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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天津泡泡玛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海南分公司不慎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海南首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090538006F）不慎遗失公章、

财务章、法人章，声明作废。

声 明 作废声明
●海口蜀石兄弟贸易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32404750X3）公章和财务专

用章破损，声明作废。

●海南蜀海经济技术交流开发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201262090F）公章、财务专用

章破损，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林海遗失海口市美兰区下洋瓦

灶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征收

货币化安置协议，现场编号：BB242，登
记顺序号：0100，声明作废。

●林海遗失海口市美兰区下洋瓦

灶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集中

购买住房、商业用户协议，现场编号：

BB242，登记顺序号：010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吃多多食品管理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BX31XN4F）不慎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省耐迪达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BP0G4J43）遗失公章，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省豊鑫投资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恒卓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095493126X）遗失公章，声明

作废。

●海口龙华区梅甘小吃店不慎遗

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01063337887，声明作废。

告知书

关于不再发布收购《换地权益书》告知书
我司已设立换地权益书收购工作联

系办公室，对原海口市国土资源局核发的
海口市换地权益书进行收购。

本次登报告知前，我司已就海口市
换地权益书收购事项连续 4年登报公
告，根据工作安排，本次告知书将最后发
布2个月，每月发布2次，请换地权益书
持有人于本公告登报之日起尽快与我司
联系商谈收购事宜。

联系人：赵先生。联系电话：
18689653800、0898-66709637。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昆北
路30号宏源证券大厦11楼。

海口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024年9月19日

位于海口市高铁东站场三横路

与站场二纵路交叉口东北 60米处

的汉庭酒店（海口东站店）与丁村农

贸市场二层框架结构房屋，被列入

龙华区丁村片区城市更新项目征收

范围内，征收宗地编号为H087。因

产权人不明，现向社会作出产权申

报公告。相关权利人应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七日内以书面形式进行申

报，逾期未申报，或申报不成立的，

视为无申报。区政府将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处置。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琼山

区凤翔街道城南路 15号喜徕丁商

业广场二楼

联系人：吴先生

联系电话：0898-65805693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政府

2024年9月18日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政府
关于汉庭酒店（海口东站店）与丁村农贸市场

产权申报的公告

人民至上

2024 年 2 月，北京人艺经典话剧

《茶馆》再次登上舞台。自 1958年首演

以来，这部北京人艺的“看家戏”始终经

久不衰、一票难求。

《茶馆》不仅深刻刻画出旧时代的

黑暗与痛苦，暗示了新世界对当时民

众的迫切性，更以诙谐幽默的京味儿

语言展现不同时代的风土人情和市井

生活。

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

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

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穷二白迈

入大繁荣大发展的新时代，文艺为人

民，是贯穿新中国文艺史的精神脉络。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读着《创

业史》，唱着《我们走在大路上》，心潮澎

湃投入建设大潮；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大家听着《在希望的田野上》，读着《平

凡的世界》，看着《渴望》，满怀热情投入

时代洪流；进入新时代，人们在电视剧

《大江大河》、电影《流浪地球》中，感悟

一个大国的气度与创造。

75年来，我们党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不断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样化、多方

