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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知
史来贺，身份证号：220882198512122710；杨振，身份证号：

222304197805116032；佟卫际，身份证号：222325197304180337；刘伟
东，身份证号：220882197510126019，系大安市水利工程处职工。因大安
市水利工程处改制，经请示上级人事部门同意，限以上四名人员于2024年
10月9日上午8点30分到大安市水利工程处报道，逾期视为放弃。

大安市水利工程处
2024年9月29日

拍卖公告
白城市永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依法接受委托，公开拍卖以下标的：
1．商服用房：坐落新华西大路11-9号；建筑面积 ：109.78㎡。
2．商服用房：坐落新华西大路11-10号；建筑面积：109.78㎡。
以上两处商服用房整体拍卖，参考价：2,417,356.00元。
拍卖时间：2024年10月16日9时
报名及拍卖地点：中拍平台（https://paimai.caa123.org.cn/）
竞买保证金为人民币50万元整，于2024年10月15日15时前汇入我公司指

定账户。
标的其他信息：更多信息详情见中拍平台
拍卖单位：白城市永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地址：吉林省白城市经济开发区四季华城A区3号楼7号门市
联系电话：13904366040 赵先生

声 明
李春海，性别：男，民族：汉，家庭住址:吉林省洮南市光明街九委九十

二组，身份证号:222302********1119，执业证号:12208198910875494，
系我所专职律师。李春海于2023年因病去世，故无法继续职业，注销李
春海执业证，特此声明。

吉林景云律师事务所
2024年9月29日

（上接一版）项目建成后，吉林梅花赖氨酸整体产能年产
达到70万吨，满产后整体产量约占世界赖氨酸产量的1/
4，目前是世界最大的赖氨酸生产基地之一；四期建设年
产2万吨黄原胶项目于2023年3月试生产，进一步推动
玉米深加工向高附加值领域延伸。

经过四期建设，吉林梅花目前累计完成投资100亿
元，建成了年产100万吨氨基酸产品的玉米深加工国家
龙头企业。吉林梅花生产的赖氨酸、谷氨酸钠、黄原胶
出口至欧洲、亚洲、南美洲、北美洲、大洋洲、非洲六
大洲的9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王守义、康师傅、今麦
郎、海天、太太乐、雀巢、联合利华等国内外知名品牌
合作。吉林梅花先后被授予吉林省模范集体、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国家知识
产权优势企业、全国生物发酵产业节能环保标杆企业等
荣誉。

吉林梅花不仅发展成为梅花集团最具优势的产业基

地，更发展成为了世界最大的赖氨酸生产基地之一，为梅
花集团发展成为世界氨基酸领军企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2023年，吉林梅花加工玉米180万吨，生产赖氨酸
68.4万吨、谷氨酸钠26.4万吨、黄原胶1.28万吨，实现
产值79.13亿元、利税1.09亿元、出口25.97亿元。

携手白城 共同发力
——打造世界首家生物发酵行业“灯

塔工厂”
吉林梅花的发展是梅花人拼搏奋斗的结果，更是白城

良好营商环境的体现。自2017年梅花集团签约落地后，
白城市委、市政府立即成立了市、区两级项目工作专
班，市直有关部门协调配合，白城工业园区各局、办主
动作为，全程服务，倒排工期，协助办理项目立项、环
评、土地、规划等相关手续，为项目建设赢得了宝贵的

“黄金时间”。白城工业园区还配套投资4亿元，与项目

建设同步实施了道路、供水、排水、污水处理、供电、
燃气等一系列配套工程，同时协调落实铁路专用线改造
工程，保证了项目建设和投达产需要。在项目投产后，白
城各相关部门做到服务企业不松劲，特别是在企业招工、
安全生产指导、粮食收购、融资、交通运输等环节给予周
到服务和大力支持，为企业提供贴心服务和保障。感受到
白城市委、市政府扶持企业发展的决心，坚定了梅花在白
城发展的信心。

