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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顺市西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房地产交易市场准入证遗失

注销公告
房改房交易市场准入证所有权人李先兵（身份证号：522501196804283611）

因不慎遗失证号为安房准字FGF（L）01311号《安顺市房地产交易市场准入证》
（房屋坐落：双阳飞机制造厂305栋21号）。当事人已按规定向我局申请补发，经
我局审查特公告注销该证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如无争议特给予补发。

联系电话：0851-33835622
安顺市西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4年4月23日

●遗失安顺市跃泰建材有限公司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上海红星美凯龙电表押金收据（编号：0066789；金额1000元），声明作废。
●王涛（品牌:顾家家居）遗失上海红星美凯龙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安顺分公司质
保金收据（编号DZ-1511000411；金额30000元），声明作废。
● 遗 失 普 定 县 裕 源 鼎 金 刺 梨 种 植 专 业 合 作 社 开 户 许 可 证（核 准
号：J7118000809201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普定县支行，账
号：2404038019200107483），声明作废。
●遗失安顺开发区张华汽修厂公章、张华私章，声明作废。

解除协议告知函
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火花乡洗鸭河村发艾组村民：

1989年6月3日，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发艾电站与贵村民组就发艾电
站签订了《供用电协议》，约定贵村民组的照明用电由发艾电站的厂用电供给，
村民按约定向电站支付电费，保证不拖欠。协议从1989年签订至今30余年，
贵村民组村民长期拖欠电费拒绝支付，持续违约在先。我国原施行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或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均规定“民事主体应当按照约定，全部履
行自己的义务。”贵村民组村民长期用电但不按约支付电费的行为，根据上述
法律规定，早已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我公司有权依法单方解除合同。解除
合同通知送达就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果。同时，随着我国基础设施的完善
和发展，法律法规的健全和完善，根据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电力
业务许可证监督管理办法》、《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发艾电站作为发电企业，客观上也不能直接对客户进行供电，不具备继续履行
协议的可能。用户用电需向本区域具备售电资质的供电营业机构提出用电申
请，依法合规用电。基于上述贵村民组村民的长期拖欠电费的违约行为以及
情势变更情况，1989年6月3日签订的《供用电协议》已经不具备履行条件，我
公司正式函告贵村民组，从本函告之日，正式解除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发艾
电站与贵村民组于1989年6月3日签订的《供用电协议》。我公司保留追收拖
欠电费的权利。如有异议请通过法律途诉讼合理解决。

特此函告
紫云黔冠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024年4月11日

遗失声明

最新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公民具
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14.14%，呈现提
速增长趋势。科学素养提升离不开科学
普及，基层科普成效到底如何？老百姓
的科普获得感增强了吗？带着这些问
题，记者在近日中国科协组织的一次调
研中找答案。

山东菏泽，牡丹争艳，建邦中央公园
游人如织。市民散步赏花之余，又添了
一项休闲乐趣：发电单车、传声管等几十
件互动设施遍布园内，简单操作便能感
受科学魅力。

“我们每周都来巡检，体验的人很
多。”菏泽市科协副主席胡秋艳告诉记
者，公园周边1公里内居民区密集，有7
所幼儿园和中小学校，设在市民家门口、
课堂边的科普供给广受欢迎。

“说这一天桂霞出门去赶集，正好碰
见消防队的同志做宣讲；先教灭火器如何

来使用，再把消防知识讲……”晚上九点
半，位于菏泽老城区的曹州古城广场好不
热闹，“95后”曲艺人马庆伟的消防安全

“说唱科普”，引得台下观众阵阵喝彩。
“每次演出不用预告，锣鼓一响就有

群众汇集。”牡丹区西城街道负责人说，
这些“科普艺人”利用节假日和夜间休闲
时间，走进乡村和社区开展文艺汇演，既
展示了山东快书、山东琴书等传统曲艺
文化，也传播了科学知识。

