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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兴川残疾证（证号：61020219640127201042）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王顺业记者证（证号：G61010966000084）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郝豆记者证（证号：G61010966000080）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李晓红记者证（证号：G61010966000033）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王飞飞的陕B·37053车（证号：610203002119）道路运输证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铜川新区碧园商贸有限公司公章（编码：6102990023831）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曹旭岗、李梅阳之子曹昊臣出生医学证明（编号：O610244751）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铜川圣邦职业技术学校在铜川市耀州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北新街分社的银行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7920000934001）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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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煤炭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榆林高新区支行

开户预留的陕西煤炭建设公司财务专用章及李彦渊印两枚，不慎丢失，声明

作废。

                    陕西煤炭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声 明

  为保证城区雨污分流改造工程正常施工，耀州区
锦阳路雨污分流提升改造项目现已完成前期准备工
作，计划于2023年3月21日—2023年12月30日（预计工
期280天）对耀州区锦阳路西侧的非机动车道（北起
华原路十字，南至210国道）进行分段围挡封闭施工。
施工期间会对以上区域交通出行和群众生活带来一
定影响，请有关企事业单位、居民提前做好生产、生
活安排。

  施工期间请过往车辆及群众根据本通告合理规划
出行路线，服从交通警察及现场施工人员指挥，遵守施
工现场标志、标牌指引，确保出行安全。
  今日的不便，是为了明日更好的出行，感谢您对城
市建设工作的支持与谅解。
      铜川市公安局耀州分局交通警察支队
      铜川市耀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3年3月14日

关于对耀州区锦阳路非机动车道

进行道路封闭施工的通告

各区县委、政府，市新区管委会，各成员单位：
  为了进一步提升我市国家森林城市建设质量，按
照市委、市政府安排部署，根据省级审核反馈意见，经
研究，决定在全市开展国家森林城市建设“十大行动”。
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目的意义
  建设国家森林城市是今年全市的一件大事，务必
全力以赴，扎实推进。开展国家森林城市建设“十大行
动”，是整改省级审核反馈问题的具体举措，是提升国
家森林城市建设质量、打造特色亮点的有效途径，是增
强森林城市建设意识和行动自觉的重要抓手，是提高
公众对国家森林城市建设知晓率和满意度的行动实
践，对顺利通过国家审验、成功取得国家森林城市称号
具有重要意义。
  二、主要内容
  （一）“城市无裸土，处处皆绿色”行动。由市城市
管理执法局牵头，围绕城区增绿添彩工程，以中心城区
和宜君县城闲置地、拆建地为重点，坚持以乔木树种为
主、乔灌花草结合，建设街头小游园，提升城区绿化覆盖
率。通过植树种草、补植更新、抚育修剪等方式，提升城
市街区、道路、广场、公园以及机关庭院、居民小区绿化水
平。对标国家森林城市评价指标，在每个区县打造5个
以上绿化亮点，彰显森林城市特色。
  （二）“治理牛皮癣，山坡披绿装”行动。由市林业局
牵头，以城市周边、公路沿线直观坡面中的空地和残次
林为重点，因地制宜，乔灌结合，注重色彩季相变化，常绿
落叶搭配，观花赏叶兼顾，通过植树绿化、补植抚育等措
施营造森林景观。积极开展以森林社区、森林单位、森
林乡镇、森林村庄、森林人家为主的多形式示范活动。
在每个区县建设3个以上治理亮点，树立典型示范，推进
全面绿化。
  （三）“路路树成荫，风景美如画”行动。由市交通运
输局牵头，围绕市域铁路、高速公路、国省干道、县乡道路
沿线，以乡土乔木树种为主，通过补栽、更新、抚育等措
施，实现一路（或一段）一树种、乔木连成行的绿化景观。
新修道路绿化同步，兼顾生态服务功能，建设慢行系统，
完善绿道网络。持续开展“四好公路”建设，在每个区县
建设3条以上精品生态廊道。
  （四）“保护水源地，水清岸又绿”行动。由市水务
局牵头，加强桃曲坡水库、龙潭水库、高尔塬水库、西河
水库和柳湾水源地生态保护修复，同步实施后河沟、雷
家沟、王家坪等新修水库库区绿化，重点提升漆水河、
沮河、赵氏河城市段水岸绿化质量，建设乡村小微湿
地，营造岸绿水清的水生态环境。在每个区县建设3
个以上河道生态修复及水岸绿化典型亮点。
  （五）“村村栽万树，四旁都绿化”行动。由市农业
农村局牵头，按照乡村振兴生态宜居要求，规模开展农
村四旁（村旁、路旁、水旁、宅旁）绿化美化，提升公共休
闲绿地和村周防护林建设质量。尊重群众意愿，以当
地适生的果树和花卉为主，建设民居果园和庭院花园。
利用空闲地、边角地及民宅拆迁地建设公共休闲绿地，
悬挂生态标识。完善管护机制，稳定养护队伍，提升绿
化效果。积极开展森林乡村创建活动，在每个区县建
成20-30个特色鲜明的森林乡村。
  （六）“小手拉大手，创森我奉献”行动。由市教育
局牵头，持续开展森林城市“进学校”活动。在全市各
个学校开设生态课堂，利用电子屏、宣传栏、黑板报、主
题演讲等形式传播森林城市知识，培植生态文明理念。
持续开展绿色校园创建活动，组织师生栽植纪念林，开
展树木花草认养认领，以实际行动投入森林城市建设，

