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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疗科目

预防保健科 内科 外科 妇产科 妇女保健科 儿科 耳鼻咽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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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诊断专业 心电诊断专业 中医科 中西医结合科

地址：信阳市工区路600号 电话：6206888

（豫）医广〖2011〗第06-24-254号

声 明

兹有信阳天成建筑

有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

执 照 正 本 （注 册 号 ：

4130002001213

）， 因不

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声 明

兹有信阳市航运管

理处珍珠岩厂银行开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5150000381301

） 和税

务登记证一并丢失 ，特

声明作废。

信阳市航运管理处

珍珠岩厂

声 明

兹有太平人寿保险有

限公司罗山支公司营业执

照 副 本 （ 注 册 号 ：

411521300001662

）， 因不

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声 明

兹有河南东方今典房

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在河南

固始农村合作银行的账户

（账号：

2011020785

），其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L5157000002201

）， 因 不

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兹有信阳浩然投资有限

公司经公司最后一次股东会

议决议通过， 拟向当地工商

部门申请注销， 请与公司有

关的债权、 债务人自本公告

刊登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

申报债权、债务。

信阳浩然投资有限公司

2012

年

7

月

17

日

遗失声明

兹有王雪荣所有的房屋

坐落于信阳市浉河区工区路

49

号， 房屋所有权证号为信

房 权 证 浉 河 区 字 第

004237

号，为砖木结构

1

幢 ，建筑面

积

35.90

平方米，因不慎丢失，

特声明作废。

声明人：王雪荣

2012

年

7

月

16

日

声 明

兹有巴玉（身份证号：

410105198409200420

） 的

会 计 资 格 证 书 （证 号 ：

41150122203449

），因不慎

丢失，特声明作废。

声 明

兹有张金江所有的江

淮牌自卸汽车，发动机号：

J1AJ1C60652

， 车 架 号 ：

3303604

，其车辆合格证书

（编号：

WCH0210C3303604

），

因不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息县房地产管理所公告

晏飞有位于息县北街政府招待所家属院

的房屋所有权证遗失， 证号：

7476

声明作废，

现自公告之日起

1

个月内征询异议，如有异议

请以书面材料报息县房地产管理所， 到期无

异议者，我所将为其补发房屋所有权证。

息县房地产管理所

2012

年

7

月

11

日

公 告

根据陶思坤的申请， 我局拟对其位于罗山县城关赵

元赵东组一宗面积为

122.5

平方米的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

补发国有土地使用证，四至界限为：东以自墙为界外人行

道； 南以自墙为界外人行道； 西以自墙为界外陈胜伦为

邻；北以自墙为界外人行道。现公告征询异议，若对以上

公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他项权有异议者， 请于公告之

日起

30

日内携带书面材料及相关证明到罗山县国土资源

局申请复核，公告期满无异议，我局将为其补发国有土地

使用证。

特此公告

罗山县国土资源局

2012

年

7

月

10

日

遗失声明

由信大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开发的

龙湖华庭小区袁保涛商品 房 编 号

3-3204

备案号

26111

（

2

）、徐晨商品房

编号

3-3403

备案号

26114

（

1

）、陈波商

品房编号

3-37011

备案号

26117

（

2

）等

115

户的备案合同，由于企业经办人员

保管不善，不慎遗失，特声明作废。

息县信大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2012

年

7

月

11

日

从经济版图变化看科学发展

如果把十年间中国经济版图变化制作成一部

十分钟的动画 ， 我们将看到这样一幅动人图

景———

经济“洼地”迅速隆起，新增长极不断涌现，领

跑中国经济发展的“接力棒”自东向西传递；城镇

拔地而起，乡村面貌一新，城乡分野在交错与融合

