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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3186726 18563092198(微信同步)遗失声明

姚恩水丢失鲁M C6G15小型越野客车的机动车行驶证
(非营运），注册日期：2013年10月15日，发证日期：2022年9
月16日，特此声明。

王文涛（身份证号：372301198904081419）丢失红星美
凯龙惠民商场于2018年12月11日开据的租金和质保金收据，
收据编号分别为03126474和ZY18121100105327，质保金
金额壹万元，声明作废。

2021 年 02 月
01日在博兴县锦秋
办 事 处 胜 利 三 路
198 号和谐小区收
养一女婴，身体健

康。请孩子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
人持有效证件与博兴县公安局锦
秋派出所联系。

联系电话:0543-2168230，
0543-2168231。

联系地址:博兴县锦秋街道
锦秋派出所。

公告期限30日。
特此公告
博兴县公安局锦秋派出所

2024年3月13日

寻找弃婴生父母公告

滨州裕凤畜牧养殖有限公司

2024年滨州市滨城区滨北街道裕凤畜牧养殖存栏40万羽蛋鸡基地
建 设 项 目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第 二 次 环 境 信 息 公 告

《滨州裕凤畜牧养殖有限公司
2024年滨州市滨城区滨北街道裕凤
畜牧养殖存栏40万羽蛋鸡基地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已经初步编制完成，特向社会公开，并
征求公众意见，纸质报告查阅地址：滨
州裕凤畜牧养殖有限公司。

1、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 意 见 稿〉全 本 链 接:http://
renlihuanbao.com/zxns/zxns1/
2024-03-01/1030.html

2、反馈信息：请下载公众意见
表邮寄至单位或电子邮箱或电话反
馈，公众意见表官网链接：

http://www.mee.gov.cn/
xxgk2018/xxgk/xxgk01/
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3、提出意见截止时间：2024年
3月14日

4、联系人：王主任；联系方式:
18854395702； 电 子 邮 箱 ：

834273441@qq.com
5、通讯地址：滨州市滨城区；邮

编：256600。

滨州裕凤畜牧养殖有限公司
2024年3月1日

英国品牌顾问公司“品牌金融”
近日发布的《2024年全球软实力指数
排名》报告显示，中国全球软实力排
名升至第三位，“得分提升幅度最
大”。正如美国 Medriva 网站所指出
的，这不仅是一个数字上的变化，还
是一个信号，表明中国在全球舞台上
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品牌金融”公司在报告中将软
实力定义为“一个国家通过吸引或说
服而不是胁迫”影响国际舞台上各方
偏好和行为的能力。国际上对软实力
的定义有多种，但总体而言，软实力是
一个国家吸引力、影响力和感召力的
集中体现。与硬实力相比，软实力给人
带来的感受更多是亲近、喜爱和尊敬。

中国软实力提升的力量源泉从
何而来？“历史悠久、充满魅力的东方
大国和全球发展的贡献者成为中国突
出的国家形象”“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
表现备受认可”“中国发展道路对本国
发展具有借鉴意义”……一条条海外
评价揭示中国软实力提升的“奥秘”
所在：以中国文化感润世道人心，以
中国发展增益世界繁荣，以公道正义
维护国际秩序，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中国行动树立起可信、可

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中国软实力快速提升，有赖于中

华文化的吸引力和创新力。这是五千
年中华传统文化的亲和力：春节文化
在国际社会越发深入人心，春节被确
定为联合国假日；中国语言文化、中
医、太极拳、书法在海外广受欢迎；蕴
含丰富哲学思想的《孙子兵法》《道德
经》等著作“圈粉”无数……也有现代
中国文化的吸引力：《山海情》《三体》

《流浪地球》等影视作品陆续“出海”，
引发海外年轻受众在社交媒体上建
立话题讨论标签；“科目三”舞蹈、《原
神》游戏等“中国制造”文化产品走红
海外……中华文化受热捧，既因为中
华文明史悠久辉煌和文化资源丰富
多元，更在于中国对文明传承和创新
的重视。软实力概念提出者、美国政
治学者约瑟夫·奈认为，对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进行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必将提升中国文
化软实力的吸引力，从而巩固中国文
化软实力的独特优势。

中国软实力快速提升，有赖于中
国发展新动能不断涌现的溢出效应、
中国为世界提供的发展机遇。Temu
和Shein等在线零售平台因产品时尚

多元、性价比高，成为全球消费者购
物新选择。海外汽车博主紧盯中国新
能源汽车产业动态，评测视频的关键
词是高科技、设计感、时尚感。从“中
国品牌”“中国平台”靠品质在海外打
响名号，改善无数家庭生活质量，到

