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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居民住宅权属公示
兹有安顺市西秀区儒林路78号、80号房屋户主王兴典（原房主

王茂昭已故），身份证号码522501195808011256，房屋面积152.50
平方米。该房屋属于中华东路棚户区改造项目征收区域内。

目前该户已到我部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本部不知该房屋
是否存在争议。请有异议者在公示之日起七日内带上相关证件及
有效产权依据到安顺市中华东路棚户区改造项目指挥部登记。公
示期满后，我部将按无争议权属房屋进行征收补偿。

特此公示

安顺市中华东路棚户区改造项目指挥部
2023年12月22日

●订墓人罗亮俊遗失安顺碧天园桂园
2区A段11台11号档案，编号：3292
号，声明作废。
●遗失安顺开发区安余幼儿园食品经
营 许 可 证 正 本 （ 编 号 ：
JY35204900025237），声明作废。
●遗失贵州大洋芋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5204026015026），声明
作废。
●遗失安顺市西秀区爱加外语学校有
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我公司拟对部分房产进行公开出售,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售房产位置及面积
1.国际佳缘项目位于西秀区龙泉路A3、A4地块国际佳缘小

区外围底层独立商铺，出售面积16764.82平方米。
2.合力城项目位于安顺市西秀区安紫公路与龙宫大道交叉口

东南角，综合楼1-3层商业，出售面积13612.04平方米。
3.印象安顺项目位于黄果树大街中段印象安顺C、D栋，一、

二、四层商业，出售面积14499.22平方米。
4.翠麓名居项目位于西秀区祥云路（九小旁）翠麓名居小区1

栋、2栋、4.5栋一、二层商业，出售面积10584.73平方米。
5.苏苑公寓项目位于开发区西航路与北航路交叉路口，苏苑

公寓小区A栋一、二层整体，出售面积2620平方米。
6.千禧水汇、千禧D组团项目位于开发区北航路千禧花园小

区内，出售面积共计24313.15平方米。
7.宁谷经济适用房项目位于宁谷镇，宁谷经济适用房小区外

围商铺及小区内部库房，出售面积共计3641.88平方米。
8.富华首座项目位于开发区西航路加油站旁，富华首座1栋

1-3层商业，出售面积3926.81平方米。
9.熙春花园项目位于中华北路熙春花园A区1-A幢临街一

层、小区内负一层商业，出售面积共计1517.65平方米。
10.大中华财富中心项目位于西秀区塔山东路，大中华财富中

心A1、A2、A3、A4栋二、三层商业，出售面积2001.28平方米。
11.百灵·希尔顿项目位于虹山湖路42号虹山大酒店（百灵·希

尔顿逸林酒店）一层商业，出售面积6508.04平方米。
12.轿子山农贸市场项目位于轿子山镇，农贸市场内商铺、摊

位，出售面积22920平方米。
13.东方花园1号楼项目位于中华东路中段（东门坡），1幛负2

层至23层商业，出售面积23646.47平方米。
14.西秀区虹山湖景观整治二期武当路步行街建设项目，位于

武当路环湖西路步行街。共计出售10栋商业，出售面积18757.5
平方米。

15.安顺市西秀区虹山湖配套设施建设项目（虹湖茶坊），位于虹
山湖九孔桥东侧，整体出售，共计9栋，出售面积6006.58平方米。

16.摆家屯安置房项目位于龙青路（新妇幼保健院对面），出售
面积6428.94平方米。

17.旧州龙潭古寨项目位于旧州镇，该项目分为一期、二三期，
全部出售。一期共计17栋独栋一、二层商铺，二三期为住宅小区

外围一层商铺，出售面积共计31668.92平方米。
18.干河安置房项目位于黄果树大街（西秀高中旁）1、2栋二层

商业，出售面积2791.44平方米。
19.萝卜冲廉租房项目位于祥云路（原灯泡厂）小区外围商铺

