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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临不动产公（2023）第0011号

我机构拟对下列不动产权利予以登
记。按照民生优先、尊重历史、实事求是
的原则，依据《中共漯河市委办公室漯河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漯河市房地
产领域历史遗留问题化解措施的通知》
（漯办[2021]27号）文件第46条和第51
条及临颍县人民政府县长议事纪要
[2021]44号的文件精神，从根本上解决
群众的实际问题，现将四季花都A区商
业13户业主未办理房屋不动产登记公示
如下。如有异议，请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15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面材料送达我机
构。逾期无人提出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
的，我机构将予以登记。

电话：0395-8665990
临颍县自然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3年2月22日

不动产使用者 身份证号 不动产坐落 不动产用途 面积（m2）
赵春芳 411122197703206025 临颍县鑫城·四季花都A区Z30、31 商业 95.16

宋宝玲 411002196410121049 临颍县鑫城·四季花都A区Z12 商业 45.94

陈艳丽 411122196801027528 临颍县鑫城·四季花都A区Z56、57 商业 173.1

陈艳荣 41112219601009752X 临颍县鑫城·四季花都A区Z54 商业 95.11

王 广 411122198104047530 临颍县鑫城·四季花都A区Z55 商业 95.11

袁玉红 411122197607108046 临颍县鑫城·四季花都A区Z20 商业 123.48

王红跃 411122195707120019 临颍县鑫城·四季花都A区Z29 商业 55.49

崔朝霞 411122196708130088 临颍县鑫城·四季花都A区Z28 商业 56.46

陈晓丽 411122197801014721 临颍县鑫城·四季花都A区Z34 商业 47.58

马 聪 411122199007158532 临颍县鑫城·四季花都A区A24 商业 52

田志红 411122197109157531 临颍县鑫城·四季花都A区A14、15 商业 86.87

宋艳萍 411122196706064523 临颍县鑫诚·四季花都A区25幢Z-22号 商业 50

田亚歌 41112219761013152X 临颍县鑫诚·四季花都A区A16、17 商业 86.87

经初步审定，我机构拟对
下列不动产权利予以首次登

记。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七条的规定，现予公
告。如有异议，请自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面材料送
达我机构。逾期无人提出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我机构将予以登记。

不动产使用者 面积（m2） 不动产坐落 不动产用途 权利类型 备 注
杜曲镇河董村村民委员会 5122.7 临颍县杜曲镇河董村 工业用地 集体建设用地 临政土[2022]81号
杜曲镇河董村村民委员会 3883.4 临颍县杜曲镇河董村 工业用地 集体建设用地 临政土[2022]81号

电话：0395-8665990
临颍县自然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3年2月22日

公告 临不动产公（2023）第0013号 拍卖公告
我院定于2023年3月25日10时至3月26日10

时，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公开拍卖位于漯河
市郾城区黄河路与崂山路交叉口坤恒金色华府7号楼
1703号不动产，不动产权证号：20190024904。有意竞
买者，请登录http://sf.taobao.com，搜索户名：河南省
漯河市源汇区人民法院。

漯河市源汇区人民法院 2023年2月22日

遗
失
声
明

●编号为F410303228，姓名为李帅
翰，出生日期为2004年5月23日的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声明作废。
●临颍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丢失河
南省医疗门诊收费票据存根一本
（票号：0312751～0312800），声明
作废。
●编号为R410420619，姓名为尹雅

茹，出生日期为2018年1月2日的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晴梵商贸有限公司公章（编
号：411101008253935）丢失，声明
作废。
●编号为J411812037，姓名为张雨
泽，出生日期为2010年1月31日的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声明作废。

●编号为E410511123，姓名为张洋
硕，出生日期为2004年10月22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声明作废。
●编号为N410190095，姓名为方梓
轩，出生日期为2013年5月13日的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声明作废。
●漯河思旺腾商贸有限公司公章丢
失，声明作废。

■新华社记者
外资具有联通国内国际的独特优势，

对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是去年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对2023年经济工作的重要
部署之一。

