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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大信通物流有限公司的陕 B • 6 7 3 4 挂道路运输证(证号：

610201012438)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宋红娟将铜川智诚置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御璟名第）交房款定金收

据（号码：7444253、金额：176018.00元）、按揭款收据（票号：6442125、金额：

390000.00元）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挂失声明

  为进一步加强道路交通管理，保障道路交通畅
通，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发生，提倡安全、文明

出行，决定在下属路段启用交通技术监控设施，现公
告如下：

  二、公安交通技术监控启用时间：
  上述技术监控设施自2023年10月10日零时正式启
用，对违反上述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规定的，我支

队将拍照取证，并依法予以处罚。
          铜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3年9月26日

一、公安交通技术监控名称及设置地点：

铜川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关于启用新增道路交通技术监控的公告

  宜君县北中大天然化妆品有限公司现向工商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610222MAB2554M59，请债权债务人于公告之日起45日内到原公司

清理债权债务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序号 监控名称 设置地点 功能性质

1 交通技术测速设备
王益区二马路、印台区二马路、玉皇阁大道、川柳线、
G210国道铜川段（1058KM-1154KM）

移动测速

　　新华社北京9月26日电 （记者 高敬）生态环境
部将持续加大黑土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力度，进一步
强化农用地土壤污染源头防控，依法查处黑土地生态
环境破坏问题，推动实现黑土地环境质量稳中向好。
　　在生态环境部26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生态环
境部新闻发言人刘友宾说，黑土地是一种珍贵的土壤
资源，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在我国主要分布于东
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部部分地区。生态环境部高
度重视黑土地保护相关工作，加强黑土地生态保护监
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把黑土地生态破坏作为重
点，查实并公开曝光一些地方黑土地保护不力和治理
不到位等突出问题，充分发挥警示震慑作用。
　　生态环境部门扎实开展耕地土壤污染防治，深入

实施农用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源头防治行动，支持内
蒙古、辽宁、吉林和黑龙江四省区开展土壤污染溯
源、断源，从根本上解决了一批影响土壤环境质量的
突出污染问题。目前，四省区耕地土壤环境质量总
体良好。
　　在推进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方面，生态环境部在四
省区选择典型县（市）开展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与监督
指导试点，促进农业投入品减量增效，加强秸秆等农业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提升耕地质量。此外，生态环境部
还与北大荒农垦集团联合建设了“北大荒黑土地生态
环境保护综合实验室”，重点开展黑土地生态环境综合
监测、污染与生态调查评价、黑土地可持续利用等方面
的研究。

生态环境部将加大黑土地保护力度

　　秋风习习，安徽省合肥市骆岗公园中央的梦想
大草坪上人流如织。“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公园草
坪，以前在这里坐飞机，现在孩子在这里游玩奔跑，
很感慨。”9月26日是第十四届中国（合肥）国际园林
博览会开幕的日子，合肥市民张成特意带着妻儿前
来看看这座由老机场打造的新园景。
　　本届园博会举办场地合肥骆岗公园曾是合肥
骆岗机场旧址。这片长约3000米、宽约107米的草坪
是由原骆岗机场跑道和停机坪改造而成。不仅能
够同时容纳5万人，还是园区内“全域海绵”的重要
组成部分。
　　“整个草坪就是一块会呼吸、有弹性的绿色‘海
绵’，通过下设换填区，对雨水进行净化和收集，可
为园区绿色景观与水系提供补充水源。”合肥市滨
湖新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工程建设事业部项目管
理三中心主任李相介绍。
　　漫步公园的步道，溪道边随处可见矮蒲苇、蓝
花鼠尾草、鸢尾、紫穗狼尾草等植物。当游客享受
园区内独特的自然景致时，这些花草在过滤固体悬
浮物、去除水中有机污染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骆岗公园“全域海绵”系统应用低碳沉水生态
修复技术，构建水下生态系统，增设植草沟、下沉式
绿地、雨水花园、生态挡墙等海绵设施，在提高景观

