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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川市耀州区盐海修理厂公章（编码：6102040056282）不慎丢失，声明
作废。

●铜川市王益区体育总会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1610202563750542J）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陕西润杰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法人苟甜甜私章（编码：6102990033246）不
慎丢失，声明作废。

●铜川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机关工会在陕西省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铜川新区分行的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7920001414201）不慎丢
失，声明作废。

挂失声明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铜川矿业有限公
司《劳动合同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及下石节煤矿劳动
纪律有关规定，现对张岁红等26人拟解除劳动合同人
员予以登报通告。
  张岁红  魏 力  郭武朋  史平均
  冯百平  冯小军  郭战平  王 维
  刘水战  路启荣  吴少兵  张新良
  陶建宏  李 增  张刘予  鱼 龙

  崔鹏飞  吴培亮  马东东  景 涛
  李元杰  王晓剑  郭 涛  慕建福
  胡 平  张敏朋
  请你们自本通告刊登之日起30日内回单位办理有
关劳动关系、财务结算、社会保险转移等事宜。
  特此通告送达
     陕西陕煤铜川矿业有限公司下石节煤矿
          2023年10月9日

解除劳动合同通告

　　新华社杭州10月11日电 （记者 冯源　段
菁菁　马剑）“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
荷花”，杭州亚运会闭幕式上的一幕“荷桂共生
辉”，以高科技手段，将宋代词人柳永脍炙人口的
名句再现在“大莲花”体育场上，给观众以美轮美
奂的感受。
　　体育是生命的张扬，文化是生命的花朵，体
育与文化密不可分，相辅相成。“中国有礼仪之
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从筹办伊始，
到圆满落幕，杭州第19届亚运会始终是展现华夏
风尚的大舞台。

悦目赏心

　　以“虹韵紫”为主，“映晶红、水墨白、月桂黄、
水光蓝、湖山绿”为辅，杭州亚运会的色彩系统名
为“淡妆浓抹”，灵感来自苏东坡咏西湖的绝唱。
　　“人们从外界接受的信息，85%以上是通过视
觉获得的。”杭州亚运会视觉形象设计总监、中国
美院博导宋建明教授说，杭州亚运会是一场体育
主题的大型都市文化活动，对中国的设计师也提
出了讲好中国故事的任务。
　　“单纯不单调，丰富不繁复”，这是宋建明和
同事们对于本届亚运会视觉形象设计的要求。
用他的另一句说，就是要让人眼睛一亮，而非眼
睛“一辣”。“我们要体现亚洲多彩、中国气派和杭
州韵味，首先要准确把握杭州韵味。”
　　前两届由中国主办的亚运会分别在北京和
广州举行，两座名城各有自己的文化定位。宋建
明认为，杭州应该展现出中国文化中柔美、深沉、
含蓄的诗性特质，“自然而然，从容淡定，这同样
是文化自信。”
　　“美学文化是杭州亚运会举办的重要推动力
量，它像一根无形的线串联起各项工作。”会徽

“潮涌”、吉祥物“江南忆”、火炬“薪火”、奖牌“湖
山”……杭州亚运会主新闻发言人许德清如数家
珍，“特别是开幕式集中体现了东方美学的独特
魅力，彰显了体育和文化融合的别样精彩，得到
了包括国际奥委会、亚奥理事会等在内的社会各
界的高度认可。”
　　专业、恢弘、浪漫、简单、优雅、和谐，这是本

届亚运会特别是开闭幕式给八方来客留下的深
切感受。对此，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黄健说：

“杭州亚运会借主场之便，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文
明中最富有诗性品格的一面，就是最富诗意的江
南文化，这是一种刚柔并济，以文化育天下的品
格。”