一层，出售面积1453.12平方米。
20.东二环廉租房项目位于永丰大道与迎晖大道交叉口，东二

环保障房小区外围一、二层商铺，出售面积7896.35平方米。
21.东关一期廉租房项目位于永丰大道五里屯村，东关一期小

区临街一层商铺，出售面积4707.69平方米。
22.麒麟惠民廉租房项目位于西秀区黄果树大街东段头铺村，

麒麟惠民廉租房1、2号楼一、二层临街商业，出售面积1805.32平
方米。

23.麒麟一期安置房项目位于西秀区黄果树大街东段头铺村，
麒麟一期安置房1号楼临街商铺，出售面积1615.74平方米。

24.头铺麒麟安置房项目位于黄树大街东段头铺九中旁，头铺
麒麟小区内4、5栋一、二层商业，出售面积3216.09平方米。

25.虹山廉租房项目位于西秀区校场路口，1-4号楼临街二层
商业，出售面积861.24平方米。

26.大龙潭一、二期项目位于西秀区黄果树大街中段驼宝山
广场对面，大龙潭廉租房、公租房外围商铺，出售面积3483.56平
方米。

27.蔡官回民小区项目位于蔡官镇，小区外围、内部一层商铺，
出售面积9765.4平方米。

欢迎意向购买人现场实地查看房产现状，在报名前可联系我
司工作人员到实地查看（出售商铺的详细情况可电话咨询，咨询热
线：085138102708）。

二、出售方法及要求
1.支付方式：一次性付款或面谈；
2.交房时间：签订合同后即可交付使用。
三、报名须知
1.购买人：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企事业单位或个人；
2.报名时间：2023年12月21日至2024年1月20日止；
3.报名地点：安顺市西秀区东二环廉租房1-1号汇资公司；
4.联系人：资产运营管理部。
联系电话：0851-38102708

安顺汇资商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023年12月21日

安顺市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有关服务收费标准

房产出售公告

安顺市红十字会
2023年12月25日

今年汛期以来，我国华北、东北等地
出现极端降雨，引发洪涝和地质灾害。

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河北考
察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时强调，各级党委
和政府、各有关方面要认真贯彻落实党
中央决策部署，再接再厉抓好灾后恢复
重建，确保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温暖
过冬。

经历了洪水考验的地区灾后重建进
展如何？受灾群众能否安全温暖过冬？
当地应对极端灾害能力又有哪些新变
化？新年前夕，新华社记者兵分多路实
地探访。

全力以赴灾后重建

徐中仁穿着一件单衣，正在暖烘烘
的灶台前忙活。窗外，寒风正卷起飘
雪。“不用再为如何过冬而发愁了！”徐中
仁看着布置温馨的80平方米新家，对记
者感叹道。

8月初的洪水冲毁了吉林省舒兰市
开原镇新开村200多间民房，村民徐中
仁的房屋被洪水冲塌了一角。为了保障
安全和基本生活，一家人在安置点住了
两个多月。与此同时，200余栋新房在
地基高、地势平的土地上重建而起。

从东北到华北，各地抢先抓早，全力
以赴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应对寒冷
天气。

最新数据显示，吉林受灾最严重的
舒兰市累计完成原址重建房屋545户，
异地重建房屋284户；受灾较重的河北
省涿州市共有1.7万余户农房完成修缮，
2.9万余户农房完成加固，124户新农房
建成，明年新建农房将于开春后动工建
设；北京市门头沟区需清淤清理的2141
套、局部修缮的2332套受灾房屋，已于
10月20日前全部完成清理和修缮工作。

得到修缮加固重建的，不仅仅是民
居。重建后的黑龙江省尚志市希望中学
校园，传来学生们琅琅读书声。今夏极
端降雨过程中，这座校园几乎被“浸泡”
在洪水之中，教学楼、宿舍、综合楼、体育
馆全部进水。

