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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安顺市公安局西秀分局金正警官证（警号：036045）、居民身份证，特此
声明。
●遗失贵州益众盛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法定
代表人邱佳私章，声明作废。
●遗失安顺市福兴职业培训学校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7110000268004；开
户 银 行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安 顺 塔 山 支 行 ；账 号 ：
2404031309024840901），声明作废。
●廖明凤（身份证号：522425197906196025）遗失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迎宾
西路格林名邸4栋四单元6层3号房契税收据原件遗失，金额：4895元，声明
作废。

招租公告
我公司拟将位于安顺市西秀区塔山东路（体育场对面）金贸大厦办公楼的以下资产

进行公开招租（租期3年），现将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负一楼：面积493.21㎡,月租金单价10.00元/㎡起，整租或分租；
一楼：面积493.21㎡,月租金单价79.00元/㎡起，整租；
三楼：面积493.21㎡,月租金单价20.00元/㎡起，整租或分租；
三楼楼顶广告牌：尺寸为 32.3m×8.1m,租金50000.00元/年起，整租。
有意承租者，请于2024年12月14前（节假日除外），将报价及相关资料提交到安

顺市西秀区东关办迎晖大道市住建局A栋4楼（办公室）
联系人：赵敏
联系电话：0851-33322825（18586697028）

安顺市房地产交易服务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9日

遗失启事
因安顺市清大东方消防职业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办学许可证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办学许可证编号：520000202307018；地址：
安顺市开发区定安大道安顺聚盛工贸有限公
司空港创业园3号楼4单元1跃4层3号；校
长：赵鹏；举办者：清大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清大东方消防科技有限公司；学校类
型：营利性民办学校；办学内容：职业技能培
训（非学历教育）；证书有效期限：2023年7月
28日至2026年7月28日。

2024年12月9日

房屋招租公告
安顺农商银行现有房屋面向社会招租，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招租资产共计1宗（详见招租清单)
二、公告时间：2024年12月9日至12月15日止。
三、报名时间：自公告之日起（周末、节假日除外）。
四、报名地点：安顺市西秀区中华南路22号
五、联系方式：0851-3320217 18586683311

安顺农商银行招租清单

安顺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9日

遗失声明

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加快建设，重点
区域生态质量持续提升，污染防治攻坚
战取得显著成效……近年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
抓生态文明建设，中华大地正展现出天
蓝地绿水清的亮丽新景象。

当前和今后十年是全面推进美丽中
国建设的关键时期。连月来，新华社记
者兵分多路参加“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深入陕西、江西、福建、云南等地采访，记
录各地的绿色发展故事，感受美丽中国
新画卷展现的勃勃生机。

守护生态美景，书写“绿色
答卷”

远眺山峦叠翠，近看碧波荡漾……
冬日时节，云南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
区的草海湖滨生态湿地，湖水清澈、鱼儿
畅游，游客在步道上悠闲散步。

正带领队员在水上打捞杂草的滇
池“巾帼打捞队”队长李云丽说，10多
年前，滇池水质不好，水葫芦、青苔和
塑料垃圾很多，每天能打捞两三吨。
现在滇池沿岸修复了许多湿地，湖水
变清了，垃圾也少了，主要以打捞枯死
的杂草为主。

近年来，昆明市采取控源截污、精准
防控、科学补水等措施，并持续修复湖滨
生态，在滇池“绿色之肾”湖滨生态带的
守护下，湖清岸绿的美好图景正一步步
变成现实。

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局长袁亭聚介
绍，滇池沿岸目前已建成湖滨生态带
6.29万亩，每年可吸收水体中总氮1324
吨、总磷74吨。同时，湖滨生态带的植
物已从2007年的232种增至目前的303
种，鸟类从89种增至175种，滇池鱼类
恢复至26种，生物多样性显著提升。

云南省委书记王宁表示，生态环境
是云南的宝贵财富，也是全国的宝贵财
富。云南将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之路，坚决守护好七彩云南的蓝天
白云、绿水青山、良田沃土，建设好祖国
西南的美丽家园。

