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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依法落实人民防空警报试鸣制度，使广大市民
进一步了解和熟悉防空警报信号种类，不断增强国防
观念和防空意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
有关要求，市政府定于9月18日组织防空警报试鸣，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试鸣时间
  9月18日上午10时00分—10时30分。
  二、试鸣范围
  耀州区（新区）、王益区、印台区城市规划区，宜君
县县城规划区。
  三、防空警报试鸣信号

  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
时间3分钟；
  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
时间3分钟；
  解除警报：一长音，连续3分钟。
  警报试鸣期间，希望广大市民闻声勿惊，保持正常
的工作、生活秩序，并注意对三种防空警报音响格式的
识别。
   
             铜川市人民政府
             2023年9月14日

铜川市人民政府

关于组织防空警报试鸣的公告

●铜川恒旭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铜川印

台区支行的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7920001198002）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陕西艺之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购置的2016版增值税普通空白发票（代

码：061001900104号码：47338079；代码：061002000104号码：05936935--05936936）

及增值税专用空白发票（代码：6100203130号码：17071489--17071490）不慎丢

失，声明作废。

挂失声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许可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城乡规划公
开公示的规定》等规定，现将铜川市丹阳片区雨洪调蓄
利用示范工程予以公示（详见铜川新区丹阳路以西、咸
丰西路以南），广泛征询社会各界及利害关系人意见，
请于公告之日起10日内将意见反馈至公告单位。申请
听证的应在公示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提交书面申请
及相关证明材料。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上述
权利。
  本公告同时在铜川日报、新区阳光广场规划公示
栏、项目建设现场公布。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为：
  建设用地面积：112468.24m2

  绿地率：67.01%
  总建筑面积：531.7m2

  建筑密度：0.52%
  容积率：约0.005
  停车位：47辆
  特此公告。
  公告单位：铜川市自然资源局新区分局
  电  话：0919-3182167
  监督电话：3185940
  传  真：0919—3182167
  邮  箱：tcxqghj0919@163.com 
         铜川市自然资源局新区分局
            2023年9月12日

铜川市自然资源局新区分局

规划设计方案公示公告
公示编号：铜自然资新公（2023）14号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以来，国家铁路局牢牢把
握“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总要求，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精
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守维护铁路安全
稳定首要职责，以实际行动牢牢守住铁路安全发展
底线，促进铁路高质量发展，谱写加快建设交通强
国铁路新篇章。
　　主题教育中，国家铁路局坚持把理论学习、调
查研究、检视整改、推动发展一体推进，将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作为主题教育读书
班和日常学习的重要内容，围绕制约铁路高质量发
展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的急难愁盼
问题、工作中长期困扰的老大难问题，确立了88项
调研课题和73项整改整治问题，深入铁路企业、协
会和生产一线开展调研382次，制定实施整改措施
205项，不断推进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针对当前城际铁路和市域（郊）铁路监管存在
盲区、铁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取消后源头管控弱化
等问题，国家铁路局在主题教育中设立专项调研课
题，局党组成员牵头领题，深入有关部门、企事业单
位和铁路建设运营现场，采取实地调研、座谈交流、
问卷调查等多种方式，摸清了全国城际铁路和市域

（郊）铁路管理的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找到了铁
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面临的难点痛点。
　　在深入调研基础上，国家铁路局研究起草关于
加强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监督管理的意见，明

确国家铁路局切实履行起城际铁路和市域（郊）铁
路的行业监管责任，制定13项具体工作措施；积极
协调各省级地方政府在交通运输厅设立铁路处，落
实好属地管理责任；系统梳理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
规和国务院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有关要求，依法推
进恢复实施铁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管理有关工作，
强化铁路危险货物运输源头管控，有效堵塞监管
漏洞。
　　坚持及时跟进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切
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维护铁路安全稳定的生动实
践。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国家铁路局及时跟进学习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
治、防汛救灾、加强基础设施防护等系列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聚焦高铁和旅
客列车安全，梳理重大安全风险隐患，查找问题根
源，剖析安全监管短板弱项。
　　面对今年防汛救灾严峻形势，国家铁路局强化
汛期安全监测预警，严格落实汛期行车安全措施，
并协调企业做好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抢险救援以及
受困旅客的后勤保障和安抚工作；指导铁路运输企
业及时抢通线路，尽快恢复铁路运输秩序，严防发
生次生灾害，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为了进一步加强安全监管，国家铁路局深入开
展铁路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行动，深化
推进铁路隧道工程质量安全、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等
专项整治，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强化重大风险
辨识管控，有效排查整治了一大批重大事故隐患，

有力推动了铁路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
　　其中，道口安全风险尤为引人关注。目前全国
共有铁路道口1.1万余处，其中国铁正线道口3000多
处，主要集中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道口数量多、安
全风险大，一旦发生列车与机动车相撞，易造成群
死群伤重大伤亡事故，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
　　国家铁路局把道口安全作为主题教育专项整治
问题，把道口“平改立”作为防范风险的最根本手段，
针对道口改造任务重、资金缺口大等难题，在大交通
背景下积极统筹谋划，对接交通运输部，研究道口

