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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万吨 / 年磷矿提质利用反浮选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已编制完成，现进行公告，公众可采用适

当方式对项目建设提出意见和建议。

一 、 报 告 全 文 的 网 络 链 接 及 查 阅 纸 质 报 告 的 方 式 和 途 径 ：https://pan.baidu.

com/s/1F-8PphY15GzLKAPvQNKGbw 提取码：yh3u，也可到我公司查阅纸质报告。

二、征求意见范围：项目周边 3 公里范围内公民和单位。

三、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http://www.mee.gov.cn。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可通过信函、邮件等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意见表提交本单位，反

映与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和建议，并提供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兴 电话：13078502333�地址：贵

州省贵阳市开阳县双流镇凉水井村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公示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

40万吨 /年磷矿提质利用反浮选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贵州胜威凯洋化工有限公司

2024年 6月 11日

●通知 ： 贵阳鑫九 星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91520102789772410M 于 6 月 11 日在富水

南路 192 号召开股东会审议清算报告及注

销彭 13608513652。

●贵州美丽百花船舶旅游有限公司 “黔筑

0292” 号船营运证遗失，现登报挂失。

● 本 人 支 茜 ， 身 份 证 号 为

520111198512290025，购买了保利·溪湖 A2

地块 26栋 1单元 2 层 1 号房屋， 不慎遗失

购房收据 3 张， 编号为溪湖 PL0051783，金

额为 20000 元， 编号为溪湖 PL0051865，金

额为 203027 元，编号为溪湖 201212025，金

额为 490000元，特此声明作废。由此引起的

经济纠纷及法律责任本人自行承担。

●贵州省鸿联兴消防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仁

怀 分 公 司 遗 失 公 章 一 枚 ， 编 号

5203823205258，声明作废。

●威宁县黔鑫客货运输有限公司于 2024 年

6月 7日丢失机动车销售发票、 汽车合格证

各壹份，发票号：00429407；纳税人识别号：

91520526750193518T； 合 格 证 号 ：

WCH0706R2204766， 车辆型号： 江淮牌

HFC6470RA6C1S， 车 架 号 ：

LJ166A239R2204766， 发 动 机 号 ：

LJ4A18Q6，声明作废。

●遗失贵州成雄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公章及

编号 5201150018615，财务章与号 5201150

018616，发票章与号 5201150018617，原法

人施文成及编号 5201150018618 及传统合

同章全部声明作废。

公 告

★ 花 溪 代 办 点 15185005326 ���� ★ 清 镇 18275154819 ★ 云 岩 区 办 证 大 厅 楼 下 代 办 点 13908515453 ★ QQ�� 2606408746 �

线上办理广告请扫码关注 ———

启 程 广 告 通

分 类 刊 登 指 南 : � ★ 50 元 11 字

（标点符号计 1字、手机号计 6字、固号计 4字；并请携带或提供相关资料）

结婚、庆生、贺寿等重大时

刻表达您的心意，全城见证。

贵阳日报帮您

“传情达意”

上新

服务

●办理 电 话 ：0851-85822529� � ● 咨 询 电 话 ： 0851-85813858 ��

●咨询电话：0851-85813858

遗 失

联系人：杨女士 联系电话：18885108660

1、贵州金融城二期临街旺铺 4 间， 面积

125.72

m

2

-

147.56

m

2

2、云岩区兴隆·枫丹白鹭城市花园白鹭洲组团

C 栋 2单元负 2层 3号

55.87m

2

3、观山湖区长岭北路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中天路 1 层

9 号商铺，面积约

70m

2

，适合除烟酒店以外的业态

4、云岩区欣歆园小区 1层

76.52m

2

社区底铺

5、云岩区梦想典城一期 1层

90m

2

临街商铺

6、花溪区锦溪名都商住楼 A 幢 1层

69.92m

2

临街商铺

7、观山湖区金世旗·帝景传说 A6，A7 号楼 1层

108.4m

2

社区底铺

阳光城·启航中心

商铺招租

阳光城·启航中心项目位于贵阳高新区黔灵山路与同城大道交会处，地理位

置得天独厚，交通条件便捷。 目前入驻约一半，集聚了不少居民和企业，是一个

集商务办公、餐饮娱乐、居住生活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商业区域，投资潜力

巨大。

现公开招租部分一楼临街底铺和部分 2-4 楼办公展示空间， 单间商铺面积

为 8.8-121 平方米，办公展示空间面积为 52-218 平方米，根据租赁情况提供相应

的市场培育期，欢迎各类美食餐饮品牌、休闲娱乐及企业前来洽谈合作。

地址：阳光城·启航中心 3 号楼 1 层 1 号招商部

联系人：杨女士 18885108660�

� � � � � � � � � � �龙女士 18085157765

图为阳光城·启航中心项目。

沙文文化产业园招商合作公告

为充分整合市场资源、有效盘活工业土地资产、实现互利共赢，贵阳日报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所