“接地气的科普，让人看得开心，听
得进去，记得下来！”牡丹区居民崔防震
告诉记者，从讲述交通安全的相声到科
普急救技能的小品，他追着看了好几场
科普表演，学到了不少科学知识和实用
技能。

不管是科普形式更加喜闻乐见，还
是科普内容更加贴近生活，根本都要从
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出发。对基层尤其

是乡村地区来说，科普不是“阳春白雪”，
要发挥实实在在的作用。

都司镇黄堂村靠近国道，一度交通
事故频发。在交警部门支持下，村广场
被改造成交通安全体验基地，丰富的科
普活动提升了村民交通安全意识，近年
来村子再没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得益于单县西红柿协会推广普及的
新技术、新品种，当地农户不仅种出了高
产番茄，实现增收致富、带动就业，还把
优质番茄种子送上了太空，培育起航天
番茄新品种。

不仅在山东。近年来，户外科普在
口袋公园推广，科学大讲堂、科普赶大集
等活动异彩纷呈，各类科普广播和电视
节目推陈出新……零距离、生活化的创
新科普供给和服务，成为我国提升基层
科普效能的缩影。

改变，体现在效果上，更暗藏在理念

中。越来越多的基层学校正在转变思
维，着力做好科学教育“加法”，为祖国的
花朵厚植科学的土壤。

这个学期，每周一的无人机飞行课
让都司小学的三年级学生黄麟婷兴奋不
已。通过一个多月的学习，她已经能操
作钻圈、悬停等飞行动作。这个喜欢火
箭的乡村小姑娘，把这项新技能看作实
现航天梦想的第一步。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农村家庭
对优质教育的需求也在不断提升。要让
更多的科学课进校园，使孩子们在科学
探究中全面发展、健康成长。”校长刘认
银的远见和决心，来源于当地政府的大
力推进，以及一批科技馆和科技企业等
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

一次调研行，惊喜新发现。在拥抱
创造、激发创新的新时代，科普的“最后
一公里”正在悄悄书写着中国的精彩。

新华社昆明4月23日电 第21次
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23日发布。调
查显示，2023年我国成年国民包括书报
刊和数字出版物在内的各种媒介的综
合阅读率为81.9%，较2022年的81.8%
提升了0.1个百分点。

其中，2023年我国成年国民图书阅
读率为59.8%，与2022年持平；报纸阅
读率为23.1%，较2022年下降了0.4个
百分点；期刊阅读率为17.5%，较2022
年下降了0.2个百分点；数字化阅读方
式（电脑端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电
子阅读器阅读、Pad阅读等）的接触率为
80.3%，较2022年增长了0.2个百分点。

根据调查，2023年我国成年国民人
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75本，人均电子
书阅读量为3.40本。

调查显示，2023年我国有三成以上
的国民有听书习惯。从成年国民听书
情况来看，有36.3%的成年国民表示在
2023年通过听书的方式阅读。在未成
年群体中，有33.1%的人表示自己在过
去一年通过听书的方式阅读。

根据调查，2023年我国未成年人图
书阅读率为86.2%，较 2022年提高了
2.0个百分点；人均图书阅读量为11.39
本，较2022年增加了0.25本；人均每天
阅读纸质图书35.69分钟。

调查还显示，各地全民阅读品牌活
动影响力进一步扩大，2023年我国成年
国民对全民阅读品牌活动的参与度达
67.5%，较2022年增长了0.8个百分点。

此次调查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组织实施。

第21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发布

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助力培育阅读
“引力场”，因地制宜结合特色打造阅读
新场景，通过数字化等手段不断优化阅
读体验……今年4月23日是第29个世
界读书日，记者近日在浙江、北京、四川、
西藏等地走访发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
多项举措，从形式到内容推动全民阅读
不断深化，促进全社会形成热爱阅读的
氛围，让热爱阅读的人群更加愉悦地享
受到读书的乐趣。

丰富活动培育“引力场”

