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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珲春市人民政府批准，珲春市自
然 资 源 局 决 定 以 挂 牌 方 式 出 让
HG2023-26号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
划指标要求：

出让地块位置：位于龙源街北、城西
铁 路 西 侧 ； 地 号 ：
222404040003GB10208W00000000；出
让面积：9530.07平方米；容积率：≥0.35；
建筑密度：≥20%；用途：物流仓储用地；出
让年限：50 年；挂牌起始价：341.1765
万元。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
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
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
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申请人可于2023年8月11日至

2023年9月11日，交纳竞买保证金170
万元，到珲春市自然资源局向我局提出
书面申请。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地点为珲春市自然资源局；地块挂牌时
间为：2023年8月31日9时至2023年9月
13日16时。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

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
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二）有意竞买者请到珲春市自然资
源局索取详细资料。

我局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珲春市龙源东街1066号

政务大楼11层
联系电话：0433-7512786
联 系 人：孙先生 朱女士

珲春市自然资源局
2023年8月11日

珲春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珲自然告字[2023]26号

漫步苏州古城平江历史文化街区，

评弹声声婉转雅致、余韵悠长，苏绣、宋

锦、缂丝、苏扇等非遗匠心独具；世界文

化遗产耦园，以及顾颉刚等名人故居，

共同构成“没有围墙的江南文化博物

馆”……

6月中旬启动的“平江九巷”城市更

新项目及“古城保护更新伙伴计划”正

在推进中。“居民、游客将可在此沉浸式

体验‘食四时之鲜、居园林之秀、听昆曲

之雅、用苏工之美’的‘苏式生活’。”苏

州市委常委、姑苏区委书记方文浜说。

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召开后，各地

各有关部门持续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以实际行动推动中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创 造 性 转 化、创 新 性

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全面深入

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由国家文物局指导的“中华文明起

源与早期发展——考古中国重大项目

研究成果展”不久前亮相山东博物馆。

展览展出了8省31处遗址的335件（套）

文物，通过聚焦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国

家诞生的关键阶段、重点地域，增进公

众对中华文明起源发展重要意义的理

解和认识。

国家文物局全面加强文物保护利

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与有关部

门联合出台《廊桥保护三年行动计划

（2023—2025）》、联合印发《黄河国家文

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推进莫高窟、

应县木塔、大足石刻等保护利用，开展

中国文物主题游径建设，与网信部门

联合开展“盛世中华 何以中国”网上

主题宣传，推进与柬埔寨、尼泊尔等国

的历史古迹保护修复项目……推动文

物 事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让 更 多 文 物 活

起来。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要坚持守正创新，让文

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

7 月下旬，客家文化（梅州）生态保

护区非遗展演暨梅州文旅宣传推介活

动在广州等地举行，精彩的非遗表演令

与会者印象深刻。

“我们持续加强对梅州客家非遗的

挖掘、保护和传承，促进客家文化传

播。”梅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局长张灼

明表示，当地日前启动首届梅州客家非

遗文创设计大赛，希望通过促进非遗活

化、转化，为梅州文化强市建设注入生

机活力。

“沿着长江读懂中国——万里长江

行”活动青海、西藏长江源头段探访7月

下旬启动；屈原文化公园、南水北调中

线水文化旅游区等项目如期开工；长江

读书节、长江三峡（巴东）纤夫文化旅游

节等活动陆续开展……文化传承发展

座谈会召开以来，湖北加紧推进长江国

家文化公园（湖北段）建设。

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院

长傅才武说，一系列活动让长江文化深

入走进百姓的生产生活，让人们更深刻

感受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要坚持以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和落

脚点，不断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

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

暑假期间，安徽祁门的中国祁红科

技博览园免费向学生开放，充满好奇的

青少年在这里了解有关祁门红茶生产、

科研的故事，感受历史悠久的茶文化。

过去一个多月，祁门红茶制作技艺

代表性传承人、祁门红茶协会会长王昶

一直忙着联系科研机构商谈合作。“我

们希望以科技赋能传统产业可持续发

展，以更符合现代人需求的产品赓续古

老技艺。”王昶说。

在内蒙古自治区，一年一度的乌兰

牧骑月7月下旬落下帷幕。活动期间，

乌兰牧骑总行程达 11600 余公里，集中

开展演出、宣传宣讲 2100 余场次，惠及

各族群众180 余万人次，进一步丰富了

基层文化服务。

内蒙古自治区直属乌兰牧骑团长

邢力莉介绍，乌兰牧骑自7月份起，将开

展为期3年的万村行活动，深入少数民

族聚居的一万个嘎查、村创作演出。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要坚持文明交流互鉴，

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实践为人

类文明进步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7月20日至8月5日，以“舞动梦想

和美丝路”为主题的第六届中国新疆国

际民族舞蹈节精彩举行，来自亚洲、欧

洲、非洲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名

艺术家会聚天山脚下。

“透过舞蹈节这扇窗，人们看到了

一个真实、开放、美好的新疆，也切身感

受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

下大同的中国气派。”中国文联副主席、

新疆舞蹈家协会主席迪丽娜尔·阿布拉

说，我们正加快完善组织作家艺术家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采风创作机制，

鼓励文艺工作者深入挖掘传统文化内

涵、努力创造新文化，讲好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故事。

近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全面实施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研究阐释工程，从深化

