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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姚晓芳（身份证号：142725198008241621）不慎将与山西鸿德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阳光嘉苑住宅 8-8-302 的 4 张相关购房收据全部
丢失（编号：0005718，金额：90631 元，开具日期：2013 年 12 月 19 日；编号：
0000741，金额：14694 元，开具日期：2014 年 5 月 7 日；编号：0000739，金额：
11944 元，开具日期：2014 年 5 月 7 日；编号：0000740，金额：500 元，开具日
期：2014 年 5月 7日），声明作废。

● 不 慎 将 山 西 临 猗 变 压 器 有 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40821759839178M）合同专用章丢失，声明作废。

●不慎将山西万之全家具销售有限公司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1810003883601）丢失，声明作废。

●不慎将运城市盐湖区解州镇超鸡嗨小吃店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140802MA7Y64QC8J）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不慎将孙宇浩《出生医学证明》（编号：T140052034，母亲：杨倩，出生
医院：芮城县人民医院）丢失，声明作废。

●本人杜宇芬（身份证号：142701196310051263）不慎将购买的运城恒
大 绿 洲 2B- 2- 801 号 房 收 据（编 号 ：00013135，金 额 ：52160 元 ；编 号 ：
00013114，金额：179840 元；编号：00007622，金额：330000 元）丢失，声明作
废。

●不慎将刘有才残疾证（证号：14273119640505241953）丢失，声明作
废。

经临猗县人民政府批准,临猗县
自然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壹幅
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
规划指标要求（见下表）。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
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

（拖欠土地出让价款、造成土地闲置的
责任主体和“信用中国”网站公布的劳
动保障、国内贸易流通领域失信责任
主体除外），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
可以联合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
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
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
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

可于 2022 年 9 月 26 日至 10 月 10 日到临
猗 县 政 务 大 厅 201 室 获 取 挂 牌 出 让 文
件。

五、申请人可于 2022 年 9 月 26 日至
10 月 10 日到临猗县政务大厅 201 室向
我局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
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10 月 10 日 16 时 00
分。

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
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 2022
年 10 月 10 日 17 时 00 分前确认其竞买资

格。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活动在临猗县自然资源局 6 楼会议室进
行。挂牌时间为：2022 年 10 月 3 日 9 时
至 10月 12日 16时。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

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
价确定竞得人。

受让人为外地公司的，需在临猗县
境内注册子公司。

详细情况见挂牌须知。
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出让文件，

以出让文件为准。
八、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临猗县不动产登记交

易中心
联系人：王福胜 李 霞
联系电话：13099015586

15333692150
临猗县自然资源局
2022年9月6日

临猗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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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地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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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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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猗县牛杜镇牛
杜村田何路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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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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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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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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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始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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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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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
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建设，紧紧
围绕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目标，围绕举旗
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
使命任务，推动文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
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新时代中国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的
文化气度，中国人民团结奋斗、昂扬向
上的精神风貌，铺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浑厚底色。

坚定自信 增强凝聚力

首都北京，巍峨矗立的中国共产党
历史展览馆，迎来络绎不绝的观展者。

这座承载百年峥嵘记忆、彰显新时
代恢宏气象的殿堂里，一件件实物、一
幅幅展板、一张张照片，勾勒出中国共
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
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党的十
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举旗定向、守正创新，坚持把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国家立
心、为民族立魂，用文化之火照亮复兴
之路，用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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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文化建设述评

新华社记者 周 玮 史竞男 王 鹏

2021 年 5 月 11 日，在江西井冈山茨坪毛泽东同志旧居，“小红军宣讲团”团长
余梓洋给前来参观研学的学生们进行义务讲解。 新华社记者 彭 昭 摄

2021 年 7 月 1 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
重举行。这是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集体致献词。

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 摄

2022 年 8 月 4 日，在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涛雒镇东南营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老党员秦玉山给学生讲“红船故事”。 新华社记者 范长国 摄

我 叫 汤 静 ， 身 份 证 号
654001199004100327，是 运 城 市 盐 湖 区
居民，于 2022 年 6 月 8 日在运城市中心
医院分娩女婴，取名常懿一。

孩 子 父 亲 常 亮 ，身 份 证 号 码

142701196801100015，双 方 自 愿 为 孩 子
办理单亲出生证明。自声明之日起，任何
人如有异议，可向医院出生医学证明办
理处提出，电话：0359-6397525，过期将
按规定为孩子办理单亲出生医学证明。

