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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广大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
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个体工商户年度报告暂行办法》

《农民专业合作社年度报告公示暂行办法》规定，市场主体应当每年按
期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上一年度的年度报告并向社会
公示。现就我市市场主体报送公示2021年度报告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年报范围
2021年12月31日前登记注册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

作社。
二、年报时间
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
三、年报方法
各类市场主体自行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吉林）”

（网址：http://jl.gsxt.gov.cn/index.html），在系统首页通过“企业
信息填报”入口“工商联络员登录”进入，并按照登录页面《填报须
知》要求填报年度报告书并向社会公示。

四、年报责任
市场主体对年度报告信息的准确性和真实性负责。市场主体未在

法定期限内报送并公示年度报告的，以及年度报告信息隐瞒真实情

况、弄虚作假的，将按照《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个体工
商户年度报告暂行办法》《农民专业合作社年度报告公示暂行办法》等
相关规定处理。未按规定公示年度报告的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将
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或未
公示年度报告的个体工商户，将被标记为经营异常状态，全部向社会
公示。

特此公告
年度报告咨询电话：
白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企业、农合窗口）：17704360412
白城市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个体窗口）：3246619 3212108
白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洮北分局（企业窗口）：6589345
白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洮北分局（个体、农合窗口）：3519634
洮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6335215 6333186
大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企管分局：5202124 5241844
镇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审批办：7299030
通榆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审批办：18443644067

白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年1月17日

白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企业（个体、农合）等市场主体公示年度报告的公告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网络链接及查
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吉林林成风电装备制造有限公司风电塔筒制造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征
求意见稿电子版可在网上下载，下载地址如下：http:
//www.eiabbs.net/thread-525323-1-1.html。

纸质版报告可到我司查阅，查阅方式如下：
建设单位：吉林林成风电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吉林省白城洮北经济开发区；
联系人：王经理
联系电话：15964268151
邮箱：414220323@qq.com。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项目评价范围内的群众、企事业单位、政府有
关部门等，均可以提出环保有关的意见。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地址：http://www.

eiabbs.net/thread-525323-1-1.html。
四、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意见表可以书面形式寄送至我司，亦可以电

子邮件形式发送至电子邮箱。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提出意见的时间为本次网上公示开始日

（2022年1月12日）的10个工作日内。
吉林林成风电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2022年1月17日

吉林林成风电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风电塔筒制造项目第二次公示

公 告
范悦寒(身份证号：220802197705102146)于1998年毕业后

分配到万宝镇中心卫生院为正式在编职工，但分配至今从未与单
位联系过，也没上班，我单位经过多方联系此人，但查找未果。
我单位特此公告。自公告之日起，限期一个月内到万宝镇中心卫
生院报到，逾期未报到视为放弃该工作。按照法律程序上报编办
进行编制核减，在此公告期限内未到本单位报到后果自负。

洮南市万宝镇中心卫生院
2022年1月14日

招聘启事
因业务拓展需要，白城日

报社广告部现面向社会招聘广
告业务人员。

联系电话：3323838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肺 炎
防护知识读本（2022版）

个人防护指南
4.特殊人群如何佩戴口罩？
（1）老年人及慢性病患者身体状况

各异，有些患心肺疾病的人佩戴口罩后
会感到不适，甚至会加重原有病情，这
些人需遵从医生的嘱咐。

（2）儿童处在生长发育阶段，其脸
型较小，建议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儿童
专用防护口罩。

（3）孕妇佩戴防护口罩时，应注意
结合自身条件，选择舒适性好的产品。
佩戴前咨询医生，确保自身身体状况适
合。

5.正常无症状者或轻症要求居家隔
离者，如何调节自己的压力？

（1） 有节制地获取信息。随着网
络、自媒体的普及，消息层出不穷，真
假难辨。过度阅读，可能会徒增自己的
焦虑、恐慌情绪。要学会有选择地获取
信息，如每日定时关注权威专业机构发
布的客观信息，以此来判定自己的担忧
是否合理。

