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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市郸城县农村及偏远地区加油站建设规划调整公示
������郸城县农村及偏远地区加油站建设规划调整的名单： 原规划东风乡西陈集
赵庄环乡道路北调整到秋渠乡北大桥路东（Y006）东侧；原规划东风乡大王庄行
政村调整到双楼乡郝庄南 200 米（X013）南侧；原规划汲水乡朱凯店行政村调整
到钱店镇胡楼行政村大谷楼东（X015）路东；原规划南丰镇李寨西 100 米路西调
整到南丰镇北街（X002）路东；原规划虎岗乡梁老家东南角 300 米路西调整到丁
村乡毛庄行政村东 300 米（X013）路南；原规划秋渠乡黄小楼 300 米路东调整到
双楼乡小李庄南 300米（Y007）路南。

郸城县商务局

2020年 9月 30日

事业单位拟撤销公告
������根据上级相关要求， 周口海关综合技术服务中心拟撤销事业单位建制。 按照
《河南省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现拟申请注销周口海关综合技
术服务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11700793207254H），请债权人自 2020 年 9 月
30日起 60天内向拟注销单位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联系人：胡新鹏 电话：0394—7732206
周口海关

2020年 9月 30日

遗失声明
������●赵俊伟 （41272719******8010）、
程书艳 （41272719******8042）购买的
周口圣桦名城 6 号楼 1 单元 301 室购
房收据丢失，收据号：00140600014061，
金额：330000元，声明作废。

2020年 9月 30日
●淮阳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不慎将

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丢 失 ， 核 准 号 ：
Z5088000010401，声明作废。

2020年 9月 30日
●周口市开发区霞霞粥园的营业

执 照 正 （ 副 ） 本 丢 失 ， 代 码 ：
92411600MA4465GB6C， 注 册 号 ：
411693699046583，声明作废。

2020年 9月 30日
●河南赛艺沙盘模型制作有限公

司不慎将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2020年 9月 30日

●陈永华 （41272319******5519）、
邹艳春 （41272319******7725）购买的
周口建业春天里 17 号楼 2 单元 504 室
的购房收据丢失，票号：5768069，金额：
237294元，声明作废。

2020年 9月 30日
●刘中华购买的沈丘县兆丰路南

段鑫丰苑 3 幢 401 房的房产证丢失，证
号：123464，声明作废。

2020年 9月 30日
●沈丘县一四三二河南省粮食储

备库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丢失， 证号：沈
国用（2002）第 0246 号 ，面积 ：10680 平
方米，地址 ：沈丘县城沈界路 ，声明作
废。

2020年 9月 30日
●抵押人耿玮、王星城不慎将房屋

他项权证丢失， 证号：20190034883，抵
押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周
口分行营业部，声明作废。

2020年 9月 30日
●周口田园农资有限公司不慎将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丢 失 ， 代 码 ：
91411600731300912U，声明作废。

2020年 9月 30日
●周口龙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不

慎将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2020年 9月 30日

●袁毛毛不慎将河南建业森林半
岛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 79 号楼 2601
室购房收据丢失， 票据号：1300094，金
额 ：517 元 ， 票据号 ：1322435， 金额 ：
240000元，声明作废。

2020年 9月 30日

太康县 2020年度加油站发展规划公示
������根据河南省商务厅关于印发《贯彻落实〈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
农村及偏远地区加油站建设确保成品油市场供应的实施意见〉 实施细则 （暂
行）》的通知 (豫商运〔2016〕58 号)及《河南省商务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成品油市场
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豫商运行〔2019〕58 号）文件要求，现将拟报送周口市商
务局备案的太康县 2020年度加油站发展规划公示如下：公示期 7 个工作日。 如
有疑议，请于 2020 年 10 月 15 日前将有关材料反馈至太康县商务局（商贸服务
股），联系电话：0394-6819291。 新增农村及偏远地区加油站规划调整 6座，具体
建设位置情况如下：1.太康县板桥镇板桥村 X003 县道南侧；2.太康县马头镇王
庄村南 300 米 X008 西侧；3.太康县常营镇第一初级中学北 700 米路东； 4.太康
县老冢镇柳叶村东 400 米路南；5. 太康县毛庄镇龚楼村北 200 米 X003 县道路
南；6.太康县五里口乡花园村东 300米路北。

