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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我单位日常办公需求，提高预算资
金使用效率，现征集办公用品、办公耗材供应
商，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要求
1.已参加山西省政府采购的供应商；
2. 在盐湖区城区具有办公用品、电脑耗材

从事营业场所和相应资金销售服务的供应商。
二、需提供的资料
1.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正、反复印件；
2.营业执照、资质（格）证等相关证书、开户

许可证复印件、业绩资料；
3.相应产品报价单明细。
有意者自公告之日起 5 日内将相关资料提

交到运城市水务局事务管理站 105 办公室，逾
期不予受理。

联系人：杨帆
联系电话：19135988883
地址：运城市盐湖区人民北路 67号

运城市水务局
2024年 1月23日

公 告
我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10 日，已终止与

运城市同利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的物业管理委
托合同，从终止合同之日起运城市同利物业
服务有限公司将不得再继续收取凤城华都小
区的物业费、水电费等相关费用。如再继续
收取我公司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山西安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原河津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4年 1月24日

声 明
●不慎将运城市晋辰金榜教育培训学

校有限公司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正本【证
号：（晋）教民 114080170000149 号】丢失，声
明作废。

●不慎将万荣县万泉供销合作社惠农
服 务 中 心（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408225587209473）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 不 慎 将 崔 丙 义 残 疾 证（ 证 号 ：
14273319510415361X42）丢失，声明作废。

● 不 慎 将 薛 军 华（ 身 份 证 号 ：
142725197111100814）购 买 的 港 府 小 区 4-
507 房 的 收 据（ 票 号 ：0039434，金 额 ：
151555.10 元，日期：2019 年 3 月 18 日）丢失，
声明作废。

●不慎将万荣县荣河镇沙石范村集体
经 济 联 合 社（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4140822731934341A）公章、财务专用章丢
失，声明作废。

●不慎将山西鸿睿杰工程管理服务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40802MA7XPCL458）公章、财务专用章
丢失，声明作废。

●不慎将李一辰《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M140037922，母亲：杨彩琴，出生医院：
闻喜县人民医院）丢失，声明作废。

●不慎将永济市和顺食品厂银行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1812000621801）丢失，声
明作废。

在新绛县光村绛州澄泥砚生产基地，蔺霄麟（左）和父亲蔺
涛交流澄泥砚选泥心得。（2023 年 2月 14日摄）

新华社记者 杨晨光 摄

澄泥砚是中国四大名砚之一，以山西绛州澄泥砚为
主要代表，使用经过澄洗的细泥作为原料加工烧制而成，
制作需要经过选泥、澄清、阴干、雕刻、打磨、烧制等十余
道主要工序。其制作技艺曾一度失传，后在绛州澄泥砚
传承人蔺永茂、蔺涛以及蔺霄麟祖孙三代的努力下重现
于世并逐步发扬光大。2008 年，“砚台制作技艺·澄泥砚
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未来，绛州澄泥砚三代传承人计划和高校合作，保留
澄泥砚传统内核的同时，融入更多时代元素，设计出更多
富有青春气息、贴合时代主题的作品，让更多人了解并爱
上澄泥砚。

在新绛县光村绛州澄泥砚生产基地，蔺霄麟（右）和父亲蔺
涛在澄清过滤泥土。（2023 年 2月 14日摄）

新华社记者 杨晨光 摄

在新绛县光村绛州澄泥砚生产基地，工艺师在砚坯上雕刻
图案。（2024 年 1月 11日摄）

新华社记者 詹 彦 摄

◀在新绛县光
村绛州澄泥砚生产
基地，蔺涛（右一）
和工艺师们在检查
澄 泥 砚 。（2019 年
12月 29日摄）

新 华 社 发（高
新生 摄）

绛州澄泥砚生产基地内的澄泥砚。（2023 年 12月 16日摄）
新华社发（高新生 摄）

在新绛县绛州澄泥砚文化园，蔺霄麟进行网络直播。（2023
年 2月 15日摄） 新华社记者 杨晨光 摄

▲蔺永茂（中）
和儿子蔺涛（右）、
孙子蔺霄麟交流澄
泥 砚 制 作 心 得 。

（2023 年 3 月 9 日
摄）

新 华 社 发（高
新生 摄）

新华社北京 1 月 21 日电（记 者
邰思聪 鲁 畅）积极服务保障中央
单位标志性项目向外疏解，完成第二
批市级机关搬迁，着力打造京冀曹妃
甸协同发展示范区、京张体育文化旅
游带，抓好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
等合作园区建设……2024 年北京市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持续提升首都功
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新的更
大进展。

根据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北京
将打好疏解整治促提升“组合拳”。包
括积极服务保障中央单位标志性项目
向 外 疏 解 ，完 成 第 二 批 市 级 机 关 搬
迁。完善疏解激励约束政策体系，实
现城乡建设用地再减量 6．5 平方公
里，确保新生违法建设动态清零。优
化教育、医疗资源布局，加快首都医科
大学、首都儿科研究所通州院区等项
目建设。扎实推进铁路沿线环境、城
乡结合部整治和桥体绿化、留白增绿
等专项任务，精细治理背街小巷 1650
条，推进大红门等区域功能重塑和品
质提升。

此外，在加快“新两翼”建设、深化
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加强公共服务
共建共享方面，北京将携手津冀，实施
多个重大项目，开展产业链延伸和协
同配套，不断深化教育、医疗、养老等
公共服务合作等，推进现代化首都都
市圈建设，共同打造中国式现代化的
先行区、示范区。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
实，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已进入中央
单位和相关地区协同发力的关键时
期，雄安新区进入承接北京非首都功
能和建设同步推进的重要阶段。去
年，京津冀三地提出，共同支持和服务
央属标志性项目向外疏解，继续完善
疏解激励约束政策体系，增强向外疏
解的内生动力，确保非首都功能疏得
出、落得下、能发展。

