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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川宾馆有限公司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副本（编码：陕铜王监证2019第

610202-032）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铜川市印台区城关荣兴建筑材料供应站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610202196412070422）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铜川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在中国农业银行铜川新区支行的银行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7920000537901）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挂 失

声 明

　　金秋时节，黄河两岸秋实禾茂，母亲河用有限
的水资源滋养着沿河九省区，又一次给予了两岸丰
厚馈赠。
　　“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从严从细管好水资
源。”近年来，沿黄各省区坚持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
刚性约束，落实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
水定产。流域内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坚决
遏制不合理用水需求，提高水资源配置效率，为破
解“用水之困”提供有效方案。

用好水：精打细算用足“绣花功夫”

　　9月，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稻渔空间”乡村
生态观光园里，大片成熟的水稻颗粒饱满，随风摇
曳。这里是当地农业节水示范园。“园区运用稻渔
立体生态循环模式，稻田退水养鱼蟹，鱼蟹粪便作
肥料，每年节水35%左右，年产值近亿元。”园区负责
人赵凯自豪地说。
　　这是宁夏近年来发展节水型高效农业的一个
缩影。农业是黄河上的用水大户，占黄河总用水量
的90%。2020年以来，宁夏降低农业用水总量，支持
农业向高附加值方向转型。如今，节水农业成为当
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当地群众的用
水观念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从过去“水从门前过，不
用也有错”，到如今用足“绣花功夫”精打细算，要让
每一滴黄河水都变成“金豆子”。
　　今年8月10日，黄河流域水权交易平台正式上
线试运行，水资源变身“水商品”，水权转让不断为
沿黄地区发展注入“水动力”。
　　让每一滴水迸发出更大潜能，黄河水利科学研
究院研发的大中型灌区数字孪生平台也在大显身
手。目前，豫鲁部分引黄灌区已实现全数字化监测
旱情、墒情，用算法提高测量水精度和输配水效率，
推进节约、高效用水。

管好水：从严从细算好水量“精细账”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
国家战略以来，“四水四定”为流域用水划定红线。
沿黄各省区算清“精细账”过好“紧日子”，让每方水
都能派上大用场。
　　“斑嘴鸭、绿头鸭，远处是鸿雁……”在黄河河
口三角洲湿地，保护区讲解员韩笑如数家珍。很难
想象这里曾因黄河来水不足导致湿地萎缩、盐碱化
加重、生态功能严重退化。河口三角洲生态复苏的
背后，是一笔“铁算盘”打出的“精细账”。
　　每年调水调沙期间，黄河会向河口三角洲定量

“输血”。2019年以来，黄河累计向河口三角洲湿地
生态补水8.68亿立方米，湿地面积逐年增加。
　　“黄河干流水量调度方案精确到以月度为单
位，沿黄九省区的水量分配数量是根据不同时期
的生活、生产和生态用水，精打细算得出来的。”黄
河水利委员会水资源管理局水调处副处长周康
军说。
　　黄河是资源性缺水河流。黄河流域以全国2%
的水资源，承担了全国12%的人口、17%的耕地、50
多座大中城市的供水任务。1972年至1999年，由于
流域来水减少而用水增多，黄河有22年出现断流。
通过实施一系列治理措施，流域用水增长过快局面
得到有效控制，入渤海水量年均增加约10%，特别是
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一盘棋”后，黄河已实现连
续24年不断流。
　　截至目前，流域各省区共有13个地表水超载地
市、62个地下水超载县暂停新增取水许可，448个县
级行政区达到节水型社会标准。