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商务
部最新发布数据显示，开年首月我国实际
使用外资金额 1276.9 亿元，同比增长
14.5%，规模稳步上升，结构持续优化，
彰显中国依然是外商投资兴业的热土，与
在华外资企业共享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新
机遇。

展现新气象：高技术制造
业、服务业引资强劲

2月20日，华晨宝马第500万辆汽车
在沈阳铁西工厂里达厂区整车下线。

去年刚建成投产的厂区里，生产线开
足马力，一台台新能源汽车逐渐成形。目
前，宝马沈阳生产基地年产能达 83万
辆，是宝马集团全球规模最大的生产基地
和最重要的新能源汽车中心之一。

制造业引资大幅提升，是近年来我国
吸收外资的一大亮点。今年1月，我国制
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40.4%，延续
了引资强劲态势。

“中国依然是外商投资兴业的热土。”
商务部副部长郭婷婷近日介绍，2022
年，我国制造业引资同比增长46.1%，占
比达到26.3%，比2021年进一步提高7.8
个百分点。

尤其是得益于外资准入限制的全面放
开，2022年我国汽车制造业引资大幅增
长 263.8%。此外，同期计算机通信制
造、医药制造领域引资同比分别增长
67.3%和57.9%。

2月2日，上海为第三十六批跨国公
司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举行颁证仪式。

西门子医疗是其中之一。近期，西门
子医疗将位于上海的中国区总部升级为与
原本的亚太区平级的大中华区总部。西门
子医疗系统有限公司大中华区副总裁浦峥
嵘说，地区总部“升级”的架构调整凸显
了中国市场对西门子医疗的重要战略意
义，也将进一步推动西门子医疗实现全产
品线本土化。

截至目前，上海的跨国公司地区总
部、外资研发中心累计分别达到891家和
531家，成为我国高质量吸引和利用外资
的生动缩影。

今年1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
同比增长62.8%。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同
比增长74.5%，高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
59.6%。

上扬的引资曲线背后，是系列政策的
持续加力。2022年以来，新版自贸试验
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施行，实现了制造业
条目清零、服务业持续扩大开放；新版鼓
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新增条目数量达到历
年新高，增加多条高技术制造业条目；进
一步鼓励外商投资设立研发中心，为支持
外资在华开展科技创新出实招……

“我们将抓好一系列稳外资政策落地
实施，推动各地、各有关部门细化配套举
措，积极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
务、节能环保、科技创新等领域以及中西
部和东北地区，持续加大高技术产业引资
力度，不断提升引资质量和水平。”商务
部外国投资管理司负责人孟华婷说。

突出新作为：下好引资
“先手棋” 打好政策“组合拳”

2月15日，惠州大亚湾石化区，埃克
森美孚惠州乙烯项目传来新进展。这个投
资达百亿美元的大项目完成大件重型设备
吊装，其大亚湾研发中心也正式动工。

从签订投资协议到项目开工仅用时约

18个月，埃克森美孚惠州乙烯项目整体
建设效率之高、速度之快，在全球重大石
化项目中都属领先。

“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项目用地保
障、申请许可等重要事项顺利解决，项目
整体建设进度得到较好保障。”埃克森美
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万立帆对
当地营商环境赞不绝口。

中国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也吸引宝马
连续在沈阳追加投资。近年来，沈阳着力
打造与国际接轨的营商环境，有关方面以

“容缺受理”“并联审批”的方式，大大加
快了有关手续的办结进度。“我们提前介
入、提前服务，确保项目建设高效推
进。”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营
商环境建设部部长邓辉说。

春节过后，多地以优化营商环境为主
题召开新春首会，强调更好营造市场化、
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加快项目
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

2月1日，浙江省赴欧洲投资促进团
启程；2月7日，大连境外招商团开启赴
日招商；2月8日，南京市高质量发展暨
服务业扩大开放（港澳）推介会在香港举
行……面对日益激烈的招商引资国际竞
争，各地创新方式抓招商，大步“走出
去”、大力“请进来”，举办形式多样、内
容丰富的推介会、座谈会，积极挖掘企业

