了
巨大改善。1978 年，农村和城镇居民人
均住房建筑面积分别只有 6.7 平方米和
8.1 平方米，而 2018 年则分别达到了 39
平方米和 47.3平方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食品、服
装、家电、住房、汽车等商品消费“排浪
式”扩张浪潮。从追求数量到追求舒适，

消费从生存型迈向发展型，“人民生活更
加殷实”的内涵变得丰富，在国家发展蓝
图里奏响幸福的乐章。

人民生活更加美好
逐梦共同富裕新征程

蓝天白云，椰风海韵。
启动建设一周年的海南自由贸易

港，不久前迎来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
览会——来自约 70 个国家和地区、1505
家企业、2628 个消费精品品牌参展，从
服饰箱包到美妆精品，从珠宝钻石到游
艇汽车……

透过消博会的窗口，中国大市场消
费潜力不断释放，成为新时代“人民生活
更加殷实”的生动写照。

今天的中国，经济总量已超过 100
万亿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提高到 17％
以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连续两年超过
1 万美元，稳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
与高收入国家发展的差距继续缩小。

“中国已进入消费升级的重要阶段，
消费者对多样化、个性化和高品质商品
的需求日益增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
心总经济师陈文玲说。

今天的中国，创意、环保、低碳、健
康、安全正成为新的消费关键词——

从滑翔伞、跳伞、热气球到潜水，从
探洞到登山……冰雪旅游、体育旅游、体
验式旅游等个性化旅游方式得到人们越
来越多的青睐；

政府对公园、绿地、图书馆、老年活
动中心不断加大投入。20 世纪 80 年代
至 今 ，全 国 城 市 建 成 区 绿 化 覆 盖 率 由
10.1％提高到 41.11％，人均公园绿地面
积由 3.45 平方米提高到 14.8 平方米，城
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截至去年底，中国网民规模达 9.89
亿，占全球网民 20％左右。网络购物快
速发展，“小镇青年”“银发一族”“Z 世
代”等消费新群体快速崛起，14 亿多人
的中国大市场成为提振中国乃至全球经
济发展的信心所在。

面向未来，顺应居民消费升级趋势，
“十四五”规划纲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
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引导消费向绿色、
健康、安全发展。

发展信息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
费，鼓励定制、体验、智能、时尚消费……
新征程上的中国消费之变，彰显“人民生
活更加殷实”本色。

展望“十四五”，我国民生福祉将达
到新水平。届时，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基本同步；脱
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乡村振兴战略全
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
伐……

展望 2035 年，我国将基本实现社会
主义现代化。届时，人民生活更加美好，
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
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新华社北京7月17日电）

衣食无忧好日子 健康富足喜盈门
——从“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新华社记者 王优玲 侯雪静 蔡拥军

这是 2020 年 7 月 15 日拍摄的江西
省井冈山市神山村村民笑脸合集（拼版

照片）
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 摄

近 日 公 布 的 中 国 经 济
“半年报”，是一份充满暖意
的民生“大账单”——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今
年上半年就业形势总体稳
定，全国城镇新增就业 698
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63.5％；

居 民 收 入 直 接 关 系 老
百姓的“钱袋子”，上半年全
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
比实际增长 12％，两年平均
增 长 5.2％ ，与 经 济 增 速 基
本同步；

物 价 变 动 既 是 经 济 议
题，也是民生关切，上半年
居 民 消 费 价 格 同 比 上 涨
0.5％ ，处 于 温 和 上 涨 的 态
势；

……
民 生“ 大 账 单 ”，百 姓

“小确幸”。抽象的数字中，
有生活里的柴米油盐、诗情
画意，更有在复杂多变的国
内外环境下，“上下同欲者
胜”的奋进伟力。

民 生 保 障 持 续 改 善 ，
经济发展是动力。今年上
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工资
性收入同比名义增长 12.1％，这
得益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 展 的 成 果 得 到 持 续 拓 展 、 巩
固，经济运行持续稳定恢复、稳
中加固、稳中向好。就业形势保

持总体稳定，带动了工资
性收入较快增长。

民生保障持续改善，织
好 社 会 保 障 网 至 关 重 要 。
各地持续加大民生保障力
度，提高养老金标准，加强
困难群体基本生活保障，及
时 做 好 社 会 救 济 和 临 时 救
助。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
要清醒看到，当前民生保障
中仍存在短板亟待补齐，仍
有 一 些 难 题 亟 须 解 决 。 例
如就业总量稳定的同时，保
就业压力仍然较大，就业结
构 性 矛 盾 凸 显 。 下 一 阶 段
要坚持就业优先政策，延续
实施减负稳岗扩就业政策，
加 强 对 重 点 群 体 的 就 业 帮
扶，优化就业服务，扩大就
业容量，巩固就业稳定的态
势。

