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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周口市川赢商贸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1160232673336X6） 不慎遗失
公章一枚，编号：4116010019320，
声明作废。

2025 年 6 月 27 日
●河南强柯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411600MA9KGTBX8N） 不 慎
遗失法人章一枚，声明作废。

2025 年 6 月 27 日
●谢文静不慎将郸城县建业

桂圆 3# 西项目房款收据丢失 ，
房 号 ：20 -1 -401， 收 据 编 号 ：

0020351，收款金额：310442 元，声
明作废。

2025 年 6 月 27 日
●赵中华的警官证不慎丢

失，警号：174196，声明作废。
2025 年 6 月 27 日

●李恩泽的出生医学证明不
慎丢失， 出生时间：2023 年 4 月
16 日，编号：X410020733，声明作
废。

2025 年 6 月 27 日
●刘鑫月的出生医学证明不

慎丢失，出生时间：2024 年 10 月
11 日，编号：Y410211352，声明作
废。

2025 年 6 月 27 日

河南吉尚雅商贸有限公司
与河南裕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解除合同并追讨租金公告
������河南裕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自 2024 年 2 月 29 日租赁我公司位于
周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永福办事处崔庄行政村的 165.2295 亩设施农
业用地，后未按照约定支付租金 100万元、违约金 2万元。现我公司正式
与河南裕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解除合同并要求支付租金及违约金，限期
3日内把土地恢复原状。如逾期未腾退， 我公司将依法收回土地，并自行
处置场地建筑物及遗留物（费用由河南裕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承担）。

特此公告

河南吉尚雅商贸有限公司

2025 年 6 月 27 日

引江济淮工程（河南段）安全告知书
引江济淮工程（河南段）沿线广大群众：

感谢你们对引江济淮工程（河南段）建设的支持、理解和帮助！目前
引江济淮工程（河南段）所在区域即将进入汛期，工程区现场各项不安
全因素多，极端气象水文事件可能多发，有可能发生流域性洪水。

工程区防溺水、防中毒窒息、防爆炸尤为重要，为了保障沿线广大
群众人身安全，杜绝安全事件和溺水事件的发生，河南省引江济淮工
程有限公司及全体参建单位在此郑重提醒：引江济淮工程（河南段）范
围内的河道、电力设施、建筑物、构筑物、机械设备、阀井、积水部位等危
险区域易出现塌方、溺水、触电、物体打击、起重伤害、中毒窒息、火灾、
爆炸等事件，严禁在工程区及其周边游玩、停留、嬉戏、钓鱼、游泳。

2025 年 6 月 27 日

关于征集淮阳区荷湖二期项目重新招投标选聘物业服务公司意见的公告
尊敬的荷湖二期业主：

周口世勇置业有限公司开发建

设的荷湖二期前期物业服务项目，
位于周口市淮阳区凯旋路北、明信
路东 、 明智路西 ， 总建筑面积
66435.65 平方米。

该项目 2022 年 1 月进行招投
标，郑州航空港区云港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中标。 2022 年 1 月，周口世
勇置业有限公司和郑州航空港区

云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 《荷湖
二期项目前期物业服务合同》。

鉴于双方的发展理念和目标，
双方经友好协商，于 2025 年 2 月 24
日解除 《荷湖二期项目前期物业服
务合同》。 就《荷湖二期项目前期物
业服务合同》所约定的权利、义务，
双方同意终止， 且互不追究对方任
何法律责任。

周口世勇置业有限公司将重新

进行物业服务招投标， 为小区选聘
合适的物业公司，新物业公司将严
格遵循 《物业管理条例》《物业管理
委托合同》， 积极推动全新管理模
式，规范管理章程，大力提升管理水
平和服务质量， 努力打造全新的宜
居小区。 为让业主知晓小区重新选
聘新的物业公司一事 ，2025 年 2 月
26 日，周口世勇置业有限公司在荷
湖二期售楼部进行了公示。

为进一步让广大业主知晓选

聘新物业公司一事 ， 周口世勇置
业有限公司在 《周口日报 》进行公
示，公示时间为 2025 年 6 月 27 日
至 7 月 4 日 ， 希望广大业主提出
宝贵意见建议。