属沙文文化产业园二期项目，现面向全社会进行公开招商合作开发。 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贵阳日报传媒集团沙文文化产业园二期项目位于贵阳高新区科创南路 551 号， 土地总面积约

5.1 万平方米，其中，市政道路面积 1.25 万平方米，高压电路防护面积 0.76 万平方米，林地面积 0.6 万

平方米，净地面积约 2.5 万平方米。 地块周边规划有轨道交通 S2 线出入口、高速公路出入口，区位优

势明显，交通条件便捷，拟建设标准化厂房，为周边黎阳、振华等大中型企业提供配套服务。

二、商业定位

��������该项目定位为工业园区，面对产品研发、制造企业提供产业基地及配套服务。

三、洽谈联系方式

现对沙文文化产业园二期项目（净地面积约 2.5 万平方米）公开整体招租或者合作建设标准

化厂房，凡有意进一步了解项目情况、进行投资合作的单位，可持企业相关资料等洽谈材料进行具

体面谈。

联系人：吴先生 13985032718

��������现场看地联系人：赵先生 18984042664

芒种时节农事忙。 河南、山西等地

麦收陆续进入尾声，湖南、江西一些地

方正忙着种稻插秧。 北方收麦、南方种

稻，收与种紧密相连，南与北交相辉映，

中部这片土地上充盈着丰收与希望的

气息。

中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

基地。 “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

全供给”“要坚持城乡融合发展， 扎实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习近平总书记

在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上

发表重要讲话，为中部地区农业农村发

展指明方向、提供遵循。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部省份

不断提高粮食生产保障能力，加快促进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持续推进农业农

村改革，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道路上迈

出铿锵步伐。

想方设法让“中国饭碗” 端得更牢

夏粮抢收忙。在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

的一块麦田里，小麦收割机手谢国兵打开

手机里的“河南农机云” 软件，点击“开

始作业” 。 2个多小时后，他点击“结束作

业” ，弹出的收割面积是“23.6 亩” 。

像这样的忙碌场景，谢国兵今年夏

收时节不知经历了多少次。 “如果农户

着急收麦却没有收割机，就可以在这个

软件上搜索离自己最近的收割机，点击

‘联系机手’ ，就能拨通电话。 ” 谢国兵

一边演示一边说。

从开镰到现在，经过近一个月的奋

战， 河南全省超过 8500 万亩小麦已接

近收获完毕。

河南小麦产量全国第一，安徽被誉为

“江淮粮仓” ，山西是“小杂粮王国” ……

作为重要粮食生产基地，中部地区是端牢

“中国饭碗” 的骨干力量。眼下，中部地区

夏粮收获已接近尾声，从一些地方田间测

产和实打实收情况来看，夏粮生产形势较

好，有望迎来又一个丰收年。

粮食丰产的背后，离不开耕地质量

这个“关键变量” ，也离不开科技创新

与良种、良技、良法的推广。

藏粮于地，筑牢丰收之基。 中部各

省近年来深入实施藏粮于地、 藏粮于

技，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稳步增加，田、

土、水、路、林、电、技、管综合配套，农田

可持续利用水平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明显提升，为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创造了

有利条件。

良种是农业“芯片” 。 湖南省农科

院已自主建立了第三代杂交水稻技术

体系，成果应用实现了双季稻大面积示

范亩产突破 1500 公斤的攻关目标；河

南建设了种业创新高地， 一座立足河

南、服务全国的“中原农谷” 在新乡悄

然矗立；山西持续推动种业振兴“五大

行动” ，在全省布局 5 大领域 27 项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强“芯” ，已成为中