太康县商务局

2020年 9月 30日

时代出英雄 人民创伟业
新华社记者 任沁沁

第七个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中
国以最尊崇礼遇，迎烈士归来、安息。
2014 年至 2020 年， 我国先后七批迎
回 716位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 经年
漂泊后，忠烈英魂终于安眠于祖国和
人民的怀抱。

70 年前，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
绿江，同朝鲜人民和军队一起 ，经历
两年零九个月舍生忘死的浴血奋战，
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 70年
后，山河无恙，英灵犹在，伟大的抗美
援朝精神永远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

富。
历史沉淀，精神不朽。 近代以来，

中华民族风雨飘摇 、灾难深重 ，无数
仁人志士赴汤蹈火 、以身许国 ，铸成
今日中国富强之基础 。 他们血洒热
土，把生的希望留给后来者 ；他们是
民族的脊梁，是时代的战旗。

炮火远去，家园如画。 苦难辉煌，
值得传颂。 从革命战争年代的红船精
神、长征精神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
“两弹一星”精神、焦裕禄精神 ，到改
革开放后的抗洪精神 、 抗震救灾精

神，再到新时代的抗疫精神……沧海
桑田变幻，英雄主义永恒。

设立烈士纪念日、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胜利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国家公祭日，建立健全功勋荣誉表彰
制度，制定英雄烈士保护法……就是
要让 960万平方公里的 56 个民族，到
处萦绕着弘扬英烈精神、崇尚人民英
雄的氛围；就是要通过对烈士的纪念
与缅怀， 让 14 亿多人民更加紧密地
团结在一起，凝聚起奋进复兴之路的
伟力。

今年的烈士纪念日第二天，将迎
来新中国 71 年华诞与中华民族传统
佳节中秋双节合一。 小家团圆，大国
兴盛，华夏大地，美美与共。

“英雄者 ，国之干 ；庶民者 ，国之
本。 ”一个向上的国家与民族，从不会
忘却捍卫国家尊严的喋血英烈。 伟大
出于平凡，英雄来自人民。 唯有缅怀
赤子丹心，才能涤荡自我灵魂 ；唯有
铭记先烈遗志， 才能坚守人间正道；
唯有传承英雄精神，才能创造美好未
来。 （新华社北京 9月 29日电）

千年之渴今朝解
———贵州贫困群众实现“吃水不愁”

水在山下流，人在山上愁。 翻山越岭
挑水背水， 曾是一代代贵州人抹不去的
深刻记忆。

石漠化面积占全国石漠化总面积的

近四分之一、形如一个巨大漏斗的贵州，
天上下雨地下漏，尽管降雨丰沛、河网密
布，但雨多库少、丰水又缺水。 千百年来，
贵州人纠结于水、受困于水。

一滴汗珠一滴水，一碗泥巴一碗饭。
近十年间，以水布局、逐水而战，不屈的
贵州人向水而行，把水脉、兴水利、除水
害，2000 多万名农村群众实现 “饮水不
愁”，一个个水袋子成了米袋子、钱袋子。

千年水梦，不再遥远。
困于水，逐于水，战于水

住在麻山深处的紫云县贫困户吴管

付，家里过去的生活必需品———扁担，如
今成了“纪念品”。

抖落灰尘，经年磨损后的扁担，亮而
滑。 “原来天没亮就要去挑水，最远要走
七八公里。 ”说起挑水，陡峭难行的山路，
四五十斤的水桶， 摔倒后又返回挑水的
画面，似乎又在吴管付的眼前重现。

麻山，山乱如麻，水愁也如麻，“土如
珍珠水如油”。 和吴管付一样，生活在麻
山地区的人们，过去遇有红白喜事，两支
队伍必须配齐：砍柴队和挑水队；山里娃
放学后的“家庭作业”也主要有两样：放
羊、挑水。

过不了水这一关， 贵州人就走不出
十万大山。 近十年时间里，水利建设攻坚
会战、小康水行动计划等一系列“战役”，
干部群众奔走于大山、河流间，找水源、
建水库、铺水管，贵州吃水难的历史正在
改变。