增强爱绿护绿意识。在每个区县建成3个以上绿色示
范校园。
  （七）“建设新家园，营造新环境”行动。由市住建
局牵头，以乡镇驻地和城区居民小区为重点，建设幸福
美丽家园。镇区绿化围绕街道、道路、河岸、广场等公
共场所及机关、学校、医院等单位庭院，实施绿化美化；
利用闲置地、拆建地建设休闲公园，完善配套设施，满
足群众需求。新建居民小区从规划、建设、验收等环节
把关，确保绿化达标；加大老旧小区改造力度，通过拆
建补绿、破硬增绿、房顶植绿、阳台摆绿等方式，提升绿
化率。积极开展森林城市“进社区”活动，在每个区县
建设3个以上绿化示范小区。
  （八）“修复旧矿山，展现新面貌”行动。由市自然
资源局牵头，围绕全市采煤矿区和非煤矿山，开展调查
摸底，实行分类治理。积极争取中省专项投资，统筹生
态修复项目，采取植树种草措施，加大治理力度，确保
修复率达80%以上。认真总结采煤矿区和非煤矿山生
态修复经验，在每个区县培树3个以上独具特色的生
态修复典型亮点。
  （九）“突出新特色，宣传鼓干劲”行动。由市委宣
传部牵头，统筹部署全市国家森林城市建设宣传工作。
成立专班，总结提炼铜川资源转型发展的特色和建设
国家森林城市的经验等。协调各媒体多视觉宣传森林
城市建设成效，督促各区县、各部门开展全方位动员，
大力营造浓厚氛围，提高市民对国家森林城市建设的
知晓率和满意度。
  （十）“科普为引领，传播林文化”行动。由市科协
牵头，统筹推进全市以国家森林城市建设为主题的生
态科普活动。组织开展生态科普教育基地评选工作，
每个区县建设2个以上生态科普教育场所。指导各区
县、各行业积极开展生态科普教育活动，完善城乡居民
集中活动场所的生态标识系统，大力弘扬生态文化。
围绕第31届“科技之春”宣传月活动，组织全市性森林
城市建设主题活动5次以上。
  三、工作要求
  （一）增强行动自觉。建设国家森林城市已列入市
政府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纳入各区县和相关部门年度
目标责任考核。“十大行动”是今年建设国家森林城市
的重点工作，也是考核的重要内容。各区县、各部门要
增强自觉性，主动作为，按照工作职责和任务清单，认
真落实建设任务，切实提高工作质量，确保实现预定
目标。
  （二）制定实施方案。各牵头部门要对标国家森林
城市评价指标，按照本《通知》要求，抓紧制定各自具体
实施方案，明确任务、标准、责任和完成时限。培树的各
个典型亮点要具体到点，明确实施主体和建设要求。各
项行动实施方案于3月31日前以正式文件报送市创森
办，电子版发邮箱（tcscsb1021@126.com）。
  （三）积极推进落实。各牵头部门要发挥抓总作
用，立即行动，切实负责，按照各自实施方案，指导行业
系统有序衔接，全面推进工作落实。各区县要树立全
局观念和大局意识，主动对接，积极配合，共同努力，确
保各项工作取得实效。
  （四）加强督导检查。国家森林城市建设“十大行
动”实行周报告、月推进、季点评、半年考核机制。市创
森办将采取多种方式和措施，加强督导检查，确保各项
行动顺利开展。对工作不力、进展迟缓、质量不高的单
位予以约谈和公开通报。
    铜川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工作领导小组
          2023年3月13日

