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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南市礼县万头优质肉牛生态养殖产业园
项目位于甘肃省陇南市礼县盐官镇石联村南
侧。项目规划占地500亩，规划总建筑面积
69000平方米，配套青贮池、污水池、道路、管
网、变配电等附属工程。本项目建成后，达产
年份，产业园年存栏优质肉牛10000头，年出栏
优质肉牛6000头。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
查阅报告书的方式：

查阅纸质版报告书请以电话或邮件方式联
系建设单位。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主要涉及到甘肃青陇
胜农农牧实业有限公司新建陇南市礼县万头优

质肉牛生态养殖产业园项目周围的有关单位、
有关专家及有关公众。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gshpxx.com/show/
2996.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在本次信息公示后，公众可以通过电话、
邮件以及网络链接方式获取并提交公众意
见表。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登报后10个工作日内有效。
建设单位：甘肃青陇胜农农牧实业有限

公司
联系人：宋卫军 联系电话：18501093866

陇南市礼县万头优质肉牛生态养殖产业园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甘肃三昌矿业有限公司充填站建设

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
编制完成，现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办法》的有关规定，将环境影响报
告书征求意见稿发布，征求公众对本项
目环境影响的意见和建议。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
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
途径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见附
件1。

附件1：《甘肃三昌矿业有限公司充填
站建设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网站链
接：https：//www.ep-home.cn/thread-
21221-1-1.html；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
以向甘肃三昌矿业有限公司或陇南宸华环

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查阅纸质报告书，或者
通过网络链接等方式、方法查阅。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受影响的单位和个人、相关部门及有
关专家。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附件2：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
见表网站链接：https：//www.ep-
home.cn/thread-21221-1-1.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即日起，公众如果有对本项目环境影响
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请在10
个工作日内通过快递邮寄、电子邮件等联系
方式，将公众意见表提交建设单位甘肃三昌
矿业有限公司或环评单位陇南宸华环境工
程咨询有限公司。

五、建设单位及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甘肃三昌矿业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甘肃省陇南市宕昌县甘江

头乡
联系人：杨经理
联系电话：13369380338
六、建设环评编制单位

评价单位：陇南宸华环境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

地址：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东江五号
路昌盛佳苑11号楼2单元1602室

联系人：张风霞
联系电话：17793528815
邮箱：865931242@qq.com
七、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公示当日起10个工作日。
甘肃三昌矿业有限公司
2024年5月17日

甘肃三昌矿业有限公司充填站建设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谭宪慧遗失驾驶证，证
号：62262119800925177X，
现声明作废。

宕昌县沙湾镇沟门前
村房海琴餐馆遗失餐饮服

务 许 可 证 ，甘 餐 证 字 ：
2012622623000101，现声
明作废。

陇南市心理咨询学会
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正
本 ） ， 核 准 号 ：
J8310000892501，现声明
作废。

挂 失

坚持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
——— 落实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精神系列综述之五

新华社记者

习近平总书记4月23日在重庆主持召
开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时强
调，要坚持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
振兴有机结合，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
民生。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西部各省份要切实做好统筹新
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这篇大文章，
促进城乡之间良性互动、融合发展，为
新时代形成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贡献力量。

以县域为抓手促进城乡融合，在发
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在这次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
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
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
进城镇化进程。

县域是枢纽，一头连着城市，一头
连着乡村，是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推进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的
关键一环。

重庆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万凌霄
表示，加快推进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
镇化，要将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
要支点，从产业发展、公共服务、体制
机制等多方面协同发力，提升县城产业
承载能力和人口集聚能力。

县域强不强，关键看产业。
农业农村部会同财政部实施农业产

业融合发展项目，支持西部地区建设陕
西陕茶、重庆柠檬、贵州中药材等96个
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谈润
卿说，各地结合地域资源优势打造强县
特色产业，不仅为县级经济发展提供有

力支撑，还将促进周边农民群众就近就
业增收，成为富民产业。

如今，在西部地区，越来越多县域
特色产业正在造福当地百姓：甘肃临夏
市的百益亿农国际鲜花港日产鲜花18万
枝走出国门，带动当地就业；重庆巫溪
县的烤鱼文化让当地烤鱼店铺生意更加
红火；总人口只有4万多人的陕西省汉中
市留坝县迎来旅游热，当地居民依靠民
宿和农家乐吃上了“旅游饭”……

