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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尊敬的用户：

您好!
为使您享受更多的移动数据业务，白城

移动提醒您，从8月1日起至12月31日，
白城移动将陆续对有月租、来显的用户分批
升级为数据包，套餐价格不变，此数据包包
含来电提醒、彩铃功能、新闻早晚报和30
条短信，还免费赠送来电显示功能，望广大
用户周知！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吉林有限公司
白城分公司

2017年7月24日

按照市委、市政府“四城联创”工作的部署和要求，为加大治理城
区非法小广告的力度，彻底消除城市“牛皮癣”，保证城市和居民生活
环境整洁、有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吉林省城市
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市城管执法局、市公安局
联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整治非法小广告专项行动，现将整治工作有关
事项通告如下：

一、本通告所称的小广告是指在街路两侧和小区内的建筑物、构
筑物、公共设施和地面、树木以及小区楼道内，采取喷涂、刻画、胶粘、
张贴等方式进行的各类非法广告宣传。

二、对在城区内喷涂、刻画、胶粘、张贴各类非法小广告难以清除
的，由城管部门依照《吉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六十二
条规定，责令清除,并对行为人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对
组织者没收非法财物和违法所得,并处以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
款；情节严重的，处以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同时对广告中标明
其通讯工具号码的，予以追呼暂停使用。

三、对小广告内容中含有办假证、假文凭、假发票、贩卖枪支等各
类违法内容的行为人，由公安机关依法进行严厉打击，对行为人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二条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
行政拘留，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行政拘留；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四、非法小广告管理和清除责任：
（一）城区内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和个体业户的建筑墙体、门窗、地

面和围墙等部位存在非法小广告的，由产权单位、所有人或使用单位、

使用人按照“门前三包”责任的要求，加强管理并自行清除干净。
（二）街路两侧路灯杆、电线杆、通讯杆、交通标志杆、道路指示牌、

公交站点、邮政信箱等各类公共设施上的非法小广告，由设施产权单
位或使用单位负责管理和清除。

（三）小区内的所有非法小广告由物业公司负责管理和清除；非临
街两侧无物业公司管理区域内的所有非法小广告由所在街道、社区负
责管理和清除。

以上单位和个人对责任区域内非法小广告随时出现随时清除，不
清除或清除不彻底的，由城管部门按照《吉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
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责令清除并依法予以处罚，同时进行公开曝
光。

五、对阻碍、妨碍整治非法小广告执行公务的行为人，由公安机关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处以行政拘留；构
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六、建立社会奖励制度。将正在实施喷涂非法小广告行为人扭送到
城管部门或公安机关的公民给予一次性奖励1000元。

七、整治非法小广告行为举报电话：
0436-3666533 18504366037
18504366600 13321460777
18504365757
八、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白城市城市管理执法局 白城市公安局
2016年10月31日

关于集中整治非法小广告的通告

公 告
汛期已到，月亮

泡水库库区内禁止野

浴。

月亮泡水库管理局

2017年7月24日

公 告
白城市规划局行政强制公告书

白规公告字〔2017〕01017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现公告如下：
一、李强未经城市规划主管部门批准，在光明北街23-1号楼北

侧，擅自建设车库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
十条和《吉林省城乡规划条例》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本机关于2017年7
月 7 日对李强作出限期 7 日拆除违法建设的行政处罚 （白规罚字
〔2017〕第0103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依法进行了催告（白规催告字
〔2017〕01037号）。

二、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在
公告之日起7日内自行拆除违法建设的，本机关将依法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白城市规划局

2017年7月26日

公 告
白城市规划局行政强制催告书

白规催告字〔2017〕02036号
该违法建设当事人：

你在光明北街23-1号楼北侧，未经城市规划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建设看守房
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和《吉林省城乡规划条
例》第四十九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和《吉林
省城乡规划条例》七十一条的规定，本机关于2017年7月18日对你作出限期7日
拆除违法建设的行政处罚。但是，你未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书，要求你限期7日内拆
除违法建设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本机
关对你进行如下催告：限你在7日内自行拆除违法建设。

你可在接到本强制催告书之日起7日内到白城市规划局进行陈述和申辩，逾期
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本机关将依法强制执行。