文以致远

　　在开幕式“国风雅韵”篇章里，有一位峨冠博
带的古代文人挥毫画就映日莲花。而饰演者就
是西泠印社社员、中国印学博物馆馆长乔中石。

“导演组告诉我，以往的类似表演就让演员比划
比划，而这次要真正体现书画情境，他们需要专
业人士。像运动员出场时，大屏上的国名也是西
泠印社的社员写的，书画界的同仁评价也很高。”
　　杭州亚运村的运动员村、技术官员村和媒体
村各设有一个文化屋，分别展示乐活、雅集和国
风的主题。非遗展示是其中的重要内容，累计展
示了60多个项目。在运动员村的文化屋里，杭州
雕版印刷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黄小建和黄捷成父
子带去了多件西湖风景的雕版，还专门准备了一
批白团扇，让外国运动员上手体验。“亚运会前期
天气较热，大家拿在手里又能赏画，又能乘凉，都
挺喜欢。”
　　“这些非遗项目与生活、生态、生产密切相
关，是智慧与手艺的结合，充满了人世间的温情，
能品味出美学趣味和工匠精神。”浙江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郭艺评价说，这些项目在
亚运会上展示，是浙江人文的集中体现。
　　听新版越剧《梁祝》，看实景演出《印象西
湖》，观中国美院赵无极特展，走进杭州国家版本
馆，中秋夜泛舟运河赏月……亚运期间，30条采
风线路、5项文化活动将浙江的座座文化地标串
珠成链，充分向中外来宾展现了中华文化之美。
　　“三处世界文化遗产展现文明源起，水文化、
潮文化、江南文化体现的是传承有序，而非遗项
目、文化线路则提供线下体验。”杭州师范大学文
化创意与传媒学院教授夏烈说，杭州亚运会的文
化传播体现了科技与艺术、古典与未来、传承与
创新的结合，向世人昭示着5000年的中华文明绵

延不绝，古老而又正青春。

礼以行义

　　在杭州亚运会的跆拳道赛场上，泰国选手翁
巴达那吉的亲友团是依靠杭州市民的赠票前来
为她加油的。在跑道上，在泳池里，奋力追赶的
选手也能得到观众热情的掌声。参加室外项目
的一些外国选手表示，很幸运能够在杭州美丽的
风景中参赛，也能得到中国观众的热情支持。有
网友说，观众们在亚运会上的表现，也配得上一
块“金牌”。
　　在竞赛运行服务、观众服务、媒体运行服务、
后勤保障服务等多个业务领域，亚运会共有3.76
万名赛会志愿者“小青荷”，提供着高质量的志愿
服务。在高尔夫球赛场上，中国美术学院志愿者
还给观众、选手、工作人员带来了中秋花束。
　　一年级硕士研究生熊峻岺是赠花活动的发
起人，他和同学们用扭扭棒制作了200束、600支
莲花，并在包装纸上写下了与中秋相关的诗句。

“好几个外国选手问我们诗句的含义，还让我们
教他们用毛笔写‘中秋快乐’，最后会用中文说
‘辛苦了’，大家都感到很开心。”
　　在中秋夜，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推出了限定
纪念船票。船票综合了中秋和亚运元素，希望游
客能感受到“天涯共此时”的浪漫。而在亚运村、
主媒体中心，琵琶演奏、赏灯猜谜、制作月饼、体
验书法等活动吸引了不少运动员、记者、志愿者
参与。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江山
舞说，中秋寓意团圆，而亚运也是团结的盛会，两
者相得益彰，向亚洲人民传递出“世界大同，天下
一家”的心愿。
　　“礼以行义”，浙江近年来推进“浙江有礼”省
域文明新实践，而“文明”也是杭州亚运会的办赛
理念之一。在杭州亚运会上，“有礼浙江”让亚洲
人民看到了中国作为“礼仪之邦”的风采。黄健
说，杭州亚运会以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包容天下
的情怀，展现了中国人民齐心协力，共建美好家
园的理念和实践，展现了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
美好前景。
       （参与记者：殷晓圣、吴帅帅）

　　上望绝壁千仞、下看万丈深渊，
这是下庄“天路”最为险要的一段。
　　站在这里，重庆市巫山县竹贤
乡下庄村党支部书记毛相林不禁讲
起当初修路的故事：“这里悬崖几乎
成垂直90度，为了安全，我们用藤条
拴着钢圈套住脚，将身体固定后才
敢动工，有时候要吊着箩筐打炮眼，
稍 不 注 意 就 会 掉 到 山 谷 下 面
去……”
　　“下庄像口井，井有万丈深。”地
处秦巴山区腹地的下庄村也被称为