保 障 和 改 善 民 生 没 有
终 点 。 只 要 经 济 持 续 稳 中
向好，更加美好的生活画卷
就 会 不 断 徐 徐 展 开 。 暖 意
还将延续，我们的日子会越
过越红火！
（新华社北京7月1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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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自 2017 年底开始
研发数字人民币，终于在三年多后首
次 对 外 系 统 披 露 了 研 发 情 况 。 16
日，人民银行发布了《中国数字人民
币的研发进展》白皮书，来看看白皮
书都解答了你对数字人民币的哪些
疑问？

问题一：数字人民币会取代实物
人民币吗？

白皮书明确指出，数字人民币主
要定位于现金类支付凭证（M0），将
与实物人民币长期并存。

人民银行副行长范一飞表示，数
字人民币与实物人民币具有同等法
律地位和经济价值，以国家信用为支
撑，具有法偿性。数字人民币与实物
人民币管理方式一致，人民银行不对
其计付利息。

“数字人民币将与实物人民币并
行发行，人民银行会对二者共同统
计、协同分析、统筹管理。”人民银行
货币金银局局长罗锐介绍，我国地域
广阔、人口众多、区域发展存在差异，
社会环境以及居民的支付习惯、年龄
结构、安全性需求等因素决定了实物
人民币具有其他支付手段不可替代
的特性，实物人民币将与数字人民币
长期并存。

问题二：未来数字人民币会不会
替代现有电子支付工具？

白皮书介绍，数字人民币支持与
传统电子支付系统间的交互，充分利
用现有金融基础设施，实现不同指定
运营机构钱包间、数字人民币钱包与
银行账户间的互联互通，提高支付工
具交互性。

“数字人民币将和传统电子支付
工具长期并存。”人民银行数字货币
研究所所长穆长春介绍，中国一直支
持各种支付方式协调发展，数字人民
币与一般电子支付工具处于不同维
度，既互补也有差异。

穆长春表示，数字人民币与电子
支付工具有着相似的支付功能，但也
具备其特定优势：可以不依赖银行账
户进行价值转移，支持离线交易，具
有“支付即结算”特性；支持可控匿
名，有利于保护个人隐私及用户信息
安全。

问题三：数字人民币如何避免老
年人等特定群体的“数字鸿沟”问题？

在数字人民币钱包设计方面，白
皮书提出，满足用户多主体、多层次、

多类别、多形态的差异化需求，确保
数字钱包具有普惠性，避免因“数字
鸿沟”带来的使用障碍。

罗锐介绍，数字人民币硬钱包
基于安全芯片等技术实现数字人民
币相关功能，依托 IC 卡、可穿戴设
备 、 物 联 网 设 备 等 为 用 户 提 供 服
务，有助于解决老年人、残障人士
等 特 定 群 体 操 作 智 能 手 机 不 便 问
题。在未来的数字人民币产品设计
中，还将充分考虑特定群体的现实
需求，通过多种技术手段，降低使
用难度，进一步提升数字人民币的
普惠性。

问题四：数字人民币会不会进一
步扩大试点范围？

白皮书称，根据前期试点测试工
作情况，结合试点测试地区发展规
划、地方特点，进一步扩大试点测试
应用场景覆盖面，实现特定试点区域
内的应用场景全覆盖。

数据显示，截至 6 月末，数字人
民币试点场景已超 132 万个，覆盖生
活缴费、餐饮服务、交通出行、购物消
费、政务服务等领域。开立个人钱包
2087 万余个、对公钱包 351 万余个，
累计交易笔数 7075 万余笔、金额约
345亿元。

范一飞表示，继续稳妥推进数字
人民币研发试点，不预设推出时间
表。央行将进一步扩大试点应用场
景覆盖面，同时结合研发试点工作实
际，扩大参研机构和试点测试地区范
围。研究制定数字人民币相关管理
办法，加强数字人民币个人信息保
护。

问题五：数字人民币在北京冬奥
场景应用中有何特色？

白皮书介绍，在北京冬奥组委园
区内，立足科技冬奥、智慧冬奥建设，
试点部署无人售货车、自助售货机、
无人超市等创新应用场景，并推出支
付手套、支付徽章、冬奥支付服装等
可穿戴设备。

范一飞表示，数字人民币北京
冬 奥 场 景 试 点 主 要 围 绕 食 、 住 、
行、游、购、娱、医七大重点领域
的支付服务需求。另外，为便利境
外来华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
游客，人民银行将指导参研机构，
推出数字人民币的软钱包及硬钱包
服务解决方案。

（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

来看白皮书！系统解答
你对数字人民币的好奇

新华社记者 吴 雨

7 月 17 日，济源市坡头镇
第三小学的老师和学生一起在
校园里玩游戏。

暑假来临，河南省济源市
坡头镇第三小学的孩子们在老
师的带领下，参加各类文体活
动，快乐度暑假。

新华社发（苗秋闹 摄）

多彩活动乐暑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