“平改立”投资补助政策；协调交通运输部、国铁集团
研究制定推进实施铁路道口“平改立”的工作方案，
大力推进时速120公里以上线路233处道口改造；推动
全面取缔通行旅客列车的无人看守道口，推进道口
加装地方交警电子抓拍系统和列车接近报警装置，
强化道口监测预警保障。今年以来，已完成110处道
口拆并改，108处道口正在实施改造，道口事故同比下
降33%。
　　国家铁路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要扎实开展主题
教育，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在理论学习上再深
化，在调研成果上再转化，在整改整治上见实效，切
实解决好影响铁路安全的突出问题，以有力的铁路
安全保障服务谱写加快建设交通强国铁路新篇章，
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走进重庆市城口县高楠镇“老杨话
楠事”群众说事处，不大的房间内座无
虚席，老党员杨常发熟练地泡起一壶热
茶，四五个村民围着一张方桌畅所欲
言。“老杨，我想在镇上找点活干，你们
有没有办法？”“老杨，我家门前的垃圾
没人处理怎么办？”
　　这样的场景几乎每天都能在“老杨
话楠事”群众说事处看到，身为基层解
事员的杨常发被村民们亲切地称为“老
杨”。
　　基层治理千头万绪，小到环境卫
生，大到矛盾纠纷，事事总关情。为更
好解决群众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城
口县近年来聚焦乡村振兴“治理有效”
目标，推行“群众说事、干部答题”工作
机制，创新群众参与机制。
　　群众有诉求首先得找到“摆道理”
的地方。为此，城口各地以乡镇为阵地
中心点，依托综合治理中心和网格化管
理模式，搭建起“乡镇说事处、村社说事
站、网格说事点”三级平台，帮助有效化
解各类矛盾纠纷。
　　“大山里的村民出村困难，那就在
自家院落网格点里搬出个小板凳和解
事员谈心解惑；遇到化解不开的纠纷，
就和矛盾方一起在乡镇说事处喝喝茶，
听听法律专家的意见。”城口县委政法
委常务副书记易国刚说。
　　“小板凳”上说难事，一壶茶里解难
题。如今，在城口，像“老杨话楠事”群众
说事处这样的村民说事平台共有143个。
　　有问题想反映，又不方便前往说事
点怎么办？在城口县沿河乡政务服务
中心数字屏幕上，记者见到另一种“说事”办法。“村民有诉求直接登
录手机民情信息平台‘下单’，线上接到诉求后会第一时间‘派单’，
逐级交由干部线下分类办理。”沿河乡党委书记易伟说。
　　记者看到，一位村民在线上平台反映“沿河乡红岩村2社老粮站
路口垃圾箱已满”，仅两分钟时间，线上平台就反馈了处理意见并派
出环卫工人现场打扫，不一会，一张清理完成的照片便上传到平台。

“为保证事事有回应，我们会定期对派单处理情况进行核查督办，相
关干部未能及时完成办理任务将受到问询。”易伟说。
　　解决了“去哪说”，还得解决“找谁说”的问题。走进沿河乡红岩
村王家院子，院落长王仕海正带领院落里几户人家打扫院落卫生。
王家院子共有常住农户19户88人，返乡发展的村民王仕海主动带领
大家整治院落环境；谁家娃儿放学没人管，王仕海和妻子就在院里
办起课后学习室……
　　“热心肠”王仕海当选为院落长和说事点的解事员。村民们都说，

“王院落长说话好使。”今年大年三十深夜，院里一对夫妻因外出打工
的矛盾爆发激烈争吵，王仕海听到动静赶忙从床上爬起来，拉住了赌
气要出走的丈夫。“把这家丈夫劝住后，过完年我帮他一起找了个干建
筑的活，有了稳定收入，两口子也不吵了。”王仕海说。
　　城口各说事平台招募当地工作能力强、说话做事威望高的党
员、离退休干部、新乡贤、网格员、院落长、“法律明白人”等担任解事
员，形成“有事找志愿者，无事当志愿者”的氛围。
　　易国刚介绍，如今，明通镇“乡贤说事”、岚天乡“乡村会客厅”等
各类新乡贤调解组织有效化解各类邻里纠纷和信访积案2000余件，
收集意见建议1000余条。城口已实现90%的矛盾纠纷在乡、村两级
化解，全县矛盾纠纷化解率达98.2%。
                 （新华社重庆9月1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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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铁路局：

扎实开展主题教育 守牢铁路安全发展底线
新华社记者 樊曦

  9月12日，在万昌镇花家村，农民在收割水稻。

  金秋时节，稻浪滚滚，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万昌镇的

水稻陆续开镰收割。万昌镇位于“世界黄金水稻带”，2023

年水稻种植面积12 .5 万亩，是吉林省水稻重要主产区

之一。

              新华社记者 张楠摄

金秋开镰稻花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