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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路通告
由于营口市2021年干线公路塔营线（猫

耳岭至矿洞沟段）修复养护工程施工，为保
证工程顺利实施及交通安全，需全幅封闭塔
营线K30＋157至 K50+781区段。封闭时间
为2022年6月30日至2022年9月10日。封
闭期间请过往车辆绕行。绕行路线为：矿洞
沟→北阳村→309省道（岫岩方向）→八汤线
→岫梨线→大童线→二梨线→塔大线→猫
耳岭。

猫耳岭→矿洞沟，以此反向类推。
因工程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

谅解。
特此通告。

营口市交通事务中心
营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封路通告
因京沈线（G101线）阜新境内五家子大

桥危旧桥梁拆除重建专项养护工程施工需
要，拟对京沈线 K757+344.5—K757+610.5
段进行全幅封闭施工。封闭日期：2022年6
月18日至2022年11月30日。

道路封闭期间，在原桥梁一侧设置绕行
便道，请过往车辆按施工现场交通指示标志
减速安全通行。

特此通告。
阜新市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
彰武县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
彰武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陆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封路通告
因辽宁省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关于铁岭市

京抚线（懿路至八里庄段）修复养护工程施工图设
计的审查意见，从2022年7月23日至2022年10
月31日京抚线懿路至八里庄路段（桩号K786+
864-K798+780）交通封闭，通行车辆绕行路线：

绕行路线一：
开原方向：孤懿线（万泉路）→前堡线→开

奈线。
沈阳方向：开奈线→前堡线→孤懿线（万泉路）。
绕行路线二：
开原方向：孤懿线（万泉路）→G1高速铁岭

南站→G1高速铁岭站。
沈阳方向：G1高速铁岭站→G1高速铁岭南

站→孤懿线（万泉路）。
封闭期间禁止任何车辆和行人进入施工路

段，擅自进入发生事故后果自负。
工程施工给您的出行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铁岭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铁岭县交通事务服务中心

封路通告
因省道新梨线两家子桥和红石槽桥危旧

桥梁拆除重建专项养护工程，现予以全幅封
闭，封闭桥梁桩号为K62+197—K64+935，封
闭期间请过往车辆绕行，封闭时限为：2022年
7月24日至2022年10月31日，给您行车带来
不便敬请谅解。

绕行路线：
通江口镇至金家镇方向：
开奈线→东张线→傅桓线→昌北线
金家镇至通江口镇方向：
昌北线→傅桓线→东张线→开奈线
铁岭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昌图大队

昌图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铁岭市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

昌图县交通运输服务中心

封路通告
因省级公路铁岭市昌图境内新梨线（前

柳条至宝力大桥段）修复养护工程，现予以封
闭，封闭区间为 K89+100m—K93+000m，封
闭期间禁止任何车辆和行人进入施工路段，
擅自进入发生事故后果自负。封闭时限为
2022 年 7 月 24 日至 2022 年 10 月 31 日，过往
车辆请绕行，给您行车带来不便请谅解。

绕行路线：
金家镇至七家子镇方向：昌北线→七三

线→付桓线
七家子镇至金家镇方向：七三线→昌北

线→新梨线

铁岭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昌图大队
昌图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铁岭市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
昌图县交通运输服务中心

据新华社北京 7月 21 日电
（记者张辛欣） 记者 21 日从工信
部获悉，针对一些用户反映的名下
电话号码关联互联网账号查询难、
解绑难等问题，工信部升级开发了

“一证通查2.0”服务。用户凭借手
机号码和身份证号码后六位，便可
查询本人名下手机号码关联的互
联网账号数量。该服务目前支持
腾讯、阿里巴巴、百度、快手、抖音、
京东、美团等企业的互联网账号查

询，后续将接入更多互联网企业。
工信部网络安全管理局有关

负责人表示，部分用户反映名下的
手机号码在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
被注册了互联网账号，由于缺乏统
一便捷的查询电话号码关联互联
网账号的有效途径，给广大群众维
护切身利益造成不便。在前期全
国移动电话卡“一证通查”服务基
础上，工信部升级开发了“一证通
查2.0”服务。