联系人：郅现卫
联系电话：18937115662

周口世勇置业有限公司

2025 年 6 月 27 日

郸城二实中：“把讲台让给学生”掀起“主角革命”
������本报讯 （记者 徐松 通讯员 黄
叶青） “以前觉得学文言文枯燥，现
在抢着演《孙权劝学》情景剧！ ”“我
的作文登上班级‘热搜榜’，同学疯
狂点赞！”在郸城县第二实验中学语
文课堂上，这样的场景已成常态。今
年以来，该校语文教研组推行“三让
三变”教学改革———让出讲台、让出
话筒、让出评价权，使学生从知识接
收者转变为课堂创造者。

课堂变身“创造工坊”：从旁观
者到主导者。在该校的语文课堂上，
学生自编 《唐雎不辱使命》 辩论剧
本，用“穿越法庭”重现外交交锋；分
组设计《孔乙己》人物微博，茴香豆
“N 种写法”话题引爆讨论；将评分
标准转化为“热搜指数”，按“选题锐
度”“情感温度”“评论热度” 评选班
级十佳范文。

“当学生为鲁迅写 ‘朋友圈评

论’时，他们真正读懂了那个时代。”
青年教师张露感慨道。

在预习环节，AI 推送分层任务
包（基础组整理《岳阳楼记》生词卡，
进阶组制作“忧乐观”思维导图）；在
课堂检测环节， 实时生成错题热力
图，教师精准指导学生的薄弱环节；
在课后拓展环节 ，VR 沉浸式游览
《苏州园林》， 学生录制 “导览解说
词”角逐金牌导游。

该校还按学生的兴趣组建 “古
诗唱作团”“时事评论社”，跨班合作
完成《乡土中国》改编漫画，作品获
市艺术节金奖。

“当《水浒传》人物卡成为校园
‘集换式卡牌’，当作文本变成学生争
相传阅的‘爆款帖’，学习兴趣自然发
生。 让学习‘有用、有趣、有选择’，是
破解‘课堂沉默症’的关键密钥。 ”该
校语文教研组组长王文亮说。 ②27

“百市千县”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在郸城举行
������本报讯 （记者 徐松 通讯员 侯
同廷 张洋） 6 月 24 日，由郸城县卫
生健康委主办，郸城县中医院承办
的 “百市千县 ”中医药文化惠民活
动在世纪广场举行。 这不仅是一场
健康盛宴，更是一次沉浸式中医药
文化探索之旅。

当日 7 时许， 伴随着舒缓悠扬
的音乐 ， 群众整齐划一地拍打穴
位，太极拳与八段锦习练者舒展身
姿，刚柔并济的传统养生功法唤醒

了城市的清晨，让围观群众直观感
受“治未病”的中医智慧。

在中药材展示区，琳琅满目的
中药材整齐排列 。 郸城县中医院
医护人员向群众介绍中药材的名

称 、功效及鉴别方法 ，为群众打开
了一扇通往中医药 “神秘世界”的
大门。

特色摊位区更是别出心裁———
中药发簪、 香囊等文创产品将药材
融入生活美学，铜人模型、药碾等传

统器具诉说着诊疗历史， 夏季清心
茶、乌梅汤等养生茶饮现场熬制，让
药香化作可品尝的生活智慧。

义诊区前人头攒动， 该院专家
通过“望闻问切”，仔细为每一位前
来咨询的群众进行诊断，并根据个
人体质给出个性化建议和治疗方

案，将健康关怀送到群众身边。
在中医特色疗法体验区，针灸、

推拿、刮痧等传统中医疗法吸引众
多群众排队体验。 该院医护人员边

操作边讲解中医理论，让群众在体
验中了解经络学说的奥秘。

傍晚， 太极拳爱好者在夕阳下
再度起势，云手翻转间尽显阴阳哲
学；拍打操队伍的拍击声与欢笑声
共鸣 ， 为忙碌的城市注入养生活
力。 这场从晨光绵延至暮色的文化
惠民活动，以可感、可触、可体验的
方式，让中医药不再是古籍里的符
号，推动着传统医学文化在当代生
活中焕发新生。 ②27

河南中奥广场置业有限公司投资人招募公告
������2023 年 11 月 23 日 ,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发出（2023）豫 1602
破申（预）1 号决定书，决定对河南中奥广场置业有限公司进行预重
整。为加快预重整进度，现公开招募投资人。报名截止时间：2025 年 7
月 14 日 17 时前。联系人：单广朝，联系电话：18790530673，地址：周口
市川汇区嵩山路与文昌大道交叉口北诗意江南商业街河南中奥广场

