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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雄雄、杨盼之子杨昊轩出生医学证明（编号：Q610344121）不慎丢失，声

明作废。

●陈建学、蔡荣梅之女陈梓桐出生医学证明（编号：M610417836）不慎丢失，

声明作废。

挂失声明

  以下人员已超过6个月未交纳公租房租金，请在
本公告发布20日内腾空公租房，并交回铜川市保障性
住房管理中心。
  人员名单：董波（61020219******2413）、焦传书
(61020219******2816)、林振江（61020219******1235）、

许红生（41042619******0016）、薛江波（61272119*****
*1413）、梦娇（61020219******0824）、邵建文（61020319*
*****4630）、王亚博（61020219******0011）、杨树革

（61020219******0813）、阎锋（61020319******4614）、
张风叶（61020219******2023）、高桂梅（61020219*****
*202 8）、李保全（610202 1 9******121 9）、吕志伟

（61020319******4612）、郭耀成（61020219******
2010）、王璞（61020319******0013）。
         铜川市保障性住房管理中心
            2023年6月12日

公  告

  陶新民，男，身份证号：610203********0057，终止
劳动合同时间为2022年8月2日；
  常小辉，男，身份证号：610423********1355，解除
劳动合同时间为2019年6月17日；
  赵朋伟，男，身份证号：610424********2611，解除
劳动合同时间为2021年11月26日；
  刘保安，男，身份证号：610203********4636，解除
劳动合同时间为2020年6月25日；
  周阳，男，身份证号：610202********0011，解除劳

动合同时间为2021年9月8日；
  马增，男，身份证号：612727********0014，解除劳
动合同时间为2021年9月8日；
  苏旭阳，男，身份证号：610221********0035，解除
劳动合同时间为2021年9月8日。
  上述7人，请你们自登报之日起15日内到公司相
关手续。若逾期未办理，责任自负。
  特此公告。
               2023年6月10日

陕西美鑫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告

　　新华社兰州6月13日电 （记者 白丽萍）记者12
日从新时代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工作会暨教育强国战
略咨询会上获悉，目前，中西部高等学校1465所，占全
国高等学校总数量的53%，专任教师队伍71万人，占全
国教师总人数的54%，在校生数量为1334万人，占全国
在校生总数的57%。中西部高等教育已是我国高等教
育的“半壁江山”。
　　在会上，教育部介绍了近年来中西部高等教育改
革和发展的新成就。据介绍，中西部高等教育办学质
量显著提升。以郑州、武汉、重庆、成都、西安、兰州为
支点，培育出一批龙头高校，汇聚优质高等教育资源，
带动中西部高校集群发展。据统计，中西部高校博士、
硕士学位授予点从2012年的7000个增长到2022年的
8100个；新一轮“双一流”大学建设中，中西部地区共有
48所建设高校、123个建设学科入选，带动中西部高校
不断全面提升服务能力。
　　中西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

升。十年来，中西部高校为中西部发展培养了数百万
高素质专业人才，近年来，中西部高校共建设了18个现
代产业学院、3个未来技术学院以及6个高水平公共卫
生学院、74个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布局了8个
集成电路、储能技术、医学攻关和生物育种领域的国家
产教融合创新平台。
　　中西部高等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显
著提升。中西部高校紧密对接核心技术攻关领域及
区域特色主导产业，增设了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草业科学、粮食工程等一批紧缺专业。目前，中西部
高等专业布点达到3.1万个，较十年前增长了8000个
专业布点。
　　教育部部长怀进鹏表示，下一步，教育部将实施中
西部人才培育行动计划，布局一批高等研究院，加快推
动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国家卓越医师学院建设，全面
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为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战略支撑。