但也要看到，截至去年末我国常住
人口城镇化率为66.16%，整体城镇化率
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中西部地区城镇化
建设潜力巨大。

“要围绕让进城的进得顺心，让留
在农村的生活舒心，把推进新型城镇化
和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起来，一体设
计、一并推进，促进各类要素双向流
动，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中央
财办副主任、中央农办副主任祝卫
东说。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造具有
地域特色的乡村建设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强调，深
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
振兴重点帮扶县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
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
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放眼全国，从产业振兴到发展特色
文旅，东西部协作的实践正在展开：

贵州省正安县借助广东省珠海市横
琴新区帮扶力量，全面提升吉他产业发
展水平；陕西省石泉县与江苏省常州市
金坛区发挥“鎏金铜蚕”资源优势，将
丝织品制造与特色旅游相结合；四川省
屏山县与浙江省嘉兴市共建浙川纺织产
业示范园，深挖“一块布”的潜力……

“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走深走实，产

业是抓手，生活是落点。”甘肃省白银
市农业农村局三级调研员李猛说，得益
于国家政策及资金支持，过去3年当地帮
助近60%的监测对象消除了返贫风险，
其余未消除风险监测对象均落实帮扶举
措。通过发展特色产业，带动群众稳岗
就业，2023年白银市农村地区人均可支
配收入同比增长超8%，脱贫人口人均纯
收入稳定增长，增幅超过农村地区人均
可支配收入增长率。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党
委书记杜志雄认为，目前，我国城乡之
间发展不平衡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不
充分难匹配问题依然存在。在这种情况
下，更要统筹各方力量，强化协作配
合，统筹考虑城乡发展，找到有效突
破口。

总书记在座谈会上强调，学习运用
“千万工程”经验，打造具有地域特色
的乡村建设模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冯文猛
认为，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不能
脱离实际搞“一刀切”，要在更广阔的
区域范围内，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
兴，把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
有机结合起来。

夯实城乡发展根基，提升可持续发
展能力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粮食安全是根
基，基层治理是着力点。此次座谈会进
一步作出部署，着力夯实城乡发展
根基。

国无农不稳，民无粮不安，粮食产
业是乡村振兴的基础。

总书记在座谈会上强调，推进高标
准农田建设，扛好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
责任，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应有
贡献。

在陕西，榆林市已建成5个万亩谷子
示范区、12个千亩以上高产攻关田，全
市小米、高粱、荞麦等杂粮全产业链总
产值突破50亿元。

“榆林拥有耕地1400多万亩，粮食
作物以玉米、马铃薯、杂粮为主。”榆
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许君说，“伴随生
态治理和科技进步，土地广袤的榆林正
在 成 为 陕 西 乃 至 西 北 地 区 ‘ 新 粮
仓’。”

座谈会上，总书记还围绕加强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健全党组织领导的基层
治理体系等作出部署，为激发乡村治理
高效能、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指
明方向。

四川、广西、宁夏、青海等地多次
对农村移风易俗专项治理提出工作
要求；

内蒙古通辽市、青海海东市、四川
凉山州等地制定地方性法规，明确各有
关部门和县区推进移风易俗的法律
责任；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县以
“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建强治理队伍、
规范管理办法、构建立体网格”为基层
治理主线，夯实牧区社会治理根基，探
索构建牧区乡村治理新格局……

“党建聚合力，创新促发展。”中
国乡村振兴发展中心主任黄承伟认为，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未来
要不断发挥好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
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在持续释放
乡村发展潜力中更好提升广大农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新征程上，西部地区发展前景广
阔。坚持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
兴有机结合，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促进西部城乡和区域融合发展，必将为
我国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

新华社西安5月16日电（记者刘彤
于文静）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

长唐仁健15日在陕西省咸阳市举行的
全国乡村人才工作会议上表示，我国
将通过分类施策、加快推进乡村人才
队伍建设，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
快建设农业强国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
持和人才支撑。

人才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
方面和基础支撑。近年来，我国乡村人
才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农业科研队伍、
乡村产业发展“雁阵”和高素质农民队
伍不断壮大，但对标到2035年“基本实
现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基本具备现代
生活条件”的目标任务，乡村人才队伍
建设短板还比较突出。未来，我国将紧
紧围绕“三农”发展急需和人才所需所
盼精准施策，加力加劲补上短板弱项，
建好建强乡村人才队伍。