“天坑村”，村庄似桶形，四周皆绝
壁，从海拔高达千米的坑沿向下望，
散落于坑底的农田仅巴掌大。层峦
叠嶂的高山，将下庄人牢牢困在“井
底”，人们靠一条羊肠小道与外界
联系。
　　1997年，在目睹其他村因通路
而发生的巨大变化后，毛相林毅然
决定带领全村人向绝壁要路。“以
前，我们下庄人都不知道外面的汽
车比山羊跑得快，祖祖辈辈都想修
路，我们就要把梦想变成现实！”
　　7年时间里，下庄人以“这代人
修不通，下一代接着修”的斗志，在
绝壁上一锤一凿修通了8公里的“天
路”，6 位村民为修路献出生命。
2004年路修通后，从下庄村到县城
的时间由2天缩短到一个半小时。

“天坑村”打通了与外界顺畅沟通的
第一条路。
　　彼时，下庄村还戴着“贫困帽”，
毛相林明白，要想脱贫致富，光靠

“出山路”还不够，得搞出像样的“产
业路”来。
　　但那几年，移栽漆树根、养蚕、
养殖山羊等尝试都失败了。“蛮干没
有出路，还是要借巧劲。”毛相林重
振旗鼓，到奉节县和云阳县学习产
业发展经验，请来技术专家实地考
察种植条件，成功培育起柑橘、西瓜
等产业。
　　经过几年的悉心培育，全村产
业发展蒸蒸日上，2015年，下庄村在
巫山县率先实现整村脱贫。现在，
小柑橘变成致富“黄金果”，种植面
积约千亩，村里还引入龙头公司对
柑橘实行标准化管理，并配套完善
道路、水肥一体化等产业设施。
　　“我把家里的8亩撂荒地利用起
来种植柑橘，除草、施肥、打药、修
枝、销售都由公司管理。自己就不
用操心了。”村民杨亨双说。

　　据介绍，去年下庄村收成38万
斤柑橘，实现柑橘销售收入近180万
元，村民人均收入达2万元，老百姓
的腰包越来越鼓了。
　　“下庄山美水美，适宜发展乡村
旅游。”柑橘产业初见成效后，毛相
林瞅准机会，想带领村民们吃上“旅
游饭”。如今的“天坑村”又开始探
索乡村旅游的第三条路。
　　“以前从不敢想，在60多岁的年
纪还能开农家乐，都是因为下庄这
几年旅游发展好。”农家乐“三合院”
老板杨元鼎说，眼看着来下庄参观、
学习、游玩的人越来越多，自己和2
户村民将土坯房改造成风貌统一的
农家小屋，于2019年初合伙开起农
家乐，高峰期每天能接待100余名游
客，去年收入超过30万元。
　　村民陈祖英曾在县里经营餐
馆，儿女大学毕业后，她又回到下庄
村将老屋翻新，开起了下庄村第二
家农家乐。更让她高兴的是，女儿
袁孝鑫也回来了。
　　过去，下庄人为了走出深山凿
通“天路”，而今，年轻的下庄人又沿
着“天路”回到下庄。去年，袁孝鑫
辞掉城里的工作，回到下庄开设了
一家扎染工坊，店里印有下庄“天
路”元素的扎染手工艺品深受游客
喜爱，旅游旺季月营收达1万多元。
　　“通过父辈们修筑的路，我们才
有机会走出大山。现在村里基础设
施逐步完善，游客也越来越多，年轻
人应该回来建设家乡，让下庄的未
来变得更好。”袁孝鑫说。
　　“民宿规模扩大，农家乐越来越
具有特色，年轻人返乡创业成为新
趋势，我想带领全村人致富的梦想
一步步实现了。”毛相林说，目前村
里已有近50名年轻人返乡创业、务
工，由农房改造的民宿客房达140余
间，去年下庄接待游客数量突破5万
人次。
　　近年来，下庄村被评为全国乡
村旅游重点村，“天路下庄”入选“建
党百年红色旅游百条精品线路”。
　　谈到下庄的未来，毛相林信心
满满：“我们打算利用下庄河谷打造
漂流区，持续绿化农户家园，美化公
路沿线景观。今年11月还将修通下
庄村到巫山小三峡景区的道路，届
时可形成旅游环线，让更多游客走
进下庄感受山乡巨变。”
   （新华社重庆10月10日电）