4月 21日晚，浙江杭州春雨淅沥。
位于杨柳郡小区的纯真年代书吧透出温
暖灯光，一场主题为“《人间词话》‘境界’
说之‘造境’与‘写境’”的讲座吸引不少
听众到场聆听。

在讲座中，文化学者曹文彪深入浅
出地解析王国维对“境界”的独特理
解。“讲座非常好，曹老师让我们更深入
了解这部经典作品，回去后我再仔细阅
读品味。”从浙江金华特地赶来的听众
张标莲说。

“作为一家小区里的书吧，除了书店
功能，我们更多想为附近居民提供一个
共享文化空间。”纯真年代主理人朱锦绣
说，在属地彭埠街道文化站的支持下，相
关活动贯穿全年，引导更多人培养热爱
阅读的习惯。

在雪域高原，咖啡厅、茶饮店林立的
西藏拉萨藏大中路，开设了当地首个城

市文化驿站“hima hima 隙马画廊”。
除阅读外，市民在此还能参加文化沙龙、
观看展览。

作为拉萨市首届图书展会分会场，
日前这里开展了一场艺术书装帧工作坊
活动，一群青年动手体验书籍装帧的乐
趣。依托城市书房和城市文化驿站，今
年全年拉萨预计开展不少于60场公共
文化活动。

“阅读不能仅仅集中在世界读书日
前后，近年来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
吸引更多人加入阅读的队伍，对普及阅
读文化、引导人们形成常态化阅读习惯
很有帮助。”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系副教
授范叶超说。

因地制宜开拓新场景

中午一点，走进位于四川成都青羊
区光华街道的益民菜市（家园店），几名
摊主正在“菜市书屋”里看书聊天。书屋
内书籍种类丰富、摆放有序，环境整洁温
馨，10余平方米的空间内，书香味和菜
市场的烟火气交织汇聚。

“这间‘菜市书屋’从去年10月开始
运营，读者大部分是菜市经营户及其子
女，以及附近来买菜的居民。”益民菜市
（家园店）店长苟明朝说，这里的书籍大
多是健康知识、家庭菜谱、育儿手册等实
用类书籍，更有针对性地满足附近居民
和经营户的阅读需求。

据了解，按照“市级规划+属地统

筹+市场运营+志愿服务”多元共治模
式，目前成都市创新打造并开放47家

“菜市书屋”，为市民提供邻里交流、亲子
阅读、休憩放松的公共惠民空间。

四月的北京，繁花似锦。地安门十
字路口南侧，一座古色古香的建筑静静
矗立，写有“中国书店”的牌匾在蓝绿色
调门梁彩绘的映衬下，显得庄重古朴。

始建于1420年的地安门雁翅楼是
北京中轴线上的著名景观。“中国书店雁
翅楼店自2015年开业以来，一直努力打
造特色文化阅读空间。”中国书店雁翅楼
店经理孙奕介绍说，从最初以传统国学、
古籍类图书展陈为主，到运用屏风、书
架、展台等构成多个功能区域，再到在二
层打造综合性中轴线文化阅读空间……
这座优雅安静的城市书房成为众多市民
的“悦读”场所。

“我的工作需要积累大量关于北京
文化的知识，在这里能找到很多有关大
运河、中轴线、老北京胡同的书籍资
料。”北京市民方喆告诉记者，平时他还
很喜欢带着4岁的儿子一起来，“孩子
一进门就跑去自己看书，在这里他读得
特别专注。”

提升服务让阅读不受限

走进四川省图书馆二楼大厅，西侧
的智慧阅读空间吸引不少读者驻足，这
里集合了多种智慧阅读设备，包括搭载
在线书城系统的墨水屏阅读器、“瀑布流

电子借阅系统”、智能棋艺桌和数字书法
机等。自2022年1月对外开放服务以
来，截至2023年底这里已累计服务读者
约119万人次。

该馆还通过数字化建设不断简化借
阅流程，目前不仅支持使用身份证、社保
卡等实体卡借阅，还在微信公众号上推
出电子借阅卡，读者只需将书放置在自
助借还书机的图书感应区，就能批量识
别和借还。市民王女士用手机扫码一次
性归还了6本童书，“批量借还功能节约
了很多时间，相比实体卡我更常用电子
卡，有时没带身份证也不担心。”

