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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铁诺南路（华原东道—正阳路）现有人行道承载
能力下降，局部出现破损、沉降等现象，为不影响市民
正常通行，并满足社会需求及提升城市整体形象。现
决定对铁诺南路（华原东道—正阳路）两侧人行道进行
提升改造，该工程计划共分为4个施工段进行改造施
工，总计划工期为2023年8月30日—2023年11月30日。
  为保障施工顺利进行和群众生命安全，请过往车
辆、行人严格遵照工地指示牌通（禁）行，服从交警和现

场管理人员指挥。禁止行人和非施工车辆进入施工现
场，禁止非施工车辆随意停放在施工区域，影响其他车
辆正常通行。施工期间产生的噪音、灰尘（气味）污染、
短时停水停电停气、通行不便等问题，敬请广大市民
谅解。
          铜川市城市管理执法局
          铜川市新区交警三大队
            2023年9月2日

  为进一步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净化全市社会
组织发展环境，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保障人民群众
合法权益，现将我市非法社会组织投诉举报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欢迎社会各界参与监督。
  一、举报对象
  非法社会组织是指未经民政部门登记，擅自以社
会组织名义进行活动的组织，以及被撤销登记或吊销
登记证书后继续以社会组织名义活动的组织，还包括
筹备成立期间开展筹备以外活动的组织。其中，“以社
会组织名义”指的是以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民办
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名义开展活动。名称中包含有

“协会”“学会”“研究会”“联合会”“促进会”“委员会”
“基金会”“中心”“学院”“研究院”“俱乐部”等字样。
  二、合法社会组织查询方式
　　公民个人、企事业单位和其他机构在参与社会组
织活动时，新闻媒体在报道社会组织活动时，要增强警
惕性，可通过以下渠道进行查询：
　　（一）微信关注“中国社会组织动态”公众号，选择

菜单栏的“我要查询-全国社会组织查询-社会组织查
询”，输入社会组织名称或统一信用代码进行查询，可
确认该组织是否在民政部门进行合法登记；
　　（二）通过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台首页“全国
社会组织信用信息公示平台”输入社会组织名称或统
一信用代码进行查询，确认该组织是否为合法登记的
社会组织；
　　三、举报内容
　　为了利于及时对非法社会组织活动进行调查处
理，举报内容应包括：非法社会组织的名称、活动地点、
开展非法活动的具体事实、证据材料或相关线索等。
　　四、举报方式
  社会各界如发现非法社会组织活动线索，可通过
下方公布的电话或邮箱向非法社会组织活动所在地民
政部门举报。提倡实名举报，举报人可提供个人信息
及联系方式。市、区县民政部门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
法权益，对举报人的相关信息严格保密。
               铜川市民政局

铜川市新区铁诺南路（华原东道-正阳路）

人行道提升改造施工公告

  1.铜川市民政局
  电话：0919-3185198 邮箱：mzjsgk 0919@163.com
  2.耀州区民政局
  电话：0919-6189209 邮箱：yzmz9209@126.com
  3.王益区民政局
  电话：0919-2188890 邮箱：ylk2188998@163.com
  4.印台区民政局

  电话：0919-4185214 邮箱：tcsytmzj0919@163.com
  5.宜君县民政局
  电话：0919-5286125
  邮箱：572018715@qq.com
  6.新区社会事业局
  电话：0919-3382270
  邮箱：xqshsyj3382270@163.com

铜川市民政局
关于举报非法社会组织事项的公告

铜川市受理非法社会组织举报方式

　　暴雨过后驶入大巴山区，深绿的竹叶间隙
是远方层叠连绵的山影。公路蜿蜒，见证了多
少青年接续奋斗的热忱奉献，村落散布，传唱着
多少建功新时代的青春诗篇。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20周年前夕，记
者同共青团中央工作人员近日深入四川的城镇
乡村，记录青年志愿者们赓续精神，接力投身中
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