滇池的生态之变，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一个生动
缩影。

冬日秦岭，群峰逶迤。走进西安市
鄠邑区白龙沟村，看着眼前的坡地从昔
日的砖厂、别墅，到如今复耕成为农田、

果园，村民李树林颇为感慨：“现在我们
村的生态账算得明白着呢，一心护生态、
搞绿色产业，日子很滋润。”

2018年，陕西省秦岭北麓西安境内
开展违建别墅专项整治行动，白龙沟村
的12栋违建别墅被拆除，平整后的坡地
再次交还给村民。从山脚到半坡，村民
们重新种上果树和玉米，加上沿线旅游
带动，人均年收入进一步增加。

如今，秦岭保护举措还在不断深
化。在持续保护修复方面，陕西扎实开
展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累计投入中
央和省级财政资金5.66亿元，治理项目
110个，治理面积2.3万亩；全力防范化
解尾矿库安全风险，已完成11座尾矿
库闭库销号、5座提升改造；加快推进秦
岭国家公园、秦岭国家植物园建设；建
立川陕甘大熊猫国家公园协同保护管
理机制。

陕西省委书记赵一德表示，要牢记
陕西生态环境保护是关系全国生态环
境大局的“国之大者”，牢固树立和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切实担
负起守护中华民族祖脉、筑牢国家生态
安全屏障的政治责任、历史责任、时代
责任。

用好“生态财富”，打造“美
丽经济”

走进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秋口镇王
村，蜿蜒的小河静静流淌，将两侧的石门
自然村和一个形似月亮的小岛隔开来。
一水之隔，隔不断两地“居民”的“交往”，
石门村的村民与小岛上的蓝冠噪鹛和谐
相处、彼此受益。

蓝冠噪鹛是我国一级保护动物，也
是世界上最濒危的雀形目鸟类之一，全
球种群数量仅有250余只。为了守护
好这张“生态名片”，石门村成立了志愿
护鸟队，还建设了蓝冠噪鹛鸟类博物
馆。60多岁的护鸟队队长俞旺金说，随
着大家生态意识增强，乡村环境越来越
好，每年蓝冠噪鹛都会飞来小岛上筑巢
繁衍。

优美的环境吸引了众多游客。以前
在浙江海宁务工的村民王土英选择返乡
创业，把自家民房改造成民宿，还开起了
农家乐。王土英说，如今村里业态多元，
村民们有多重“身份”，像她既是民宿主
又是厨师、导游，增收渠道更丰富。

好生态带来好收益。今年以来，石
门村接待游客超过百万人次，多的时候
一天就有上万人次。村里以前只有2家
民宿，现在已经有30多家。村民人均年
收入由2013年的4000元提升到如今超
过3万元。

江西省委书记尹弘表示，作为唯一
兼具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和国家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的省份，江西协同
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大生态环
境保护力度，强化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积
极培育绿色低碳产业，大力发展先进制
造业，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
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
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

每天上市117类、1700多个品种的
鲜花，花拍中心日均成交量高达600万
枝，花卉市场鲜切花出口50多个国家和
地区……近日，记者走进昆明斗南花卉
交易市场，见人潮涌动，享花香四溢，品

“美丽经济”。
“通过引进设施农业和水肥一体化

智能灌溉系统等，我们的种植方式有了
质的提升，玫瑰产量和品质都提高了不
少，4名种植工人就可完成20亩花田的
基本工作。”从事花卉种植和交易20余
年的花农杨涛说，节假日高峰期间，他一
天售出的玫瑰高达14万枝。

“我们不仅带动了商户和种植户，还
带动了49家物流企业、近1.2万家供货
品牌（合作社）、1万余名花卉经纪人、35
万家花卉批发市场和花店，形成了‘一个
市场带活一个产业’的发展格局。”云南
斗南花卉产业集团执行总裁钱崇峻说。