“天坑村”走出“三条路”
新华社记者 周思宇 申铖 石昊亚运舞台之上，大美华夏风尚

　　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 （记者 白瀛）第
十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活动选拔赛10日在京启
动。由中央主要新闻单位、全国性行业类媒体、
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推荐的124名优秀

记者，集中参加选拔赛复赛和决赛。
　　中国记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刘思扬说，本次
活动旨在通过新闻工作者的真情讲述，充分反映
新闻战线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的生动实践，展示广
大编辑记者不断增强“四力”、创新新闻舆论工作
的新成效。
　　据介绍，中国记协、全国三教办将以“新时
代·好记者”为主题，打造“好记者讲好故事”核心
品牌，举办《好记者故事汇》每周沙龙等系列活
动，进一步引导和激励广大新闻工作者牢固树立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
声音。

　　近日，云南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六哨乡试种的“云
薯116”成熟了，一些种植大户、马铃薯经销商早早地来
到地里等待采挖时刻。随着一颗颗饱满的马铃薯从垄
上破土而出，大家纷纷走上前，拿起马铃薯仔细端详，
并发出“表皮光滑、个大饱满、长得规整”的赞叹。
　　测产结果显示，当日采挖的1.77亩地共收获5560公
斤马铃薯，去除小薯后，实际亩产3050公斤。“云薯116”
是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马铃薯研究中心
团队选育的新品种，旨在解决当地主栽马铃薯品种退
化和品种结构单一的问题。
　　这是云南省农科院自2022年5月以来开展“百团千
员助农增收行动”的一个缩影，该行动通过组建100个
以上的农科服务团、派出1000名以上的农科服务人员，
深入一线开展农业产业服务，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打通
农科服务“最后一公里”，助力产业链式发展。
　　“科技成果不能只落在纸上、挂在墙上，更要瞄准
生产过程中的痛点难点，解决生产实际问题。”云南省
农科院院长王继华说，农科院明确问题导向、卡点导
向，目前，已有1200余名科技人员对全省129个县（市、
区）开展“菜单式”精准服务，实施组团作战，逐步解决
科研与生产、市场脱节的问题。

　　眼下，在晚熟芒果产区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的部
分山头，果农正忙着芒果采收前的管理工作。
　　过去一段时间，当地以煤炭产业为主，如今芒果已
成当地重要产业。“产业转型的背后离不开科技的助
力。”华坪县芒果产业科技特派团团长、云南省农业科
学院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研究所研究员尼章光长期扎
根一线，加强与不同科技团队协作，为芒果全链条产业
开展科技赋能，助力华坪芒果成为云南芒果名品。
　　云南省农科院专家表示，云南农业已进入新发展
阶段，对科技服务的需求也在转变，“百团千员助农增
收行动”就是创新农科服务的一次探索。为此，农科院
改变过去单点服务、单兵作战的模式，整合从种子到市
场全链条的科研力量，为产业发展进行全方位赋能。
　　“百团千员助农增收行动”实施以来，云南省农
科院累计培训农业科技骨干3.2万人次，建设乡村振
兴科技示范基地203个，引进推广新技术230项……
科技服务实现了全省重点区域、重点产业全覆盖，构
建形成了特色更加明显、效能更加突出的乡村振兴
科技创新服务体系，为科技引领乡村产业振兴提供
有力支撑。
           （新华社昆明10月11日电）

“百团千员助农增收行动”

助力云南农业产业链式发展
新华社记者 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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