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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 西 朝 日 精 密 弹 簧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10204MAB2426127）经股东会决定，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金从伍仟壹佰

万元人民币减少至壹仟万元人民币，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铜川市王益区桃园办事处建工路社区工业局小区业委会公章不慎丢失，声明

作废。

  ●罗栋、刘志丽之子罗金鸣出生医学证明（编号：X610050671）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陕西高速延长石油有限责任公司玉华宫东服务区加油站在中国农业银行宜君县

支行的基本存款账户（账户编号：J7922000124703）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陕西高速延长石油有限责任公司玉华宫西服务区加油站在中国农业银行宜君县

支行的基本存款账户（账户编号：J7922000124804）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郭伟、焦爱之子郭萧哲出生医学证明（编号：J610041769）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挂 失

声 明

　　岁寒暖阳下，白雪覆乡野。在山东省聊城市高
唐县汇鑫街道的一处高标准玫瑰大棚内，“棚主”
纪娈悬着好几天的心终于放下来了。“还好花的病
不严重，不然就赶不上过年卖了。”纪娈对杜立
芝说。
　　今年60岁的杜立芝是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
师、农业技术咨询热线办公室主任，从事农技推广的
30多年里，她跑遍全县600多个自然村，采写了70本
400万字的农技日记，是当地农民心中问不倒的“田
秀才”。这一次，虽然从微信收到的照片上已经判断
出玫瑰得的是灰霉病，并开出了“药方”，但种植户仍
焦虑不安，她和同事便来到现场。
　　寒风刺骨，大棚里温暖如春。“用烟剂熏一下棚，
中午注意给棚放风，缩小温差。没啥大事，我们主要
是来看看你。”杜立芝拍了拍纪娈的肩膀说。对方折
下一支玫瑰，吹开花苞，递过去连连道谢。
　　2018年，为解决农技人员技术单一、服务不全等
问题，作为农业大县的高唐以杜立芝为首席专家，从

农业系统、乡镇农技人员中选出70多人组建“杜立芝
党代表工作室”，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收集社情民
意的同时，为群众免费提供农林牧渔方面的农技
服务。
　　走进位于县中心的工作室，各式农作物病虫害
的照片摆了一面墙，书柜里放着大量可供借阅的农
业书籍。工作室成员、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王
洪峰介绍，技术人员轮流在此值班，回复微信群里的
问题、接听热线电话，非工作时间的咨询电话会自动
转接到技术人员手机上。“我们没有节假日，因为种
地没有节假日。这里的大门常开，群众到县城就有
地方落脚了。”他说。
　　把田野当课堂，农作物当教材，“杜立芝党代表
工作室”通过四处“问诊”、开设农民夜校等形式，培
养出一批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
逐步构建起县乡村三级上千人的农技人才服务网
络，并因地制宜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用良种良法促增
产增收。

　　清平镇地处黄河故道，土壤沙化严重，这两年，
在工作室的帮助指导下，“一亩地四分种玉米、六分
种花生”的复合种植模式很受欢迎。清平镇党委书
记刘传华说：“2017年，全镇复合种植面积仅为30多
亩，如今超1万亩。每亩毛收入3500元，比纯种玉米
多挣1000多元。”
　　测土配方施肥、蔬菜无公害栽培、高效低毒农
药、秸秆还田……“杜立芝党代表工作室”累计推广
新技术50多项次、新模式6种，带动新产业9个，试验
新品种70多个，带动农民增加收益2000多万元。
　　现在，工作室还在“云上”传技术。县农业农村
局土肥站站长谢荣芳说：“服务送到哪儿，视频就
录到哪儿，村干部、种植户都可以出镜。有村民说
能在网上看到自己介绍种地的经验，觉得特别有
成就感。”目前，工作室制作发布惠民利民政策讲
解、农业技术服务科普视频230余个，累计获赞近10
万个。
          （新华社济南1月9日电）