在乡村建设中奋斗奉献

　　5月的一个清晨，西部计划志愿者邱成毅验
收了自己到四川省宜宾市筠连县巡司镇后负责
的第一个建设项目。
　　那是一条产业便民路，从原高速公路临时
便道接通至四方村大苞山顶茶山，利于周边230
余亩茶叶田的发展。同时，这条路还通往一处
深山水窖，保障了今夏当地几十户的安全饮水。
　　从项目规划到建成，邱成毅通过自己的努
力让当地发生了切实的改变，“看到乡亲们灿烂
的笑容，我找到了服务基层的意义。”
　　刚刚完成续约手续，邱成毅已然投入到未
来紧锣密鼓的工作当中：
　　“德面村粗茶加工厂建设项目预计十月份
完成设备安装”；
　　“梧桐村垃圾池、四方村的公厕实施地点土
地已经协商好了”；
　　“民主村集体经济肉牛养殖场附属设施已
办理用地审批，该项目能带动约50户周边农户
发展养牛产业，增收30万元以上”……
　　说起县里的建设项目，邱成毅如数家珍。
　　如今在四川，有5910名像邱成毅一样的志
愿者，他们投身城乡基层一线，服务于乡村振
兴、生态环保、乡村教育等领域。
　　“他们带着情怀来到这里，在基层扎扎实实
做事，将个人奋斗的‘小目标’融入党和国家事
业的‘大蓝图’。”共青团筠连县委书记万晓告诉

记者，这股干事创业的青春朝气也影响带动了
当地青年，汇聚起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

在支教育人中薪火相传

　　2021年暑假，浙江大学大三学生郑浩阳从
家乡浙江温州来到大凉山腹地的昭觉县，参加
为期半个月的暑期支教活动。临别前，一个学
生哭着请求：“老师你以后一定要再来看看我
们。”
　　一句请求，改变了郑浩阳的人生轨迹，开启
了影响他一生的志愿篇章。
　　本科毕业时，郑浩阳报名参加了研究生支
教团项目，再次回到大山深处，成为昭觉县万达
爱心学校为数不多的历史老师。一年时间，郑
浩阳共下乡40余次，到乡镇小学开展助学工作。
　　他还和研支团成员一起组织开展“暖冬计
划”御寒物资募捐、“千人圆梦”结对资助、“爱在
彝乡”奖教（学）金设立计划等一系列助学扶贫
项目，为当地几万孩子提供各类帮助。
　　“老师们的到来，让我学习了更丰富的知
识，了解到外面更广阔的世界，也意识到自己家
乡的落后，我决心去外面求学，回来振兴凉山。”
曾通过研支团组织的“启梦游学”公益圆梦助学
活动到浙江，感受了大城市的繁华和高等学府
的魅力，昭觉中学高一新生土比尔洛给自己树
立起更高的人生目标。
　　“希望通过我们‘智志双扶’的教学理念，让
年轻学子更好地成长成才，同时带动他们的父
辈、祖辈，改变当地社会面貌，实现物质和精神
层面的富足。”今年8月新到任的浙江大学研支
团成员黄心怡说。
　　作为西部计划重要组成部分，研究生支教
团项目已先后从全国200余所高校公开招募3万
多名志愿者，前往中西部约700所县乡中小学校
支教。
　　“20多年来的接力奉献，让每一位研支团成

员都深感重任在肩，能够给西部教育事业的长
远发展注入我们这一辈人的力量，是一件荣幸
的事情。”四川大学第25届研支团队长陈城说。

在产业升级中贡献力量

　　雨后新霁、山色空蒙，位于邛崃市天台山镇
的天府红谷国际休养旅游度假区吸引着越来越
多的游客，已成为当地文旅领域的领头雁。
　　“邛崃市一所偏僻的乡村学校是我青春的
出发点，如今我把家安在了这里。”天府红谷联
合创始人闫鹏文是四川省招募的第一批西部计
划志愿者，从乡村教师，到西部计划志愿者联络
员，再到职业经理人，他的人生深深扎根在天台
山脚下。
　　翻看着西部计划志愿者微信群里时不时分
享的老照片，闫鹏文眼带笑意、心怀感激：“乡村
天地广阔，青年大有可为，西部计划的志愿服务
项目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和机遇，也为祖
国的西部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青春动力。”
　　“对于很多参与过西部计划、服务西部建设
的青年来说，一朝是志愿者，终身是志愿者，志
愿精神一直在他们的血脉里流淌。”共青团四川
省委社会联络部（志工部）部长李昊霖说，很多
离岗的西部计划志愿者都持续关注着当时志愿
服务所在地的发展建设情况，并竭尽所能从各
方面提供帮助、贡献力量。
　　据统计，近3年来，四川省西部计划招募的
志愿者中，共有2689名志愿者服务期满后选择
扎根四川，扎根率达72.77%。这些深耕基层的青
年志愿者，展现着新时代中国青年的风貌。
　　走出校门，奔赴西部，投身基层，笃行逐梦。
20年间，一批批西部计划志愿者让青春之花绽
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
实践中书写别样精彩的人生，成为当代青年在
投身基层中建功立业的生动写照。
         （新华社成都9月1日电）