面的精神文化需求，群众文化生活日益

丰富多彩，文化软实力大幅提升。

文艺创作精品迭出——

从《红色娘子军》《野火春风斗古

城》《天云山传奇》《庐山恋》，到《黄土

地》《秋菊打官司》《甲方乙方》《长津

湖》；从《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组织部来

了个年轻人》《白鹿原》，到《繁花》《人世

间》《雪山大地》……文艺创作者坚持深

入生活、扎根人民，用一系列精品佳作

回应时代主题和人民心声。

文化服务设施不断完善——

新中国成立初期，公共文化服务设

施极其短缺，1949年，全国公共图书馆

仅有55个、博物馆21个。2023年末，全

国共有公共图书馆 3246 个、博物馆

6833个。我国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取得

长足进步，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提供了

有力支撑。

文化产业繁荣发展——

自 2003年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到全

面展开，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新业态迅

速兴起。2023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

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129515亿
元，文化服务业支撑作用增强，文化新

业态行业带动效应明显。

着眼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新期待，高质量文化供给不断增强人民

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守正创新

1979年，大型民族舞剧《丝路花雨》

在中国西北诞生。编创者们从敦煌莫

高窟的壁画和彩塑中寻找灵感，将千年

前的文化瑰宝编排成动人心弦的舞台

作品。

今年 5月，《丝路花雨》迎来了首演

45周年。这些年，《丝路花雨》常演常

新，将丝路风情与敦煌文化带到 40多
个国家和地区，向世界展示着博大精深

的中华文明。

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

75年来，我国着力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发展体系，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

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以自信开

放的姿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中

华文化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薪火相传，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

根脉——

不久前，“北京中轴线——中国理

想都城秩序的杰作”申遗成功，成为我

国第59项世界遗产。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

护领域不断拓宽，保护体系逐渐完善，

保护成效日益凸显，保护意识不断增

强。目前，我国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 5058处，较 1961年公布的第一批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80处，增加了 20
多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 1557个，43个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居

世界第一。

与古为新，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

命——

别具匠心的考古盲盒、精致可口的

文创雪糕……今日之中国，“文博热”火

爆、“文创风”劲吹。

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

恒的精神气质。

从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发

掘广受关注，到《国家宝藏》《典籍里的

中国》《如果国宝会说话》等文博节目

创新出圈；从创建国家文物保护利用

示范区，到支持各地建设非遗工坊

6700余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创

新创造彰显出旺盛的生命力、创造力、

影响力。

扬帆出海，为人类文明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2023年 5月，中国与中亚五国领导

人“长安复携手”。在赠送中亚国家元

首的礼品中，有一件“何尊”。透过西周

何尊铭文“宅兹中国”，世界更加理解

“何以中国”。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主要同社会

主义国家及亚非拉友好国家进行文化

交流；改革开放后，我国对外文化交流

不断扩大和深化；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文化交流、文化贸易和文化投资并

举的“文化走出去”，令中华文化影响力

日益增强。

数据显示，2009年至 2021年，我国

文化服务进出口规模由 177亿美元增

长至 1244亿美元。《琅琊榜》《媳妇的美

好时代》等影视剧、网络文学作品在海

外收获大量“粉丝”，海外中文学习人数

超2500万、累计学习和使用中文人数近

2亿……文以载道，为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注入深厚持久的文化力量。

立心铸魂

金秋时节，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

馆迎来络绎不绝的观展者。从 2021年
6 月 18 日开馆以来，接待观众数百万

人次。

这座承载百年峥嵘记忆、彰显新时

代恢宏气象的殿堂里，一件件实物、一

幅幅展板、一张张照片，记录中国共产

党人独特的精神标识。

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两弹一

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

灾精神、脱贫攻坚精神……以伟大建党

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滋养着中华民族心灵家园。

75年砥砺奋进，75年英雄辈出。

前三分之二人生用钢枪保卫人民、

后三分之一人生用锄头造福人民的开

国将军甘祖昌，“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

也要拿下大油田”的石油工人王进喜，

“最高境界是爱人民”的援藏干部孔繁

森，用无私的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

女孩人生梦想的“燃灯校长”张桂梅

……牺牲、奋斗、创造，从革命年代“取

义成仁今日事”，到改革岁月“贫穷不是

社会主义”，再到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新中国

的英雄模范以实际行动诠释和光大中

华民族品格风范。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

不强。

75年来，我们党始终注重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坚持一手抓

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在推动经

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促进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繁荣发展，加强爱国主义、集体