“还是自来水方便哟， 我们不再挑
水，也不再吃‘望天水’过日子了。 ”吴管
付打开门前的水龙头， 清爽地洗了一把
脸。

傍晚，阳光翻过山顶，照着吴管付家
的两层小楼。 楼上，他为在城里上班、马
上要结婚的儿子准备好了婚房。 饮水机、
太阳能热水器，城里家庭有的，他也给儿
子尽量配齐。 “我现在就等着哄孙子了。 ”
吴管付眼里满是憧憬。

在麻山采访期间， 记者收到毕节市
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一位驻村干部

发来的照片， 照片拍摄于 2019年 7 月。
只见一个小女孩站在自家牲口圈舍边，
手拿一根油管， 大口吮吸着从房顶上引
下来的“望天水”。

拍摄这张照片的干部当时很揪心，

看到这张照片，记者也很揪心。
于是，从麻山到乌蒙山，驱车约 500

公里， 记者赶到这个名叫营寨村的小山
村。 远远望去，山隔水，水环山，滔滔牛栏
江从村子脚下流过。 但山有多高、水有多
远，住在高山上的人，只能每天眼巴巴望
着水却吃不到水。

女孩名叫张丽春，今年 7岁。 她所住
的寨子，处在村子的最高处，背靠大山，
过去叫长梁子，全寨大多是苗族。

穿行在寨子里， 家家户户的房檐上
缠绕着水槽，水槽连接着水管，水管伸进
水窖。 一到下雨天，村民就把“望天水”接
到水窖里吃。 今年， 村民都吃上了自来
水。

走进张丽春家，房顶上的水已干涸，
过去孩子吸水用的油管也被收了起来。
妈妈王才珍忆起为水发愁的日子： 半夜
挑过水、爬山背过水、花钱买过水，过去
每天最心焦的就是水。

“我们家现在吃上自来水了。 ”打开
水龙头，张丽春笑盈盈地洗手，水花溅在
小手上，她觉得那和山上的花一样好看。

水袋子，米袋子，钱袋子
“山高坡陡石头多， 田少土多地皮

薄；虽有河流纵穿过，山高水低够不着；
风调雨顺勉强过，遇到灾害困难多。 ”这
是贵州人曾经的真实生活写照。

走进石漠化严重的长顺县， 一眼望
去，满山碧绿。 过去这里的人们最头疼的
就是水。 2010年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时，
本该山花烂漫的春天， 却干旱成了满山
枯黄的秋色。 一群群蜜蜂匍匐在岩缝旁
吸水，人们赶也赶不走。 那一年的大旱，
让很多经历者终生难忘。

长顺县代化镇是贵州 20 个极贫乡
镇之一，2014年之前，这里没有产业。 “现
在，水库建起来了，自来水入户了，5万头
猪、60万斤鱼、8万羽鸡， 代化成了贵阳
市的菜园子。 ”镇长王富强笑言，老代化
走向了“现代化”。

水对农业具有“一票否决权”，与水
打了一辈子交道的长顺县水务局局长梁

晓成对此体会深刻。
长顺山大谷深， 河流深切， 建水库

难，送水也难。 “没有水，就不要谈什么产
业。 ”梁晓成下定决心，再难也要干。由于
供水距离长、扬程高，难以保证管压和末
端水压， 长顺县便依山就势、 多建调水
池，就像串珠子一样，一步步把水送到田
间地头。

坚硬如石头一样的贫穷， 被水滋润

出了绿色。
威宁县是贵州海拔最高、 人口最多

的县，境内虽大小河流纵横交错，但主要
分布在县境四周边缘的低洼地带。 每年
降雨主要集中在 6月至 9月，“江河看得
着够不着， 降雨时空分布不均， 要么干
死，要么涝死。 ”县水务局副局长沈光全
道出了威宁的无奈。

攀悬崖、穿溶洞、安设备、修水池、架
水管， 威宁县用一级或多级提灌，“连拉
带拽”硬生生把河水提到山上。 沈光全回
忆， 最难的是四级提水， 扬程达 800多
米。 今年春节刚过，大家每天量过体温、
戴着口罩，在山里、村里、地里忙碌。