教育部：

全面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 建设教育强国

  在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南肖村，57岁的
种植户崔秀芬在田间看着破土的大豆新苗，
绿油油一片，露出饱含期待的笑容。今年是
她第一次尝试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我参
加了村里组织的技术培训班，遇到问题我也
随时会问农技指导员和示范户，我有信心种
好！”崔秀芬说。
　　今年是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推广的第
二年，山西省已提前下达补助资金1.64亿元，
在74个县安排复合种植82万亩。目前，种植
所需种子、肥料、农药等农资供应充足，农机
装备特别是带状复合种植专用机具齐全。山
西还开展了农机手技能培训，已投入农机装
备2.9万台，机耕整地面积达26.9万亩。
　　白和村作为长治市武乡县洪水镇大豆玉
米带状复合种植示范点，去年共计种植1100
余亩，其中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种植900
亩，共产玉米50多万公斤、大豆近7.5万公斤，
亩产值达到1800元。今年，白和村集体经济
股份合作社以每亩每年360元的价格，集中连
片流转耕地600余亩。白和村党支部书记梁
斌说，“我们把适宜的地块都整合起来，小田
并大田，这样更有利于农业机械化作业，提高
种植效益。”
　　农户自家“小地块”也有“大丰收”。去
年，在武乡县上司乡张庄村农户杨俊谦家的3
亩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地块，经专家组测
量，以玉米亩产511.1公斤、大豆亩产137.3公斤
的成绩，代表武乡县荣获了2022年全国大豆
高产竞赛“金豆王”（带状复合种植）第八名。
今年，杨俊谦继续种植了8亩大豆玉米。他
对邻居们说，“一定要有‘机播’意识，严格按
照农技指导的株距行距来种植，等距苗匀，种
好了才能收好。”
　　在长治市沁县定昌镇泊立村，今年部分
农田尝试采用了全生物降解渗水地膜。随着
玉米大豆复合播种机缓缓驶过，一块块平整
的农田被披上了“外衣”，远看像一片海。山
西农业大学研究员姚建民是这项专利的发明
者，他告诉记者，全生物降解渗水地膜适用于半干旱地区，有良好的保墒、
增产、可生物降解等优势，播种后两个月地膜开始分解，可转变为土壤
肥料。
　　不仅要“种得好”，还要“管得好”。李志杰是忻州市定襄县李家庄村
的一位年轻农户，今年种植大豆玉米400余亩，比去年扩大一倍。“去年雨
水好，我也比较注重田间管理，收成不错。玉米没减产，每亩豆子还能多
赚300元左右。”李志杰告诉记者，大豆种子他选用了试验田的好品种“东
豆339”，播种后打了苗前封闭药液来抑制杂草生长。由于他所种的地块
属于丘陵旱地，苗前封闭除草的效果还不错，后期省了一些人力成本。他
还表示，田间管理也要舍得投资，给玉米追好肥、定期灌溉、人工除杂草和
收割豆子等环节都很关键。
　　今年是李志杰回家种地的第三年。“原来我一直在外地打工，年收入
七八万元左右，回来种地以后发现，收成好的话收入能比原来翻一番。”李
志杰说，村民们看到他种地效益好，种植积极性也高涨，今年村民们种植
大豆玉米的面积总共比去年增加了200余亩。
                  （据新华社太原6月1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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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以一片绿茵场为中心，
身着各式服饰的观众在各个区域纵情狂欢。他们
围看火热的足球赛，秀出多彩民俗，尝着各色美
食——— 每个人都是这场狂欢的主人。
　　这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的

“村超”现场，是整个县城的“超级周末”。
　　拥有38.5万人口的榕江是人口小县，却是一
座“体育大城”：这里是贵州省少儿体操之乡，也是
首批全国县域足球典型，群众体育基础深厚。最
近几周，“村超”的每场比赛都有数万观众，“爆点”
集中在精心组织的“超级星期六”晚上，高峰时人
数在5万左右，掀起了榕江群众尤其是青少年足
球爱好者的“观赛热潮”。
　　“人太多了！太震撼了！”在位于榕江县城北
新区田径足球场的“村超”现场，10岁的“足球小
将”刘义行怀抱足球坐在场边，边看球赛边为球员
的精彩表现呐喊。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举行了“村超”自5月13
日开打以来的第五轮比赛。刘义行每周都来看
球，足球已成为他的“周末主题”。他说：“提前过
来练球，完了再看比赛，感受人山人海的足球氛
围，超级赞！”
　　带着8岁儿子前来观赛的黄婷翠介绍：“以前
这里每周都有足球比赛，但规模比较小，看的人也
没有这么多。”“村超”爆火后，黄婷翠一家人一到
周末就来看比赛，儿子还带着球来练习。
　　32岁的石世显是一名参赛球员，他上小学的

大儿子也是足球爱好者。“儿子一直喜欢踢球，但
过去没有现在这么疯狂，现在每到周末就背着足
球早早去赛场等候。”他认为，“村超”营造的浓郁
足球氛围正在深刻影响着当地的青少年足球
发展。
　　体育的乐趣从不止于体育本身。在“超级周
末”，还可以观赏到民族文化的“超级展示”。
　　“侗家姑娘爱唱歌，动听歌声如蝉鸣。人爱唱
歌心情好，姑表一起来唱歌。大家早晚唱欢歌，心
情舒畅万年春……”
　　6月10日晚的四场比赛间隙，榕江本地的“萨
玛乐团”民族摇滚乐队走到球场中心，在架子鼓、
键盘等乐器的伴奏声中，一阵清丽悦耳的歌声由
球场中心向四周飘散。现场观众瞬间被点燃，上
至90多岁的老人、下至刚刚接触足球的幼童，大家
或举手拍照，或摇旗呐喊，或敲锣打鼓，声浪如海
涛般汹涌。
　　榕江群众向外地游客介绍道，这首由侗族姐
妹用侗语唱出的歌谣，采用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侗族琵琶歌”的演绎形式，并结合了现代乐
器，欢快明畅。
　　侗族琵琶歌、摆王木鼓舞、水族水书、芦笙
舞……拥有苗、侗、水、瑶等15个少数民族的榕江
县仅世界级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有十多
项。“村超”舞台的文化展示活动，被现场观众比喻
成民族文化荟萃的“大课堂”。
　　“太难得了！”39岁的石庆先一边看球，一边跟