置业有限公司债权申报处。
河南中奥广场置业有限公司破产预重整临时管理人

2025 年 6 月 27 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江河保护治理的意见
������（上接第一版）

主要目标是：到 2035 年，现代化
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基本完善， 防洪安
全保障能力显著提高； 水资源节约集
约利用水平进一步提高， 城乡供水安
全保障水平明显提升； 江河生态环境
质量全面改善，水生态系统健康稳定；
水文化繁荣发展，影响力显著增强；江
河保护治理体制机制更加完善， 人水
关系更加和谐。

二、全力保障江河安澜
（一） 构建流域防洪减灾新格局。

遵循“两个坚持、三个转变”的防灾减
灾救灾理念， 科学确定不同江河流域
防洪减灾思路举措， 统筹处理好洪水
蓄、滞、泄、排关系，优化流域防洪减灾
体系布局， 提升洪涝灾害防御能力和
应急抢险救灾能力。 坚持流域和区域
相协同、工程和非工程措施相结合，统
筹干支流防洪体系建设， 提升适应气
候变化能力， 增强应对极端暴雨洪水
的韧性。

（二）完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 健
全由水库、河道及堤防、蓄滞洪区等组
成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 推进防洪水
库建设，提升已建水库防洪能力，强化
库容管理。 定期开展水库水闸安全鉴
定，及时除险加固。推进大江大河干流
堤防达标建设， 加快中小河流系统治
理，实施农村水系综合整治。加快推进
蓄滞洪区建设，完善功能布局，加强空
间管控和产业引导， 依法加强蓄滞洪
区管理，严控人口迁入，引导区内人口
有序外迁。实施洲滩民垸分类治理。完
善城乡防洪排涝体系， 健全洪涝联排
联调机制。 提升山洪灾害防治和风暴
潮防御能力。

（三） 构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体
系。优化气象水文监测站网布局，强化
监测设施和信息资源共建共享， 延长
洪水预见期， 提高暴雨和洪水预报精
准度。 完善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
施， 加强产流汇流水文模型和洪水演
进水动力学模型研发应用。 加强水文
气象联合科学研究、 核心技术攻关和
技术标准协同。

（四） 健全洪涝灾害防御工作体
系。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抗大灾，聚焦

水库、河道及堤防、蓄滞洪区、山洪灾
害易发区， 依法严格落实洪涝灾害防
御责任，构建科学专业、支撑有力、反
应迅速的决策支持机制， 健全权威统
一、运转高效、分级负责的调度指挥机
制， 完善流域洪水防御方案和调度方
案，增强极端暴雨、特大洪水、重特大
险情灾情等应对处置能力。

（五）强化洪涝灾害风险防控。 加
强流域洪涝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和系统

评估， 完善洪水风险图和洪水风险区
划，有序引导人口、产业向洪水低风险
区迁移。 城镇发展、产业布局、基础设
施建设要留出行洪排涝通道和蓄滞洪

空间。 在确保省域内耕地保护任务不
降低前提下， 稳妥有序退出河道内影
响行洪安全等的不稳定耕地。 强化交
通、通信、供水、能源等重点领域防洪
抗灾能力建设。 以洪水高风险区为重
点逐步推行洪水保险制度。 坚持旱涝
同防同治，在确保防洪安全前提下，促
进洪水资源化利用。

三、加强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六）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 坚持

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
定产， 完善水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
约制度。 依法依规开展规划水资源论
证，严格取用水管理，依法严厉打击违
法取用水行为， 坚决抑制不合理用水
需求。开展水资源承载能力评价，实行
差别化管控政策， 在水资源超载地区
依据有关规定暂停新增取水许可。 坚
持以水而定推进国土绿化， 严禁脱离
实际建设人工湖、人造水景观。

（七）全方位提升节水水平。 深入
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 推动形成节水
型生产生活方式。 深入实施国家节水
行动，在黄河、海河、辽河和西北地区
内陆河等流域推进深度节水控水。 推
动农业节水增效，实施高效节水灌溉，
发展高效旱作农业。 推动工业节水减
排，提升工业用水循环利用水平。推动
城镇节水降损， 推广使用生活节水器
具。 加强再生水、集蓄雨水、海水及海
水淡化水、矿坑（井）水、微咸水等非常
规水利用。健全节水激励约束机制，大
力发展节水产业， 加快推行合同节水
管理。