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立志气、强骨气、

筑底气。

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必须弘扬

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

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

善”，24字要求明确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基本内容，是对党长期践行的核

心价值观进行的科学提炼，为中国精神

注入了新能量。

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

希望。

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

家”，一个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在中

华大地落地开花，以文化人、成风化俗。

打造中华文化重要标志，长城、大

运河、长征、黄河、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

设贯通文脉、彰显自信。

推进网络文明建设，壮大网上主

流舆论阵地，加强网络空间文化培育，

深化网络生态治理，“大流量”澎湃正

能量。

……

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

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巍然

耸立。

沿着不可逆转的伟大复兴之路踔

厉前行，新时代中国饱蘸历史笔墨，挥

写中华文化新篇章。

（新华社北京9月 17日电 记者

周玮 王鹏 徐壮）

筑牢祖国生态安全屏障

今年夏天，山西省右玉县苍头河

畔，红旗口村的 30多亩集体林地里绿

树成荫，前来露营的游客扎起帐篷，尽

享绿色生态之美。

新中国成立初期，地处毛乌素沙

漠边缘的右玉县林木绿化率不足

0.3%，群众饱受风沙之苦。70多年来，

右玉县干部群众持续不断植树造林，

林木绿化率提高到 57%，将“不毛之

地”变成“塞上绿洲”。昔日沙地不仅

种出一片片绿荫，更“种”出了当地百

姓的好日子。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的森林覆

盖率仅 8.6%，风沙肆虐、水土流失等影

响群众生产生活。上世纪 50年代，党

和国家十分重视绿化建设，号召“绿化

祖国”。

1978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在西

北、华北、东北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重

点地区建设大型防护林的战略决策，

历时 73年分三个阶段八期工程进行，

要在祖国北方建设一道绵亘万里的绿

色长城。

40多个寒来暑往，“三北”工程区

累计完成造林 4.8亿亩，治理退化草原

12.8 亿亩，森林覆盖率由 1978 年的

5.05%提高到 13.84%，重点治理区实现

了由“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

史性转变。

同时，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

林还草工程等，让荒山披锦绣，沙漠

变绿洲。

如今，我国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实

现了土地退化“零增长”，荒漠化土地

和沙化土地面积“双减少”。我国森林

覆盖率提高到 24.02%，成为全球“增

绿”的主力军。

75年来，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断重

塑，亿万人民为建设一个山川秀美的

家园而不懈努力。

为便利孩子们利用暑假进行自然

研学，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今年设置了一条“小小科学

家成长之路”主题自然教育体验径和

一条以“自然森林”为主题的自然教育

探索径，让孩子们更加亲近自然、了解

自然。

这个保护区设立于 1956年，是我

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保存了大片原

始森林，生物多样性得以保护。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逐步建立

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

自然遗产、地质公园、海洋公园等各级

各类自然保护地近万处。

进入新时代，我国持续推进生态

系统保护修复，实施 52 个山水林田

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扎

实开展国土绿化行动，推进长江十

年禁渔，推进典型海洋生态系统保

护修复。

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

护地体系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要部署。2013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建立国