唐仁健表示，围绕稳产保供，我
国将建强高水平的农业生产经营带头
人队伍，提升培训实效，建立带头人
清单档案，强化长期跟踪服务、扶持
和培养；围绕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将
壮大高质量的农技推广人才队伍，强
化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公益性服务，引
导涉农院校探索产学研用良性互动的
科技服务模式，协同构建多元高效的
农技推广服务网络。

“围绕农民就业增收，要打造高
技艺的农业农村技能人才队伍，推进
职业开发和评价认定，丰富拓展技能
人才选拔平台。围绕建设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引育高适配的乡村规划建设
人才队伍，通过校（院）地合作、人
才招募等引导专业人才下乡服务，遴
选培育一批本土乡村建设人才，指导
涉农干部不断改进工作方式，提升做
好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能力
水平。”他说。

此外，我国还将通过搭建人才引育留用的平台载体，搞好
人才生产生活服务，创新评价使用长效机制，努力营造“沉得
下、留得住、能管用”的乡村人才干事创业良好环境。

近年来，以陕西、山东、浙江、河南等为代表的地区，在
党建引领人才返乡创业、“头雁”带动农民培训就业和农业科
技人才推动产业技术创新方面进行了探索，人才支撑乡村振兴
的基础不断打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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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

（记者王鹏）记者16日从教
育部获悉，截至2023年，全
国幼儿园数量达到27.4万所。
其中，普惠性幼儿园（包括
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达
到23.6万所。普惠性幼儿园在
园幼儿占比达到90.8%，绝大
多数幼儿都能在收费合理的
普惠性幼儿园就读。

“为破解入园贵，教育
部始终牢牢把握公益普惠基
本方向，会同相关部门推动
各地切实落实政府责任，构
建以普惠性资源为主体的办
园体系，在城市开展城镇小
区配套园治理，在农村构建
县 乡 村 学 前 公 共 服 务 网
络。”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
责人说。

在教师队伍配备水平方
面，统计数据显示，幼儿园
生师比从2013年的23.4：1降
低到2023年的13.3：1，专科
以上园长和专任教师占比达
到93.1%，比2013年提高23.7
个百分点。

“为确保幼儿在园身心
健康安全，我们多措并举，
推动各地各幼儿园依法治
教、依法办园。”教育部基
础教育司负责人介绍，“我
们全面实施县域学前教育普
及普惠督导评估和幼儿园办
园行为督导评估，压实县级
政府发展学前教育责任和幼
儿园规范办学责任。截至
2023年，153个县顺利通过国
家层面督导评估验收，全国
所 有 幼 儿 园 完 成 一 轮 评
估。”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
人表示，下一步，将会同相
关部门推进实施学前教育普
惠保障行动，推动各地以县
为单位完善资源布局，科学
配置城乡学前教育资源。此
外，在基础教育“规范管理
年”行动中，组织开展幼儿
园办园行为专项治理，将安
全隐患排查、安全责任落实
等列入规范整治内容，推动
各地将幼儿园不规范问题整
改到位。

2023年我国普惠性幼儿园
达23.6万所

5月16日，消防员给店口镇湄池
小学的学生普及消防标识及消防安全
知识。

当日，在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应
急安全体验馆，店口镇湄池小学的学
生们在老师和消防员的带领下，参与
安全知识学习、虚拟灭火体验等活
动，学习日常防灾减灾安全知识，共
筑校园安全防线。

新华社记者 徐 昱 摄

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记者王立
彬）当前全国夏粮生产形势较好，夏粮
收购各项准备基本就绪，预计收购量同
比增加，各地仓容、资金准备充分。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

副司长唐成15日在新闻通气会上说，据
调度各地数据汇总，预计今年夏粮旺季
收购量7000万吨左右，较去年略有增
加，其中小麦6300万吨左右。各地预计
小麦开秤价格大体在每斤1.25元-1.35

元，早籼稻在1.3元-1.35元，高于小麦每
斤1.18元、早籼稻1.27元的最低收购价格
水平，大范围启动托市收购的可能性
不大。

日前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会同有

关部门单位联合印发收购通知，对夏粮
收购作出全面安排部署。各地围绕“有
人收粮、有钱收粮、有仓收粮、有车运
粮”等积极工作。河北、江苏、安徽、
山东、河南、湖北等6个小麦主产省准
备小麦仓容近8000万吨；中国农业发
展银行初步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100亿
元。各地收购仓容充足，收购资金到
位，为保障夏粮收购顺利开展打好
基础。

今年夏粮收购各项准备基本就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