（2）正视并接纳自己的焦虑情绪。
新型冠状病毒是全新的病毒，存在不确
定性，焦虑、恐慌属于正常情绪反应，
大家应该客观、从容面对，理性认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3） 保持正常生活节奏、作息规
律，制订作息时间表，早睡早起，保持
充足睡眠。

（4）可适量进行室内运动。体育运
动不仅可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还可
减轻焦虑、保持良好心态。

（5） 通过看电影、阅读书籍、跟

朋友聊天等方式转移注意力；听轻
松、愉快的音乐，缓解压力，保持身
心健康。

（6）进行放松训练，如深呼吸、做
瑜伽、冥想、打太极等。

（7）正向思维、积极关注。告诉自
己：不能肯定将来会怎样，但这一刻我
仍然拥有健康，我可以继续努力生活。
即使我真的生病，也会有很多人陪伴我
一起面对。

6.如遇住院隔离，如何调节自己的
情绪？

（1）首先清楚察觉自己的情绪。受
到突如其来的人身自由限制，个人有可
能出现不满、恐慌、不知所措甚至愤怒
等负面情绪。暂时的情绪波动是自然反
应，不必过度紧张，努力自己调节，克
服负面情绪。

（2）隔离但不能隔断联系。通过通
信工具向亲友倾诉，让自己有发泄情绪
的渠道。与遭遇同样境况的朋友倾诉、
互相鼓励。保持对他人的关怀，保持与
外界的联系。

（3） 通过深呼吸、做运动、听音
乐、阅读、写日记等转移注意力，帮助
减轻焦虑。

（4）制订作息时间表。
可以制作工作、休息、娱乐、运

动、进餐等的详细时间表，保持规律的
生活。

最后，如果你觉察到焦虑、恐惧、
担心、无助无望的情绪强烈且无法消
除，或出现明显的睡眠问题，请及时找
专业医生咨询。

如何预防

◆ 防 控 篇 ◆

大操大办少了，乡情乡谊浓了
——湖南宁乡市移风易俗倡导文明“办酒”见闻

●新华社记者 刘良恒

去年6月中旬，湖南宁乡市大成桥镇成功塘村
人民塘组88岁的刘叔中老人去世。孝家不收人情，
不放烟花爆竹，不搞任何吹吹打打的娱乐活动，赢
得四邻八舍广泛赞誉。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成功塘村党总支书记张国
强告诉记者，刘叔中老人逝世后，村支两委和村文
明劝导队志愿者第一时间上门慰问，同时宣传镇党
委政府关于倡导移风易俗的倡议。经过一番耐心劝
说引导，孝家接受了丧事简办的相关建议。

地处湘中地区的宁乡市人口超百万，曾几何
时，当地婚丧嫁娶大操大办，酒席规模越来越大。
铺张浪费、盲目攀比等陈规陋习劳民伤财，遍布城
乡，颇为盛行，既增加村民经济负担，又影响社会
风气，让群众苦不堪言。

大成桥镇党委书记贺伟说，“人情风”泛滥成
灾，许多贫困群众因大操大办而负债累累，严重影
响了正常生活，成为乡村振兴路上的一大“拦路
虎”。移风易俗工作不是小事情，关系着百姓群众的

“钱袋子”以及乡村振兴的成色。
在上级党委政府支持下，大成桥镇把移风易俗

当成一件惠民生、解民忧的大事来抓，将婚丧喜庆
事宜纳入村规民约中，推动移风易俗“软任务”变
成“硬约束”，进一步引导群众自觉抵制大操大办，
通过出台规范性指导意见，成立红白理事会，倡导