2023年11月，梅花集团与白城市政府共同签署了
“梅花头部经济产业园”投资协议，计划5年内再投资百
亿元，深耕于白城，与白城共发展。项目分四期实施，四
期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年可实现产值100亿元，利税
12亿，新增就业2000人。

新开工的梅花头部经济产业园一期年产60万吨赖氨
酸及配套项目，建成后年加工玉米120万吨，新增年产值
约40亿元，增加就业岗位1000余个。项目所有生产装置
将从自动化向智能化升级，为中国氨基酸行业发展带来新
格局，为打造世界首家生物发酵行业“灯塔工厂”提供坚
实保障。

梅花项目是助推白城高质量发展振兴突破的支撑性项
目，也是政企亲清合作、携手共进的一个标志性成果，必
将开启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崭新篇章。深耕白城这
片沃土的吉林梅花，一定会凌霜傲雪，唤来春色满园！

（上接一版）就此掀开“长春”城的历史。
与苦寒争，与蛮荒斗。“闯关东”为这里带来了早年

间的经济、文化和商贸繁荣。后列强环伺，这里成为近代
东北亚区域政治军事冲突的中心。

走在今日的长春街头，伪满皇宫旧址、伪满洲国“八
大部”旧址……一座座建筑，时刻警醒着人们勿忘国耻、
发奋图强。

落后就要挨打。当历史的车轮再度向前，压抑了太久
的热血可融坚冰。

新中国成立后，百业待兴。数万劳动大军人拉肩扛，
倾力支援一汽荒原建厂；无技术、无图纸，一汽人拼搏
33个日夜造出第一辆红旗牌高级轿车。第一部电影、第
一炉光学玻璃、第一辆轨道客车……作为“共和国长子”
之一的长春，接连“闯”出诸多“新中国第一”；“汽车
城”“电影城”“光学城”“科教文化城”……一时声名响
彻大江南北。

“长春人骨子里敢闯敢干、吃苦耐劳的闯关东精神，
与家国情怀、强国梦想汇聚在一起，形成了这座城市自强
不息、勇于争先的精神气质。”吉林大学东北振兴发展研
究院院长邴正说。

精神之火，生生不息。
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在吉林考察时强调，要把实体

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做实做优做强。
今日的长春，一如既往，“闯”字当先。
红旗新能源汽车神州驰骋，长客高铁作为国家装备制

造名片出口欧洲，自主研制的我国首列氢能源市域列车成
功达速试跑……长春实施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攻坚行动，
力争“在老赛道上跑出新速度，在新赛道上跑出加速度”。

才因城聚，城以才兴。“两弹一星”元勋王大珩、著
名光学科学家蒋筑英、地球物理学家黄大年……长春群英
荟萃，人才辈出。

走进长光卫星航天信息产业园，满眼皆是青春面孔。
在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近千名员工平均年龄28
岁，硕博生比例超90%。今年8月31日，这个公司庆祝
成立十周年，“90后”创新研发团队领队王升激动不已。
工作7年来，他一步步成长为全球最大亚米级商业遥感卫
星星座“吉林一号”宽幅02B系列卫星副总师。

“前辈科学家是我们年轻一代的精神导师，我必以青
春之我，为今日之中国航天梦添砖加瓦。”王升语气坚定。

一汽老厂区对面，现代化的一汽解放总部大楼巍然矗
立。旧与新，传统与现代，在车水马龙的东风大街传承交汇，
新老对望间，一代代人艰苦创业的奋斗精神薪火相传。

疏朗大气的城市底色
“杏花雨、丁香雾，绿洞长街春长驻。”长春这座“北

国春城”仿佛建在林中。
黑松挺拔、白杨高大，笔直挺立在贯穿城市南北的人

民大街两侧；城东南，几代长春人接力，种出了亚洲最大
人工林海净月潭，源源不断地为这座城市输送天然氧气。

从上世纪30年代的“宽马路、四排树、圆广场、小
别墅”设计理念，到80年代率先提出“森林城市”理
念，近百年来，长春坚持不懈植绿补绿，如今城市人均公
园绿地面积14.17平方米，绿道总量700多公里。