此外，川渝阅读一卡通项目也正稳
步推进，该馆15台自助借还书机中，有2
台专门提供通借通还服务，读者凭身份
证或社保卡即可享受成渝两地图书馆资
源一站式检索、文献传递、图书通借通还
等智慧化服务。据介绍，目前四川73家
公共图书馆与重庆42家公共图书馆已
实现图书通借通还。

夜已深，浙江三门县的大剧院和合
书吧内仍有不少市民在阅读自习。当地
建立的24小时自助图书馆和合书吧，以
更优化的服务让阅读不受限。

“目前全县已建成13家和合书吧，
市民可就近选择，刷身份证或扫脸入馆，
免费借阅；书吧还提供有声阅览、主题化
场景布置等，让更多读者爱上图书馆，享
受这里的文化气氛。”三门县图书馆副馆
长李旭说。

4月23日，市民在第三届全民阅读
大会“十里书香长廊·春城书市”上挑选
书籍。

4月23日，第三届全民阅读大会在
云南昆明开幕。本次大会以“共建书香
社会 共享现代文明”为主题，将举办阅
读推广、主题发布和全民阅读大讲堂、春
城书香长廊等活动，旨在持续深化全民
阅读活动，进一步在全社会涵育爱读书、
读好书、善读书的良好风尚。

□据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4月23日电 在中宣
部指导下，由中国图书评论学会组织评
选的2023年度“中国好书”日前揭晓，
共有44种图书入选。其中，年度荣誉图
书2种，主题出版类8种，人文社科类7
种，文学艺术类13种，科普生活类5种，
少儿类9种。另有16种图书入围2023
年度“中国好书”。

年度荣誉图书为：《习近平著作选
读》第一卷、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习
近平走进百姓家》（中国妇女出版社）。

主题出版类图书为：《毛泽东文谭》
（陈晋、胡松涛著，湖南人民出版社）、
《天下国家道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
道》（林尚立著，上海人民出版社）、《走
近最可爱的人：李蕤赴朝家书日记》（李
蕤著、宋致新编，北京人民出版社）、《仰
望星空：共和国功勋孙家栋》（黄传会
著，浙江人民出版社）、《中国经济改革
简史（1978—2023）》（本书编写组著，经
济科学出版社）、《新时代这十年
（2012—2022）》（当代中国研究所著，人
民出版社）、《中国式现代化论纲》（洪银
兴著，江苏人民出版社）、《“村BA”: 观
察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窗口——台盘
村乡村振兴故事》（姚瑶著，贵州民族出
版社）。

人文社科类图书为：《溯源中华文
明》（王巍等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品读中国：风物与人文》（全国哲学社
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编，中华书局、科学
出版社）、《大地中国》（韩茂莉著，文汇
出版社）、《动物寻古：在生肖中发现中
国》（袁靖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孙子兵法十八讲》（黄朴民著，浙江文
艺出版社）、《哲学与社会：老年沉思录》
（陈先达著，商务印书馆）、《新世界史纲
要》（钱乘旦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文学艺术类图书为：《爹》（彭学明
著，山东文艺出版社）、《阿娜河畔》（阿
舍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宁夏人民
出版社）、《大辽河》（津子围著，春风文
艺出版社）、《芬芳》（周瑄璞著，作家出
版社）、《星空与半棵树》（陈彦著，人民
文学出版社）、《回家：在韩中国人民志
愿军烈士遗骸归国纪实》（李舫著，辽宁
人民出版社）、《奔跑的中国草》（钟兆云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
社）、《西藏妈妈》（徐剑著，广东人民出
版社）、《可可西里》（陈启文著，青海人
民出版社、深圳出版社）、《我的城，我的
镇——景漂的故事》（胡平编著，江西教
育出版社、三环出版社）、《守鹤人》（吴