“丧事简办、婚事新办、其余事不办”。
大成桥镇乡村治理办公室主任王忆告诉记者，

当地通过微信群、“村村响”广播、流动宣传车、政
务新媒体、“屋场夜话”等平台开展全方位的宣传和
倡导，树标杆，立典型。党小组长、村民小组长等
带头，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争当移风易俗的先行者
和倡导者，引导村民群众积极响应。

“如今村民操办婚丧事宜，基本做到了不燃放
烟花鞭炮，不收受邻里人情，不邀请舞龙舞狮乐
队。”大成桥镇永盛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谢
明说。

贺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自倡导移风易俗、倡
树文明新风以来，当地一般家庭的人情开支由原来
的一年1.5万元支出减至0.5万元。办一次婚丧宴
席，由原来开支6到10万元减至2到3万元，全镇
一年至少能节约资金约两亿元。

在宁乡市其他乡镇，移风易俗工作近年来也蔚
然成风。当地文明办负责人表示，宁乡全市278个
村（社区）均已建立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移
风易俗志愿服务队等村民自治组织，共有6287名移
风易俗志愿者，2021年各村（社区）发布“乡风红
黑榜”1965次，实现文明节俭“办酒”8055次，
基本破除红白喜事大操大办和人情开支居高不下的
陈规陋习。 （新华社长沙1月17日电）

新华社石家庄1月16日电（记者王民）
河北省宽城县板栗以软糯香甜而闻名，在长城
沿线广泛种植的板栗树不仅是经济作物，也有
深层历史文化渊源。据当地专家最新考证，宽
城现存的多片具有约五百年历史的古栗园，实
为明长城重要军事辅助设施“戍边林”，是附
属于砖石长城的另一道“绿色长城”。

自古以来，宽城就是中原通往北疆和东北
边陲的咽喉要道。明长城在宽城境内绵延约
60公里，是明代蓟镇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

宽城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副局长章立新介

绍，宽城明长城脚下、关口前开阔地和山谷内
交通要道平坦地分布着多片古栗园。这些古栗
树树干直径达1米以上，据河北省农林科学院
测定树龄大部分在五百年左右。

明代中期此地为何定植栗树？章立新查阅
明代史料记载：明嘉靖年间开始在蓟镇长城的
冲要之地种植“戍边林”。到了明隆庆、万历
年间，为了军事防御需要以及经济目的，戚继
光等将领组织守边将士、百姓除修筑砖石长城
和敌台，还在长城沿线特别是兵马必经的平坦
开阔地上，在朝廷规定栽植的榆柳桃杏基础

上，广泛栽植栗、桑、枣等地方经济树种。树种丰
富的“戍边林”构筑起砖石长城以外的另一道

“绿色长城”。至今，当地人赋予栗果行政军事色
彩的名字——丰浆（封疆）大栗（吏）。

河北省文物与古建筑保护研究院专家、河
北省长城协会会长孟琦认为，明长城作为军事
防御设施不是孤立存在的，长城内外的榆柳等
杂树、马坑、品字窑、挡马墙与砖石长城构建
了全方位、多形式、有缓冲、带纵深的多层防
御体系。

孟琦认为，古栗园作为明长城重要军事辅
助设施，是明军为加强纵深防御、减缓对方骑
兵进攻速度、缩小骑兵优势而采取的有效措
施，是具有军事、文化、经济意义的一道“绿
色长城”，大大丰富了长城文化内涵，拓展了
长城文化研究的新领域。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我们希望
通过走访调查了解本土现有人才资源，通过教
育与培训帮扶本土青少年成才，解决人才振兴
的难题。”

翻开湖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驻炎陵县沔渡
镇上馆村乡村振兴工作队的工作日记，一段关
于人才振兴的思考引人注意。这个位于井冈山
下，湘、赣两省交界处的村庄，过去曾因交通
不便、山多偏远，被列为湖南省级贫困村。