理论研究、优化学科布局、推动文明文

化成果转化、加强文明文化人才队伍建

设等方面制定具体措施，设立一批重大

项目，努力推出一批具有理论高度、学

理深度和学术厚度的精品成果。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成功举

办“中国与世界：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国际研讨会，出版发布“理解中

国”丛书、“中国制度”研究丛书多语种

版本，组织编撰首部关于文明文化主题

的综合性研究报告《中国文化发展报

告》，更好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

想力量、文化力量、精神力量。

（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

“来，您把盒饭拿好，这还有馒头。”9

日下午5点，在黑龙江省五常市时代中学

安置点，五常市铁路学校校长张晓红正

带着学校的老师为群众发放晚餐，盒饭

从保温箱中拿出来交到群众手中时，还

带着热乎气儿。“饭菜管够，不够吃随时

喊我，大点声儿就行。”一位

老师嘶哑着嗓子说。

两荤两素，白面馒头。

清洗、切菜、炒菜、分

装、运送……位于五常市杜

家镇的悦歌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的生产车间，一片忙

碌。“我们去年12月从深圳

到五常投资建厂，原计划今

年 9 月开学为中小学校配

餐。现在防汛需要，我们提

前投入运营。”公司总经理

韩志涛介绍，目前70多名员

工提前上岗，每天生产配餐

2700份，为防汛贡献力量。

“在家停水停电的能吃

啥啊，这就挺好。”五常市沙

河子镇大柜村村民张琴说，

从家里匆忙出来，什么都没

有带出来，被褥都是安置点

给发的。

近日，受台风“杜苏芮”

影响，黑龙江省出现极端降

雨过程，引发洪涝和地质灾

害，交通、水、电等基础设施

受到不同程度损毁。五常

市多个乡镇受灾，五常市时

代中学被启用作为群众集

中安置点。截至9日，五常

市共设立68个安置点，累计

转移18个乡镇138个村53699人，其中投

亲靠友44436人，集中安置9263人。

集中安置点需要人手，五常市铁路

学校校长张晓红和24名教师主动组建志

愿小组，积极投身到救灾安置中，为受灾

群众搭建起临时的家。

记者看到，在安置点宿舍楼一层，房

间左右两侧各有三排上下床，都铺着统

一发放的被褥，地上摆放着生活用品。

“吃饱住暖，基本生活没问题，在这

挺安心的。”沙河子镇大柜村村民王洪芹

坐在床边说，水果牛奶这里都给发，吃住

有保障，就等着水退了回家。

“安置点有些村民年纪偏大需要更

多的照顾，除了发放日用品和一日三餐，

我们得帮助他们搬东西，上

药。”张晓红说，现在是暑假

期间，老师们放弃假期守在

这里，有的老师深夜搬运物

资眼睛都熬红了。

晚饭后，入口拐角处的

医疗室陆续来了几位年纪

大的村民。

“血压正常，体温正常，

您就是有点着凉了，我给您

拿点药，回去按时吃，不舒

服您随时找我。”五常中医

医院耳鼻喉科主任肖立宏

一边从就诊群众腋下拿出

体温计一边轻声叮嘱。

由于部分群众转移时

匆忙，并没有随身携带常用

药品，医疗室专门配备了消

炎药、降血压药等常用药。

“今晚轮到我值夜班，

住在这里的老人多，谁有个

头疼脑热的，我得第一时间

赶到处置。”五常中医医院

护士陈琦说，近两天天气炎

热，除了救治群众，安置点

消杀也必不可少，垃圾堆放

处和厕所都需要重点消杀。

暮色渐浓，“温暖如家”

几个亮色大字悬挂在安置

点门口，旁边的爱心服务台

有志愿者过来交接班。趁着空当，忙了

一整天的工作人员寇长凤坐在椅子上快

速地吃了晚饭。截至目前，五常市时代

中学集中安置点接收群众1150人。

“有些村子水已经退了，部分村民已

经返回村里，希望大家的生活能尽快恢

复到常态化，那么一切都是值得的。”寇

长凤说。

（新华社哈尔滨8月10日电）

有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各地各有关部门深入贯彻落实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精神

