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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慎将山西省万荣县里望乡南阳
村 第 五 居 民 组 高 军 强（身 份 证 号 ：
142725196805066417）土地确权证（证号：
NO.D140822040831）丢失，声明作废。

●不慎将山西宝路加交通科技有限
公司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证号：
运字货 140802016479）丢失，声明作废。

●本人曲菲不慎将西建天茂城 28 号
楼 1 单元 2202 室、5CC 号地下室、D050
号车位的收据丢失，现声明原件作废。

● 不 慎 将 刘 素 波 残 疾 证（证 号 ：
14273019850728103952）丢失，声明作废。

●不慎将山西省万荣县里望乡南阳
村 第 三 居 民 组 高 晋 丁（身 份 证 号 ：
14272519400119641X）土 地 确 权 证（证
号 ：NO.D1408220040739）丢 失 ，声 明 作
废。

●不慎将运城市盐湖区东城办事处
中 银 街 社 区 卫 生 服 务 站 财 务 专 用 章 丢
失，声明作废。

●不慎将运城市盐湖区北城街道荆
柯金银珠宝店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140802MA7Y4KGRXG）
丢失，声明作废。

●不慎将山西省万荣县里望乡南阳
村 第 一 居 民 组 宁 水 旺（身 份 证 号 ：
14272519520727641X）土 地 确 权 证（证
号 ：NO.D1408220040619）丢 失 ，声 明 作
废。

●不慎将山西万鸿石业有限公司银
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1821000333102）
丢失，声明作废。

●不慎将张焕玲坐落于夏县东风西
街物资总公司综合楼四单元 502 号的房
产 证【证 号 ：夏 房 权 证〈2005〉字 第 03-
0115 号】丢失，声明作废。

●不慎将山西长江源实
业有限公司电动单梁起重机
的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特种
设 备 注 册 登 记 表 丢 失 ，共 6
台，设备注册代码分别为：
40101408022011080326、
40101408022011080327、
40101408022011080328、
40101408022011080329、
40101408022011080330、
40101408022011080331，现 声
明作废。

10 月 13 日，参会者在美食节上参
观。

当日，第二十四届中国美食节暨
首届中国海洋美食文化节在青岛西海
岸新区开幕。

本届美食节以“新消费、新场景、
新体验”为主题，分为论坛会议、技能
竞赛、展览展销、演绎演示、让利惠民
五大板块 20余项活动。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 摄

第二十四届中国美食节在青岛举行

新华社合肥 10 月 12 日电（记
者 吴慧珺）记者从 12 日召开的安徽
省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安徽将汽
车产业作为全省“首位产业”，发展取
得显著成效。今年 1 月至 9 月，全国新
能源汽车产量 631.3 万辆，汽车出口
338.8 万辆。其中，安徽省新能源汽车
产量 60.6 万辆，汽车出口 82.2 万辆。
据测算，全国每 4 辆出口汽车中就有 1
辆“安徽造”，全国每生产 10 辆新能源
车，约有 1辆“安徽造”。

据安徽省发展改革委数据统计，
今年 1 月至 9 月，安徽汽车产销总量持
续增长，全省汽车产量 169.9 万辆，同
比增长 45.7％。其中，汽车出口 82.2
万辆，同比增长 78％；新能源汽车产
量 60.6万辆，同比增长 76.6％。

同时，产业总体效益也显著提升。
今年 1 月至 8 月，该省规模以上汽车制
造业增加值增长 43.2％，增幅比全国高
31.5 个百分点；营业收入 3212.1 亿元，
增长 45.8％，增幅比全国高 34.9个百分
点；实现利润 147.1亿元，增长 285.6％，
增幅比全国高283.2个百分点。

“当前，安徽省汽车产业形成了
各级政府强力推动、经营主体信心饱
满 、 各 界 力 量 借 势 共 赢 的 生 动 局
面 。” 安 徽 省 发 展 改 革 委 主 任 陈 军
说，未来 5 年，安徽将坚持整车、零
部件、后市场三位一体发展，加快推
进创新生态、智造生态、服务生态、
人才生态、文化生态、资本生态、开
放生态建设，加快打造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

全国出口 4辆汽车就有 1辆“安徽造”

10 月 13 日，杭州市生态环
境局临安分局工作人员到企业
进行走访和排污口水质监测。

为提升和优化营商环境，9
月份以来，浙江省杭州市生态
环境局临安分局移动审批车投
入运行，把服务“窗口”搬到企
业“门口”，组织审批、土固、法
规等职能科室赴企业集聚区开
展上门服务，为企业办理环保
审批业务，让企业少跑路，提升
行政审批效率。同时，开展生
态环境基层站所与企业结对指
导，以“信访联系卡”“环保体检
单”等举措，定期上门走访服务
企业，帮助整改问题。

新华社记者 徐 昱 摄

杭州临安：

移动“窗口”提升
行政审批效率

10 月 13 日，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
县第一幼儿园的小朋友进行火灾逃生
演练。