　　新华社重庆1月9日电 （记者 周文冲）重庆市林业局
近日划定首批9条候鸟迁徙保护通道，明确在划定的范围内和
候鸟迁徙期，禁止猎捕等妨碍迁徙候鸟生息繁衍的活动，进一
步加强候鸟保护。
　　此次划定的候鸟迁徙保护通道，包括大巴山脉五里坡上神
门湾段、大巴山脉雪宝山一字梁段、缙云山脉段、明月山脉段4
条猛禽、鸣禽、攀禽、陆禽迁徙通道和长江綦江河支流江津段、
长江澎溪河支流汉丰湖段、长江龙溪河支流长寿湖段、长江大
宁河支流大昌湖段、双桂湖段5条游禽、涉禽迁徙通道。
　　重庆市林业局明确，在迁徙通道范围内和候鸟迁徙期，禁
止猎捕并严格限制围栏围网、建闸筑坝、砍伐林木、排放有毒有
害物质、引入外来物种等妨碍迁徙候鸟生息繁衍的活动。
　　途经重庆的候鸟有300余种，包括中华秋沙鸭、青头潜鸭、
红嘴鸥等。近年来，重庆持续加强鸟类栖息地保护，组织开展
鸟类区系调查、区域调查、中华秋沙鸭专项调查监测等工作，
掌握鸟类资源数据。建立相关工作责任体系，试点自然保护
区电子围栏建设，实施湿地植被重建、生态补水等湿地修复工
程，强化鸟类繁殖栖息地、迁徙地、集群活动地等重要区域保
护管理。
　　在候鸟迁徙期，重庆市充分利用生态护林员、志愿者等力
量，在重要迁徙通道开展“为鸟筑家”“清网清套”“救助放飞”等

“护鸟行”志愿服务，清理鸟网、套夹、毒饵等非法猎捕工具，维
护迁徙候鸟种群安全。截至目前，重庆市已组建“守护青山—
爱鸟护飞”志愿服务队伍43支，开展“护鸟行”志愿巡护服务200
余场，巡护里程达3500公里。
　　此外，结合候鸟迁徙迁飞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停歇时间
短、地域跨度广等特点，重庆市每年开展“清风行动”“网剑行
动”“鸟类保护专项治理”等联合执法行动，严厉打击乱捕滥猎、
非法交易野生鸟类等违法行为。

　　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 （记者 戴小河）国家能源局9日
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国内油气产量当量超过3.9亿吨，
连续7年保持千万吨级快速增长势头，创历史新高。
　　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司长刘红说，原油产量达2.08亿
吨，同比增产300万吨以上，较2018年大幅增产近1900万吨，国
内原油2亿吨长期稳产的基本盘进一步夯实。海洋原油大幅
上产成为关键增量，产量突破6200万吨，连续四年占全国石油
增产量的60%以上。页岩油勘探开发稳步推进，新疆吉木萨
尔、大庆古龙、胜利济阳3个国家级示范区及庆城页岩油田加
快建设，苏北溱潼凹陷多井型试验取得商业突破，页岩油产量
突破400万吨，再创新高。
　　“天然气产量达2300亿立方米，连续7年保持百亿立方米增
产势头。”刘红说，四川、鄂尔多斯、塔里木三大盆地是增产主阵
地，2018年以来增产量占全国天然气总增产量的70%。非常规
天然气产量突破960亿立方米，占天然气总产量的43%，成为天
然气增储上产重要增长极。

2023年我国油气产量

当量超3.9亿吨

重庆划定9条

候鸟迁徙保护通道

播下“农技种”结出“致富果”
——— 山东高唐农技服务助力乡村振兴

新华社记者 张力元

　　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 在日前举行的“体育的力量”2024张
庆新年演讲中，北京关键之道体育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张庆以

“解锁体育的力量，赋能商业价值”为主题，分享体育人对于商业
的理解，以及营销人对体育的洞察。
　　在演讲的开篇，张庆用“生”字概括他对2023年体育的洞察。
他认为，“生”字蕴含三种力量：本能的力量——— 生命力；理智的力
量——— 创造力；情绪的力量——— 影响力。在张庆看来，2023年体
育产业的鲜活画面，无论是感动亚运赛场的张雨霏、池江璃花子
和丘索维金娜，还是联动英超的“村超”赛场，以及重新火爆的新
工体、凤凰山、五棵松和钻石球场，虽然是不同的工作、不同的国
籍、不同的面孔，但这一切都有源自体育的、相同的热爱。也正因
为体育，“生而生动，生而不凡”。
　　作为体育营销专家，张庆指出，体育价值的激活不仅是内
生动能的深度激活，同样也是行业规律的洞察与应用。他结合
中国篮球名人堂、杭州亚运会“数字人”点火、街球霸王等体育
营销领域的案例，分享了解锁体育力量的“六把钥匙”，即仪式
化表达、场景化卷入、社群化链接、人格化共创、IP化成长和生
态化思维。
　　展望2024，张庆认为把握体育的力量，就是把握当下的力量。
他说，体育从国民经济社会边缘走向中心的进程将继续加速，因
此2023年中国体育“新物种”，例如中国篮球名人堂、国际篮球博
览会等要继续迭代升级、创新成长，同时期待有更多新实践、新模
式、新玩法在2024体育大年登场亮相。