去年5月，驻村工作队来到上馆村后，在
工作日记里记录了数次走访、座谈、培训和开
始实施的建设规划情况。记者看到，一个清晰
的“人才培养计划”正在形成。

村里到底有多少能人巧匠？工作队通过入
户走访，全面摸排村内本土人才、致富带头
人、退役军人、外出务工人员等基本数据，建

立起上馆村人才资源库，并通过了解村民子女
高职高专和大学就读情况以及毕业就业情况，
建立并动态更新知识和技术人才库。

去年年底，工作队邀请村里各合作社带头
人、在村能工巧匠等召开了一次乡村产业发展
座谈会。通过交流工作思路和计划，坚定了村
里能人巧匠发展产业的信心。

“建立人才库是为了用好存量，同时我们
要从年轻人入手、从学龄青少年入手，促进人
才增量。”驻村工作队队长朱水聪说。

“我们对家庭存在困难的学生建立助学帮
扶机制，帮扶沔渡镇9名学子到省商业技师学
院就学并享受相关减免政策。”队员在工作日
记中写道，后盾单位开展的“金秋助学”活
动，共资助家庭困难学子和优秀学子217名合
计金额10.27万元；纳入国家“雨露计划”的

中职高职学子共7名，每学期享受1500元就
学补助。

驻村工作不久，工作队就发现，上馆村及
周边4个村都没有幼儿园，适龄儿童上幼儿园
必须到镇上或者县城，这成了长期困扰村民的
一件烦心事。有村民反映，送孩子到外面上幼
儿园既要租房，还要专人接送照看，不仅开销
大，还要浪费一个劳动力。

“如果村里有幼儿园，省时省力省心，真
是大好事。”村民的这句话被工作队记在了心
里，开始讨论如何规划建设村幼儿园，改善乡
村教学条件。在与县教育局多次协调推进后，
目前建设工作已经提上日程。

在这份关于人才振兴的工作日记里，还记
录了工作队实施的农村人才知识技能提升工
程，来自湖南省农科院、省商业技师学院等科
研院所专家到村开展培训和技术指导，深入开
展现代农场主、新型农业合作社和新农人实用
技术示范培训，完成培训约500人次。

“通过培训，我们希望培养更多的‘土专
家’‘田秀才’，使他们成为现代农业的实践
者、带领群众致富的能人和发展‘草根经济’
的‘金种子’。”朱水聪说。

（新华社长沙1月17日电）

一份来自湘赣边村庄的“人才培养计划”
●新华社记者 刘芳洲

专家：河北宽城现存古栗园实为附属于明长城的另一道“绿色长城”

17日，2022年春运大幕开启。
在当前国内外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情况

下，平安有序温馨出行，不仅是对交通运输部门的一
次“大考”，也是踏上旅途的人们心中最美的期盼。

客流回升，运能有保障

春运首日，记者来到昆明南站。在西进站口，
旅客佩戴着口罩，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有序进站。

“跟去年春运相比，旅客量呈现回升态势。”昆
明南站值班站长甘珺介绍，昆明南站今年春运接入
了更多线路。其中，去年12月开通运营的中老铁路
首次投入春运，乘动车从昆明可快速到达普洱、西
双版纳等地，已成为沿线旅客出行首选。

交通运输部应急办副主任周旻表示，根据国内
外疫情态势变化研判，2022年春运全国将发送旅客
11.8亿人次，日均2950万人次，较2021年同比增
长35.6%，较2020年同比下降20.3%。

“今年春运将呈现‘客流总量中低位运行、客流
构成变化不大、节后出行相对集中、时空分布呈潮
汐特征’等特点。”周旻说。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部负责人介绍，
2022年春运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
增长28.5%。虽然受疫情影响和各地防控政策引导，
旅客出行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但从目前春运车票预
售情况来看，2022年铁路春运学生流、务工流、探亲
流等基本出行需求仍将保持一定规模。

“铁路部门将充分运用发达完善铁路网和现代化
高铁网的运输优势，特别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新
增的线路、动车组资源。春运前，中老铁路和赣
深、安九、张吉怀、牡佳、杭台、日兰高铁等新线
开通运营，铁路客运能力能够满足严格疫情防控下
的运输需求。”这位负责人表示。