近一年时间，威宁县水利投入 8.2亿
元，仅铺设水管就达到 5000 公里，相当
于威宁到北京一个来回的距离。 今年尽
管干旱持续数月，群众饮水受影响不大。

水上山，菜下山。 威宁县建成 40万
亩高山冷凉蔬菜， 还配套建设了大型蔬
菜批发市场，供应粤港澳大湾区、东南亚
等地，带动近 20万名贫困群众增收。

蓝天下， 威宁县草海镇中海社区万
亩蔬菜基地里， 千余名村民正在田间劳
作。 过去，这里多种土豆，如今，一畦又一
畦的蔬菜望不到边。每亩有水淋喷头 100
多个，每个间隔 6 米，需要用水时，打开
开关，整个基地就能“洗淋浴”。

种菜、锄草、收菜，贫困户张燕芬自
打来到基地就忙个不停。 “计件工资每天
有 100多元，这里离家近，收入也稳定。 ”
高中毕业、爱笑的张燕芬盘算着，多挣钱
供 3个儿子上学， 这样他们长大后就能
走出大山。

大水网，大生态，新未来
千百年来， 流传于贵州少数民族中

的神话故事，很多与水有关，他们与洪水
斗争，他们对水充满敬畏。

鱼嘴分流、自流灌溉，旱能灌、涝能
排，建于明代的安顺市鲍家屯水利工程，
有“黔中小都江堰”之称。 600 年风风雨
雨，600年水旱无忧， 至今她仍滋润着千
亩农田、滋润着数千村民。

“水稻打黄头了， 今年又是一个丰
年。 ”鲍家屯党支部原村支书、78岁的鲍
中权长期研究祖先给他们留下的这一宝

贝。 在他看来，这是贵州解决工程性缺水
最早的一次成功尝试。

继承前人智慧与经验， 贵州沿着水
脉，兴水利、除水害，让水造福于民。

望谟县毗邻广西， 群众中曾流传这
样一段民谣：“眼望红水河，有水喝不着；
女儿往外嫁，男儿娶不着。 ”

水不仅喝不着，洪水一来，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还受到威胁。 2011年 6月 6日，
望谟县发生特大洪涝灾害， 造成多人死
伤。 那场肆虐县城的洪灾，至今干部群众
仍心有余悸。

变水殇为水利。 在上级支持下，望谟
县投入 20 余亿元，上游修拦渣坝、中游
建调蓄水库、下游建防洪堤，堤库结合，
可防 50年一遇洪水。 “根治水患，坚决防
止因灾返贫致贫。 ”望谟县委书记李建勋
很有信心。

水生态好，脱贫与发展根基才牢。 扬
长补短，贵州正在编织一张“大水网”：建
立从省到村的五级河长制， 运用大数据
等构建智慧水利监测监管系统， 实现从
保障粮食安全向经济安全再向生态安全

的重大转变……
“贵州是长江、 珠江的重要生态屏

障，这块阵地守不好，直接威胁两江地区
的可持续发展。 ”贵州省水利厅厅长樊新
中说，近十年间，贵州水利投入超过 2800
亿元，不仅黔中水利枢纽工程建成通水，
400多座骨干水源工程也陆续开工建设。
水利工程年供水能力达到 123.7 亿立方
米， 总计灌溉面积达到 2400 余万亩，防
汛抗旱、水土保持、江河治理等工作全面
推进。

地处长江上游的赫章县海雀村，曾
因毁林开荒，土地沙化、山秃水枯，是“苦
甲天下”的极贫村。 种了树、通了水、修了
路，“生活从‘糠箩箩’跳到了‘米箩箩’。 ”
村民罗招文这样形容现在的生活。

沿着新修的柏油路， 记者来到海雀
村看到，蓝天白云下，一棵棵松树顺着山
势蜿蜒而上， 小鸟在林间飞舞着、 鸣叫
着。 一条条水泥路爬坡上坎，将一栋栋灰
瓦白墙的小楼连成一体。 楼房不远处是
食用菌种植大棚，一个接一个次第排开。