长春始终坚持生态为民。近年来，长春拆掉城市公园
的栅栏，让绿意进一步透出来。几百个大大小小的公园点
缀着城市空间，使人们仰视即有绿、推窗可见绿，让城市
与自然和谐共生。

绿意浸染出来的城市，市民更加自觉践行绿色发展理
念。为保留一片绿地，宁可舍弃房地产开发；即使道路窄
一点，也要留下老街旁边的绿化树……

几乎与人民大街平行，古老的伊通河如玉带贯穿城市
南北，全长300多公里，大大小小的湖泊、湿地如明镜般
点缀在城市之中。曾经，枯水期的伊通河遭遇严重污染，
丰水期又泛滥成灾，成为城市“伤疤”。8年前，最大的
综合治理工程启动，长春的母亲河重焕光彩。

“在疏朗大气的绿色城市底色之下，长春还具有江南
的轻盈柔润，这种刚柔相济之美是长春以人为本、建设幸
福长春的生动体现。”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蒋蕾说。

作为老工业基地，长春还把昔日老厂房变为生态文化
景观。90多年前兴建的长春第一净水厂旧址，如今变身
水文化生态园，为往来游客展示城市水文化历史和发展；
曾为我国最大轮式拖拉机生产基地的长春拖拉机厂，42
万平方米工业厂房被“复活”为长拖1958文创园，融合
博物馆、书店、儿童游乐场、综合球馆、餐馆等业态。

在长春，夏季休闲避暑，可感受22℃的清凉；冬季
玩雪，可体验一种颜色万种风情。已在长春定居15年的
河南人陈健说，在长春生活很“治愈”，环境优美、浪
漫，更让人有一种归属感和幸福感。

城市更新，让生活更美好。近年来，长春加大基础设
施建设力度，绿美与水润交融、舒朗与精致兼备、人文与
自然共生，一幅生态长春的优美画卷正徐徐展开。

开放包容的城市气质
“先秦跑猎马，汉魏筑城池。”千百年间，在长春这片

古老的土地上，汉、满、蒙等多个民族不断交往交融，使
这里成为游牧文明和农耕渔猎文明的交汇之地。

长春当地老人中，大都从祖辈那里听过一句俗语：
“不用问，不用找，临行抖抖乌拉草”。说的是当年“闯关
东”时，饥肠辘辘的关里人到了当地人家里，无论主人是
否在家，可就地取用食材，临走时只要抖散挂在墙上的乌
拉草，主人回来便知有客人来过了。

“长春约有90%的人口是闯关东来的，在这里繁衍生
息。开放包容的基因是刻在长春这个城市骨子里的。”吉
林省民俗专家施立学说。

来自韩国的禹庆济在长春创业开咖啡店，今年已是第
七个年头。“非常喜欢这座城市。”61岁的他笑容可掬，

“逢年过节都有朋友邀请我去家里庆祝。我想在这里把生
意一直做下去。”

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凝结出海纳百川的城市性情，孕
育着创新活力。

从改革开放不久市中心文化广场立起人体雕塑，到
1997年开始连续举办雕塑展，邀请全世界雕塑家前来创
作，今天的长春，已建成具有世界知名度的雕塑公园，有

“雕塑城”的美誉。
如今，长春世界雕塑园展示着1.2万件来自216个国

家和地区的雕塑艺术作品，3000多部长影译制影片覆盖
50多个国家和地区、40多种语言，中国长春净月潭瓦萨
国际滑雪节已举办22届……长春与世界交流的“窗口”，
成为城市文化品位的代表。

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在吉林考察时强调，要积极参
与共建“一带一路”，打造好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和
东北亚地区合作中心枢纽。