护好水：源头治理与支流保护多管齐下

　　监测数据显示，近年来，黄河流域优良水质比

例年均上升超5%，2022年，黄河干流首次实现全
线Ⅱ类水质。黄河干流水质的稳定改善，与作为

“毛细血管”的支流治理密不可分。
　　2022 年，因黄河河南段入鲁水质持续保持
在Ⅱ类标准以上，主要污染物指标稳中向好，山东
向河南兑现生态补偿金1.26亿元。河南境内的黄
河水质治理难度较大，支流多、流经工业城市范
围广。
  以支流蟒河为例，它流经济源、焦作多地，一直
是河南段水质垫底的“老大难”。经过上下游协同
治理，蟒河出境断面南官庄水质稳定达到Ⅳ类，部
分水质达到Ⅲ类。正是蟒河等支流的治理为此次
干流水质提升赢得了胜算。
　　“把源头治理好，筑牢‘中华水塔’，是确保一江
清水向东流的必要条件。”生态环境部黄河流域生
态环境监督管理局局长范治晖说。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地处黄河源
头，曾因生态环境恶化，1996年，连接扎陵湖与鄂
陵湖之间的河段首次出现断流。近年来，当地投
资超11亿元用于生态修复、基础设施建设，越来越
多的牧民有了绿色发展理念，主动围栏封育草场。
目前，黄河源头水源涵养能力不断提升，湖泊数量
由原来的4077个增加到5849个，湿地面积增加104
平方公里。
　　目前，黄河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从理念到模式
都发生了根本性改变，黄河流域节水控水行动持续
深化，沿岸各省区相关部门正着力提升水资源节约
集约利用水平。“计划到2025年，黄河流域万元工业
增加值用水量比2020年下降16%、农田灌溉水利用
系数提高到0.58，以支撑流域高质量发展。”黄河水
利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说。

          （新华社郑州10月9日电）

精打细算用好水 从严从细管好水
——— 黄河水资源利用观察

新华社记者 杨琳 邹欣媛 韩方方

　　走进重庆辣滋缘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只见几
口大炒锅正在自动翻炒，每年约有2000吨火锅底料从
这里产出。
　　“我们公司采取‘前店后厂’模式，一半的火锅底料
供给我们自己的火锅品牌，现已形成一条完整的研发、
生产、直供餐饮的火锅生产消费链条。”公司副总经理
秦小航表示，2022年公司产值已达到5000万元。
　　在重庆（綦江）食品园区，已有30多家企业因“火
锅”汇集于此，正积极构建包括火锅底料、食材、饮品加
工和集散交易、产品研发、检验检测、餐饮废旧物处理
等在内的火锅全产业链。
　　作为麻辣火锅的重要发源地，重庆目前有火锅门
店3.2万家，数量居全国各省市首位。瞄准这一特色产
业，重庆綦江区近年来集聚区内丰富农产品资源、发挥
物流通道优势，大力招商引资，发展火锅产业，助力重
庆打造“中国火锅之都”。
　　重庆市綦江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
登全介绍，綦江有10万亩萝卜、7万亩辣椒、10万只黑山
羊、1万亩水产鱼类等丰富资源，今年还跟老挝企业达
成年进口额约400万美元牛肉的协议，为火锅底料、食
材生产提供了充足的原料供应；建立了市级专业食品

工业园区，跻身“全国农产品加工示范基地”，为企业提
供完善的基础设施、生产配套、检测服务等。“去年，仅
食品工业园区内的火锅类相关企业产值就超过20亿
元。”
　　在不断做大火锅底料生产的同时，近年来，綦江区
不少企业积极做精做细火锅产业链条，拓展到火锅食
材、预制菜产品加工和新品研制、品牌推广等领域。
　　重庆市极合合集食品有限公司创立之初主要生产
火锅底料，年产值可达1亿元，2019年来到綦江后成立
了重庆市綦江区壹合食品有限公司，业务范围拓展至
水发产品集采销售、预制菜研发加工等。
　　为了让火锅产业链更加完善、附加值进一步提升，
綦江区近几年还设立麻辣食品工业数字化研究院、西
部营养科学研究院，助力企业实现“产、学、研、销”融合
发展，并有2所高校和3所职业技术学校为企业“订单
式”培养、输送人才。
　　“未来，我们将继续优化产业发展配套环境，完善
火锅全产业链聚集平台，充分发挥綦江作为‘重庆南大
门’的区位优势，有效利用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加快打
造火锅产业高地。”綦江区区长罗成说。
          （据新华社重庆10月9日电）

一袋底料炒出火锅大产业
——— 重庆綦江打造特色火锅全产业链观察

新华社记者 吴楠 陈青冰

　　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记者 顾天成 董
瑞丰）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副司长李大川9日表
示，按照《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方
案》，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中央政法委等部门在全
国开展试点工作，截至目前，试点地区96%的村和社
区，100%的高校和约95%的中小学都已设立心理辅
导室或社会工作室。
　　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心理健康是儿