部各省抓粮强粮的共识。

智慧农业， 赋能粮食生产。 手机

App 一点，就能知道田里空气和土壤温

度、湿度、养分情况，以及如何改善农作

物生长条件。 在中部省份不少“智慧农

业” 示范田中，物联网技术已成为提质

增效利器。

三产融合释放农业发展潜力

随着端午节到来，山西省吕梁市临

县前青塘村又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

候。 走进这个黄土高原上的村庄，空气

中散发着粽子的清香，村里的粽子加工

厂传来煮粽子的“咕嘟咕嘟” 声。

在前青塘村的粽子加工厂，56 岁村

民王金莲包好一个粽子仅仅需要 15

秒。 “现在每月能挣上五六千元。 ” 她

说，在家门口打工挣钱不少，还方便照

顾家里。

作为吕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临县青塘蜜浸大枣粽知名度越

来越高。 如今，青塘粽子已成长为大产

业。 今年青塘粽子产量预计超过 3000

万个，销售额有望突破 7000 万元，带动

村民人均增收近万元。

农业是古老的传统产业，也是承载

希望的朝阳产业。 古新之变，关键在于

一个“融” 字。 中部省份立足“农” 、发

展“农” 、超越“农” ，不断延伸农业产

业链，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让传

统农业释放出更大的潜力。

走进湖北省孝感市孝昌县鑫波农

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流

水线上正在灌装晶莹饱满的 “孝昌太

子米” 。近年来，当地通过统一品牌、统

一种植、统一收购、统一加工、统一包

装 、统一销售 ，提质量 、增效益 、创品

牌，“孝昌太子米” 区域公用品牌不断

彰显。

根据规划，到 2025 年，孝昌县将实

现中高档太子稻种植面积 10 万亩以

上，全县稻米生产、加工和销售产值过

亿元企业 4 家以上， 发展 “孝昌太子

米” 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生产企业 8 到

10家。

农业提质增效， 不仅要赋予其更多

市场价值， 也要不断拓展其多种功能。

“农业 + 休闲”“农业 + 旅游”“农业 +

生态” 等一系列“农业 +” 项目也在中

部农业异彩纷呈。

在花海中拍照留念，在大自然中呼

吸新鲜空气……依托土豆花开满山坡

的花海景致， 山西省岚县已经举办了 9

届“土豆花开了” 旅游文化月活动。

在岚县河口乡王家村， 村里的 310

户村民几乎都从事与土豆相关的工作。

开了一家农家乐的村民王爱珍在旅游

高峰期每天能接待四五十人左右，年均

增收超过 1 万元。 如今，土豆带动当地

种植、加工、文旅、餐饮等产业，涵盖了

岚县大约 80%的劳动人口，形成了近 15

亿元的产业规模。

全面深化改革 乡村振兴活力迸发

1978 年冬， 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

村，18 位农民为吃饱肚子摁下红手印，

分田到户搞起“大包干” ，催生了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启了我国农村改革

的大幕。

四十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以来，农业农村改革在中部大地

上持续深入推进。 从完善农业支持保护

制度到推进农村生产经营方式创新，从

深化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到探索基层治

理新路径……一系列改革举措，让中部

地区乡村振兴活力迸发。

炎炎夏日，在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

唐兴镇石桥村，收割机在麦田间来回穿

梭。 “我们村采取全产业链托管，良种、

农资、管理、收获等全部由村集体负责，

农户不用操心。 ” 石桥村党总支书记赵

小冬说，全村已有 100 多家农户与村集

体签订了合作协议，村集体经济合作社

今年共托管农田 500 多亩，预计可带动

村民增收超过 10 万元。

近年来，翼城县大力推广农业生产

托管社会化服务，通过生产经营方式创

新，实现了劳力得解放、土地有人管、收

益有保障，有力破解了“谁来种地”“如

何种好地” 等难题。

种地难题解决了，村民和村集体的

“腰包” 也要鼓起来。 随着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等改革措施的深入推进，中

部地区越来越多的村民变成股东，获得

更多财产性收入，农村集体经济得以持

续壮大。

在湖北省江陵县“联村发展” 产业

园，拳头大小的吊瓜密密麻麻吊在尼龙

网下，长势正旺。 “村集体有钱出钱、有

地出地，大家每年按出资比例分红。” 江

陵县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说。

“我们不仅入股吊瓜产业园， 还发

展大棚蔬菜，种植优质粮食。” 江陵县秦

市乡秦家场村党支部副书记张金平说，

今年是个丰收年，预计村集体收入超 50

万元，比去年增加 123%，带动村民人均

年增收近万元。

山野田间活力涌， 奋发崛起正当

时。 从太行山到井冈山，从黄土高原到

江汉平原，以改革为动力，向创新要活

力，一幅乡村美、农业强、农民富的振兴

画卷正在广阔的中部地区徐徐展开。

新华社太原 6 月 10 日电

端牢“中国饭碗” 激发振兴活力

———中部地区推进农业农村改革发展

近日，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

别克斯坦铁路项目三国政府间协定签

字仪式在北京举行，引起国际社会广泛

关注。

受访国际人士普遍认为，这一重大

阶段性成果的取得， 反映了中吉乌三

国谋合作、促发展的共同心愿，将为三

国、 中亚乃至更广泛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注入强劲动力， 是一条符合各方共

同利益的发展之路、 友谊之路和幸福

之路。

“通往海洋的道路”