白城市规划局
2017年7月26日

公 告
乔艳菊：

本院受理原告刘德才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二日上午9时00分（遇法定期限
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白城市洮北区人民法院

公 告
刘凤莲：

本院受理原告徐英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二
日上午9时00分（遇法定期限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白城市洮北区人民法院

“死资源”变“活资本”
——吉林农村金融改革见闻

●新华社记者 薛钦峰

前不久，吉林长春市九台区兴盛粮油收储有限
公司用取得的沐石河镇杨树村老村舍地块使用权作
抵押，从当地农商行贷款26万元用于玉米收购，
这成为吉林省第一笔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
权抵押贷款。

吉林是农业大省，随着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不断
推进，近几年省内各金融机构积极跟随相关试点，
创新农村金融产品，盘活农村“沉睡”资产，解决
农民贷款难问题。

由于交通闭塞，吉林东部长白山区深处一些村
落多年来经济发展困难，多数年轻人外出务工。图们
市月晴镇马牌村紧邻边境，因劳动力逐渐减少，不少
村民将土地以低廉的价格租出去。“我们村的水田特
别适合种水稻，不好好利用可惜了。”这几年宇日种
植专业农场负责人崔明宇一直盘算着再流转些水
田，买些水稻加工设备，扩大经营，“可手里没钱啊”！

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稳定农户承包
权，放活土地经营权后，吉林省积极探索农村土地
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短短两三年时间，这一试点
在吉林各县市快速推开。

去年8月，崔明宇用合作社202公顷土地的经
营权做抵押，从图们市农业银行贷款95万元，购
买了加工设备，建了厂房。“真没想到用土地就能

做抵押，有了这笔贷款，今年我就可以自己加工大
米了。”崔明宇指着厂房里的加工设备说。

目前，吉林省实现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
点县域全覆盖，截至2016年，共发放农村土地经
营权抵押贷款9.79亿元，抵押土地面积63.7万亩。

为进一步强化金融对农业生产的支持，近年来
吉林省各级政府积极与金融机构合作，通过成立风
险补偿基金，建立政府增信机制，降低银行放贷风
险承担，支持农村产业发展。

吉林省和龙市和兴村曾是有名的贫困村，全村
500多村民只留下200多“老弱病残”留守村中，
而这其中有62户共137人为贫困户。

但从去年至今这一年多的时间，和兴村的贫困
户正依靠村里的灵芝产业告别贫困。“村里最后的16
户贫困户也将在今年实现脱贫。”村书记姚兴山说。

两年前，从事木耳种植多年的和兴村村民洪兴
盛看好灵芝的市场前景，打算发展种植。“我家除
了几亩耕地，还有500亩林地，银行说林地难变
现，都不愿意给我贷款。”洪兴盛说。

2016年，和龙市政府出资847万元成立风险补
偿基金，建立增信机制，有了政府风险补偿基金的
支持，金融机构便可放开手脚，给予农民更大的支
持。去年，洪兴盛用自家难以变现的500亩林地作

抵押，贷款200万元，发展灵芝产业。洪兴盛还将
灵芝菌段分给贫困户，把种植技术教给村民，带动
村民共同致富。

在洪兴盛的指导下，村民洪会连在自家院子里
种下1000个灵芝菌段。洪会连告诉记者，今年9月
份就能收获，估计能挣2万多元，今年不仅能脱
贫，还致富了。

目前，吉林很多县市建立了政府增信机制，不
少农民用大棚、农机、厂房等以前很难作为抵押品
的设施成功从银行拿到贷款，扩大生产经营。

从农地到林地，从农机到大棚，农民手里的
“死资源”正通过不断推进的农村金融改革变成金
灿灿的“活资本”。

截至2016年末，吉林省涉农贷款余额6110.2
亿元，较年初增长15.7%，高出全国平均增速6.8个
百分点。同时，吉林省积极引导各金融机构“下
沉”，打通农村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截至2016
年末，金融服务已覆盖8692个行政村，占全省行
政村的93.76%。 （新华社长春7月24日电）

砥砺奋进的五年

7月24日，两名游客在内蒙古乌拉特中旗石哈河镇的油菜花地里自拍。
进入7月以来，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中旗石哈河镇的油菜花竞相开放，绵延的油菜