效果的同时，实现了公园内水环境的自净化、自循
环、自平衡，为城市海绵系统建设打造生态样板。
　　“全域海绵”仅仅是骆岗公园场景创新中的一
景。骆岗公园场景创新是合肥场景工作深化的重
要方向，在公园项目建设过程中，合肥将前沿科创
成果运用于“建、管、游”，形成了多个具有引领性、
标志性、创新性的场景，让生态美景、应用场景、科
创胜景有机融合，带动技术迭代和产业升级。
　　自动驾驶观光车、无人售卖车往来穿梭，刚完
成水系植被检查任务的巡检无人机自动返回机库
维护充电，盘旋园区上空的货运无人机将正在配送
的外卖精准送达起降点，园区60多家餐饮企业建立
配送服务……“体验感就像是电影里的情节。”骆岗
公园场景创新的另一大亮点——— 全空间无人体系
示范应用场景让游客王明明赞叹不已。
　　此次骆岗公园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示范项目
建设了数据中心、管控中心两个基础平台，利用无
人机、无人车、eVTOL（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系统
等3类无人系统，打造公园主干道路客货无人运输、
基于eVTOL的城市立体交通演示、园区智慧治理、
园区低空无人物流等4大场景应用。
　　“骆岗公园有着天然的空域、陆域条件和展示
场景，我们在这里实现了无人体系标准、数据、管控

和接口的初步统一，希望可以打造全空间无人智能
体系综合展示区。”中国航空研究院首席专家舒振
杰说。
　　相比于传统公园，骆岗公园采取开放式管理，
不设实体围墙栅栏，而是为园区管理装上“智慧大
脑”。科大讯飞依托全域感知物联体系，将能耗管
理、安防管理、消防应急、园区级安全生命线等智慧
应用嵌入公园智慧运营系统，实现对园区安全管
理、智慧运营、游客服务等实时监测、瞬时响应。
　　“智慧大脑不仅能够精密捕捉人员涉水、夜闯
电子围栏、隧道积水等状况，还能实时监测园区内
十余万棵植株生长情况，预警监测消防火情，为日
常管理减负增效。”科大讯飞工作人员介绍，在智慧
平台的帮助下，目前公园管理工作效率提高约40%，
人力成本降低约30%。
　　作为科技创新的“试验场”，截至目前，合肥骆
岗公园已投放新技术、新产品超过100个，搭载超过
50个应用场景。
　　“骆岗公园是新技术的试验场。我们将把场景
思维贯穿于工程建设、绿色生态、城市更新、游园互
动、产业培育等领域，会应用更多的高新科技。”合
肥滨湖科学城管理委员会科技创新部部长袁程说。
          （新华社合肥9月26日电）

　　新华社西宁9月26日电 （记者 李宁 柳泽
兴）秋分过后，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同德县河
北乡格什格村，茫茫草原上，健壮的牦牛正带着小牛
犊悠闲踱步，啃食青草贴着“秋膘”。
　　“别看还只是小牛犊，价格金贵着呢，一头最少
能卖3000元。”格什格村党支部书记本巴说，“这些
都是‘大通牦牛’的后代，毛色黑，长得快，出肉多，
价格好。”
　　牦牛是青藏高原主要畜种，被誉为“高原之舟”，
作为我国牦牛主产区，青海目前有存栏牦牛约600万
头，占全国总量的38%，牦牛养殖是牧民主要收入来
源。但是在传统的养殖模式中，因缺乏科学规范的
畜种培育，主要靠天养畜，导致青海家养牦牛品种退
化严重，这也曾是格什格村牧民最为苦恼的事情。
　　“以前没有引进优质种源的概念，牧民自己散养
的牦牛体格小，近亲繁殖导致牦牛抗病能力弱，产奶
量低，一头牦牛养到三岁最多卖5000元，根本卖不上
价钱。”本巴说。
　　2018年，格什格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成立，全
村92户牧民全部入股。合作社从大通、祁连、玉树等
地引进种公牛开展繁育良种犊牛生产，目前共饲养
超过1400多头改良牦牛。其中主要品种“大通牦牛”
由青海省牦牛繁育推广服务中心培育，含二分之一
野牦牛基因，具有野性大、发育快、适应性强、抗逆性
强、繁殖力强等特点，能够适应高寒生态环境，遗传
性能稳定。
　　“去年合作社净利润超过140万元，人均分红
3300多元。”本巴介绍，“村集体的‘腰包’鼓起来，村
民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全部由村集体一次性缴纳，
解决了村民的后顾之忧。”
　　良种繁育让牦牛“长得壮”，智慧养牛则改变了
长久以来粗放的牦牛管理模式，让牦牛“过得好”。
　　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治渠乡江庆
村，牧民养牛再也不用早出晚归、跟巡放牧，将牦牛
入股到合作社后，仅凭一部手机，就能实时了解牦牛
所在位置，查看牦牛“档案”，这是治多县高原畜种追
溯体系（云端牧场）带来的改变。
　　治多县农牧和科技局局长扎西江措介绍，云端
牧场今年5月正式投入运行，包含养殖监测、屠宰加
工追溯、投入品质量安全监管等九大子系统，是玉树州首个建设完成
的数字养殖系统，目前牧场养殖牦牛500头。
　　“以前牛丢了要找回来很难，现在手机上可以实时看到牦牛运动
轨迹，草场四周还设立了电子围栏，牦牛出界就会在手机上提示，今
后还可以通过分析牦牛步数等数据了解其身体健康状况。”扎西江措
说。同时，云端牧场还建设了生态暖棚，分设暖棚、运动场、注射栏、
储草棚，可以实现对牦牛的精准补饲，体弱的牦牛还能得到精心
照料。
　　前端养殖逐步走向智能化、可追溯，后端如何让牦牛产品走向更
大的市场？在北京对口支援帮助下，玉树打造了玉树牦牛区域公用
品牌，打通了屠宰加工运输销售渠道，通过与北京月盛斋清真食品有
限公司合作，玉树牦牛肉被陆续开发成五香牦牛肉、红烧牦牛腱、香
辣牦牛杂等食品，端上了首都市民的餐桌。
　　“今年以来，我们已向北京提供4批次的牦牛肉生鲜产品，告别
了以往秋季集中出栏的传统养殖模式，逐步实现常态化出栏，牦牛
收购价也比在本地售卖价格更高，牧民得到实惠，出栏意愿越来越
高。”玉树州农牧和科技局副局长周多才仁说。目前，玉树牦牛还在
继续打造更加丰富的牦牛产品，真正让牦牛养殖走向规模化、标准
化、产业化。