特此声明
声明人：汤静
2022 年 9月 5日

办理《单亲出生医学证明》声明

（上接第一版）
打开微信，点击进入“启航新东

山”公众号，“乡村振兴奋进时”系列专
题报道精彩纷呈。

“公众号于去年 6 月初创立，起初
主要用于宣传村里特色农副产品，缺
乏吸引力，点击量平平。后来开设‘乡
村振兴奋进时’栏目，日日更新、月月
不同，内容都是村里‘新鲜事’、村民

‘高兴事’。”市统计局驻东山村第一书
记兼工作队队长刘轶介绍说，“这不，
公众号点击量节节攀升，浏览量与日
俱增，早已成为‘村民必读’！除此之
外，我们还通过抖音、视频号等媒体矩
阵为‘新东山’鼓劲加油，为村中优势
产业发展开辟新路子。”

媒体“鸣锣开道”，产业大有作为，
力拔头筹的垣曲县云英养殖合作社就
很值得一提。

“合作社于 2018 年设立，成立之
初成员仅为附近居民组几户村民。去
年以来，我们借助工作队开设的抖音、
快手等平台发布精美视频，知名度随
之不断攀高，更多村民纷纷主动要求
加入。眼下，社员已达 32 户。”合作社
负责人王英杰介绍说，“特别是今年 7
月 27 日，驻村第一书记在得知县供销
社正牵头筹办扶贫产品展销会的消息
后，第一时间联系我，与供销社对接。
当时，参展的 14 家合作社中，我们村
就占了两家！”

以村为家守初心，驻村驻身更驻
心。“我是统计人，也是村里人！”刘轶
说，“以心换心，就没有沟通不了的农
户；要想村民满意，就得带着村民干，
干给村民看！”

据悉，驻村以来，工作队严格按照
脱贫攻坚工作“四不摘”要求，以巩固
提升为重点，着重关注收入刚超脱贫
线的脱贫户、收入略高于贫困线的非
贫困户和各种原因导致的贫困边缘
户，每月至少召开一次贫情分析研判
会，将存在返贫风险、易致贫风险、突
发严重困难的农户纳入监测范围，制
订实施一户一方案。沟沟坎坎，家家
户户，工作队足迹遍布村里每个角落，
用心用情，全力建设“美丽东山，幸福
东山”。

办实事——
俯身纾困，只为“幸福满格”

“喂。喂？喂！”顺着梯子爬上房
顶，将手机高高举起，信号格才由“E”
变为 4G。电话无法接打，微信聊天卡
顿，抖音视频加载缓慢——曾一度，在
东山村张家庄片区，手机似乎变成“聋
子的耳朵”。

“张家庄片区地势崎岖，修建移动
基站难度大、成本高，信号特别不稳
定，手机都快成了‘摆设’。”刘轶介绍
说，“去年 6 月，我们了解这一情况后，
立即与市移动公司网游中心负责人对
接，就解决这一顽疾进行磋商。由于
新增移动基站需省移动公司批复，我
又‘软磨硬泡’‘拉关系’，十多次往返
市、省移动公司。最终，在我局党组书
记、局长王涑波的积极斡旋下，省移动
公司批复决定，在张家庄片区修建一
座移动基站。”

把好事办好，把实事做实。栽杆
架线，安装基站，修建手机信号塔是为
民服务的民生工程，质量上定不能马
虎，进度上还要再加快。项目开工建
设以后，刘轶带领工作队及村“两委”
干部，经常深入建设工地，查看塔基是
否位于沟边危险地段，下大雨是否存
在安全隐患，光缆、基站设备的规格型
号是否和设计图纸参数一致……去年
12 月 28 日，村民翘首期盼的移动基站
建成，随着网络信号成功调试，“幸福
满格”梦想成真。

“幸福满格”，就要修好“幸福路”，
搭起“民心桥”。驻村以来，工作队问
需于民、实干为民，把好事干实，将实
事办好，用“微实事”撬动“大民生”。

在东山村张家庄片区采访，只见
刚铺完沥青的通村路大道通衢，一派
生机盎然新气象……“这里路况复杂，
几年前修的水泥路受损严重，村民‘下
雨挽裤子，晴天捂鼻子’。路难走，导