铜川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工作领导小组

关于开展铜川市森林城市建设

“十大行动”的通知

“关爱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公益广告

铜川日报社 宣

关关爱爱未未成成年年人人  就就是是关关爱爱未未来来

    加加强强未未成成年年人人思思想想道道德德建建设设

            关关爱爱未未成成年年人人健健康康成成长长

　　纯电动，没有驾驶员操作，也没有方向盘、油门、刹
车踏板……3月1日，50辆无人驾驶公交小巴在江苏无
锡6条线路上开始试运行。市民在公交站用手机扫二
维码就能预约购票乘车，还能精准了解到站信息，舒适
的座椅可供10人乘坐。
　　看得见摸得着的绿色、便捷公交出行背后，是车、
路和相关智能设施的联网。近年来，江苏将车联网和
智能网联汽车产业作为核心产业链进行打造，不断突
破技术难关，着力培育产业生态，加快产业技术应用，
让智慧交通更快融入居民生活。

从示范到运营，智慧交通可触可感

　　从苏州北站下高铁，可以方便地乘上绿色无人驾
驶公交小巴，在苏州市相城区的高铁新城里穿梭。起
步很稳、转弯不急，精准沿车道中线行驶，遇到行人和
障碍物自动避让，车内的大屏幕上还能看到实时行驶
信息……无人驾驶客车令人称奇。目前，这样的无人
公交线路已覆盖苏州高铁新城周边9.8平方公里区域。
　　在南京江心洲，无人驾驶出租车和无人驾驶公交
小巴有序穿行在环岛公路上，自动驾驶的无人售卖小
车招手即停、扫码可购，各个路口的智能摄像机、网络
云设施24小时感知、计算交通状况……江心洲数字孪
生智慧交通指挥中心大屏上，实时交通信息尽收眼底，
为自动化驾驶场景提供后台支撑。
　　这些智慧交通体验的背后，是江苏车联网和智能
网联汽车从示范应用到示范运营的跨越。
　　五峰山长江大桥南北公路连接线上，路测感应装
置可以连接智能汽车，对车辆进行自动驾驶控制。如
遇雨雾等恶劣天气，这条数字化高速公路还可以感知
车辆之间的距离，并通过不同颜色的路面诱导灯发出
提醒和警示，确保车辆行驶安全。类似这样的数字化
高速公路，2022年江苏已建成83公里。此外，还有135
公里普通道路实现了智能网联。
　　制造“聪明的车”、建设“智慧的路”的基础是大量
智能装置的应用，据不完全统计，江苏已累计安装车联
网路侧设施超过1700个，覆盖道路里程1400多公里，带
动车路协同感知、智能交通管控等一大批车联网大数
据应用场景先后落地。

从企业到产业，新兴产业链形成

　　重载数十吨的卡车，可以识别百米范围内的路况，
准确作出行驶安排。落户苏州相城区不到5年时间，
苏州智加科技有限公司已开始交付无人驾驶重卡，并
在国内高速公路上开展试运营。
　　企业得到快速发展，产业也在加快集聚。作为汽

车零部件制造大省，江苏充分发挥制造业优势，向智能
网联汽车制造转型。从制造汽车零部件的图达通智能
科技（苏州）有限公司、苏州承泰科技有限公司，到服务
运营车辆的魔门塔（苏州）科技有限公司、智加科技，相
城区的苏州高铁新城已集聚车联网企业超120家，覆盖
软件算法、环境感知、出行服务等30余个细分领域，初
步建成全产业链生态。
　　江苏省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示，
2022年江苏车联网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相关企业779
家，相关产值1458.4亿元。
　　以制度保障为产业发展护航，江苏还出台加快推
进车联网和智能网联汽车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指导意
见，提出到2025年，建成国内领先的车联网和智能网联
汽车产业链与创新链，引导龙头骨干企业补链、强链、
延链，不断培育产业集群化优势。

持续创新领跑，交通智慧化高质量推进

　　一辆时速200公里的磁浮汽车在江苏宁宣高速公
路试验路段飞驰，这项试验测试的不仅是车，还有高速
公路。布置了大量智能感知和计算设备的车和路安安
稳稳“跑”出了更快的速度，意味着未来的智慧高速公
路可以照这样来建设。
　　技术创新是车联网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的关
键，江苏不断强化科技创新载体建设。目前，仅苏州就
有相关省级科技载体平台20多家、市级以上新型研发
机构100家，一批产业关键技术领域的国家标准和行业
标准正在形成。
　　江苏还以打造交通运输现代化示范区推动交通强
国试点建设，开展智慧交通关键技术攻关、道路货运行
业数智化等14项试点任务，持续加强交通科技创新。
　　“智能网联技术有望率先在客车领域实现产业
化。”金龙联合汽车工业（苏州）有限公司智能网联首席
专家刘明春说，客车行驶速度低、场景变化相对少，自
动驾驶研发难度低、成本也相对较低。以此为突破口，
苏州金龙打造智能网联云控平台，已累计接入车辆超
18万辆，实现客车运行云控制。
　　江苏省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主任戴一凡说，江
苏较早布局智能网联汽车产业，以创新引领产业技术
发展，智能传感器、自动驾驶算法、域控制器等领域已
达到国内外领先水平。
　　“要继续领跑必须加大技术攻关，并跑好从技术到
应用转化的关键赛段。”戴一凡认为，江苏高质量推进
车联网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有望让智能网联汽
车成为一张靓丽的“未来名片”。
           （新华社南京3月15日电）