花海一片金黄，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光。 新华社记者支茂盛摄

江苏用电负荷首破1亿千瓦大关
新华社南京7月24日电（记者张展鹏）

24日10时14分，江苏电网最高调度用电负
荷达到10002.4万千瓦，成为国家电网系统
首个负荷破1亿千瓦的省级电网。

据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新闻发言人王旭
介绍，江苏用电负荷节节攀高最重要的原因
是经济快速发展：2007年到2012年，江苏
GDP 增速始终保持两位数增长；2013 年
起，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江苏经济结
构也开始转型升级，GDP增速基本保持在
8%左右。

除经济快速增长外，高温天气增多是用
电负荷屡创新高的又一重要因素。受连续高
温天气影响，今年夏季江苏用电负荷连创新
高，7月17日达到9321万千瓦，之后一路上
扬，每天均创新高，并于24日突破1亿千瓦
大关。

国网江苏电力调控中心副主任罗建裕
说，据测算，江苏夏季气温超过35℃以上的
高温天一般为8天，但近年来大多超过这个
数字，其中2013年高温天气达到30天，去
年也有16天。

天津高新区培育产业生态 打造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
新华社天津7月24日电（记者周润健）

今年4月，天津高新区车用轮毂电机系统研
发企业堡敦（天津）机电有限公司的第一台
轮毂电机“18英寸轮毂电机”正式下线。

堡敦（天津）机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
悦介绍说，与传统的电动汽车相比，采用轮
毂电机相当于将发动机、变速箱以及传动系
统都放到车轮上，不仅可降低整车重量，同
时因省略传动系统、减少传动摩擦，可使整
车效率提升。

近年来，天津高新区针对新能源汽车产
业发展的瓶颈、痛点和难点，建设打造了引
领全国的电动汽车产业生态环境。

“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是不断创新，尊重个
性，合作共享，具有国际化视野和眼光。”天
津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王威说。

在这种生态环境下，目前，高新区已经
形成从整车制造、动力电池、电机电控、研
发机构到汽车后端服务、投资机构等的完整
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条。

国家发改委、工信部近期发布了《关于
完善汽车投资项目管理的意见》，鼓励汽车企
业之间在资本、技术和产能等方面开展深度
合作。“目前，高新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条上
的企业，已经在研发、生产等各个方面开展
合作。”王威说。

2016年，高新区引入了世界知名的艾康
尼克电动汽车项目，将建设全球第一个电动
汽车代工制造工厂。

“我们当初选择落户高新区，看中的就是
它完备的产业链条。”艾康尼克总裁吴楠说。

王威表示，下一步，高新区将继续集中
优势资源延伸拓展产业链条，重点打造“中
国制造2025”中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产业
创新驱动中心，积极构建从关键零部件到整
车制造的全产业链布局，搭建起技术与规模
均领先世界的新能源汽车研发及产业化基
地，打造知名品牌。同时，还将形成更加完
备的研发、关键零部件供应、整车生产和基
础设施配套体系。

这两天，一群统一着装的环保志愿者成为海南
省三沙市永兴岛一道亮丽风景。7月23日至24日，
来自海航旅业的20余名环保志愿者，从海口专程来
到三沙参与在此举行的系列环保公益志愿活动。

志愿者们手持黑色垃圾袋，在环卫工人指导
下，沿着永兴岛主干道北京路，进行道路垃圾清理
环保服务。路牌下、工地旁、商铺门前、隔离带
里，志愿者两人一组，用手捡拾各种垃圾，不放过
任何一个盲区死角。结束道路垃圾清理后，志愿者
将垃圾装车，身体力行维护道路干净整洁。

志愿者陈冠告诉记者，来到永兴岛后，被这里

的生态所震撼。“蓝色大海映着绿树，不论是茂密
树林还是城市街道，整体的环境都保持得很好。”
陈冠说，“这次活动对我有很深刻的教育意义，这
片海域我们应当好好守护和珍惜。为我们美好的家
园贡献力量，是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志愿者尚刘沁书说，她从知道可以参加服务活动
开始就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小时候在课文上学过美
丽的西沙群岛，这次有机会随团队登上三沙，亲眼看到
碧海蓝天，让她觉得很神圣。“这么美丽的地方不应该
受到污染，很庆幸能以环保志愿者的身份第一次来到
这里，为三沙市的环境保护尽一份绵薄之力。”