随着洪水退去，清淤、消杀、更换电
路、维修教学设备等重建工作旋即展开，
并按期完工。“如今，学校已恢复正常教
学工作。入冬以来，学生们都能在温暖
的教室里学习，没有耽误学业。”尚志市
希望中学校长刘玉利说。

居有其所的受灾百姓，开始了新的

奋斗。
在天津市静海区，承包了200多座

大棚的台头镇义和村种植大户郝建，第
一时间带领乡亲行动起来，用20多天时
间修缮大棚、平整土地，并种下了蔬菜，
成为当地第一批补种的农户。

如今，彼时种下的芹菜、黄瓜已经销
售一空，辣椒、菜花也被往来的客商运往
京津冀各大市场和超市，摆上货架。

眼下，郝建又开始给西瓜育秧。“因
为时间紧，干脆住在了育苗场。”他说，
西瓜是台头镇的招牌农产品，等种植的
蔬菜都销售完后就开始种植西瓜。“种
植‘无缝对接’，大棚才能被充分利用。
只要咱们用双手继续奋斗，日子就有新
希望！”

在北京市门头沟区，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正深入开展“抗灾情 稳就业”专
项行动，已累计促进400余名受灾群众就
近就地就业。该区还联合西城、海淀、石
景山、丰台等区，举办“手拉手”等各类招
聘会65场，提供岗位2.5万余个。

严寒之下，各项工作扎实有序推
进，加快推动灾后重建各项目标任务落
地落实。

安全温暖过寒冬

气温持续走低，确保受灾群众安全
温暖过冬成为一项硬任务。

今年7月底、8月初，北京市遭遇了
特大暴雨灾害，门头沟区、房山区、昌平
区等地万余间民房面临重建。4个多月
后，记者再次来到当时受灾的门头沟区
斜河涧村，村民张卫霞带着记者走进修
缮后的“新家”。

“现在屋里达到20多摄氏度，十分
暖和，今年冬天取暖没问题。”张卫霞指
着电暖器温度显示屏说。

张卫霞告诉记者，村里前几年完成
了清洁能源改造，目前家里用电采暖，晚
8点到早8点有电价补贴。入冬前，村里
有专人挨家挨户询问取暖设备使用情
况，因洪灾损坏的电取暖设备都已更换
完毕，更换设备时政府还给予一定补贴。

据了解，门头沟区与受灾群众取暖
密切相关的89个“煤改电”村电网复建、
1.69万吨优质燃煤配送、10749户煤改
清洁能源设备修复等均已按时完成。

取暖工作做到了每家每户，安全保
障更是重中之重。

天津市武清区黄花店镇邵七堤村是

永定河进入天津后流经的第一个村庄。
洪水来临时，村民李雪冰的家中进了
水。“来暖气之前我们也担心，房子被水
淹过，供暖设施还安不安全？”

想群众所想，武清区在取暖季前就
成立了受灾村街供热保障专班，对包括
邵七堤村在内的11个受灾村街进行了
供热设施、燃气设施、电力设施等检修维
护。李雪冰家取暖设施的损坏零件被一
一更换。

不久前，李雪冰还收到了一张“便民
服务联系卡”，上面包村干部、巡诊医生、
社区民警、燃气公司等的联系电话写得
清清楚楚。“供暖等方面需求都能得到第
一时间解决，心里踏实多了。”李雪冰说。

在涿州市，共有因洪灾受损燃气壁
挂炉5634台、空气能热泵2974台，入冬
之前也全部更换、修复完成，确保群众温
暖安全过冬。

受灾地区的困难群众，这个冬天过
得如何？是各地政府最为关切的事情。

55岁的张建国，是河北省涿州市刁
窝镇刁四村的低保户。走进他原址重建
的新家，一股暖意扑面而来，温度计显示
为20摄氏度。

为了让张建国能够在这个灾后的冬
天感受到更多温暖，当地包户党员杨龙
和同事们帮他买了床、橱柜、燃气灶等，
还贴心地添置了几盆绿萝来装点新家。
得知腿脚残疾的张建国这几日身体不
适，杨龙二话没说陪他到涿州市中医院
看病。