新华社记者

8月9日，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对南京长江大桥桥墩防撞设施进行安装（无人机照片）。

8月10日，南京长江大桥3号、4号、5号桥墩顺利安装防撞设施并投入使用。据了解，依据长江水域特点和航运条

件，本次安装的桥墩防撞设施采用浮动式钢覆复合材料，可以根据水位上下浮动。该防撞设施可有效吸收、分散或转移

船舶碰撞的能量，使船舶撞击后避免发生翻船、沉船的事故。 新华社记者 李雨泽 摄

南京长江大桥安装桥墩防撞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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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交界路，一方省

界碑，一座崭新的“赣湘驿

家”，坐落在湖南、江西两

省交界之处，青山绿水之

间。来自两个村庄的30多

个孩子正在室内跟着志愿

者学习趣味知识。

湖南省攸县皇图岭镇

界联村，与江西省萍乡市

湘东区东桥镇界头村，因

不可分割的地理位置而血

脉相连——两村方言一

致、通婚通商多见，一度都

以“界头村”命名。两村也

曾因争抢地皮与水源等产

生过纠纷。

“我从2008年起担任

村干部，做的最多的工作

就是调解纠纷。”界联村党

总支书记谭三促说，在若

干次调解工作中，他与界

头村党总支书记王锋建立

了密切联系。

去年的一次沟通中，

王锋提出，界头村入围了

江西省在国省干道推广的

“公路+休闲驿站”项目，两

村是否可以共同建设一个

驿站，既能方便附近居民

与过路驾驶员，也能为双

方的沟通交流搭建平台，在假期里还能为两

个村子的孩子开办读书等志愿活动。

双方想法不谋而合。界联村确定了选

址，完成了前期土方工程。界头村依托项

目，建设驿站主体建筑与休闲广场，还安装

了汽车充电桩供过往车辆使用。从2022年

6月开工以来，历时一年多，“赣湘驿家”于今

年7月1日正式投入使用。

在“赣湘驿家”，老矛盾得以“柔性解

决”。今年7月，有界头村村民反映，界联村
稻田上方的无人机在喷洒农药时，有农药洒
到了界头村村民的荷塘里，导致部分莲子受
到损害。

“我们把双方约到‘赣湘驿家’调解，以
帮助受损村民施肥复耕并承担部分损失的
形式，化解了这一矛盾。”谭三促说，事情虽
小，却体现了文明乡风。

沟通，不仅带来了和谐，还产生了合
作。今年以来，界联村向界头村输出了香芋
种植的技术和农资，双方共同发展香芋产
业。谭三促与王锋计划，明年将种植面积扩
大到1000亩左右，并合作成立一家香芋深
加工工厂。

“以‘赣湘驿家’为起点，我们双方都希
望做到共防共治、产业融合、资源共享。”谭
三促说。

夜幕降临，“赣湘驿家”的前坪又热闹了
起来。这里成为了两村举办各类活动的共
有场地，村民们在此散步、跳广场舞、纳凉聊

天。人们操着同样的方言互相问候，就像再

熟悉不过的一家人。

（新华社长沙8月10日电）

“多年未见的鳤鱼又回来了！汉江

水清鱼跃，这正是我儿时熟悉的景象。”

8月10日，湖北省钟祥市文集镇东建村

村民周正红对记者说。

汉江是长江的第一大支流。在湖

北省钟祥市，汉江江段有144公里。为

守护好沿江生态体系，钟祥市近年来紧

盯禁渔不放松。

“我打鱼 20 多年，最初一天能打

200多斤，到后来五六十斤，有时甚至空

网而归，也曾深深担忧。”周正红说，捕

鱼是为了生计，护鱼是为了子孙。2020

年，家中三代捕鱼的周正红选择放下渔

网。禁渔后，看着汉江里鱼的种类变

多，他越发觉得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

曾靠打鱼为生，如今专职巡护的巡

护员张七星告诉记者，每名巡护员负责

5公里长的沿江区域，一天巡护两遍，还

要定期到市场、餐馆检查。“市里给巡护

队配备了巡护船、巡护汽车，我们随身

带着对讲机、记录仪，可以实时记录巡

护轨迹，报送巡护情况。”他说。

张七星说，起初巡护时，很多人不

理解，他不厌其烦地劝说大家，“如果任

由捕下去，子孙后代哪还能见到那么多

鱼？我们总要给他们留下个好生态。”