　　新华社北京9月26日电 （记者 郭明芝）
为进一步加强烈士纪念设施规范化管理，统一烈
士纪念设施形象识别，退役军人事务部近日印发
通知 ，公布启用烈士纪念设施保护标志及标
识牌。
　　烈士纪念设施保护标志整体为纪念碑造型，主
体为金色，包括红星、“永垂不朽”题词、纪念碑和阶
梯等元素，总体呈现昂扬向上的姿态，象征着烈士
们的伟大理想和崇高信念，体现了党和国家对英烈
的尊崇、褒扬和纪念。烈士纪念设施保护标志是全
国各级烈士纪念设施的特定形象标识，是各级烈士
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单位依法履行建设修缮管理维
护烈士纪念设施职责的专用标识；烈士纪念设施标
识牌铭刻保护标志和烈士纪念设施名称、保护级
别、批准设立单位等内容，用于标示烈士纪念设施

基本信息。
　　同时，为维护烈士纪念设施保护标志庄严肃
穆形象，规范烈士纪念设施保护标志的使用，退役
军人事务部同步印发《烈士纪念设施保护标志使
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重点明确了烈士
纪念设施保护标志的制作主体、使用场景、管护要
求等。
　　《办法》规定，烈士纪念设施保护标志应当用于
各级烈士纪念设施主体建筑区域及各级烈士纪念
设施保护管理单位办公场所；可以用于烈士纪念设
施宣传标牌、宣传单、画册、书籍、记录本、奖章、证
书等印刷品及宣传品，有关烈士纪念设施宣传保护
的专题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平台以及与
英烈褒扬工作有关的各类公益活动等；不得用于商
标、商业广告、商业活动以及其他营利性活动；不得

用于非烈士纪念设施建筑物、办公场所，以及其他
有损于烈士纪念设施保护标志庄重、严肃形象的场
合、物品。
　　《办法》明确，烈士纪念设施保护标志及标识牌
技术规范由退役军人事务部制定；省级人民政府退
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根据技术规范统一制作本行
政区域内烈士纪念设施保护标志及标识牌；各级烈
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单位负责烈士纪念设施保护
标志及标识牌的悬挂、使用和服务管理等具体
工作。
　　《办法》强调，一切组织和公民应当正确使用烈
士纪念设施保护标志及标识牌，尊崇、铭记英烈为
国家、民族和人民作出的牺牲和贡献。任何组织和
个人未经批准不得制作、买卖、使用烈士纪念设施
保护标志及标识牌。

让“生态美景”遇上“科创胜景”
——— 探访园博会里的场景创新

新华社记者 刘美子 赵金正

烈士纪念设施保护标志及标识牌正式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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