当日是国际减灾日，各地学校开

展防灾减灾知识普及和应急疏散演练
等活动，以提高师生应急避险与安全
自救能力。

新华社发（张晓峰 摄）

河北井陉：国际减灾日 安全进校园

新华社成都 10 月 13 日电（记
者 史竞男 袁秋岳）作为中央宣传
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开展的 2023“新
时代乡村阅读季”重点活动之一，2023

“农民喜爱的百种图书”10 月 13 日在
四川成都天府书展正式向社会公布。

今年的“农民喜爱的百种图书”共
有 30 种政经类图书、10 种科技类图
书、20 种医卫生活类图书、20 种文化
类图书、20 种少儿类图书入选。其中
既有《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
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学习纲要（2023 年版）》等党的创
新理论著作和主题出版物，《描绘乡村
振兴最美底色：连环画集“脱贫故事

绘”》《蔬菜栽培技术大全》等反映乡村
振兴成果、帮助农民提升致富技能的
优秀图书，也有《一百岁的红领巾》《年
华璀璨：出发吧！少年》等引导农村青
少年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党爱国爱
社会主义情怀的读物，以及《舌尖上的
安全》等关爱农民群众身心健康的书
籍。

“农民喜爱的百种图书”推选活动
自 2019 年启动以来已举办五届，本着
以高质量文化供给更好满足农民群众
精神文化需求的目标，推进农家书屋
提质增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为推进乡村全面
振兴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2023“农民喜爱的百种图书”发布

新华社北京 10月 12日电 中国
机构编制网 12 日消息，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发布相关通知，
调整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国
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职
责机构编制，调整中国社会科学院职
责等事项。

关于工业和信息化部的职责、机构
调整是：将科学技术部的组织拟订高新
技术发展及产业化规划和政策，指导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等科技园区建设，指导科技服务
业、技术市场、科技中介组织发展等职
责划入工业和信息化部。不再保留国
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

及其办公室，相关具体工作由工业和信
息化部中小企业局承担。

关于生态环境部的职责、机构调
整是：将科学技术部的组织拟订科技
促进生态环境发展规划和政策职责划
入生态环境部。不再保留京津冀及周
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领导小组及其办
公室。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不再加
挂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环境管理局
牌子。将生态环境部的内设机构中央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更名为中央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协调局，并将其职
责表述中“承担国务院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工作领导小组日常工作”修改为

“承担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具体事务”。
关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职

责、机构调整是：将科学技术部的组
织拟订科技促进卫生健康发展规划和
政策职责划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将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组织拟订并
协调落实应对人口老龄化政策措施、
承担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的具体工作
等职责划入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代管的中国老龄协会改由民政部
代管。

关于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责调整
是：不再保留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
员会及其办公室。将国务院金融稳定
发展委员会办公室职责，划入中央金

融委员会办公室。将对金融控股公司
等金融集团的日常监管职责，划入国
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建立健全金
融消费者保护基本制度职责，划入国
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关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职责调整
等事项是：不再保留中国社会科学院
的代管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职责。中
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更名为中国
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继续加挂国家方
志馆牌子。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代中央宣传思想文
化工作领导小组管理。

同时，相关部门的机构设置、行政
编制和领导职数等也进行了调整。

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社会科学院职责机构编制等调整

今年 9 月，《深化集体林权制度
改革方案》 公布，继全面推进集体林
权制度改革之后，明确巩固和拓展改
革成果。

为何要深化这项改革？怎样确保
改革任务落地见效？12 日，在国新
办举行的发布会上，国家林草局副局
长唐芳林、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专
职副主任徐济德、国家林草局林业和
草原改革发展司司长王俊中，以及江
西省林业局负责人刘宾和福建省三明
市委常委、副市长杨兴忠回应了社会
关切。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纵深
推进

唐芳林介绍说，多年来集体林权
制度改革成果持续巩固深化。特别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有力有序、纵
深推进。各地围绕“林改四问”积极
探索、创新作答，不断取得新进展新
成效。

一 是 完 成 了 明 晰 产 权 、 承 包 到
户。围绕“山要怎么分”，开展集体
林地确权颁证。全国发放林权证 1 亿
多本，初步实现“山定权、树定根、
人定心”。

二 是 森 林 质 量 明 显 提 高 。 围 绕
“树要怎么砍”，推进森林分类经营和
可持续经营。农民成为山林的主人，
造林护林营林积极性不断提高。集体
林森林蓄积量比林改前增加了近 39
亿立方米，有林地面积增加了近 4 亿
亩。

三 是 森 林 资 源 逐 步 盘 活 。 围 绕
“钱从哪里来”，创新林权融资机制，推
动集体林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金。
建立了林权抵押贷款制度，全国林权
抵押贷款余额 1300 多亿元，成为支持
林业生态建设和产业发展的重要资金
来源。