（八） 科学配置江河流域水资源。
加强河湖水资源动态监测分析， 定期
开展流域水资源调查评价， 加快完成
跨行政区域江河水量分配。 统筹当地
水和外调水、常规水和非常规水，推行
优水优用、分质供水，优先满足城乡居
民生活用水，保障基本生态用水，统筹
生产用水。 坚持互联互通、多源互补、
蓄泄兼筹， 协同推进国家水网各层级
融合发展，优化水资源宏观配置，增强
水资源总体调配能力， 提高缺水地区
供水保障程度和抗风险能力。 建立健
全国家水资源安全战略储备体系和地

下水储备制度。
（九）增强供水安全保障能力。 充

分挖掘现有水源调蓄工程供水潜力，
加快推进已列入国家规划的骨干水源

工程建设。完善城市供水网络，加快应
急备用水源建设，形成多水源、高保障
的供水格局。 推动农村供水高质量发
展，分类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集中供
水规模化、小型供水规范化建设，有条
件的地方可推行农村供水县域统管和

专业化管护。 加强抗旱应急水源和小
型引调水工程建设。 实施大中型灌区
续建配套和改造， 在水土资源条件适
宜地区新建一批现代化灌区， 健全农
业水利基础设施网络， 保障粮食等重
要农产品生产。

（十） 发挥水资源综合利用功能。
加快推进西南地区水电基地建设，合
理布局、 积极有序开发建设抽水蓄能
电站，实施小水电站绿色改造提升，推
进水风光一体化基地规划建设。 巩固
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珠江、京杭大运河
黄河以南段等航运主通道功能， 有序
推进内河航运发展。

四、加强江河水生态保护
（十一） 强化江河流域生态功能。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落实分
区域、差异化、精准管控的生态环境管
理要求， 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
保护和系统治理。 立足整体提升流域
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以大江大河
大湖为重点，统筹江河源头至河口、水
域和陆域的全域保护， 形成以江河干
流和主要支流为骨架，以湖泊、水库、
湿地等为节点的江河生态保护带，筑

牢国家生态安全基础。
（十二）改善河湖生态环境。 坚持

一河一策，北方地区以解决河流断流、
湖泊萎缩为重点，实现还水于河；南方
地区以改善水动力条件为重点， 实现
水清河畅。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开展
华北地区主要河湖生态补水， 保障永
定河、京杭大运河水流全线贯通，巩固
西北地区内陆河生态治理成果， 实施
西辽河生态水量调度和综合治理。 加
强重要湖泊生态治理，改善鄱阳湖、洞
庭湖等通江湖泊的江湖关系。 实施地
下水保护治理行动， 推进华北等重点
区域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

（十三） 加强水源涵养和水土保
持。加大对江河源头、水源涵养区的雪
山冰川、高寒草甸、草原、湿地等的保
护力度。在三江源等重要江河源头区，
实施重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 持续
开展气候变化对江河水源补给影响科

学考察和研究评估。 科学推进水土流
失综合防治， 加强对人为水土流失的
监管。

（十四） 建设江河绿色生态廊道。
以保障防洪安全、稳定河势、规范流路
为前提， 推进河湖库岸线和滩区生态
整治。 严格河湖库水域、 岸线管理保
护，科学全面划定河湖库管理范围，统
筹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 依法
纵深推进清理河湖库乱占、 乱采、乱
堆、乱建问题，严禁侵占破坏河湖库。
科学确定河湖生态流量目标， 强化生
态水量调度与监管。恢复河流连通性，
加大水生生物保护力度， 加强水产种
质资源保护区保护修复， 维护生物多
样性和生态系统稳定性。

（十五）推进河口及三角洲生态保
护。强化大江大河入海河口管理，划定
河口治导线，确保入海流路通畅。加强
河口及三角洲湿地生态保护与修复，
科学调度水资源， 保障三角洲生态用
水和入海水量，有效应对咸潮入侵，维
护河口生态、行洪、供水、排涝、纳潮、
通航等功能。