组织志愿活动之外，海航旅业还在三沙市永兴
岛与三沙七连屿管委会举行了“三沙环保志愿者公
益活动座谈会暨环保捐赠仪式”，向七连屿管委会捐
赠了环保主题图书、海龟保护器械、慰问环保工作者
物资、志愿者工作服；并在活动期间，特邀海南大学
海洋科学系博士方再光，为志愿者们及永兴岛渔民
代表讲授了海洋生态保护专业知识，解答渔民关于
平衡渔业发展及海洋生态保护等方面的问题。

据了解，三沙设市以来，始终高度重视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把“美丽三沙”作为发展目标之一。设市后
发布的第一个文件就是《关于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的意见》，对三沙生态环境保护提出具体要求。

五年来，三沙积极配合国家发改委编制完成
《西南中沙群岛及周边海域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纲
要》，深入开展岛礁绿化和岛礁保护修复，大力建
设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加强海洋生物保护和增殖放
流等。 （新华社三沙7月24日电）

环保志愿者行动扮靓“美丽三沙”
●新华社记者 李强 郑玮娜

新华社石家庄7月24日电（记者曹国厂 李继
伟）耕耘馆、日用馆、纺织馆、运输馆、作坊馆、
婚俗馆……在河北省清河县坝营镇13间简陋的农
耕文化展览馆内，摆放着4000多件展品，一个个
老物件既见证了历史，也见证了60位老人为“抢
救”这些东西奔波忙碌的身影。

走进农耕文化展览馆，各式各样的农耕具、生
活用品、纺织工具到货郎的担子、摇铃，再到装备
齐全的木制马车，婚嫁、丧葬器物等老物件应有尽
有。在日用馆内，一张桌子上摆着豆油灯、煤油
灯、风灯、蜡台等各个时期的灯具20多盏，这些
见证岁月的老物件儿，大部分被细心地贴上了名称
标签、来历、捐赠者等信息，还有的配上了该用具
的谜语。从这些旧物里，孩子们看到的是新鲜与好
奇，大人们看到的则是满满的记忆与乡愁。

70岁的农耕文化展览馆馆长张朝玉指着一辆木
头轮的大马车说：“这辆马车是明末清初的，从山
东信阳县的旧物市场淘到的，几个老伙计坐着火车
赶过去，花了三四天时间才拉回来。”

“随着社会的发展、机械化的应用，一些传统的
农耕器具正逐渐消失。”69岁的农耕文化展览馆发起
人郑成明说，他们的初衷是弘扬农耕社会形成的敬
天惜物、勤俭节约精神，让年青一代了解农耕历史。

据了解，郑成明退休后，闲暇之余爱到农村转
转，看到百姓收秋种麦全是机械化，不禁想到儿时
劳作的工具：犁铧、独耧、木叉等，便萌发了收集
传统农耕具的想法，这一想法点燃了许多同龄人的
梦想。

于是，一个由60人组成的传承农耕文化志愿
者队伍成立了，这支队伍成员年龄最大的86岁，

最小的60岁。他们走村串巷收集一些濒临消失的
传统农耕器具，为收集这些老物件，他们不具严寒
酷暑、不言年迈劳累。

张朝玉说：“建起这座拥有4000多件旧物的农
耕文化馆真不容易，一听说哪里有稀罕物件儿，大
家就赶紧过去收。很忙碌也很劳累，但我们很开
心，觉得做这些事对后代意义非凡。”

60位老人的行动感动了当地无数人，谁家有旧
农耕具、老式生活用品都积极主动捐献出来。

2015年11月，由郑成明个人出资十多万元，
在清河县坝营镇建起了农耕文化展览馆，历时一年
半时间，展览馆从最初的3间平房一百多件农耕器
具，发展到如今的13间屋子300多门类4000多件
旧物展品。这些老物件不仅来源于本地区及周边县
市，还包括了黄河中下游地区一些生产生活方式基
本相同地区的人们的集体记忆。

农耕文化展览馆免费对外开放，这些包含历史
记忆的展品，吸引着清河当地及周边县市不同年龄
的人群，一年多时间已经接待了3万多名参观者。

河北清河60位老人用4000多件乡土旧物留住乡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