四 是 经 营 效 益 稳 步 提 升 。 围 绕
“单家独户怎么办”，推动林权流转和
林业规模经营。培育家庭林场、专业
大户、林业合作社等林业新型经营主
体近 30 万个。集体林地产出每亩约
300 元，比林改前增长 3 倍多。林业
产业总产值超过 8 万亿元，部分集体
林业大县农民一半以上收入来自林
业。

刘宾表示，近年来江西省开展清
理规范林权登记历史遗留问题试点，
有力保护了林农群众和林业经营者的
权益，还创新推出了“林下经济收益权
证”，有效破解了林下经济确权难、融
资难的问题。

系列部署进一步发展林
业适度规模经营

我国有集体林地 25.68 亿亩，占林
地 总 面 积 的 60％ ，分 布 在 2600 多 个
县，涉及 1亿多农户。

“集体林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
经济社会发展中地位十分重要。”徐
济德表示，日前发布的深化集体林权
制度改革方案，明确积极稳妥推进集
体林权制度创新，并从产权制度、资
源管理、经营模式、投入机制、产业

发展等方面协同发力，提出了一系列
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的创
新举措。

针对分山到户后林地碎片化、综
合效益不高的问题，各地进行了不少
有益的探索。据杨兴忠介绍，福建三
明市通过建立经营性收入激励机制，
充分调动国有林场、林业龙头企业的
积极性，鼓励他们与村集体、林农开展
合作经营，提高经营效益。目前规模
经营面积占比达到 57％，集体林每亩
蓄积量明显提高。

王俊中说，方案在充分吸收基层
创新经验基础上，对发展林业适度规
模经营等作出了系列部署。

积极稳妥推动林权流转。如鼓励
各地采取措施，引导农户通过出租、合
作、入股等方式流转林地经营权，将闲
散林地集中起来；支持各地组建林权
收储机构，采取市场化方式将分散的
林权适度集中起来规模经营；探索林
权折资量化的新路径，引导社会力量
投入林业经营等。

大 力 推 广 合 作 经 营 。 一 方 面 支
持 小 农 户 开 展 多 种 形 式 的 联 合 经
营，另一方面，支持分区分类探索
国 有 林 场 经 营 性 收 入 分 配 激 励 机
制，引导国有林场与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和农户联合经营，促进集体林
经营水平提升。

“国家林草局下一步要开展国有
林场示范建设，支持国有林场开展场
外经营，主动参与服务集体林改，提
高集体林经营质量和效益。”王俊中
说。

此外，王俊中表示，要发挥各类社
会化服务组织带动小农户作用，促进
小农户与发展现代林业有机衔接，鼓
励各类企业参与林业投资经营，建立
健全联农带农机制，让小农户更好融
入大市场。

多措并举推动改革任务
落地见效

为了贯彻落实方案要求，徐济德
说，国家林草局将加强指导和督促，推
动各省区市尽快出台具体方案，压实
地方党委政府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的主体责任。加快研究制定林权管
理、森林经营、森林采伐利用、林业产
业等方面的政策举措，并加强与有关
部门的沟通配合，进一步完善相关配
套政策。

他表示，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
创新，不断为改革积累经验、破局探
路。除了支持福建、江西、重庆三省
市建设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先行区
外，将扎实推进全国林业改革发展综
合试点工作，指导福建三明、江西抚
州、吉林通化、山西晋城、安徽宣
城、四川成都、浙江衢州等 7 个试点
市先行先试，及时总结推广典型经验
和模式。

此外，徐济德说，将研究建立客观
反映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成效的评
价指标体系，将评价结果纳入林长制
督查考核范围，加强问责追责，确保改
革任务落地见效。

（新华社北京10月 12日电）

接续答好“林改四问”努力实现生态美百姓富
——聚焦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新华社记者 胡 璐

新华社成都 10 月 13 日电（记
者 吴光于）10 月 12 日，在大熊猫国
家公园成立两周年之际，四川、陕
西、甘肃三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成都举
行大熊猫国家公园司法协同保护联席
会。

会上，三省高级人民法院共同发
布《关于加强大熊猫国家公园司法协
同保护的意见》，明确了共同建立大熊
猫国家公园司法协作机制的原则理
念、协作目标、工作机制、协作内容，从
共同加强环境污染防治等八个方面提
出了审判工作指引，并对共同推进大
熊猫国家公园环境司法专门化建设等

三个方面的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相关基层法院签订《大熊猫国家

公园司法保护协作协议》，提出在跨域
立案、案件审判、调阅档案等涉审执事
务方面的协助配合，并对共建大熊猫
国家公园司法保护联合宣传等工作机
制达成一致。

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副
庭长李明义表示，此次联席会为三省
法院进一步凝聚共识、汇聚力量，推动
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谋划
和推进国家公园保护发展提供了良好
的契机，也为国家公园司法保护协作
实质化运行提供了示范样板。

川陕甘三省加强大熊猫国家公园司法协同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