工信部推出“一证通查2.0”服务
手机号码关联互联网账号可查询

据新华社北京 7月 21 日电
（记者谢希瑶） 2021年，我国对外
文化贸易额首次突破 2000 亿美
元，同比增长38.7%。我国的影视
剧、网络文学、网络视听、创意产品
等领域出口迅速发展、广受欢迎，
我国进口的优质图书、影视剧等文
化产品和服务更好满足了人民群
众多样化的文化需要，中外文化交
流互鉴持续深入发展。

这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
婷21日在商务部举行的网上例行
新闻发布会上说的。她介绍，为深
入落实“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
景目标纲要关于文化贸易发展的
总体部署，把握数字经济发展带来
的新机遇，经报国务院批准同意，
商务部等27个部门近日联合印发
了《关于推进对外文化贸易高质量
发展的意见》。

2021年我国对外文化贸易额
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

上图：在江西省南昌县蒋巷镇大田农社，“无人收割机”在收割
水稻（7月20日摄，无人机照片）。下图：在江西省南昌县蒋巷镇大
田农社，农技人员设置“无人收割机”的工作路线（7月20日摄）。

正值南方夏粮收割时节，在江西部分地方的田间地头，“无人
收割机”工作正忙。农技人员通过北斗定位和5G技术，设定路线
与参数，“无人收割机”便可在农田中精准完成水稻收割，既降低粮
食损耗，又提高生产效率。 新华社记者 万 象 摄

7月21日，在重庆鱼嘴站，重庆-莫斯科首列中铁特货商品车国际班
列等待发车。当日，一列载有207台长安汽车的中铁特货商品车铁路运
输专用车（JSQ）国际班列从重庆鱼嘴站驶出，列车将经由新疆霍尔果斯
口岸换装出境，最终将抵达俄罗斯莫斯科多斯基诺站。这是重庆-莫斯
科中铁特货商品车铁路运输专用车首趟试运行。 新华社发

重庆-莫斯科首列中铁特货
商品车铁路运输专用车试运行

本报讯 记者王敏娜报道 7月
21日，省卫生健康委通报，7月20
日0时至24时，辽宁省无新增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新增5例境外输入
无症状感染者，其中沈阳市报告2
例、大连市报告 3 例。当日，解除
医学观察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例。

截至 7 月 20 日 24 时，全省累
计报告确诊病例 1731 例（含境外
输入227例），治愈出院1721例，死
亡2例，在院治疗8例（均为境外输
入）。目前，全省尚在医学观察的
无症状感染者26例（本土4例、境
外输入22例）。

7月20日我省新增5例
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上接第一版）
新修订的《规定》共9章66条，

修订内容主要是贯彻落实习主席
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把握共青团组织的地位作用，明晰
军队团组织的职责使命；针对不同
类型部队实际，系统规范军队团组
织的设置原则和要求，细化明确共
青团委员会、团总支部委员会、团
支部委员会的产生方式和任期等；

适应信息网络时代新要求、团员青
年新特点，明确军队团组织应当开
展的主要活动、把握的工作要求；
贯彻从严治团要求，规范完善发展
团员、推优入党、表彰和处分等团
务管理；着眼服务能打仗、打胜仗，
规范军队共青团的战时工作；围绕
加强党组织对军队共青团工作的
领导，规范党建带团建的制度机
制，确保组织健全、制度落实、活动
经常、作用明显。

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
新修订的《军队共青团工作规定》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两次到安徽考察调研，参加全国人代
会安徽代表团审议，作出一系列重要
指示，为安徽发展指引方向。遵照习
近平总书记“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
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
发展格局中实现更大作为，在加快建
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的
重要指示，安徽夯实创新基础，做强做
优实体经济，扛稳粮食安全责任，发挥
生态优势，扎实推进民生事业，努力在
新征程上实现更大作为。

以科技创新为高质量发
展增添强大动力

淡蓝色的画面上，只见万里长江奔
流入海，淮河、钱塘江、太湖、巢湖如带
如镜，一座座城市星罗棋布……这是7
月12日“巢湖一号”合成孔径雷达卫星
从太空传回的长三角区域高清画面。