作为东北天然地理中心，早在100多年前，长春就是
远近闻名的“旱码头”，一车车大豆等农产品，从这里出
口到欧美、日、俄等国家和地区。浩浩荡荡、载满初级农
产品的骡马车队早已湮没在历史中，如今，一列列中欧班
列装载着汽车及机车配件、电子元器件等高科技产品，从
这里运往世界各地。

新时代的长春，开放的步伐更加坚定。
“一带一路”倡议、东北振兴战略等国家方略在这里

交汇，长春正以更加主动的姿态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
努力建设东北亚地区开放合作高地，成功举办中国—

东北亚博览会、中国（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中国长春
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等一系列盛事，经贸合作

“朋友圈”已扩大到19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3年进出口
总额增速高于全国10.5个百分点；

抢抓向北开放新机遇，加大与俄罗斯经贸交流，同时
面向日韩、东盟等国家和地区及京津冀、长三角等区域招
商引智，今年计划引进世界500强、央国企、上市公司等
大企业30家左右，引资额增长30%以上……

借得山川秀，添来气象新。古老又年轻、传统又现代
的长春，正张开热情的怀抱迎接八方来客，用开放包容的
姿态汇聚振兴力量。新时代的长春，正青春。

新中国成立75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始终
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发展利益，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的中国，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不断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新时代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中国外交取得新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国际影响力、
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解答时代之问、世界之问贡献中国方案

2024年6月28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
表70周年纪念大会隆重举行。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
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70年前，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正式发表，成为国际关系史上的伟大创举。

历史的接力一棒接着一棒向前奔跑，人类进步事业在对时
代之问的回答中一程接着一程向前迈进。进入新时代，面对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重大课题，
中国又给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时代答案。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从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在国际风云激荡中成长奋进。
现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从中国倡议扩大为国际共识，
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有力推动世界走向和平、安全、
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载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国家宪法，多次写入联合国、上海
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重要文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追求的崇高目标，得到国际社会
日益广泛的认同与支持。

中非关系整体定位提升至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推进，中阿、中拉、中国－太

平洋岛国等命运共同体建设蹄疾步稳……如今，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成为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共同行动，中国倡议在世界
范围内的实践伟力日益彰显。

从倡导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
清洁美丽的世界，到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
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到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
济全球化……一个个中国倡议、中国方案，在变乱交织的世界
有力指引人类社会前进方向。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世界和人类作出的贡献，不仅在于
创造了多少物质，还在于提出了什么理念。”谈到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等中国倡议，希腊前总统帕夫洛普洛斯由衷赞叹。

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

1949年10月，在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喜悦中，新中国第
一批外交使者骑着自行车，穿过北京街头兴奋的人群，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送到各国旧驻华机构
代表手中。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
策，在国际社会广交朋友。进入新时代，中国推动构建相互尊
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持续建设覆盖全球
的伙伴关系网络，“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
交往新路越走越坚实。

2024年1月24日，北京钓鱼台国宾馆12号楼内温暖如
春。中国、瑙鲁两国政府代表在这里签署中瑙关于恢复外交关
系的联合公报。中国建交国总数达到183个。

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
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坚持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
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友好互信和利益
融合；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
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新时代中国不断完善总体

外交布局，朋友圈越来越大。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
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

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
切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
合法代表。决议通过那一刻，联合国大会厅顷刻沸腾，掌声、
歌声、欢呼声交汇在一起，经久不息……

75年间，从被西方世界拒之门外，到加入几乎所有普遍
性政府间国际组织和600多项国际公约；从在世界银行、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份额升至第三位，到推动成立新开发银
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全面提升。

75年间，从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登上国际舞台，到恢
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从推动成立上海合作组织这个以中国城市
命名的地区性合作组织，到举办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金砖国
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重大主
场外交，中国外交不断书写新的时代华章。