投资意向，多措并举引项目，奋力拼抢跑
出招商“加速度”。

与此同时，各地不断创新举措，持续
提升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比如，广
西、云南、黑龙江创新模式，进一步推动
边民互市贸易发展。陕西创新跨境电商散
货“先报关、后装箱”模式，通关时效提
高了2至3天。

孟华婷表示，将继续发挥外贸外资协
调机制重点外资项目工作专班作用，加强
与外资企业及外国商协会常态化交流，帮
助解决企业遇到的困难问题，落实好外资
企业国民待遇，完善各级外资企业投诉跨
部门协调机制，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与
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新机遇

“从苹果到大众，首席执行官们陆续
重返中国。”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近
日报道。

在当前全球经济下行和保护主义上升
的阴影下，中国始终是外商投资热土，充
分说明中国所倡导的互利共赢、开放合
作，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证明中国推
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符合
时代发展进步潮流。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婷说，近期中
国美国商会表示，对于美国企业来说，中
国市场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商会将和会员企业一起把握新的发展机
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认为，美中“挂
钩”才是让两国人民受益的良策。中方将
始终坚持开放合作，以自身发展为世界提
供机遇。

“GE医疗与中国结缘，既是中国经济
蓬勃发展的见证者，也是中国卫生健康事
业发展的长期参与者。中国经济强大的韧
性和活力，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机遇，
让我们植根中国、深耕发展的信心更加坚
定。”GE医疗集团中国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张轶昊说。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加快构建新发
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强调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构建新发展格局，离不开更好引进

外资；促进深层次改革，离不开更好引进
外资；推动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更好引进
外资。在华外资企业应积极把握共享中国
大市场机遇、共享制度型开放机遇、共享
深化国际合作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盛秋
平说。 新华社北京2月21日电

中国依然是外商投资兴业的热土
——从2023年首月外资成绩单看共享构建新发展格局新机遇

2022年9月3日，人们在服贸会国家会议中心展馆国别展区参观。
新华社记者 张 帆 摄

新华社北京2月21日电 化肥是农
业生产的重要基础物资。国家发展改革
委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要求积极稳妥
推动春耕化肥保供稳价工作高质量发
展，切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通知从稳定化肥生产和要素供应、

提高化肥流通效率、积极稳妥做好储备
和进出口调节、规范化肥市场生产经营
秩序、提升肥料施用水平五方面对春耕
化肥保供稳价工作作出安排部署。

通知指出，各地区、各有关单位要充
分认识保障国内化肥生产的重要性和紧迫

性，主动落实出台的各项政策措施，督促
指导重点化肥生产企业坚决落实好2023
年最低生产计划，在符合环保、安全生产
等要求和水资源支撑保障条件的前提下，
推动本地化肥生产企业缩短停产时间，努
力开工生产，提高产能利用率，做到“能

开尽开、应开尽开”。各地要积极主动了
解化肥生产企业运输需求，及时协调解决
相关困难和问题。

通知要求，要高度重视春耕化肥保
供稳价工作，加大统筹协调力度。省级
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单位结合本地
实际，5 月底前定期或不定期开展会
商，集中分析研判本地区春耕化肥市场
供需和价格形势，主动协调解决化肥生
产、运输、储备、销售、使用等环节存
在的问题，其中13个粮食主产省份要成
立专门的春耕化肥保供稳价工作专班。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要求

做好2023年春耕化肥保供稳价工作

春暖农事忙

2月21日，在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十河镇位李村，农民给麦田施肥 （无人机照
片）。 新华社发（刘勤利 摄）

春耕“粮草”足

2月20日，河南省焦作市温县广土农机专业合作社的技术人员在检修、调试农
机具。 新华社发（徐宏星 摄）

新华社北京2月21日电 《中
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近期集中发
布，共发布50万个网络版条目、
10卷纸质版图书，修订更新了部
分中国主题英文条目，标志着百科
三版这一新时代国家重大文化出版
工程主体建设任务已顺利完成。