周边的朋友谈笑道，即使作为本地苗族群众，他也
很少有机会看到这么多、这么集中的民族文化元
素生动地“熔于一炉、汇于一场”。
　　“现场主持人会在球队入场、中场休息等时段
介绍当地的民族文化，解说员也会在比赛中见缝
插针地补充。”不少来自广西、陕西、四川等地的游
客表示，如此丰富的文化体验，哪怕是世界杯都很
难与之相比。
　　击鼓拉拉队、敲锅拉拉队、摇扇拉拉队；水书
文字队、古装队、幡旗队……每当比赛临近，各支
球队及其亲友团、拉拉队就会从各村陆续赶来。
拉拉队员无论男女老少都精心装扮，身着各自民
族服饰，抬着各自特产，在锣鼓声中、在琵琶弦外、
在芦笙调里，排成两队有序进场。
　　丰乐村村民姚吉仙是村里的一位保洁大姐，
她的助威方式是身背喷雾器，在场上演绎平时的
工作场景。“拿西瓜的、扛锄头的、挑担子的、敲锅
盆的……我们想了各种各样的表现方式，最后决
定根据自己的职业选择道具。”她说。
　　有民族文化打头，也有特色美食助阵。让观
众品卷粉、为观众敬牛角酒、给观众献上杨梅和西
瓜……各种美食“投喂”活动为现场热度再添一
把火。
　　大山里的周末，激情在燃烧，足球比赛换了一
副新颖模样，笑容挂在每个人的脸庞上——— 这或
许，更是足球本来的模样。
         （新华社贵阳6月13日电）

大山里的足球“超级周末”
新华社记者 罗羽

　　新华社厦门6月13日电 （记者 颜之宏）第
十五届海峡论坛即将开幕之际，在位于厦门市集
美区的聚融壹家台湾青年双创基地内，几位台湾
青年正在热烈地讨论着自己的创业项目，他们准
备借此次海峡论坛的东风获取更多创业资源。
　　厦门是闽南地区的重要城市，也是不少台胞的
祖籍地，是近年来台青登陆的重要一站。“我祖籍就
在厦门边上，小时候就经常听老一辈人讲老家的故
事。”来自台中的吕俊岳去年刚刚结束在厦门大学
的学业，目前正在厦门筹划自己的创业项目。
　　“在读大二的时候，我帮助朋友的咖啡店成功
转型为了‘猫咖’。”早在6年前，依靠吕俊岳的“金
点子”，厦门最早一批“猫咪咖啡馆”在厦门大学附

近的街区实现“华丽转变”。
　　此后，吕俊岳还尝试着在沙坡尾卖耳钉、在中
山路开饰品店，虽然利润不高，但也算掘到了“人
生第一桶金”。
　　厦门是吕俊岳的“福地”，他将这里作为“二次
创业”的开端。2022年，集美区发布《台青聚融友好
工程实施细则》，细化对台青的创业支持措施，吕俊
岳也因此申请到了每月2000元的租房补贴。他告诉
记者，自己曾立志要做一名体育老师，因此将自己
的创业目标放在了“与体育教学相关”的领域。
　　在大陆完成多轮创业的新北青年张培轩，经
过多个城市的中转后，把厦门作为当前人生阶段
的“始发站”。“我现在自己的创业项目就是帮助更

多台青来厦门创业。”张培轩说。
　　从台湾岛内毕业后，张培轩就选择来大陆开
启自己的创业之路，多年在大陆的奋斗经历让他
的商业嗅觉非常敏锐，因此也希望能带动更多台
青来大陆发展。
　　2021年，厦门市发布《关于进一步鼓励和支持
台湾青年来厦实习就业创业的若干措施》，明确对
台青在厦创业给予办公场所租金补贴、创业启动
扶持资金。
  这些举措给“张培轩们”在厦创业带来了更广
阔的想象空间。“厦门小到社区街道，大到医院学
校，都活跃着台青的身影，这让台青产生一种天然
的亲近感。”聚融壹家台湾青年双创基地执行长左
星星告诉记者。
　　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厦门惠台政策频出，台
青也将厦门视作“登陆第一家园”。2022年，仅聚
融壹家一家平台，就帮助了20家台青初创企业申
请获得超过100万元的政府扶持资金。

厦门打造台青创新创业之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