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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甬江：
本单位于2024年4月28日作出奉征行决撤字〔2021〕第1-1号《关

于撤销奉征行决字〔2021〕第1号〈返还房屋征收协议补偿利益决定书〉
的决定》，因经直接送达、邮寄送达方式进行送达，仍无法送达，现根据
《浙江省行政程序办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公告期限为十
日，公告期限届满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决定，你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
起六十日内向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在收到本决定
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如你需要决
定书的，可向本单位领取。联系人：沈女士，联系电话：0574-
88582343，联系地址：宁波市奉化区河头路 151-157号（锦屏中路 561
号）的主楼9至10层。

特此公告。
2024年5月16日

宁波市奉化区房屋征收管理中心
送达公告

紧接第1版 “在来之前，我翻阅
了水墨马头的资料，知道马头村
还有个别称为‘鵁鶄村’，鵁鶄是
吉祥鸟，所以这次我还为马头村
准备了一棵‘无忧’树。”为了实现
和马头村的双向奔赴，沈姿颖带
来了一棵名为“无忧”的树苗，并
和当地村民一起将它种在了马头
村湿地公园，一面是荷叶连绵，一
面是绿水青山。“这是一棵长青
树，希望我能同它一样，不仅是送
文化，更将文化的种子根植于此，
枝繁叶茂，期待马头村的文化‘长
青’。”

小巷深深，池潭水起，沈姿颖一
路走着，马头村的古宅、青山、绿水、
人家构成一幅天然的水墨画卷，向
初次到来的她展现着千年古村的魅
力。近年来，马头村以古宅、古文化
保护开发利用为核心，以“文脉传
承、村庄复兴”为重点，积极打造“水
墨马头”品牌，着力提高文化和艺术
品味，全力打造新时代美丽乡村样
板，已先后获得省 AAA级景区村
庄、省美丽宜居示范村、省古村落保
护发展重点村等荣誉称号。在发展
全域旅游中，始终做好“旅游+”这
篇文章，以“水墨马头”为品牌，推动

“艺术”与“古村”的互动融合，探索
出了一条古村“艺术化”的新路径：
通过开办翘头民宿、巷遇马头咖啡
馆、乡贤名人馆、酒坊民俗活动体验
馆、红色印迹馆等，将商业、旅游、文
创、教育与马头村发展相结合。目
前，马头村已被列为浙东滨海红色
旅游教育点和中国美术学院学生下
乡采风实践点，2023年游客接待量
近30万人次。

“这其实是我第一次来到马头
村，但这次的走访却让我感觉如同
重逢了‘老友’般，我的乡愁仿佛在
这里找到了归宿。这里沉淀千年的

文化宛如瑰宝，我也将在之后的时
间里将它们挖掘出来，比如可以利
用宁波走书的形式将马头村的人文
故事编排成说唱等，为马头村的文
旅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沈姿颖表
示这趟参观让自己“满载而归”。裘
村镇相关负责人对沈姿颖的到来表
达了热切期待：“水墨马头有着为数
众多的古宅、古建筑，这是马头村的
文旅‘硬件’。而现在，村里最缺的
就是‘软件’的开发，省级文化特派
员的到来，将为马头村注入更年轻、
更新鲜的力量，为文旅融合带来更
多可能。”

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 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5月14日给北京市
延庆区八达岭镇石峡村的乡亲们
回信，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并提
出殷切期望。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这些年
你们自发守护长城、传承长城文
化，并依托长城资源走上了致富

路，我很高兴。
习近平强调，长城是中华民族的

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
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
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
怀。保护好、传承好这一历史文化遗
产，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希望大家接
续努力、久久为功，像守护家园一样
守护好长城，弘扬长城文化，讲好长

城故事，带动更多人了解长城、保护
长城，把祖先留下的这份珍贵财富世
世代代传下去，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
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长城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文
化遗产。1984年，邓小平、习仲勋
等领导同志为首都一些单位发起的

“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活动题词，
激发了海内外中华儿女保护长城的

热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高度重视长城文化价值发掘和
文物遗产传承保护工作，多次作出
重要指示，指导推动长城国家文化
公园建设。近日，北京市八达岭长
城脚下的石峡村村民给习总书记写
信，汇报自发参与长城保护工作和
村里的发展变化等情况，表达继续
守护长城、传承长城文化的决心。

习近平回信勉励北京市八达岭长城脚下的乡亲们

带动更多人了解长城保护长城
把祖先留下的这份珍贵财富世世代代传下去

新华社成都5月15日电（记
者 谢佼）中华老字号中，对“味
道”的记忆源远流长。尤其是与
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美酒，更注
重传承。在四川省绵竹市，就有
这样的实证。

走进绵竹市中心的剑南老
街，就能闻到浓浓的酒香。在古
色古香的剑南春“天益老号”酒坊
里，工人正将发酵好的酒糟进行
摊凉，等待时机将其掺入蒸酒大
甑，竹子做成的杆子上用铁环吊
着直径1.5米左右的盖子，等待工
人“合盖上甑”蒸馏取酒。