“村里变化最大的是基础设施，水电
路讯全部通、全覆盖，还要新修一个幼儿
园，日子越过越有滋味。 ”村支书文正友
黝黑的脸庞写满自信。

（新华社贵阳 9月 29日电）

������加速汽车消费回暖 加快老旧高排放车辆淘汰更新、落实皮卡车进城
政策、二手车简易交易降税、推动停车设施建设……新疆日前连续推出 15 项
优惠措施，鼓励扩大汽车消费。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我国研发经费投入连续实现两位数增长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29 日电 （记

者 胡?）2019 年， 我国研究与试验
发 展 （R&D） 经 费 投 入 总 量 为
22143.6 亿元 ， 比上年增长 12.5% ；
R&D 经费投入强度（与 GDP 之比）
为 2.23%， 再创历史新高……根据
《2019 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
报》的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我国
研发经费投入连续实现两位数增

长。
研发经费投入 ，是衡量一个国

家科技投入的重要指标 ，也是观察
和分析科技发展实力和竞争力的

重要指标 。 回首 “十三五 ”，我国研
发经费投入总量一直稳居世界第

二 ，投入规模稳步增长 。 研发经费

投入强度更是屡创新高 ，已接近欧
盟 15 国平均水平，结构持续优化。

“北斗” 组网、“嫦娥” 探月、“鲲
龙”出海、“天问”问天……“十三五”
期间， 科研投入的高增长带来创新
的大迸发， 我国取得的重大科技创
新成果举世瞩目。

惟进取也，故日新。 “十三五”期
间， 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力
不断增强，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智
能制造 、无人配送 、在线消费 、医疗
健康等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持

续高速发展，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
撑作用不断增强， 不少领域在全世
界处于领先水平， 在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中的表现也可圈可点。

数说“十三五”

我国棉花主产区新疆进入棉花采收期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 9月 29日电（记

者 张钟凯 李志浩）国庆将至，我国棉花
主产区新疆迎来棉花丰收， 天山南北各
棉区“白浪滚滚”，陆续进入集中采摘期。

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统计，
2020 年新疆棉花播种面积 3761.38 万
亩，基本与 2019 年持平。 其中，地方棉
花种植 2419.66万亩 （北疆棉区 771.32
万亩，东疆棉区 31.24 万亩 ，南疆棉区
1617.1 万亩），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棉花

种植约 1300 万亩。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农业农村厅介绍，今年新疆棉花长势情
况整体良好，预计将迎丰产。

目前，新疆部分棉区已率先开始规
模化采摘， 其余各大棉区将在 10 月进
入大规模采收高峰期。记者日前在南疆
产棉大县尉犁县看到，多台世界先进的
进口六行采棉机已从周边县市及北疆

调运而至，驶入当地超百万棉田进行采
收作业。

中老铁路全线隧道实现贯通
据新华社万象 9 月 29 日电 （记者

章建华）29 日上午，随着隧道深处一声
炮响，位于老挝北部琅勃拉邦省的中老
铁路控制性工程———相嫩三号隧道顺

利贯通。至此，中老铁路全线 75 座隧道
实现安全贯通目标。

中老铁路全线隧道实现贯通标

志着影响中老铁路工程的控制因素

基本解除 ，中老铁路将从大规模土建
施工阶段转入线上工程攻坚阶段 ，其
主要任务将由工程建设逐步向运营

管理转换。

������萌娃乐享足球 9 月 29 日，天鹅湖幼儿园中班的小朋友在足球课上。 开学
以来，甘肃省兰州市西固区天鹅湖幼儿园把足球列入体育教学内容，邀请业余足
球俱乐部教练员定期来到幼儿园，义务传授足球知识和技艺，让孩子们享受足球
运动带来的快乐。 新华社记者 陈斌 摄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全球新冠死亡病例过百万 9 月 28 日，人们在
法国巴黎西郊的罗兰加洛斯球场观看法网比赛。 受疫情影响推迟了 4 个月的法国
网球公开赛于 27 日正式开赛，由于疫情持续，今年罗兰加洛斯的每日现场观众人
数最终被限定在了 1000 人。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28 日发布的新冠疫情最
新统计数据显示，全球累计死亡病例超过 100万例。 新华社记者 高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