关注绿色发展，创造美好
生活

穿越林间、经过水边、行经花圃、路
过农田……在福建泉州台商投资区的海
上丝绸之路生态公园，人们在城市中乐
享自然田园风光。

在这里从事环卫工作的上浦村村民
陈芽说，此处靠近河流入海口的咸淡水
交汇区，之前很多地方是村民的盐碱化
红薯地、鱼塘和虾塘等，养殖和农村污水
排放长期失管，导致生态环境变得很差。

泉州市在2017年提出生态连绵带
概念，以山水林田湖草统筹治理系统观，
打造“山为骨、水为脉，林田湖草为肌体”

的山水田园城市。作为生态连绵带建设
先行示范的泉州海丝生态公园，被贯穿
而过的百崎湖水系分为两个园区，打造
形成山、水、林、田、塘、湿地为一体的生
态景观综合体。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重塑和改变着
人们的生活。

福建省委书记周祖翼表示，福建将
进一步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
快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创新，加快构建从
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加快经
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巩固绿水青
山优势，厚植金山银山潜力，谱写美丽中
国建设福建篇章。

保护生态环境，是创造美好生活不
可或缺的一环。

陕西富平县庄里镇，采收后的新鲜
柿子经过削皮、挂晒等多道工序加工后，
成了香甜软糯的柿饼。眼下，柿饼正大
量上市。

庄里镇三河村党支部书记莫代武
说：“过去我们这一带的山区坡地水土流
失严重，柿子树难成活，更难成片。随着
国家水土保持重点项目建设、坡耕地水
土流失综合治理等工程持续实施，山坡
慢慢绿了起来，自然灾害也少了，村民们
的柿树越种越多。”

一个个甜糯的柿饼，见证着富平人
奔向甜蜜生活的努力。目前，富平县柿
树种植面积达36万余亩，其中水土保持
治理面积就占了三分之一，全县约四分
之一的人口在柿子产业链上忙碌。目
前，富平柿子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65亿
元，带动群众年人均增收5000余元。

保护好生态环境，是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必然要求。

近年来，我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不
断深化。建立环保督察工作机制，深入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健全生态保护补
偿机制，编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
负面清单，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
……一项项有力改革举措成绩斐然。今
年6月1日，《生态保护补偿条例》开始施
行，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步入新阶段。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新时代新征程上，在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指引下，亿万人民携手同心、不懈
奋斗，定能书写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绚丽新篇章。

新华社北京12月 7日电 记者7
日从国家口腔医学中心2024年联合学
术年会上获悉，口腔病理、口腔医学影
像、儿童口腔、预防口腔、口腔黏膜病、
口腔正畸、口腔全科7个专科联盟正式
组建。截至目前，国家口腔医学中心12
个专业的专科联盟已全部组建完毕。
这将进一步提高口腔医疗服务的可及
性和公平性。

口腔医学是研究口腔及颌面部疾
病预防、诊断、治疗和康复的医学领域，
它关乎每个人的口腔健康及全身健康。

“近些年，国家口腔医学中心组织
开展适宜技术推广项目，分批次组建专
科联盟，充分发挥临床技术、学科和人
才优势，把优质口腔医疗资源辐射到技
术接收单位和各联盟成员单位。”国家
口腔医学中心轮值主席邓旭亮表示，未

来将进一步推进落实分级诊疗制度建
设，带动全国口腔医疗服务能力、科研
能力和管理水平提升。

口腔健康是反映公众健康水平的重
要标志。为尽快补齐口腔医学发展中的
短板和弱项，引领口腔医学发展，2020
年底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批准以北京大
学口腔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上
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为
主体，共同构成国家口腔医学中心。

“国家口腔医学中心自获批建设以
来，充分发挥‘国家队’领头作用，始终
站在口腔医学领域的最前沿，全面打造
医、教、研、防、管的口腔医学高地，促进
优质医疗资源合理分布，助力口腔分级
诊疗制度建设，推动口腔卫生健康事业
高质量发展。”中华口腔医学会会长郭
传瑸表示。

这是又一次对我国罕见病患者“药篮子”的全面升级——
近日国家医保局等部门发布的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

录新增91种药品，其中包含用于治疗肥厚型心肌病的玛
伐凯泰胶囊等13种罕见病用药。截至目前，超过90种
罕见病治疗药品已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