今年2月，由安徽自主研发的“巢
湖一号”卫星发射升空。“我们立足长
三角，服务全世界。”天地信息网络研
究院（安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盛
磊说，得益于长三角研发协同、产业配
套、人才资源等优势，安徽正构建从卫
星制造到应用终端、运营服务的空天
信息产业链，目标到“十四五”末形成
千亿元产业规模。

2020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参观
安徽创新馆，强调安徽要加快融入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实现跨越式发展，关
键靠创新。要进一步夯实创新的基
础，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加快培育新兴
产业，锲而不舍、久久为功。

组建全国首个国家实验室、共建
全国首个深空探测实验室，安徽合肥、
上海张江两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开
展“两心同创”，目标建成全国重要的
科技创新策源地……安徽对标世界一
流，坚持加强前沿探索和前瞻布局，加
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坚力度。

“九章”“祖冲之号”问世让中国量
子计算机实现算力全球领先，国家大
科学装置“人造太阳”创造1.2亿摄氏
度“燃烧”101 秒世界纪录……十年
来，多项重大科技成果在安徽诞生。

探索新机制破解高校“成果转化
难”，创办科技大市场化解“成果定价
难”，完善金融体系解决科创企业“融
资担保难”……安徽成为我国科技体
制改革的重要“试验田”，全省高新技
术企业数量从2012年的1742家，快速
增长到2021年的11368家。

以新科技为传统产业赋能。十年
来，安徽集成电路产业、新型显示产
业、智能语音产业等加速发展，有4个
产业集群入选国家首批战略性新兴产
业集群，以“芯屏器合”为标识的现代
产业体系加快构建，制造业增加值、数
字经济增加值均超1万亿元。

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
安徽加快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牵头
成立长三角人工智能产业链联盟等多
个产业联盟。沪苏浙2021年在皖投资
在建亿元以上项目4167个，实际到位
资金超过9000亿元，同比增长22.6%。

把创新作为第一动力，以科技驱
动高质量发展。2021年，安徽战略性
新兴产业产值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产
值比重提高到41%。

过去十年间，安徽年生产总值从
1.72万亿元增长至4.3万亿元，人均生
产总值突破1万美元，实现由全国“总
量居中、人均靠后”向“总量靠前、人均
居中”的跨越。

持续深化农村改革扛稳
粮食安全责任

7 月14 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
显示，今年安徽夏粮总产量344.48亿
斤，比上年增加4.5亿斤。

盛夏时节，小麦已经归仓，田间地头
可见忙碌的身影：在皖南，早稻开镰收
割；在皖北，玉米、大豆田间除草忙……

“今年不仅小麦产量比去年高，而
且一斤还多卖3毛钱，效益上去了，咱
们种粮人干劲足。”亳州市涡阳县种粮
大户宋来宝说，通过科学种植，他的小
麦连年增收，亩产已从 2010 年的约
900斤，增加到今年的约1500斤。

作为全国第四大粮食生产省份，
安徽坚决扛稳粮食安全责任：制定省
级层面粮食安全党政同责两个清单，

设立支持优质粮生产的专项资金，推
进“科技强农、机械强农、促进农民增
收”行动。

十年来，安徽在“多种粮、种好粮”
上连迈新台阶。2021年，安徽粮食总
产量 817.52 亿斤，创历史新高，比
2012年增加超过15%，优质专用小麦
和水稻的种植面积占比均超过六成。

粮食持续丰收，离不开农村改革
的持续深化。

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是闻名全
国的大包干发源地。2016年以来，在
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三变”（资
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
改革等推动下，小岗村集体经济发展
壮大，已连续五年分红，累计分红超
1000万元。“村里发展快了，分红金额
多了，这是改革带来的实惠。”村民殷
玉荣说。

2016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小
岗村主持召开农村改革座谈会，指出
解决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各种矛盾和
问题，根本靠深化改革。