绵竹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工作
人员介绍，2003年至 2004年，四
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对“天益
老号”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揭示了

从原料浸泡、蒸煮、拌曲发酵、蒸馏
酿酒到废水排放等酿酒工艺的全过
程，因其规模之大、酿酒遗迹之全、
保存之完好超出以往发现，获评
200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中国酒的味道最老能有多老？
以绵竹及其周边为例，绵竹先后出
土了战国青铜酒具提梁壶、汉代调
酒陶俑等文物；在距离剑南春厂区
直线距离30余公里的三星堆遗址，
出土了 3000多年前的碳化稻米以
及青铜尊、陶壶等大量酒器。

不仅是绵竹一地，四川盆地中沿
着长江、沱江、涪江、赤水河等广袤水
系，多处酿酒遗迹都传承着中华“味
道”，至今已产生了宜宾五粮液、泸州
老窖、绵竹剑南春、古蔺郎酒、沱牌舍
得、全兴等中华老字号美酒。

应如何留住历史的老味道？四
川剑南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
经理田锋认为，酿酒首先离不开生
态环境。为此，绵竹市委、市政府积
极推动县域矿山转型，拆除关闭生
态脆弱区内的矿井，完成庞大的生
态复绿，保护好微生物、空气、温度、
湿度和水质等原真性资源。

“其次在生产自身，应做好‘三
老三新’，坚持老师傅、老工艺、老窖
池，同时注重新科技、新制造、新营
销。”田锋说。

在拥有 1600口老窖池的剑南
春 8号车间，车间主任罗嘉钜正在
指挥出甑取酒。从粮食到出酒，前
后要经历267道大小工序。“本来35
天左右粮食就能发酵生成为酒，但
是为了保证优秀的品质，我们坚持

70余天酿造，加倍付出了时间，牺
牲了产量。”罗嘉钜说，厂里像他这
样的老师傅有 400余位，一对一带
徒弟出师至少需要 3年，他至今也
只带过4名徒弟。

“面向未来，我们要进一步发掘
酿造美酒的工艺数据，让酿造从传
统走向现代，从经验走向‘数智’。”
田锋说。

如今，从空中俯瞰绵竹，主峰4989
米的龙门山脉郁郁葱葱，雪山融水汇
聚为条条清溪，流淌过雪山下阡陌纵
横的川西沃野。剑南春酒史馆内，距
今约2000年的绵竹汉代调酒陶俑仍
长袍跪坐，左手持小勺探入酒桶，似乎
正为摸索“勾兑比例”而会心一笑。

回望剑南老街的石牌坊上，“汲
古铸今”四个大字，熠熠生辉。

中华“味道”的跨时空对话

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 中
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
《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
编》一书俄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
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
述摘编》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
究院编辑，收录了习近平同志 2012
年11月至2023年10月期间围绕中
国式现代化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

述。该书俄文版和此前出版的英
文、法文版，对于国外读者深刻理解
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要
求，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
中国人民成功走出的中国式现代化
新道路、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展
现的现代化新图景，增强国际社会
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实现和平发
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世界现代
化的共同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
俄文版出版发行

这是位于嘉兴市南湖区嘉兴
科技城的浙江凯乐士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的智能物流机器人装
配和检测车间。

近年来，浙江省嘉兴市南湖
区坚持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
打造高起点科创带，集聚了清华
浙江长三角研究院、南湖实验室、
中电科南湖研究院等一批高端科
创平台，持续深化“院地合作”，不
断提升微电子、智能装备、生物医
药等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积极推
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记者
王立彬）随着旺季收购全面结束，全
国 2023年度秋粮收购超 2亿吨，创
下玉米收储制度改革以来的新高。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15日
发布数据显示，截至4月30日，主产
区各类粮食企业累计收购秋粮超 2
亿吨，创下2016年玉米收储制度改
革以来的新高，其中，玉米收购量达
1.35亿吨，同比增加520万吨。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
秦玉云说，2023年度粮食购销阶段
性特征较为明显。秋粮上市至今年
元旦前后，各类企业积极入市，收购
进度一直快于上年同期；元旦前后

至春节前后，购销双方观望情绪增
强，收购进度有所放缓；春节后至旺
季收购结束，有关部门出台一系列政
策措施，加大收储力度，激发市场活
力，农民售粮、企业收粮积极性显著
提高，市场购销日趋活跃，收购量明
显回升，玉米日均收购量从春节后初
期的30万吨迅速增加，最高达到近
120万吨，远高于历史同期水平。

秋粮主要包括中晚籼稻、粳稻、
大豆和玉米，旺季收购期一般分别于
1月底、2月底、3月底、4月底结束。
秋粮收购占全年粮食收购量的四分
之三，涉及品种多、范围广、数量大，
是全年粮食收购工作的重中之重。