“心里、身上都热乎。希望村子赶快
恢复，大家伙儿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张建国说。

抗灾害能力再提升

近年来，各类极端自然灾害多发频
发，对我国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提出更高
要求。经历过这场历史罕见的洪涝灾
害，受灾地区各方力量开始了一场新的
思考与行动。

走进北京门头沟区水峪嘴村的安全
应急小屋，直饮净水器可满足应急状态
下100多人的用水需求，屋顶光伏发电
设备向小屋随时供电，两台卫星电话可
以24小时呼入呼出……

这类基于暴雨造成的断电、断水、断
通讯等现实场景而设计的安全应急小
屋，确保应急指挥中心、应急避难所等场
所“电不断、水不停、讯通畅”，极大提高

应对特大突发事件防灾减灾救灾的安全
保障水平。

在今年海河流域性特大洪水中，天
津成为京津冀地区洪水的主要“入海
口”，防洪工程不同程度受到损害。不久
前，天津宣布陆续启动独流减河低水闸
泵站改扩建工程、永定河泛区主槽清淤
工程等。建成后，天津防洪减灾工程体
系将得到全面完善和提升。

农业领域应急能力的提升，也在迎
来新变化。

灾后，河北省保定市农业农村局建
立农业重大自然灾害应对工作机制，成
立了农业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领导小组，
通过强化与气象、水利、应急等部门信息
共享，开展农业气象灾害风险预警服务。

“我们还将对水毁农业设施、棚室进
行修复和重新规划重建，着眼长远、科学
规划，把恢复重建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相
结合，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保定市
农业农村局种植业处处长王建民说。

与此同时，农业保险撑起减灾“防
护网”。

“我没想到保险公司能赔付这么
快。”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穆棱市农户荆锡
臣说，通过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的绿
色通道预赔付，他已经收到了一笔保险
赔偿款。

“灾害发生后，我们迅速启动大灾应
急预案，开通绿色理赔通道，启动预赔机
制。”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牡丹江中心
支公司总经理李刚说。

近期，随着全国多地出现强雨雪天
气，为应对可能发生的灾情，新的实践已
经开始。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河北保定等地
气象与城市管理部门联合发布预警，利
用布设在桥梁涵洞和部分主干道的“城
市气象灾害智能监测站”数据，迅速对桥
梁、主干道等进行融雪清雪，确保市民出
行通畅安全。

“我们还将进一步提升气象灾害监
测预报预警能力，密切监视天气变化，确
保预警信息发布迅速、及时、有效，筑牢
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河北省气象局相
关负责人说。

眼下，各地仍在积极推进灾后重建
工作。记者看到，修复灾毁基础设施、完
善防洪减灾工程体系等仍在持续加快进
行。面对低温雨雪天气，群众供暖需求
持续增高，多地正在完善应急预案。

近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
调，加强耕地保护和建设，健全耕地数
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制度体
系，优先把东北黑土地区、平原地区、具
备水利灌溉条件地区的耕地建成高标
准农田，适当提高投资补助水平。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粮食安
全是“国之大者”。如何落实这些部署，
切实加强耕地保护和建设、夯实粮食安
全根基？

“当前，我国耕地总量下降势头得
到扭转，高标准农田建成面积持续增
加，农田基础设施持续改善。”南京农
业大学金善宝农业现代化发展研究院
教授纪月清说，耕地保护和建设同时也
面临着新复垦与新开垦耕地地力较低
等方面的挑战，迫切需要健全耕地数
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的保护制度
体系。

纪月清表示，耕地保护和建设是长
期工程，需要健全投入保障体制机制，
形成中央、地方和农民责任共担、利益
共享的投资模式。同时，健全农田建设
标准体系，切实提高每单位财政投入的
增产稳产效果。