坚持问题导向，安徽持续深化农
村改革，2017年以来接续推出49项改
革任务，持续探索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宅基地制度改革等。以“三变”
改革为例，各地积极引导农民把资源
（土地、水面等）、资金等要素入股经营
主体，农民成为股东，参与利益分配，
获得分红等收入。到2021年，全省实
施“三变”改革的村占比提高到72%，
集体经济强村占比提高到12%，家庭
农场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总数分别位居
全国第1位和第5位。

“三农”的变化，集中体现在促脱
贫、谋振兴。“靠精准扶贫好政策，我家
从土房搬进楼房，一年能挣五六万元，
日子越过越好！”六安市金寨县花石乡
大湾村村民陈泽申说。

脱贫攻坚任务较重的安徽，2014
年建档立卡识别贫困村3000个、贫困
人口 484 万人。坚持精准扶贫，安徽
深入推进脱贫攻坚“十大工程”，狠抓
各项工作落实，到2020年，31个贫困
县全部摘帽，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继续
向着乡村振兴迈进。

保护好生态环境增进民
生福祉

盛夏傍晚，芜湖十里江湾公园清

风徐来，滨江步道上游人如织。昔日
布满小码头、小船厂、小堆场的“生产
岸线”已成为让人流连忘返的长江风
景线。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
祉。十年来，坐拥“三山三江二湖”的
安徽着眼永续发展算大账、算长远账，
坚持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

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
安徽沿长江划定三道生态防线，拆除
非法码头，全面实施禁捕退捕，对干流
入河排污口水质基本实现监测。

不止长江，淮河 11 万余人从“水
口袋”里搬至安全地区，在从人水争
地到人退水进的过程中探索人与自
然的相处方式；巢湖综合治理累计完
成投资 390 亿元，努力打造合肥最美
名片……

2016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
徽考察时指出，要从群众反映最强烈
最突出最紧迫的问题着手，增强民生
工作针对性、实效性、可持续性。

搬入新家，也“搬”走了压在赵莉
心头许久的大石头：她家以前住在淮
北市濉溪县刘桥镇的一处采煤塌陷区
上，危险不说，还有漫天煤灰粉尘。在
当地政府帮助下，一家人住进宽敞明
亮的三室两厅，第一件事便是安装伸
缩晾衣架，“周边环境好了，衣服晒出
去也不会弄脏了。”

采煤塌陷区一度是皖北等地民
生“痛点”。安徽近年来加快集中式
搬迁、发展式安置、开发式治理步
伐。截至目前，仅淮北就累计投入
资金 150 多亿元，安置搬迁群众 20
多万人。

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十年来，安徽坚持办好人民群
众牵肠挂肚的民生事，滚动实施民生
工程项目 76 个，累计安排民生领域
相关支出 4.9 万亿元。今年，安徽推
出老年助餐、安心托幼等 10 项暖民
心行动，新增皖北地区群众喝上引调
水工程、食品安全“你点我检”等民生
项目，不断增进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江淮儿女奋勇争先，坚持改革开放，坚
持高质量发展，努力在加快建设美好
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新华社合肥7月21日电

安徽：科技进步添动力 创新发展谱新篇
新华社记者

“无人收割机”助力夏粮收割

据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记者
侯雪静） 记者 21 日从中国农业发展
银行了解到，农发行日前成立农发基
础设施基金，将投向交通水利能源等
网络型基础设施、产业升级基础设施、
城市基础设施、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国
家安全基础设施等五大基础设施建设
重点领域。目前，农发基础设施基金
已具备投放条件，农发行将高质量做
好基金投放工作。

农发行成立
农发基础设施基金

据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记者
申铖） 随着财政部、中国地质调查局
等部门陆续公布2021年度部门决算，
一年一度的中央部门决算公开 21 日
如约而至。据统计，共有 102 个中央
部门同日“晒”出年度收支“账本”。

记者查阅各部门决算“账本”发
现，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内容包括部门
概况、部门决算表、部门决算情况说
明、名词解释 4 个部分。各部门均公
开了收入支出决算总表、财政拨款收
入支出决算总表等9 张报表，涵盖部
门收支总体情况以及财政拨款收支
情况。

102家中央部门公开
2021年度部门决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