志超著，逐浪网、海燕出版社）、《极简中
国服装史》（华梅著，人民美术出版社）、
《她们：中国古代女子图鉴》（蔡琴编著，
上海书画出版社）。

科普生活类图书为：“院士解锁中
国科技”丛书（中国编辑学会、中国科普
作家协会主编，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星耀中国：我们的量子科学卫星》（印
娟等著，人民邮电出版社）、《认识中国
湖》（薛滨、郭娅、龚伊、陈怡嘉著，上海
科技教育出版社）、《命悬一线，我不放
手》（薄世宁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时节养生：中国人的健康智慧》（张忠
德主编，广东科技出版社）。

少儿类图书为：《诗书里的成长》
（龙剑宇著，大象出版社）、《国之瑰宝
——宋庆龄的故事》（秦文君著，中国和
平出版社）、《课文背后的红色故事》（朱
虹编著，人民教育出版社、三环出版
社）、《慈江雨》（马三枣著，希望出版
社）、《乒乓响亮》（刘海栖著，贵州人民
出版社）、《紫云英合唱团》（吴洲星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完美一跳》
（许诺晨著，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万
花筒》（陆梅著，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鄂伦春的熊》（格日勒其木格·黑鹤著、
九儿绘，接力出版社）。

其他入围图书为：《党的出版故事》
（尚莹莹、章泽锋、赵莹著，春风文艺出
版社）、《雷锋：人类美好的向往》（陶克
著，湖北教育出版社）、《新时代中国人
权故事》（张永和主编，中央编译出版
社）、《儒法道：早期中国的政治想象》
（包刚升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观念的形状：文物里的中国哲学》（张
曦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月
亮的人文史：近代中国的月亮认知、书
写和话语》（黄兴涛、代聪等著，黄山书
社）、《古罗马帝国的辉煌》（赵林著，人
民邮电出版社）、《欢迎来到人间》（毕飞
宇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彩瓷帆影》
（纪红建著，湖南文艺出版社），“十万个
健康为什么”丛书（陆林、陈翔等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长白山野生飞鸟
集》（高维生著，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手足琴》（赵丽宏著，长江少年儿童出
版社）、《外婆变成了麻猫》（慈琪著，明
天出版社）、《讲给孩子的故宫里的明清
史》（阎崇年著、童趣出版有限公司编，
人民邮电出版社）、《十万个为什么·科
学绘本馆（第一辑）》（曾溢滔、曾凡一主
编，少年儿童出版社）、《我和爸爸逛巴
扎》（周翔文图，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新华社北京4月23日电 记者23
日从中央网信办获悉，中央网信办日前
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两个
月的“清朗·整治‘自媒体’无底线博流
量”专项行动，聚焦“自媒体”无底线造
热点蹭热点，制造以假乱真、虚实混杂
的“信息陷阱”等突出问题，从严整治漠
视公共利益、违背公序良俗、扰乱公共
秩序，为了流量不择手段、丧失底线的

“自媒体”。
通知指出，专项行动整治的重点问

题包括：自导自演式造假、不择手段蹭

炒社会热点、以偏概全设置话题、违背
公序良俗制造人设、滥发“新黄色新
闻”。

通知要求，短视频和直播平台着重
加大对虚假摆拍信息的识别和清理力
度，从严处置违背公序良俗制造人设的

“自媒体”账号。平台对开通营利权限
的账号，应当以身份证件号码等进行真
实身份信息认证。同时，完善流量管理
措施，对疑似无底线博流量的信息，应
当预先采取流量限制措施，并视情暂停
评论、点赞等互动数据增长。

丰富内容 创新场景 优化体验
——各地多举措提升服务推动全民“悦读”

□新华社记者

从社区广场到乡村小学，看科普如何走好“最后一公里”
□新华社记者 温竞华

44种图书入选2023年度“中国好书”

中央网信办开展专项行动
整治“自媒体”无底线博流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