“新三样”出口助力各国绿色转型，携
手应对气候变化，再到发展民生项目
坚持义利相兼、先义后利，助力非洲
等地区工业化进程，乃至开展航天国
际交流合作、共享尖端科技成果，让
人类探索的脚步挺进星辰大海……
这些中国软实力提升的新动向新载
体，背后的“硬支撑”是中国坚持创新
驱动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发展新质生产力。在基础研究、原始
创新等诸多领域，在数字技术、新能
源等重要赛道，中国已处于世界前
列，为发展孕育出新动能、开拓出新
纵深，借由这些成果转化的产品和服
务出口海外，让海外人士深刻感受到

“中国好，世界会更好”，中国形象的
“金字招牌”越擦越亮。

中国软实力快速提升，在于中国
理念在国际舞台上越发深入人心。中
国倡导以和为贵，促成沙特伊朗历史
性和解，斡旋缅北达成停火协议，在

巴以问题上为恢复和平奔走；中国倡
导合作共赢，推动“金砖大家庭”不断
扩大，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持续深
入、促进共同繁荣……中国持续贡献
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公共产品，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发展倡
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
中国方案和理念，传承五千年中华文
明优秀精神，本着天下一家的情怀，
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标本兼治的方
案，让命运与共、和合共生等理念在
国际社会越发深入人心。中国智慧和
方案为解决当今世界的一系列矛盾
和问题提供了全新思路，超越国强必
霸、零和博弈的陈旧逻辑，为维护世
界持久和平繁荣提供丰富思想滋养。
中国还以实际行动不懈探索和实践，
不断强化世界对于中国向上向善的
国家形象认知，成为中国软实力持续
提升的核心源泉。

知行合一、名实相符是中国软实
力建设的突出特征。正因如此，可信、
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越来越为人熟
知。中国软实力和硬实力互相促进、
相得益彰，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
做出更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中国软实力快速提升从何而来
新华社记者 高文成

新华社北京 3 月 12 日电
（记者 胡璐）在我国第46个植
树节到来之际，全国绿化委员
会办公室12日发布 《2023年
中国国土绿化状况公报》 显
示，全国全年完成造林399.8万
公顷、种草改良 437.9 万公
顷，国土绿化面积超800万公
顷。此外，还治理沙化石漠化
土地190.5万公顷。

公报显示，2023年，全民
义务植树深入推进，线上线下
活动蓬勃开展。各级领导干部
带头履“植”，中央和国家机关
干部职工累计8.3万人次参与植
树活动。持续推进“互联网＋
全民义务植树”，全年上线发布
各类尽责活动2.4万多个，建成

“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基地
1500 多个，初步实现全年尽
责、多样尽责、方便尽责。

一年来，国土绿化行动扎
实开展，三北工程攻坚战全面
启动。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6.3万平方公里，建设生态清洁

小流域505条。有效保护1.72
亿公顷天然林资源，完成森林
抚育任务105.9 万公顷。截至
2023年底，三北工程三大标志
性战役区开工项目22个，完成
造林种草122.3万公顷，攻坚战
实现良好开局。

城乡绿化美化协调推进，
生态美百姓富协同发展。全国
新建和改造提升城市绿地3.4万
公顷，开工建设“口袋公园”
4128 个，建设绿道 5325 公
里。鼓励农村“四旁”植树和
场院绿化，村庄绿化覆盖率达
32.01％。开展湿地保护法执法
检查。新增18处国际重要湿地
和29处国家重要湿地。

公报还显示，2023年，林
草产业健康发展，全国林草产
业总产值达9.28万亿元，同比
增长2.3％。全国生态旅游游客
量达25.31亿人次。实现以经济
林为主的森林食物产量2.26亿
吨，其中，油茶、核桃、油橄
榄等木本油料950.1万吨。

2023年全国国土
绿化面积超800万公顷

人民大会堂，人民的殿堂。从空
中俯瞰，它“山”字形的建筑平面，正
是“人民江山”的生动写照。

当年，为迎接新中国成立10周
年，3万多名建设者参与施工，30余
万人次参加义务劳动，整个工程10
个多月就全部完成，创造了我国建筑
史上的奇迹，见证了把命运“操在自
己手里”的人民力量。

它静静矗立，经历多少风雨，见
证多少辉煌。

今年，我们将迎来人民共和国75
周年华诞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70周年、人民政协成立75周年的光
荣时刻。时代的步履愈发铿锵。

70年前，一名记者在报道第一届
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时写道：“他们
从车床边来，从田地里来，从矿井来，
从海岸的防哨来……同他们所爱戴
的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们一起、商量着
国家的大事。”