“人均耕地少、高质量耕地少、后备
耕地少是基本国情，我国仍需高度重视

‘耕地的数量保障、质量提升、生态修复
和治理效能’四个方面的情况和问题。”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
所研究员陈学渊说。

陈学渊认为，耕地数量方面，应改
进耕地占补平衡制度，优化土地利用结
构，保持耕地占补数量不减少，耕地总
量动态平衡，坚决杜绝耕地“非农化”；
耕地质量方面，永久基本农田坚持采用
严格的用途管制制度，保护优质耕地，
维持粮食生产能力不减弱；大力推进高
标准农田建设，开展土地平整、土壤改
良、灌溉排水等工程建设，全力提升耕

地质量，“小田并大田”解决耕地“细碎
化”；经济效益方面，全方位构建耕地经
济补偿机制，激发耕地保护主体的积极
性，有效遏制耕地“非粮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
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
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
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
提升。

“我们深感责任重大，重任在肩，将
着力提升耕地质量，建强粮食安全母
体。”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抓
好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这个基础，加快
普查进度，确保明年完成外业调查采样
和内业测试化验任务，强化质量控制，
尽快摸清土壤质量家底。新增耕地质
量鉴定已写入相关规定，农业农村部正
在制定管理办法，完善后续管护和再评
价机制。同时，农业农村部牵头编制了
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
农田实施方案，正在按程序报批。

“全国耕地灌溉面积有10.55亿亩，
为高标准农田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
水利部农村水利水电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围绕把具备灌溉条件的耕地建成高
标准农田，水利部将从两方面入手：

一是统筹灌区骨干工程与田间工
程建设，全面提升农田灌溉保障水平。
密切配合农业农村部，加快推进四川都
江堰、内蒙古河套等6个灌区整灌域推
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试点，在全国优先将
具备水利灌溉条件的耕地建成高标准
农田。

二是抓住增发国债的机遇，加大
灌区建设改造力度。结合推进国家水
网重大工程建设，在水土资源条件相
对较好的地区，配套建设一批节水型、
生态型灌区，新增恢复和改善一定数
量的高质量灌溉面积，夯实粮食安全
根基。

新华社北京12月23日电 年末岁
尾，玉米等秋粮全面进入收购高峰期。
截至目前，主产区各类粮食企业累计收
购秋粮超过1亿吨。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3日晚公布
最新数据显示，秋粮上市以来，各类粮食企

业积极入市收购，市场购销活跃，价格保持
基本平稳。目前主产区各类粮食企业累计
收购秋粮超过1亿吨，收购进度过半。分
区域看，东北地区收购进度在四成左右，华
北地区五成左右，南方地区已接近尾声。

据悉，为切实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国

家有关部门及时批复在黑龙江符合条件
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
案。目前黑龙江当地已安排收购库点
200多个、仓容800多万吨，能够满足农
民售粮需要。

针对近期全国多地出现强雨雪天气，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要求各地积极稳妥
抓好秋粮收购，指导农户科学储粮，合理利
用烘干能力，充分发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
作用，帮助农户减损增收，优化收购现场服
务，加大预约收购力度，切实满足农民售粮
需要，让农民卖“暖心粮”“舒心粮”。

确保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温暖过冬
——京津冀和东北等地洪涝灾后重建观察

□新华社记者

全国秋粮收购超1亿吨

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
——专家解读加强耕地保护和建设

□新华社记者 刘诗平 于文静

12月24日拍摄的汉江特大桥P4主塔施工现场（无人机照片）。
当日，由中铁十一局承建的西（安）十（堰）高铁汉江特大桥P4主塔顺利封

顶。汉江特大桥位于湖北省十堰市，是一座梁桁组合结构斜拉桥，全长917.45
米，P3、P4两座主塔高度均为186.5米，共设置80对斜拉索，主跨420米。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