在钟祥，像周正红、张七星这样从“打鱼

人”向“护鱼人”转变的，共有32人。

近年，为守护好沿江生态，钟祥市

建立起专群结合的防护体系，越来越多

的人加入到“护鱼人”行列。除59名专

职巡护员外，当地还从农业农村、公安、

交通、水利、环保等8个部门抽调人员组

成执法专班，分片区统筹执法。此外，

还明确了109名汉江岸线长、段线长和

459名网格员进行兼职巡护。当地社区

工作者董泽宏说，遇到执法行动，也会

跟着彻夜蹲守。

钟祥市水产服务中心主任张忠华

说，为确保水上有人管、岸线有人盯、市

场有人守，巡护员们日常巡查不间断、

假日巡查不放松，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就

及时介入。据不完全统计，巡护队伍组

建以来，参与办理案件111起，收缴各类

违法捕捞、垂钓工具725件。

钟祥市还积极开展水生生物增殖

放流活动，促进汉江生态修复，近年来

累计投放各类优质鱼种8000余万尾。

“我们和科研院所联合监测表明，

汉江钟祥段当前渔业种类达到98种，比

禁捕退捕前新增27种。去年还发现了

多年未见的鳤鱼5尾，大家都很兴奋。”

张忠华说，水清鱼跃的美景正在汉江重

现。 （新华社武汉8月10日电）

八月上旬，内蒙古草原碧绿如海，

牛肥羊壮。经营“牧家乐”的乌尼尔其

其格穿着新衣，正向几位远道而来的游

客展示自己装修一新的家。

客厅一角的玻璃柜前，人们停下脚

步。只见柜中整齐地摆满金色奖状、红

色证书和各类奖杯，上面写着致富带头

人、“美丽庭院”示范户、优秀党员中心

户和巾帼文明志愿者等。

“这些荣誉有我的，也有女儿的。

我们全家都很珍惜。”这位48岁的牧民

说，“看着它们，就觉得满身干劲儿，还

要再努力、再奋斗。”

记者近日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

勒盟镶黄旗采访时看到，不少牧民在家

里显眼的位置摆放奖状、证书、奖杯和

奖牌。他们表示，大家在生产生活和子

女教育等方面力争上游，把家打理好，

把生产搞好，把孩子教育好，把邻里关

系维护好。在各级各类评比中获得荣

誉，是牧民们最看重、最高兴的事。

走进宝格达音高勒苏木额勒苏台

嘎查牧民布仁巴依拉的家，一面墙上贴

满他的女儿新苏乙拉的奖状。记者看

到，这些奖状中，有少儿绘画创作大赛

金奖、英语作文大赛一等奖、学校速算

比赛第一名、优秀少先队员等。

说起女儿新苏乙拉，41 岁的布仁

巴依拉满脸自豪：“孩子争气，我们作为

家长也觉得光荣。”有一次，女儿在学校

的朗诵比赛中获奖，孩子站在台上自信

地捧着奖状，他坐在台下激动地眼含热

泪。

邻里乡亲都说，孩子这么优秀，离

不开家庭熏陶、培养。新苏乙拉三四岁

时，就喜欢拿家里的书，软磨硬泡地让

大人给她读。再长大些，她常跑到隔壁

大爷家，从满柜的藏书中选书读。上了

小学，女儿对诗歌散文朗诵着了迷，家

里就拿出 1000 多元，让孩子参加兴趣

集训班……

在内蒙古，镶黄旗有着崇文重教的

浓厚氛围，并享有“博士之乡”的美誉。

全旗3.1万人，而取得博士学位的达60

多人。

宝格达音高勒苏木敖恩格其嘎查

牧民格日勒其木格家的书柜里摆满奖

状和奖牌，其中大部分写着女儿莫丽美

的名字，也有几件是“卫生家庭”“和谐

家庭”“致富能手”等荣誉证书。

格日勒其木格说，除了学习成绩，

她和丈夫还重视孩子的课外教育，积极

带孩子去当地素质教育基地学习、体

验。

在巴彦塔拉镇呼尔敦高勒嘎查，有

一处由当地人、内蒙古农业大学教授芒

来创建的素质教育基地。记者看到，教

育基地展厅内陈列着芒来从小学到博

士期间的奖状、证书，以及科研论文和

专著等。

“很多牧区孩子参观后深受鼓舞，

并立志好好学习、努力奋斗。”见到记者

时，芒来欣慰地说。

镶黄旗教育局局长赵日格图说，近

年来，全旗着力把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摆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不断加强教育

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促

进教育质量逐年提升。

（新华社呼和浩特8月1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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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里 的 牧 民 爱 奖 状
新华社记者 于长洪 于嘉 彭源

“打鱼人”变“护鱼人”
——汉江再现水清鱼跃

新华社记者 闫睿 黎昌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