这一幕，在今天的中国依然如此
熟悉。

从2013年至2024年，习近平总
书记59次参加全国两会团组审议讨
论，面对面听取数百名代表委员发
言。他们同样来自田间地头、来自工
厂车间、来自科研院所、来自边关军
营……

去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来到他
所在的十四届全国人大江苏代表团
参加审议，面对扎根农村、应用数字
化技术来种大田的“80后”，一句由衷
的点赞“像魏巧这样的同志到农村
去，很好！”，给多少“新农人”以莫大
鼓舞。

今年，来自一线的产业工人代
表、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的巾
帼电焊工孙景南向总书记讲述了自
己的成长故事。

“你是大国工匠。”总书记向她投

去赞许的目光，“大国工匠是我们中
华民族大厦的基石、栋梁。”“这是顶
梁柱，没有金刚钻，揽不了瓷器活。”

星火成炬。无论是“新农人”，还
是工匠，正是各行各业劳动者、奋斗
者、奉献者的缩影。是他们垒筑起人
民共和国的坚实底座。

这些年，人民的殿堂里，定格了
许许多多这样的温暖瞬间。

“总书记对基层情况很了解”“问
得很细”“非常平易近人”“讲话还很
风趣、接地气”……这是和习近平总
书记面对面交流过的代表委员们的
共同感触。

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南海要始
终直通人民群众”。回忆起当年的知
青岁月，总书记曾深情地说：“在人民
中间让我觉得踏实，同人民在一起让
我有力量。”

这是始终如一的本色，更是坚定
不移的追求。

春秋代序。人民当家作主的初衷
始终不改，一代代人继往开来，肩负
起新的历史使命。

今日之中国，正推进着前无古人
的事业，14亿多人口的文明古国迈进
现代化，必定是人类历史的传奇。

最伟大的，也是最艰难的。
过去一年，形势不可谓不复杂，

任务不可谓不艰巨，困难也不可谓不
繁多。“大家记住了一年的不易，也对
未来充满信心。”

这信心，不仅写在政府工作报告
实打实的经济和民生“账面”里，也写
在人潮涌动红火热闹的“市面”里，更
写在铆足劲加油干的“人面”里。

今年全国两会，“发展新质生产
力”无疑是最热的话题了。我们见证
着党的创新理论又一次丰富发展的
生动过程。

去年在地方考察时，习近平总书
记首次提出这一重大论断，此后又在
几次重要场合进行深入阐释。这次两
会，总书记进一步阐明了发展新质生
产力的方法论。

比如，坚持重点论，抓住牛鼻子
和主攻方向，紧扣创新这一“核心要
素”，要求“掌握更多原创性、颠覆性
科技创新成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的新动能”；

又如，坚持两点论，先立后破、因
地制宜、分类指导，连续两天“下团
组”都叮嘱同样一句话：“发展新质生
产力不是要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
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
种模式。”

从这些深邃的思考、生动的论述
中，我们不难领悟到贯穿新时代党的
创新理论的立场、观点、方法。

事实上，纵观10多年来的全国
两会，正是通过这一国家重要议政殿
堂，一系列极富远见的治国理政新理
念新思想新战略，在人民领袖同代表
委员的深入互动中酝酿、提出、完善、
成熟。

“任何一项伟大事业要成功都必
须从人民中找到根基、从人民中集聚
力量、由人民来共同完成。”

知之弥深，行之愈笃。
2023年7月赴江苏考察，在南瑞

集团的生产车间里，面对朝气蓬勃的
企业员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勉励：

“立志高远、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往前
走，以十年磨一剑的韧劲，以‘一辈子
办成一件事’的执着，成就有价值的
人生。”

在苏州平江路，同苏绣传承人交
流时，总书记感慨地说：“像这样的功
夫，充分体现出中国人的韧性、耐心和
定力，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

立志高远、脚踏实地，沉心定气、

久久为功，致广大而尽精微，个人成
才如此，国家发展何尝不是如此。

现场聆听代表委员们的发言，我
们能充分感受到这样的“韧性、耐心
和定力”——

来自东南大学的崔铁军代表告
诉总书记，自己37年来就潜心钻研
两件事：一是研制自主可控的专用电
磁软件，二是完全在国内完成的电磁
超材料。

他头发已经花白，依然豪情满
怀：“我今年59岁，正是做科研的壮
年，我将坚持战斗在科研一线。”

在博物馆工作了35年的宋燕代
表说：“将践行‘择一业终一生’的文
博初心，当好历史文物的守护者、文
化传承的接力者。”