巴蜀大地上的志愿青春
——— 西部计划20周年四川调研见闻

新华社记者 董博婷 　　山东省夏津县黄河故道森林公
园里，6000多亩古桑树枝叶繁茂。早
晨5点多，褚运东已到达自家的桑树
林，准备采集桑叶，带回家喂蚕。
　　“以前光有桑树林，不知道咋养
蚕，修剪下来的桑叶就只能扔掉。”褚
运东是夏津县苏留庄镇前屯村村民，
如今他还有一个新身份：“平安共富
工坊”的一名蚕农。
　　“咱们‘靠树吃树’，引入养蚕项
目搭建了‘平安共富工坊’。”苏留庄
镇党委书记张泽立说，2022年以来，
当地请来掌握养蚕技术的农业专业
合作社提供技术指导，以平安湖村集
体产权房入股，带动周边6个村庄、50
余户家庭开展桑蚕养殖。
　　前屯村“90后”村民乔丹是2022
年第一批参与“平安共富工坊”的农
户之一，养蚕增收的账，乔丹算得明
白：一年可以养3个多月，喂养孵化4
批至5批桑蚕，合作社以每斤20元的
价格回收蚕茧，仅这一项就能增收
近2万元。
　　过去夏津县农村青壮年男子大
多外出务工，妇女留守照顾老人孩
子。针对这一特点，立足本地工艺品
生产工厂资源，夏津县一些乡镇还发
展了以手工艺品制作为主的“共富工
坊”。
　　走进夏津县东李官屯镇段庄村

党支部大院，新建的“彩丝带共富工
坊”工艺品加工车间内人头攒动。邻
村村民于伟伟正坐在机器前，把装饰
彩带包装成卷。
　　“以往的工作，挣得多的不自由，
自由的挣得少；如今来这里，顾家、带
娃啥都不耽误。”于伟伟2022年5月开
始来段庄村“共富工坊”工作，每月能
挣一两千元。手里有了闲钱，她时常
改善家庭伙食，还盘算着开学后给孩
子培养点兴趣爱好。
　　夏津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学
武介绍说，通过引导企业将适合的生
产、加工环节布局到农村，建设剪纸
坊、黑陶坊、手工绢花坊等各类“共富
工坊”，在有效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
低收入农户“家门口”就业的同时，降
低企业生产用工用地成本，拓展乡村
产业增值增效空间。
　　目前，夏津县域内已有68家工艺
品厂、37家食品加工厂到农村建设

“共富工坊”，每年为村集体增收210
余万元，带动2400余名群众增收1700
余万元。
　　“‘共富工坊’连着企业、居民、村
集体和村庄（社区），各自的资源得以
整合利用，各自的优势得以充分发
挥，有效实现了‘企业增效、集体增
富、百姓增收’。”夏津县委书记沙淑
红说。  （新华社济南9月1日电）

山东夏津：

“共富工坊”富农家
新华社记者 叶婧

  9月1日，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锦屏中心小学的学生在“开学第一课”上宣
读劳动倡议书。
  当日，全国多地学校迎来秋季开学。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摄

　　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 （记者 王立彬）
从找车站到开车打车、外卖叫餐，我们每天用多
少次数字地图导航？自然资源部最新统计显
示，仅今年上半年，全国重点监测企事业单位提
供位置服务日均达5590.5亿次。
　　在2023年全国测绘法宣传日暨国家版图意
识宣传周收官之际，记者9月1日从自然资源部
获悉，在国家地理信息政策及北斗系统等科技
支撑下，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迅速发展，各类位置

服务大幅提升。仅今年上半年，29家重点监测
地理信息企事业单位提供位置服务合计达101.2
万亿次，日均5590.5亿次，同比增长25.6%。
　　据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2），我国
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近5年复合增长率11.5%，近
10年复合增长率17.5%。民营经济成为主力军，
在系统软件、导航定位芯片与板卡、商业遥感卫
星、测绘仪器、导航软件、互联网地图等领域占
据主导位置。

　　我国地理信息产业加大“走出去”力度，部
分企业构建产品全球研发、生产、营销体系。超
图软件在超过40个国家和地区发展海外代理
商，华测导航在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设立8个海
外子（孙）公司和1个代表处。部分企业跟全球伙
伴“借船出海”，超图软件成为华为、中兴、NEC、
NTT等跨国企业基础软件供应商；北斗星通联
合芯片商、集成商、运营商，面向全球提供高精
度定位、云芯一体化和算法IP等产品和服务。

全国每天提供位置服务逾5000亿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