民航方面，在线旅游平台去哪儿大数据显示，
早在元旦之前，春节期间机票预订量就显著增加，
去哪儿平台机票1月 17日至 2月 2日预订量已超

2020年春运。
民航局运输司副司长徐青表示，为满足春运期

间热点航线的客运需求，民航局引导航空公司将闲
置的原国际航线运力和时刻资源转投国内航线，并
鼓励航空公司更灵活地调配运力。截至目前已安排
国内定期客运航班计划近60万班，在此基础上批复
国内航线加班2万余班。

“智能”加持，出行更贴心

“请问洗手间在哪里？”
“您要去洗手间吗？请跟我来。”
在江西兴国站，一款“会说话”的个性化服务

机器人引来了不少旅客驻足。它可以自主完成旅客
引导、安全宣传、问题咨询等车站服务，承担电子
客票无纸化、佩戴口罩宣传，还能担当日常疫情防
控消杀“大使”，对站内地面进行消毒。

“旅客可以通过与机器人互动，获取想要的服务
信息，提升出行效率。”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公司赣
州车务段工作人员李茹意说。

核对身份证、刷脸、将行李放入传送带进行自
助安检……在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准备回兰州老家
的旅客小孟通过走“易安检”专用安检通道，几分
钟就完成过检流程。

民航局公安局副局长李彤介绍，“易安检”是一
种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新型安检模式，具有查验
准、干预少、流程简、速度快、体验新等特点。理
想状态下，旅客过检时间可缩短一半。

今年1月1日起，全国40家大型民用机场正式
开通“易安检”服务。春运期间，民航出行将更为
顺畅。

为保障春运出行，东方航空日前对“空铁联
运”产品进行了升级。在东航App高铁联订专区
内，东航为空铁联运旅客提供中转地图导航，同时
在专区铁路订票模块，除现有“机票+铁路”联订
模式外，还支持已购买东航、上海航空航班的旅客

单独加购铁路客票。

温情路途，服务再升级

春运首日，在广西钦东高速公路东兴服务区，
保安队长骆剑良在为每一位进来休息的司乘人员检
测体温和查验健康码、行程码。

“我们24小时都有工作人员在服务区为司乘人
员提供服务，让他们的旅途感到安全、温暖。”骆剑
良说。

温暖春运途，少不了铁路人的身影。在上海虹
桥火车站，地面公共设施每日消毒4次，每次间隔
不超过4小时；安检设备、卫生间每2小时消毒1
次。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公司增设18个火车站党
员、志愿者流动服务岗，为旅客提供信息咨询、购
票指导、乘降引导、重点帮扶等志愿服务。春运首
日，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公司西安站首次开行西安
始发点对点学生专列，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00余名学子统一乘大巴到达西安站，乘坐复兴号
动车组返回家乡。

疫情防控常态化之下，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
性证明成为许多旅客的必需品。记者了解到，南
方航空、东方航空、四川航空等18家航空公司联
合飞猪平台，推出购机票附赠核酸检测券的服务。

针对春运返乡行李多、携带不方便、消杀不及
时等困扰，航旅纵横日前推出了行李寄送服务，目
前已在30多个机场开通。旅客购买服务后，行李即
可由专业配送团队送往酒店、小区等指定地点，帮
助旅客在春运途中解放双手。

下了火车，出了机场，如何走好回家“最后一
公里”？出行平台“T3出行”针对老年乘客假期出
行，在T3出行App推出“助老模式”，通过“一键
叫车”让老年乘客享受无障碍叫车体验，优先享有
高星级司机提供出行服务。

年年春运路，岁岁温暖途。
（新华社北京1月17日电）

运能有保障、服务更贴心
——2022年春运首日观察

●新华社记者 樊曦 叶昊鸣 周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