政协联组会上，谈及这些年抓生
态环保的宝贵经验，总书记语气坚
定：“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要光在那儿
批评、指手画脚，而是真正行动，解决
一点是一点。”“只要看到我们是在往
前走着，就要保持定力。”

“我是崇尚行动的。”这是习近平
总书记始终坚守的原则。

无论风吹浪打，风雨无阻前行，以
自身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形势变化的
不确定性，这是最朴素的成事之道。

人民大会堂东大厅里，迎着全国
人大代表们的目光，总书记的话掷地
有声：“要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利用一
切有利条件，看准了就抓紧干，把各
方面的干劲带起来。”

东大厅的墙壁上，两幅毛泽东主
席诗词书法作品格外醒目。其中一幅的
第一句是“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
只等闲”，另一幅的最后一句是“喜看稻
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信心和力量来自人民。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新华

社记者 朱基钗 施雨岑）

记者手记：

信心和力量来自人民
植树添绿正当时。3月12

日是我国第46个植树节，各地
陆续开展了植树造林活动。

12日上午，在腾格里沙漠
东南缘的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
南部山区，正在开展“我在南
山有棵树”志愿植树活动，通
过动员和组织广大干部群众、
社会力量，增强全社会生态保
护意识，推进南部山区碳汇林
建设。

凉州区北接腾格里沙漠，
曾长期遭受沙害困扰。义务治
沙和造林成为这里人们的自觉
行为和思想共识。

武威市凉州区林业和草原
局局长陆科介绍，此次志愿植
树活动计划在武威市凉州区南
部山区碳汇林建设区域规划土
地1000多亩，设立“军人林、
劳模林、青年林、爱心林”等
纪念林基地，参与人员或团体
可通过统一植树、自行前往植
树、捐款参与植树等方式，自
由选择栽植山杏、山楂、云杉
等不同品种的树木。同时今年
将计划完成工程固沙5.7万亩，
完成造林5.38万亩，退化草原
修复治理3万亩。

扶苗、栽树、培土、踩
实、浇水……凉州区市民张柱
带领全家在沙区种树，他说：

“种树的每一个步骤都不能简
化，确保栽一棵树活一棵树。
每年种树都是我们全家必须要
做的一件事，我们有责任保护
好生态。”

黄河壶口瀑布西岸，山峁
之上春意渐浓，在陕西省延安
市宜川县义务植树活动现场，
干部群众拿着铁锹、锄头和水
桶，挖坑、培土、浇水分工合
作，为黄河沿岸种树增绿。

经过20多年的不懈努力，
延安累计完成营造林 2598 万
亩，森林覆盖率、植被覆盖度
分别由 33.5％、46％增加到
48.07％、81.3％，山川大地实
现了由“黄”到“绿”的历史
性转变。

爱绿、植绿、护绿已成为
全社会共识。在深圳，阳台山
森林公园里一片忙碌、气氛热
烈，50余名青年代表、60余名
少先队员共同种下101株大叶
紫薇，并为“深港青年林”“红
领巾林”揭牌，见证深港青年
友谊常青。

在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石
梁镇杨田源村，当地团委联合
学校开展了“植此青绿 向春而
行”植树节活动。孩子们亲自
动手翻土、挖坑，合力将树苗
小心地种入土壤中；在云南省
西畴县，西畴县第一小学的学
生熊子瑞在学校组织参与植树
活动时主动报名，她说：“今天
我们种下一棵棵小树苗，代表
着种下一个个绿色的希望。我
们从小爱生态爱环境，并把这
些意识传递给更多的人。”

西嘎山原本是一座名副其
实的“荒山”。经过当地居民十
余年如一日、坚持不懈植树造
林，如今到春暖花开的时节，

“荒山”披绿。12日一大早，
拉萨市堆龙德庆区西嘎山，东
嘎街道东嘎社区二组的90多名
居民就来到他们一直守护的山
林。山上山下，居民们分工协
作，到处是一派热火朝天的繁
忙景象。

在半山坡进行索道运树的
居民多吉说，西嘎山山势陡
峭，架设索道后，几分钟就可
以把树苗运上山，大大提高了
效率和安全，现在每天都会向
山上运输约2000棵树苗。

除了现场参与植树，近年
来，各地创新义务植树造绿的
形式。去年，深圳启动了城市
绿化“五年百万树木”行动计
划，提高城市绿化质量；湖北
省应城市推出“互联网＋全民
义务植树”，以互联网为平台，
为全社会自觉自愿投身绿化事
业提供直观可靠、便利畅达的
参与途径。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植”此新绿
——多地植树节活动扫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