2023年度全国秋粮收购量创近年新高

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记者
王立彬）今年前四个月，全国土地供
应高速增长，要素保障有力，国务院
批 准 项 目 、面 积 同 比 增 加 达
275.86%、240.32%。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副主任、新
闻发言人王永梅15日在例行新闻发
布会上说，今年 1至 4月，全国农用
地 转 用 和 土 地 征 收 批 准 面 积
107363.63公顷，同比增加 56.57%；
其中，国务院批准项目218个、同比
增 加 275.86% ，批 准 用 地 面 积
51145.61公顷、同比增加 240.32%。
自然资源部批准先行用地项目 50
个、同比减少2.00%，批准用地面积

2864.49公顷、同比增加76.05%。
用海审批方面，1至 4月，全国

新增用海用岛项目1155个，面积约
9.62万公顷，同比分别增长 78.52%
和 21.65%。其中报国务院批准新
增用海用岛项目 23个，面积约 0.9
万公顷。

在不动产登记方面，截至今年
4月，全国累计 2000多个县市实施

“交地、交房即交证”改革，颁发
558.9万本权证，惠及 6.19万个项
目、1285万企业群众。各地积极推
进不动产“带押过户”改革，累计办
理带押过户业务 18.6万件，涉及带
押金额2875亿元。

全国土地供应保持高速增长

新华社深圳5月15日电（记者
赵瑞希）《深圳市杰出科技创新人才选
拔培养实施办法》5月15日起施行。
根据办法，深圳将根据国家战略和深
圳重点领域、重点产业发展需要，每两
年遴选不超过10名具有成为大师和
战略科学家潜力的培养对象进行重点
培养。入选人才将获得每人1000万
元至2000万元培养经费，用于提升科
研能力和加强团队建设。

办法明确，选拔条件主要包括
4个基本条件和5个业绩条件。4个
基本条件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遵纪守法”“严守学术、道德规
范，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已在深圳
全职工作”和“身体健康，年龄一般
不超过 55周岁”。5个业绩条件包
括正在承担或曾参与国家重大科研
任务、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和重
大工程并作出突出贡献；正在承担

或曾参与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或重
点学科建设并作出突出贡献；正在带
领或曾领衔省级以上高层次创新团
队；在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
原始创新上有重大突破；在攻克关键
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
技术及颠覆性技术上有重大贡献。

推荐方式上，采取单位推荐或
个人推荐。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
资金使用绩效，培养期间将进行中
期、期满两轮评估，评估结果作为拨
付资金的重要依据。

此次发布的办法是对原试行办
法进行的优化升级。深圳曾于
2019年出台《深圳市杰出人才选拔
培养实施办法（试行）》，有效期已届
满。5年来共组织两次杰出人才培
养对象选拔，共有17人入选。培养
期间，3人当选两院院士，1人入选
加拿大工程院院士。

深圳资助科技创新人才提升科研能力

浙江嘉兴浙江嘉兴：：
积极推进高新技积极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记
者 赵旭）在灾后救援、大型机械
装备检修等场景，仿生机器“昆
虫”大有可为，业界一直在寻找适
配的高效动力系统。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科研团队，成功实现微型
动力技术新突破，并基于此研发
出一款仿生“昆虫”，实现了昆虫
尺寸（2厘米）机器人的脱线可控
爬行。相关成果近日在国际学术
期刊《自然·通讯》发表。

置身一堆小石块儿间，这款
四足机器“昆虫”行动矫健、穿梭

自如，仿若甲壳虫。文章共同通讯
作者、北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教
授闫晓军介绍，该机器“昆虫”身长
2厘米、宽1厘米、重1.76克，垂直投
影面积仅两个指甲盖大小，具有快
速机动、高载重、无线可控等特性。

尺寸虽小，“五脏”俱全。其中，
动力系统是机器人的“心脏”。普通
机器人通常靠电动机驱动，对供能
要求较高，而微型机器人内部空间
不足以承载大容量电池，需外接通
电线持续供电，其自由移动因此受
限。北航科研团队历经多年研究，

开发出基于直线式驱动、柔性铰链
传动的新型动力系统，让微型机器
人成功摆脱电机与外接电线。

“在机器‘昆虫’内，我们植入了
能源、控制、通讯和传感系统。直线
式驱动器将‘体内’小型电池输入的
电能，转化为机械能，并向外输出机
械振动；柔性铰链传动机构，将机械
振动转换为机器‘昆虫’腿部的周期
振动，进而带动整个机体实现高频
弹跳运动。”团队成员、北航助理教
授刘志伟说，“通俗讲，‘体内’微型
电池完成电生磁，促使一旁的磁铁

振动，再带动腿部关节运动。”
北航博士生、团队成员詹文成

介绍，科研团队还设计了仿生奔跑
步态，通过机器“昆虫”步频和步幅
的自适应调节，实现高载重下快速
爬行；提出基于机器“昆虫”双腿振
动频率差的控制方法，实现运动轨
迹精确控制。

闫晓军表示，这一微型动力技
术的成功研发，有望推动微型机器
人大范围开发和应用，助力灾后搜
救、大型机械设备和基础设施损伤
检测等。

我国科研团队实现仿生“昆虫”微型动力技术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