罕见病，因其极低的发病率、有限的患者人数、高昂
的药物研发成本，很长一段时间是医疗领域“被遗忘的
角落”。

罕见病防治，关爱不能缺席。在多部门努力下，我国
加速构建罕见病防治保障之路，为患者搭建生命的桥梁，
在用药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方面，不断实现“从0到1”的
突破。

在今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谈判中，上万名难治性癫
痫患儿的“救命药”氯巴占进医保了。药片价格几毛钱的
小调整，给患者家庭带来实实在在的希望。

难治性癫痫，有着“低治愈率、高致残率、高致死率”
的特点。根据有关统计，国内难治性癫痫持续状态患儿，
病死率达20%以上。

患儿家属告诉记者，孩子发病时，“有时一天抽搐七
八十次，每次发作都像在生死关头徘徊”。

长期以来，因兼具罕见病用药和二类精神药品的双
重属性，管控严格，市场规模有限，氯巴占迟迟未能在国
内审批上市，患者往往选择从国外代购“救命药”。

2020年，一起充满争议的涉及海外代购氯巴占案件
引起广泛关注。随后，多个罕见病癫痫患儿家庭联合发
出求助信，呼吁关注氯巴占的进口和使用问题。

是药，更是民生。
2022年6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药监局联合发布

《临床急需药品临时进口工作方案》和《氯巴占临时进口
工作方案》，优先采用临时进口方式，缓解患者“无药可
用”困境，同时支持氯巴占药品国产化。

国产氯巴占2022年获批上市，2024年进入医保，这
小小的药片，燃起患者的生命希望。

同样，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PNH）患者用药，
也是今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关注的一个焦点。

PNH，一种极罕见的后天获得性溶血性疾病，临床主
要表现为血管内溶血、骨髓造血功能衰竭和反复血栓形成，患者生命受到严重威胁。

2021年3月，一位PNH患者遭遇断药，怀着一线希望，向中国罕见病联盟求
助。中国罕见病联盟携手北京协和医院、国家药监局及药企开启“同情用药”的爱
心征程。80余天后，从瑞士引进的新药成功落地北京协和医院，患者获得救治。
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将这一创新药盐酸伊普可泮胶囊纳入，将为更多患者带来
希望。

近几年，脊髓性肌萎缩症（SMA）、戈谢病、重症肌无力等罕见病治疗用药相
继被纳入目录……自2018年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已经连续7年开展医保药品目
录调整。目前，已有90余种罕见病用药被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罕见病药品保
障水平稳步提升。

一路走来，是努力，更是希望。
“医保药品目录的调整，是国家对每一个生命的尊重与呵护，是对特殊群体的

特别关爱。”中国罕见病联盟执行理事长李林康说，罕见病患者“药篮子”的每一步
调整、每一次增加，都不容易。

从“无药可医”到“有药可用”，再到“用得起药”……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
发展的战略位置，我国积极探索罕见病用药新模式，加强药物研发，让患者更有

“医靠”。
“罕见病患者的痛苦与治疗的无助，时刻揪着医者的心。让更多好药、‘救命

药’进医保，是医患共同的心声。”中华医学会罕见病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协和医院
院长张抒扬说，在这条充满挑战与希望的道路上，我们携手并进，为患者点亮生命
的灯塔。

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既有如何对待“多数人”，也有如何关怀“极少数人”。
一股股让罕见病患者得到更好保障的力量，正汇聚成暖流，浸润着每一个需要关
怀的心灵。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共绘美丽中国新画卷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聚焦生态文明建设

□新华社记者

12月7日拍摄的黄茅海跨海通道（无人机照片）。
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大跨海通道工程——黄茅海跨海通道即将在12月迎来通车。黄茅海跨海通道东接鹤港高速，西连新台高速并与西部沿海高速

相交，线路全长约31公里。建成通车后，将与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南沙大桥、虎门大桥共同组成粤港澳大湾区跨海跨江通道群。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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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口腔医学中心组建12个专科联盟
助力口腔医疗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