童青少年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家庭与社会的共同
关切。国家卫生健康委9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我
国促进儿童心理健康有关情况。李大川在新闻发布
会上介绍，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精神专科医院、综合
医院精神心理科建设，不断提高精神科医生诊疗水
平。同时，从2021年起，在重大公共卫生项目中设置
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促进试点项目，组织开展儿童青
少年心理健康促进的社会动员、科普宣传、筛查评估

等试点工作，积累经验并不断推广。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副司长、一级巡
视员刘培俊表示，今年4月，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
委等17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
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 2 0 2 5
年）》，明确各级政府部门加强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的
职责，强调多部门联合、医教体融合、家校社协同，
共同促进学生心理健康。

强调家校社协同 我国多措并举促进儿童心理健康

  10月8日，石家庄新
华区筑盈创业孵化基地
一家服饰企业的员工通
过直播销售服装。
  近年来，河北省石家
庄市新华区积极搭建创
业孵化平台，通过资金补
贴、政策扶持等形式，为
创业团队和初创企业提
供项目申报、财税服务、
创业培训、市场拓展等创
业孵化“一条龙”服务，使
创业人才和项目“落地开
花”。目前，新华区共有
创业孵化基地3家，吸引
228个创业实体入驻。
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摄

　　“汉字中国——— 方正之间的中华文明”特展
10月8日在成都博物馆落幕。此展自6月10日开
幕以来，共计超过140万观众观展。

见字如面 “相认”千年

　　“稼轩先生，见字如面。”辛弃疾唯一传世真
迹《去国帖》从故宫博物院来到成都，观众争相
观看。
　　这是成都前所未有的一场文化盛宴。比甲
骨文更早的贾湖刻符龟甲、镌刻历史“骨相”的
殷商卜骨，以及辛弃疾、赵孟頫、祝允明真
迹……国家文物局和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办的这
一展览，集合了全国20个省、直辖市，40个文博
机构的220件珍品文物，其中一级文物70件，珍
贵文物占比达90%。
　　成都博物馆交流宣传部主任王立介绍，在
刚刚过去的中秋国庆假期，每天约有1.7万人观
展，近6成是省外观众，80%以上为年轻观众。
　　记者看到，有的观众一边观看一边记录，有
的在认真临摹；有的带着自己的书法和绘画作
品前来，和文物拍照打卡，与古人“对话”。观众
还在各大社交媒体上分享排队攻略、观展攻略，
并上传自己的观展照片及笔记、书画等。
　　“说见字如面，大抵要两个条件，认得其字，
懂得其意。藉由汉字，我们得以相认。”一位观
众留言说。

生生不息 激励今人

　　龟甲、陶器、青铜器、竹简、砖石、绢纸，甲骨
文、金文、篆文、隶书……不断发展变迁的汉字
载体、书写方式，承载着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
中华文明。
　　序厅的第一件文物是贾湖刻符龟甲，刻符
形似一只眼睛，暗喻中华文明在混沌中睁开
双眼。
　　来自甘肃省镇原县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秦二十六年铜诏版，阴刻着统一度量衡的诏书，字迹清晰，弥足珍贵，
是秦统一文字、变大篆为小篆的历史见证。从此，统一的文字成为中
华民族四海一心的文化标识。
　　隋唐以后，书法名家辈出。辛弃疾用方正挺拔的笔力书写中国
文人修身致知、心怀天下的精神世界，祝允明用草书挥就的千古名
句……字字句句，隔柜相望；精神气韵，激励今人。
　　“中华文明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绵延不绝，汉字是重要的纽带
和例证。我们策划这个展览，为的是让观众跟随汉字发生发展的历
程，看到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成都博物馆副馆长、总策
展人黄晓枫说。

赓续文明 厚植自信

　　据了解，为让观众更好地理解汉字蕴含的文化内涵，成都博物馆
先后邀请国内专家，从考古发掘、历史研究、书法艺术等角度开展系
列讲座，推出系列社教活动、研学课程等。
　　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苏士澍说：“希望在数字化、科技化的
时代，多举办这样的展览，把中华文化基因保存好。”
　　成都博物馆馆长任舸认为，展览的火爆，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国人
日益增长的文化自信。
　　“正是基于对这一趋势的认识，我们找到了一个很好的结合点，
用文物阐释历史故事、文化内涵、精神气质，以赓续中华文明，厚植文
化自信。”任舸说。         （新华社成都10月9日电）

见
字
如
面
﹃
对
话
﹄伟
大
中
华
文
明

新
华
社
记
者 

王
丁 

童
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