提出和践行系列全球性倡议
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贡献中国力量

这是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令人难忘的一幕：2024
年9月4日上午，习近平主席同坦桑尼亚总统哈桑、赞比亚总
统希奇莱马，共同见证签署《坦赞铁路激活项目谅解备忘录》。

坦赞铁路，书写了可歌可泣的特殊情谊，也承载着实现现
代化的共同梦想。半个多世纪前，5万多名中国工程技术人员
远赴非洲，用汗水、鲜血乃至生命筑成了坦赞铁路。今天，中
国同坦桑尼亚、赞比亚签署激活这一铁路的文件，既是告慰先
人，更是激励后人，让这条友谊之路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

从“坦赞铁路”到“一带一路”，中国人民始终致力于推
动共同发展，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共赢新机遇。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
以互联互通为主线，同各国加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
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经

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为全球发展开辟新空间，为国际经济合作
打造新平台。

如今，中国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230
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
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共建“一带一路”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
的最大公约数。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和平赤
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人类社会面临
前所未有的挑战。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从濒临被“开除球籍”到成
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惊天动地
的发展奇迹。2021年，当全球发展事业遭遇逆风，中国提出
全球发展倡议，秉持发展优先、以人民为中心等理念，推动加
快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致力实现更加强劲、绿色、
健康的全球发展。

三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得到100多个国家及包括联合国
在内的多个国际组织支持和参与，加入“全球发展倡议之友
小组”的国家超过80个。中方成立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
金，已经支持了150多个项目，全球发展促进中心网络建设
全面铺开。

安全是发展的基础和前提。70多年来，中国始终是世界
和平与安全的坚定维护者。2022年，面对层出不穷的国际安
全挑战，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斡旋沙特与伊朗“握手言
和”，促成巴勒斯坦内部各派别实现历史性和解，推动政治解
决乌克兰危机，深化反恐、信息安全、生物安全、人工智能治
理、公共卫生、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国际合作，中国彰显负责
任大国担当。

化解人类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需要依靠物质的手段攻
坚克难，也需要依靠精神的力量诚意正心。

2023年，为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丰富世界文明百花园，
中国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中国共产党
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中国－中亚峰会……新时代中国为不
同文明和谐共处、美美与共搭建更多新平台。

为民族复兴尽责，为人类进步担当。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
引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进入了一个可以更有作为的新阶段。
新征程上，中国同世界相互交融、相互成就，必将为促进人类
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 （新华社北京9月28日电）

新华社北京9月 28日电 “数智赋
能·首届中华传统体育国际传播高端论
坛”28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召开，探讨
了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社交媒体平台
等推动中华传统体育文化“走出去”。

本次论坛上，吉首大学原党委书记白
晋湘以“数智时代传统体育文化遗产的保
护与国际传播”为题，建议强化数字化思
维，构建传统体育数智传播模式；整合数
字资源，激发受众对传统体育的情感认
同；拓展传统体育文化体验，提升数字化
传播效率；依托数智赋能，促进和推动传
统体育文化的国际传播。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匡文波认
为，新媒体是强关系传播，特别是通过社
交媒体进行国际传播，比传统媒体传播效
果更好。产品是国际传播重要载体，要避
免AI时代自动翻译上的偏差，避免在体
育国际传播中犯常识性错误。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
教授邓秀军阐述了“民族传统体育短视频
的文化认同建构”，认为短视频影像化、
互动性的展演形式具有直观性特征，能够
克服语言和文化障碍，是民族传统体育当
下最具效能的跨文化传播媒介。

中国高校校办产业协会数字体育工作
委员会秘书长赵军则以“传统文化‘走出
去’的AI视角”为题做了主旨报告。

此次论坛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体育教研
部主办，中国高校校办产业协会数字体育
工作委员会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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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族复兴尽责 为人类进步担当
——新中国成立75周年外交成就综述

●新华社记者

一城风华一城春

奋进强国路 阔步新征程

鹤乡展翅同风起 凝心聚力谱新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