百科三版编纂出版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顺应互联
网技术新变革、出版融合发展新
趋势，汇聚科技界、社科界等各
方面专家，系统总结国际国内各
领域科学文化最新成果，力求打
造有中国特色、有国际影响力的
权威知识宝库。

据了解，百科三版以网络版
为主体，同步编纂出版网络版、
纸质版，推出适度规模外文版，
2014年正式启动，2021年7月首
批条目发布，2022年12月底集中
发布。全国共有近 3万名专家、
学者、研究人员等参与百科三版
编纂出版，工作中坚持守正创
新、实事求是、开放包容，坚守
高端学术品位，牢固树立精品意
识，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精心打
磨、倾力攻关。集中发布的条目
中，50万个网络版条目共约5亿

字，分为专业版、专题版和大众
版3个板块，涵盖国家颁布的所
有知识门类和一级学科，按照94
个执行学科和近百个专题进行编
纂，随文配置图片20万幅、公式
表格30多万张、视频3万个（约
10万分钟）、音频2400首（约1
万分钟）、动画150个（约500分
钟），并附有知识链接，内容丰
富、形式多样，便于读者浏览和
学习。10卷纸质版包括《矿冶工
程》《心理学》《戏曲学》《情报
学》《核技术》《农业资源与环
境》《园艺学》《图书馆学》《兽医
学》《交通运输工程》，从网络版
条目中精选精编而成，其他学科
领域的纸质版将陆续推出。1000
个中国主题英文条目，涉及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式现代化、
科技自立自强等方面内容，着力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负责
人表示，百科三版作为新型网络
百科，将积极适应网络时代内容
动态更新趋势，遵循百科出版规
律，集中发布后认真研究吸收各
方意见建议，适时充实完善条目
内容，进一步创新传播方式，优
化网站功能体验，更好满足读者
高品质、多元化、个性化的学习
阅读需求。

2月21日，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翠竹园社区组织理发师在辖区幼儿
园给孩子理发。当日是农历二月初二，许多家长带着孩子“剃龙头”，
祈求孩子在新的一年健康成长。 新华社发（陈三虎 摄）

二月二 剃龙头

■袁慧晶
“和合共生——故宫·国博

藏文物联展”展厅工作日人头攒
动 ； 南 京 博 物 院 推 出 的

“家·国——中国传统人文精神
展”依然火爆；河南博物院将隋
代大墓搬上网，全虚拟场景复原
展示震撼观众……各地文化“开
年展”热力全开，不仅得益于文
化消费的巨大潜力，更重要的是
摸索出了与时代相呼应的韵脚，
奏响文化破圈传播的新乐章，让
原本静默的文物等资源“活”过
来、“潮”起来。

中华五千年文明自带流量密
码。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
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这
些精神内涵一脉相承，在岁月洗
礼下不断丰富，成为中华民族生
生不息的基因血脉。传世的文
物、典籍、非遗技艺等，是中华
文明存续流传的载体。以展为
媒，对话历史，人们细细体味优
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宇宙观、天
下观、社会观、道德观，赓续文
化基因、增强文化自信，为民族
复兴立根铸魂。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要找准它
的时代韵脚。随着物质生活的不

断丰富，越来越多的人提出更高
的精神文化需求。通过文物等载
体对话历史，人们不再满足于

“看得见”，更希望“看得懂”。
“隔着玻璃、挂在墙上”的传统展
陈正升级为富含声光电等科技元
素的沉浸式互动体验，让观众从

“对话历史”到“走进历史”。有
的文博机构还更新运营理念，让
文化场所变身“旅游打卡地”、让
文物成为“潮玩”，拉近与年轻人
的距离，在春风化雨中传承中华
文明基因。

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韵脚里
有中华文明绵延千年的文化自
信。让文物“活”过来、文化

“潮”起来，有助于增进全社会对
中国历史的深切体认，为时代提
供精神滋养。忆古思今，不断深
化对中华文明源流的探寻与思
考，文化基因的源头活水将引领
我们认识过去、把握今天、面向
未来。

新华社南昌2月2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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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准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韵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