江苏：

智能网联让智慧交通触手可及
新华社记者 杨绍功

　　惊蛰节气已过，湘赣边界罗霄山脉北麓，玉皇山中
的竹笋“苏醒”了。山下乡村校园里的师生们，也迎来
了最期待的一堂体育课。
　　春日暖阳下，江西萍乡芦溪县张佳坊学校校园里，
体育教师王娇背着一把镰刀，身后一群10岁出头的孩子
们，在她的带领下，一头扎进了校园外的碧浪中。这所
山谷里的九年一贯制学校被竹林环抱，四周满眼青翠。
　　竹林里，王娇和学生们一起砍下5根修长的毛竹，
削去枝叶后，大家一起齐心协力扛回校园。
　　“开、合、开开合合……”
　　体育课上，师生们节奏明快的口号声中，混合着竹
竿清脆的敲打声。持竿的学生姿势不停变化，跟着节
奏变换阵形；跳舞的学生脚步轻快，穿越竹竿阵。王娇
说，别看竹竿舞简单，但对孩子们的协作能力、乐感和
身体协调性要求较高。
　　王娇是舞蹈专业毕业，大学毕业后考入张佳坊学
校，由于这所乡村学校的体育老师不够，她只能“改行”
教体育。可是当时的体育课，无异于“放羊课”。“过来
集合——— 不要乱跑——— 可以解散。”几乎成了体育老师
们的口头禅。
　　三年前，师资薄弱、课程单调等乡村学校有的“通
病”，在张佳坊学校几乎也都能找到。学校离县城30多
公里，能跟着父母离开的孩子都外出求学，留下来的多
为留守儿童。
　　为了给校园换个“精气神”，张佳坊学校校长方小
龙一筹莫展。一天傍晚放学后，方小龙看到四个迟迟
没回家的孩子，用两根废弃的竹竿，在操场上蹦蹦跳
跳，这让他联想到了竹竿舞。
　　“回去后，我就上网搜了搜竹竿舞的视频，发现在
西南地区已经进入了一些中小学。我们学校何不‘就

地取材’，也引入体育课堂呢？”方小龙说。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方小龙找到学舞蹈出身的王
娇，在小范围的体育课上进行尝试。
　　“刚开始我完全不会跳，不是被夹到脚，就是踩不到
点。”今年五年级的学生王佳新说，三年前读二年级时就
学竹竿舞，脚踝经常被夹得青一块、紫一块，即便如此，现
在回想起来也很庆幸自己和同学们当时没有放弃。
　　孩子们的坚持给了老师们信心。体育老师们根据
每个年级孩子的特点，编排不同的竹竿舞，先自己学再
教学生练，师生共同摸索，最后全校推广。
　　从那以后，春天上山砍竹竿，夏天练习新舞，秋天
召开校运会，冬天编排新舞——— 竹竿舞丰富着孩子们
一年四季的体育课。如今，张佳坊学校还编出了一套
一年级至九年级的体育课视频教材。周一至周五上午
十点至十点半的大课间，伴着竹竿的“嗒嗒”声，全校
500余名师生齐跳竹竿舞的场面，欢快而灵动。
　　去年，张佳坊学校还召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竹运
会”，除了各个班级的竹竿舞集体比赛，还有抖空竹、挑
竹水桶和踩竹高跷等个人项目。
　　“为了筹备这场运动会，我们还把老手艺人请进学
校，教孩子们手工制作空竹、高跷等竹制品。”方小龙
说，这不仅丰富了学生们的体育课堂，还增添了劳动课
教学内容，让孩子们爱上运动之余，也爱上动手。
　　2022年，江西省教育厅评选出一批体教融合典型
案例，张佳坊学校立足本地特色丰富课堂的实践，成功
入选中小学组。
　　从“体育课可有可无”到“孩子们喜欢得不想下
课”，一根竹竿带来的乡村学校体育课之变，见证着体
育教育正在走进“春天里”。
           （新华社南昌3月15日电）

一堂春天里的体育课
新华社记者 黄浩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