家公园体制，如今我国正在建设全世

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

目前，我国 90%的陆地生态系统

类型和 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

植物种群得到有效保护，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祖国生态安全屏障不断

筑牢。

污染防治成效日益彰显

9 月 7 日是“国际清洁空气蓝天

日”。在今天的首都北京，人们发

现随手一拍就能得到“美颜蓝”“漫

画云”。

近年来我国在改善空气质量方

面取得的成绩，得到了国际社会的

高度肯定。尤其是北京空气治理成

效明显，被联合国环境署誉为“北京

奇迹”。

回首来路，我国环境保护事业从

新中国成立后开始孕育，上世纪 70
年代正式拉开帷幕。 1973 年，国务

院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

生态环境保护开始摆上国家重要议

事日程。

改革开放激发了发展活力，但我

国经济高速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

时，也积累了大量生态环境问题，一段

时间内成为民生之患、民心之痛。

从确立保护环境为基本国策，到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再到建设资

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生态

环境保护的战略地位不断提升。应

对生态环境挑战，国家投入大量资

金、科研力量，重点治理太湖、巢湖、

滇池三大湖泊，大力治理酸雨等污

染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带领亿

万人民向污染宣战。

2013年，“大气十条”——《大气污

染防治行动计划》出台。中国成为全

球第一个大规模开展 PM2.5 治理的发

展中国家。

在城市，公交车不再拖着“黑尾

巴”，新能源汽车加速奔跑；在农村，

北方地区数千万的家庭告别散煤取

暖，用上更清洁的取暖方式；在工厂，

超低排放改造让燃煤电厂更加清洁，

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清洁燃煤发电基

地……

经过持续攻坚，2023 年全国空

气质量达标城市共 203 个，占比达

到约六成。蓝天白云成为常态，我

国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

的国家。

2022 年，全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

总额达 9014 亿元，而 20 世纪 80 年代

初期每年仅有 25亿至 30亿元。

河湖面貌实现根本性改善，地表

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已接近发达国

家水平。 2023 年，长江干流连续 4
年、黄河干流连续 2 年全线水质保持

Ⅱ类。

土壤环境风险得到有效管控，家

园更加健康美好。推进生活垃圾分

类，提升城乡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处理

能力，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如期实现

固体废物“零进口”目标。

天更蓝、水更清、地更净，生态环

境质量持续改善，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断增强。

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制度体
系不断完善

今年 9 月 10 日，国家公园法草案

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这是我国首次从国家层面针对国家公

园专门立法。

法律制度，是守护绿水青山的重

要力量。经过数十年的探索，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和

生态文明“四梁八柱”性质的制度体系

基本形成。

从 1978 年首次将“国家保护环境

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

写入宪法，到 1989 年环境保护法通

过，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逐步进入法治

化轨道。

进入 21世纪，国家颁布了一系列

的环境保护法律、自然资源法、环境保

护行政法规、环境保护部门规章和规

范性文件、地方性环境法规和地方政

府规章等。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要求用

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

境，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制度体系不断

完善。

制定修订环境保护法及 30 余部

生态环境法律法规。特别是 2014 年

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引入按日连续罚

款、查封扣押、限产停产、行政拘留、

公益诉讼等措施，被评为“史上最严”

的环境保护法。如今，生态环境保护

法律体系已经涵盖大气、水、土壤、噪

声等污染防治领域以及长江、湿地、黑

土地等重要生态系统和要素，生态环

境法治体系得到完善。

印发实施《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总体方案》及几十项具体改革方案，

逐步建立起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

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空间规

划体系、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

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

度、环境治理体系、环境治理和生态

保护市场体系、生态文明绩效评价

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等基础制度，

生态文明“四梁八柱”性质的制度体

系基本形成。

牢牢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

建立实施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

核、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领导干

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河湖长制、

林长制、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等制度，党委领导、

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

共同参与的责任体系更加严密健全，

全党全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自觉性

主动性不断增强。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深化生态文明体

制改革作出重要部署。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下，锚定美丽

中国建设目标，锲而不舍、久久为功，

我们必将书写出新的绿色奇迹。

（新华社北京9月 18日电 记者

高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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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强国路 阔步新征程

■ 文 化

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

灵魂。文化

兴国运兴，文

化强民族强。

在 5000

多年文明发

展中孕育的

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在党

和人民伟大

斗争中孕育

的革命文化

和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积

淀着中华民

族最深沉的

精神追求，代

表着中华民

族独特的精

神标识，凝聚

亿万人民为

新中国发展

不懈奋斗。

新 中 国

成 立 75 年

来，社会主义

文化发展之

路愈走 愈 宽

广 ，为 民 族

复兴积蕴更

基 本 、更 深

沉 、更 持 久

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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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中

国成立 75 年

来，我国不断

深 化 对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的

规律性认识，

促 进 人 与 自

然 和 谐 共

生 。 特 别 是

党 的 十 八 大

以来，以习近

平 同 志 为 核

心 的 党 中 央

把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作 为 关

系 中 华 民 族

永 续 发 展 的

根本大计，谋

划 开 展 一 系

列 具 有 根 本

性 、开创性 、

长 远 性 的 工

作，我国生态

文 明 之 路 越

走越笃定、越

走越宽广，在

中 华 大 地 上

不 断 书 写 新

的绿色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