张庆：

永远可以相信体育的力量
　　时已深冬，云南省昆明市嵩明县杨林镇
龙保社区一条河道两岸的树木依然苍翠，河
水清澈见底，河道中一些水生植物随波摇
曳。河道旁，一些老年人跳着广场舞。
　　龙保社区的一名干部介绍，社区居民约
2万人，过去由于未经治理的农村生活污水
长期排放，导致河道水体发黑发臭，大家路
过时都会捂住口鼻快速通过。
　　近年来，居民生活污水接入管网，完成
源头截污工程；重建坝塘生态系统，生态修
复工程竣工……在一项项工程措施下，河
道实现了黑变绿、丑变美的巨大转变，附近
居民也愿意到河边散步、跳舞，愈加亲近
自然。
　　这是云南省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
一个缩影。记者从云南省生态环境厅获悉，

“十三五”以来，云南争取到中央农村环境整
治资金15.5亿元，省级环保专项资金6亿元，
支持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据介绍，2023年至2025年，云南每年统筹
省级环保专项资金2亿元，支持马关县、武定
县等20个试点县开展整县推进试点，以试点
示范带动全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水平的

提升。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土壤生态环境处处
长曹俊介绍，云南坚持生态化、资源化，分区
分类施策治理，将水生态环境敏感区村庄尽
量纳管并入城镇污水管网，对不具备条件的
村庄，通过建设集中式、分散式的污水收集
处理设施进行达标处理。
　　同时，云南还创新举措强化科技支撑，
组建省级专家库，研究破解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模式技术和关键难题；组织开展技术培
训，科学合理确定治理模式，指导推进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提升基层治理技术水平。
　　据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统计，截至2023年
12月底，云南已有6631个行政村完成生活污
水治理，治理率达50%，较2022年同期提升12
个百分点。
　　下一步，云南省生态环境部门将加强部
门联动，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与农村改厕、
城镇生活污水治理等有效衔接，增强工作的
协同性、系统性；坚持建管并重，破除“重建
设、轻运维”的顽疾，提升村级治理设施运维
技术水平。
       （新华社昆明1月9日电）

云南治理农村生活污水提升乡村“颜值”

新华社记者 杨静

　　“小包裹”连着“大市场”，关乎“大民生”。最新数
据，2023年我国快递业务量预计超1300亿件，实现从

“年均百亿”到“月均百亿”的跨越，成为现代物流领域
最具代表性的产业。
　　这个“天文数字”咋理解？如果按每个包裹平均
0.3米长计算，这些包裹首尾相连的长度，可绕地球赤
道近1000圈，相当于我国人均快递量超90件。
　　一条条流动的分拣线，一辆辆疾驰的快递车，一件
件如约抵达的包裹……不仅展现了快递业发展的强大
韧性，更彰显出中国超大市场“基本盘”没有变，消费升
级的增量仍在延续。
　　放眼全球，1300亿件又意味着什么？
　　横向比，我国的“小包裹”量相当于美国2022年快
递量的6倍，日本2022年快递量的14倍，英国2022年快
递量的25倍，约占全球快递总量的六成以上。
　　纵向看，随着寄递网络加速覆盖，快递业务量实现
从年百亿件到年千亿件的加速跃升。2014年年快递业
务量超过100亿件，2021年年快递业务量超过1000亿
件。进入2023年，从3月起，我国每个月快递业务量均

超过百亿件。
　　小小快递，连接千城百业、联系千家万户，连通线
上线下、畅通供需两端。
　　古时神秘西域，今日富饶新疆；古时驼铃丝路，如
今西北“快递动脉”。以圆通速递为例，连接杭州、乌鲁
木齐两地的快递班车，每周7对，每辆车装载2万多单
包裹。
　　快递业如何激发产业融合新动能？在河北沧州，
寄递服务融入到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前端，快递积极“进
厂”，让当地“名片”工艺玻璃远销海外50多个国家和地
区，年发货量超3000万件。
　　小包裹最终到了哪？如今，全国3000多个边疆村
落全部通邮，海拔5380米的神仙湾哨所也通了快递。
随着“快递进村”覆盖率持续提升，每天有1亿多件快
递包裹进出乡村。
　　国家邮政局局长赵冲久说，2024年行业将继续保
持稳步上升态势，预计增速8%左右。随着“智能化”浪
潮的到来，快递大国将加速向“强”迈进，从“无处不在”
走向“无时不至”。    （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

超1300亿件！

小包裹里的快递大国新活力
新华社记者 戴小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