中亚，地处大陆腹地，有巍峨的山

脉、丰饶的山谷、湛蓝的湖泊、蜿蜒的河

流，唯独缺乏出海口。 作为古丝绸之路

的重要通道，中亚的发展长期受制于地

理条件。

中吉乌铁路起自新疆喀什，经吉尔

吉斯斯坦进入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未来

可向西亚、南亚延伸，建成后将极大促

进三国互联互通。

“中吉乌铁路将帮助吉尔吉斯斯坦

大大增加货运通行量，提升基础设施水

平，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提高民众生活

水平，改善经济发展状况。” 吉尔吉斯斯

坦市场协会主席谢尔盖·波诺马廖夫告

诉新华社记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

内陆国吉尔吉斯斯坦第一次获得通往

海洋的道路” 。

吉尔吉斯斯坦阿拉套国际大学国

际关系教授库班·塔阿巴尔迪耶夫说，

凭借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每年可

依靠货物过境取得丰厚收益，再加上基

础设施建设带来的就业机会，吉尔吉斯

斯坦，甚至整个中亚地区都将迎来新的

发展机遇。

乌兹别克斯坦世界经济与外交大

学高级国际研究所专家阿扎马特·谢伊

托夫表示，中吉乌铁路将增强乌兹别克

斯坦出口能力，加强其作为过境枢纽的

关键作用， 增加贸易额和工业合作规

模，提高投资吸引力。

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东欧中亚

学院教授杨波表示，中吉乌铁路将彻底

打破中亚地区没有出海口的地理局限，

缩短中亚出口产品运至世界主要市场

的运输周期，为中亚融入全球产业链供

应链注入新动能，促进中亚各国经济发

展提速增效。

“地区运输大动脉”

分析人士表示，中吉乌铁路建成通

车后，不仅将助力中亚地区发展，还能

进一步带动周边国家和地区互联互通，

其辐射效应能够远及西亚、中东和欧洲

南部。

阿富汗卡丹大学国际关系学者贾

拉勒·巴兹万表示，中吉乌铁路延伸线

路可以连接阿富汗北部口岸海拉顿，

为跨境贸易提供有效支撑， 也将有助

于吸引海外投资， 对阿富汗这样的内

陆国家具有重大意义。“这条路线能够

减少过境进出口的成本和时间， 促进

阿富汗与中国的贸易， 让阿富汗更好

融入区域经济。 ”

“通过这条铁路，中国和中亚地区

的商品能够更快速地进入中东市场，

缩短运输时间，降低运输成本，提高供

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性。 ” 科威特《阿拉

伯人报》 总编阿卜杜拉·杜萨里告诉

记者。

“这是助力实现整个地区发展的项

目！” 土耳其马尔马拉大学学者巴勒什·

多斯特表示，中吉乌铁路的修建，将加

强三国贸易、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

联系， 也将推动更广泛国家间合作，特

别是增进高加索地区、土耳其等与中国

之间的联系， 有利于地区经济发展、共

同繁荣。

克罗地亚政治分析家马克·齐戈伊

认为，中吉乌铁路项目正在由设想变成

现实， 将加强和拓展亚欧铁路网络，构

筑地区运输大动脉，这符合亚欧各国的

共同利益。

共建“一带一路” 重要示范

中亚是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的

首倡之地。 国际观察人士表示，中吉乌

铁路项目是“一带一路” 骨干交通网

的重要组成部分， 将为中亚乃至更大

范围国家和地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彰显了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的示范

效应。

“中吉乌铁路项目三国政府间协定

签署向国际社会释放重要信号，即中亚

国家与中国进一步加强合作、维护地区

安全和稳定符合各方根本利益。 ” 谢伊

托夫说，这一项目将在中亚开辟新运输

线路，为共建“一带一路” 提供全新发

展走廊。

伊拉克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哈迪·

巴萨姆说， 中吉乌铁路项目将有利于

沿线国家通过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

路” ， 更好地促进贸易畅通和人员往

来。“这是南南合作在当今复杂国际局

势下结出的又一硕果， 体现了发展中

国家加强互联互通， 共谋协调发展的

迫切需求。 ”

杨波表示， 中吉乌铁路建成后，将

构成第二亚欧大陆桥的南部通道，形成

东亚、东南亚通往中亚、西亚、北非和南

欧的边境运输通道， 促进亚欧间的人

流、物流，因而在国际路网建设中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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