五、持续改善江河水环境
（十六） 加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

扎实推进水源地规范化建设， 开展水
源地水质监测及安全评估。 加强南水

北调水源区、 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等
重要水源补给地保护修复。 强化重大
引调水工程输水沿线、 地下水型饮用
水水源监测和保护。 健全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突发水污染事件应急处置机

制，提高水环境风险防控能力。
（十七）加强江河水环境治理。 统

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推进
重要河湖生态保护治理， 持续提升河
湖水生态环境质量，建设美丽河湖。完
善全国地表水生态环境监测网络，提
高数智化监测预警能力。 落实污染物
达标排放要求， 严格控制入河湖排污
总量， 深入推进入河湖排污口排查整
治，建成排污口监测监管体系。持续推
进河湖库清漂。加强沿河湖矿山、化工
园区、危险废物处置场、垃圾填埋场等
水环境风险隐患综合治理。

六、传承弘扬水文化
（十八）保护水文化遗产。 传承弘

扬以江河为纽带的水文化， 推动建立
贯通古今、繁荣发展的水文化体系。加
强水利遗产保护，推进长江、黄河、大
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 支持水
文化代表性项目申报世界遗产。 加强
水利遗产数字化保护及展示。

（十九）传播水文化。 深入挖掘水
文化内涵与时代价值， 实施水文化传
承创新工程。 依托自然河湖和水利工
程，因地制宜开发水文化资源，提升水
文化博物馆功能。培育水文化品牌，有
序发展水上运动项目， 推出一批江河
旅游产品。加大水文化宣传力度，提高
水文化影响力。

七、完善江河保护治理机制
（二十） 进一步强化全流域管理。

按照流域管理和区域管理相结合、统
一管理和分级管理相结合， 强化流域
统一规划、统一治理、统一调度。 完善
江河保护治理规划体系， 加强规划实
施和评估管理。开展防洪、生态、供水、
发电、航运等多目标综合调度，实行流
域骨干水工程联合调度。 强化工程质
量安全和运行管护， 加强水库运行管
理，推进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

（二十一） 充分发挥河湖长制作
用。发挥省级总河长牵头抓总作用，压
实各级河湖长责任。 完善流域省际河

湖长联席会议机制。 在重大引调水工
程输水干线推行河湖长制。 建立河湖
定期普查制度，实行河湖名录管理，开
展河湖健康评价。 全面推进幸福河湖
建设。

（二十二）深化改革创新。 推进水
利行业自然垄断环节独立运营和竞争

性环节市场化改革。推进用水权改革，
完善水价形成机制， 落实好水资源费
改税政策。健全重大水利工程建设、运
行、管理机制。 深化水利投融资改革，
健全政府投资有效带动社会投资机

制，加强优质金融服务供给，拓宽多元
化投融资渠道。 以数字孪生流域为重
点， 系统谋划推进数字孪生水利体系
建设。 健全江河流域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机制和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统筹推
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二十三）强化法治保障。 推动完
善涉水法律法规制度，推动修改水法、
防洪法， 健全蓄滞洪区管理、 河道管
理、采砂管理、水资源调度、重要水源
地保护、 地下水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
制度规定。全面实施长江保护法、黄河
保护法等法律法规。 推进跨区域跨部
门联合执法， 强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
法衔接、与检察公益诉讼协作。

（二十四）强化科技赋能。加强江河
保护治理重大问题研究、 关键技术攻
关、装备研发和成果转化，完善技术标
准体系。 强化水工程安全监测监控，提
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加快科技人才培
养，为江河保护治理提供人才支撑。

八、加强组织领导
坚持和加强党对江河保护治理的

全面领导，健全中央统筹、流域协同、
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地
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
结合实际抓好本意见贯彻落实。水利、
发展改革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财政、
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
交通运输、农业农村、应急管理、气象、
能源、 林草等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
工做好相关工作， 强化要素保障和政
策支持。鼓励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凝
聚江河保护治理合力。 重大事项及时
按程序向党中央、国务院请示报告。

（新华社北京 6月 26日电）

������6月 25 日，演员在第十六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文化之夜上表演。
6月 25 日晚， 第十六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文化之夜在国家会展中心 （天

津）举行，参会嘉宾伴随着舞台上中西交融的文艺演出，品尝天津地方美食，
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 新华社记者 孙凡越 摄

齐聚文化之夜 感受天津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