记者了解到，2023 年，首批疏解
的在京部属 4 所高校雄安校区开工；
北京疏解提质一般制造企业 112 家；
首都医科大学新校区开工，北京大学
第一医院大兴院区、朝阳医院东院区
开诊运行。

北京保障中央单位标志性项目向外疏解

新 华 社 上 海 1 月 21 日 电（记 者
郑钧天）记者近日从上海市重大工程
建设办公室获悉，2023 年上海市重大
工程投资规模再创新高，全年共完成
投资 2257.4 亿元，超计划投资额 5％，
创历史新高；新开工 31 项，比原计划
多开工 16 项，基本建成 33 项，超计划
完成 7个项目。

上海市重大办有关负责人介绍
说，2023年上海基础设施类项目完成
投资额近千亿元。其中，东方枢纽上
海东站地下工程全面开工，沪渝蓉高
铁、沪通二期、沪苏湖铁路等加快建
设，机场联络线先期开通段全线主体
结构贯通，2024年即将实现浦东、虹
桥两大综合交通枢纽间40分钟直达。

科技产业类项目作为投资体量第
二大的板块，保持了良好势头。其中，
浦江实验室、临港实验室、磁－惯性约
束项目等开工建设，同济大学上海自主
智能无人系统科学中心、国家海底长期

科学观测系统等顺利推进，助力上海建
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

值得一提的是，多个集成电路、人
工智能、现代制造业、生物医药项目在
2023 年内集中开工、竣工，如江丰临
港基地、先声药业、正大天晴等项目开
工建设，中芯国际 12 英寸芯片项目加
快实施，药明生物医药中心等基本建
成，外高桥造船邮轮总装等建成交付；
徐汇、杨浦滨江、北外滩、虹桥、张江等
区域，一批头部企业总部和研发基地
加 快 建 设 ，华 为 研 发 中 心 部 分 组 团
2023 年内基本建成。

上 海 市 重 大 办 有 关 负 责 人 说 ，
2024 年上海市将创新优化审批流程，
着力提升重大工程项目审批服务便利
度，加快项目开工、竣工。在重大工程
中推广“桩基＋围护先行”和提前启动
招标，拓展规划资源竣工验收“一证多
验”适用范围，并扩大“分期竣工验收”
实施范围等。

2023年上海市重大工程

完成投资 2257.4亿元，超计划 5％

新华社南京 1 月 22 日电（记 者
赵久龙）记者 22 日从江苏省农业农村
厅、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了解
到，第七批江苏省传统村落名单近日
出炉，新增 52 个省级传统村落。截
至目前，江苏先后认定公布了省级传
统 村 落 七 批 共 554 个 。 从 地 区 分 布
看 ， 苏 南 272 个 ， 占 比 近 半 ； 苏 中
152 个 ； 苏 北 130 个 。 苏 州 、 扬 州 、
南京三市拥有的省级传统村落数量位
居全省前列。

记者了解到，江苏省相关部门多
次组织开展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组群
摸底调查，特别是对镇村布局规划中

“特色保护类”“集聚提升类”村庄进行
全面排查，摸清全省传统村落底数，将
具有一定历史遗存、传统特色、鲜明地
域文化的村落列入建议名单，经江苏
省人民政府同意，认定为江苏省传统

村落，实施挂牌保护。
传统村落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独特

风貌，承载着历史文化信息。传统村
落依托自然，融入自然；生息于斯的村
民，是传统村落文化的传承者、守护
者。业内人士呼吁，尊重传统村落自
然文化节律，特别是规划者、设计者、
文旅从业者，要尊重村落的历史、文化
和习俗。

“传统村落保护，要置身于乡村振
兴的历史进程中，既要塑村容村貌之

‘形’，也要铸农耕文明之‘魂’，不断注
入新时代精神。”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相关负责人表示，相关部门将持
续做好保护名录动态更新，扎实推进
省级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
县建设，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持
续强化乡村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利
用，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江苏省级传统村落达 554个

新华社重庆 1 月 21 日电（记 者
周闻韬 周思宇）记者 21 日从重庆市
两会上获悉，2023 年重庆地区生产总
值迈上 3万亿元新台阶，达到 30145.79
亿元，增长 6.1％，这是我国中西部地区
首个 GDP超过 3万亿元的城市。

重庆是我国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
地，近年来，全市把握新旧动能加速转
换的关键点，紧盯高端化、智能化、绿
色化方向，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
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产业升级、创新发
展迈出新步伐。重庆市市长胡衡华作
政府工作报告时介绍，2023 年重庆接
续实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
发展规划，制定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
业、先进材料等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
行动计划。启动实施制造业数字化转
型 8 大行动，新建 17 个智能工厂、224
个数字化车间，汽车产量升至全国第

二，新能源汽车产量达到 50 万辆，智
能手机产量预计占全国 6.7％。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发展数字经
济 是 推 进 新 型 工 业 化 的 重 要 方 向 ，
2023 年重庆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预
计达到 2.45％，一批重大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和成果产业化实现突破，全市
算力规模超过 1000P，软件和信息服
务业从业人员超过 34 万人、主营业务
收入增长近 20％。

扩大内需方面，2023 年重庆消费
市场稳定恢复，投资质量稳中有升，26
个 50 亿元级以上产业项目落地建设；
外贸外资结构持续优化，“新三样”出
口增长 1倍，汽车出口额增长 51.9％。

重庆市提出，2024 年将坚持以科
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促进产业集聚、
技术创新、融合发展，大力培育新质生
产力。

重庆 GDP 首次突破 3万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