致外面车进不来，村里人出不去，搞项
目、兴产业更是天方夜谭。”刘轶说，

“今年 5 月 12 日，王涑波局长来东山调
研，掌握这一情况后，立即与有关部门
沟通。最后，由县农委投资 33 万元铺
设长 470 米、宽 7 米的进村路及 1 公里
的通村路，困扰群众多年的‘行路难’
一举成为历史，大家无不拍手叫好！”

无独有偶，过去十多年，神西河居
民组“危桥”已申请保修多次，一直悬
而未决。去年，因遭受强降雨冲刷，这
座危桥主体坍塌，村民出行危险系数
骤增。工作队研判风险、当机立断，将
市统计局拨付产业帮扶资金 10 万元
优先用于修缮危桥。工程招标、实地
勘探、施工开挖，工作队抓项目、赶工
时，争取在今年上冻前完工验收。

去年，西河片区受强降雨影响，原
有输水管道被全部冲垮，村民吃水要
一 车 车 拉 。 民 事 食 为 天 ，食 以 水 为
先。鉴于村中缺少可用资金，工作队

“绞尽脑汁”打报告，“千方百计”通路
子，向上级水利部门成功申报 20 万元
项目。工程于今年 5 月份完工后，西
河村民吃水难问题迎刃而解……

兴产业——
拓宽增收路，撑起“钱袋子”

漫步于东山村两山片区的皋翔核
桃示范园，数不胜数的青皮核桃宛如
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绿衣仙子，从枝叶
深处中探出头。果树行间，套种的玉
米、大豆长势强劲、分外喜人。

“这是县农村农业局实施的‘核桃
提质增效项目’，目的是打造集滴灌、
管理以及兼作为一体的高标准核桃示
范园区。通过工作队积极协调引导，
流 转 岭 回 村 600 亩 土 地 用 于 项 目 建
设。示范园通过科学管理，去年亩产
青皮约 750 公斤，总产值达 225 万元。”
垣曲县皋翔核桃示范园负责人闫合山
介绍说，“目前，园区里以种植‘保玲’

‘礼品一号’两种核桃为主。这一项目
的示范意义在于，在不影响核桃生长
的前提下种植大豆，利用大豆秸秆为
核桃树提供营养丰富的氮肥。间作
后，每亩地可增收 600多元。”

如今，“小核桃”身价翻倍离不开
工作队的细心呵护。“刚到村时，我们
就‘锁定’村里核桃产业。在对村中核
桃种植进行实地调研后，决定联系县
林业局干果中心，计划在改良嫁接原
有杂核桃品种的基础上，发展青皮核
桃产业。截至目前，100 多名技术员
共嫁接改良核桃树 30 余万株，成活率
达 95%以上。”刘轶介绍说，“下一步，
我们将通过流转或托管的方式，对相
对集中的核桃园进行集约化经营，应
用生物防治或水肥一体化等技术，开
展蒲公英药材林下种植，提高园区经
济效益，让东山核桃‘走’得更远。”

“家有一亩核桃树，柴米油盐不发
愁！”一株株、一片片的核桃树，不仅用
绿色装点东山村的荒山，还带起一个
未来可期的新兴产业，让颗颗小核桃
变成村民的“金果果”。

拓宽“致富路”，撑起“钱袋子”。
工作队驻村以来依照“稳定主导产业，
巩固现有产业，创新新型产业”的理
念，优化农产品经营模式，延伸产业
链，形成规模优势，做大村集体产业。

“去年，乘着‘一企帮一村’东风，
我与县舜兴干果有限责任公司多次交
涉，经过实地考察后，决定在东山村引
进羊肚菌项目。项目占地 120 亩，计
划建设 96 个大棚，每个棚投资 10 万元
左 右 。 目 前 ，土 地 流 转 工 作 已 经 完
成。”刘轶介绍说，“建成后，不仅村集
体可获得储存、加工技术以及土地租
金，村民也能参加生产、扩大就业，可
谓‘一箭三雕’！除此之外，我们还计
划在 500 亩核桃经济林下种植菊花、
玫瑰等，发展花卉产业，建设菊花烘焙
房，走乡村旅游发展新路……”

放眼东山村，全新的党群服务中
心静待开工，森林村庄项目建设如火
如荼，通道、庭院绿化有条不紊，村中
小游园等项目“蓄势待发”……绘就新
坐标，吹响新号角，“美丽东山，幸福东
山”风景正好、再起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