中日渐模糊；农田让与森林，工厂让与绿地，神州

大地上一抹抹“新绿”渲染开来……

经济版图的沧桑巨变， 书写着十年科学发展

的秀美篇章。

经济“洼地”迅速隆起 新增长极点缀其间

新爱迪鞋业公司是一家从广东深圳整体搬迁

到湖北麻城的劳动密集型企业。 在公司负责人傅

金平看来， 中部地区的劳动力资源是吸引他们内

迁的主要原因。

“前两年金融危机，我们靠着劳动力成本低的

优势，渡过了难关。”傅金平说。

中西部地区尚待开拓的巨大市场， 独特的资

源和劳动力优势，吸引着众多投资者，随之而来的

产业转移又促进了这一地区的快速发展。

像麻城这样一个位于大别山区的贫困地区，

仅去年就引进投资

４０

亿元，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１５０

多亿元，比

２００８

年分别增长

４３４％

和

６３％

。

然而，翻开十年前的中国经济版图，中西部地

区还是一片“洼地”。

东部沿海地区率先腾飞后， 中西部地区被抛

在了后面，区域差距随之拉大。与此同时，区域分

工弱化，不同区域产业结构雷同等问题日益突出。

只有统筹好区域协调发展， 才能实现整个国民经

济发展的全面协调可持续。

“国家发展要有先有后，不能齐头并进。但发

展到一定阶段， 就必须回过手来解决共同富裕的

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张军扩说。

为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十年来，中央在继续鼓

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基础上，

又先后提出并实施了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

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形成了完整的国家区

域发展总体战略。

“东部地区的发展支撑着布局进一步完善，中

西部地区新的增长极不断涌现， 中国区域经济版

图日趋清晰，沿海与内地竞相奋进、良性互动的发

展格局基本形成， 为中国经济积蓄了可持续发展

的动力。”发展改革委地区经济司司长范恒山说。

十年过去了，中国“东高西低”的经济版图已

悄然变迁。

从

２００８

年起， 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已连

续四年超过东部地区， 区域增长格局发生重大转

变。

与此同时，皖江城市带、武汉城市圈、长株潭

城市群、北部湾经济区、关中—天水经济区、成渝

地区等一批新的经济增长极加快形成。

“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转折性变化，标志

着我国区域发展已成功地从倾斜式发展转向均衡

式发展。”全国经济地理研究会会长陈秀山说。

随着经济“洼地”的隆起，市场要素在更广阔

空间加速流动，先发地区的资金、技术、人才加速

向后发地区转移，促进了区域间良性互动、共同发

展。

不久前， 由江苏省五大企业联合出资组建的

苏新能源（伊犁）有限公司在新疆伊宁揭牌成立，

首期注册资本高达

１５

亿元。

“苏新能源项目是苏、新两地优势互补、释放

叠加效应的具体体现。”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党委书

记李学军认为，伊犁拥有资源等优势，具备承接产

业转移的良好条件，而江苏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优

势正是伊犁所欠缺的。两地优势互补，经济效益将

加倍显现。

翻开当今中国经济版图，向东望去，环渤海、

长三角、 珠三角等沿海先发区域， 正通过结构调

整、自主创新，为未来发展探索新的道路；向西望

去 ，曾经的经济 “洼地 ”整体隆起 ，正以其后发优

势，为未来发展积蓄新的力量。

工业化城镇化加速 城乡分野日渐模糊

走进江苏省泗洪县上塘镇垫湖村农民创业

园，一排标准厂房机声隆隆，村民任晓艳正带着几

十名工人加工电子元器件。

“我干这行好多年了，以前是在浙江给别人打

工，现在是在自己家乡当老板。”任晓艳告诉记者，

这些年村里不但生活条件有了很大改善， 还建起

了创业园，原来全村

１０００

多人在外打工，现在已有

６００

多人回到家乡创业就业。

国家统计局近期发布的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

显示，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开始选择在本省

本地就业。

农村劳动力流向的变化， 从一个角度反映了

中国城乡格局的悄然变迁。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这些年，通过

统筹城乡发展， 城乡二元结构大大改善， 在解决

‘三农’问题、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镇化进程等方

面取得了显著成绩。”经济学家、成都大学副校长

张其佐说。

对比十年前后中国经济版图， 原有城市不断

扩张，新的城镇拔地而起，大量农村居民转化为城

镇居民。

十年间，中国城镇化率从不到

４０％

迅速上升至

５０％

以上。

张丽丽在北京南二环外右安门地区居住了几

十年，亲眼目睹了这里翻天覆地的变化：“十年前，

我家往南一公里多还有菜地， 再往南出了南三环

完全是郊区模样。现在，一路走到南四环沿途都是

高楼大厦、商场超市、餐馆酒店。”

在前所未有的城镇化进程中 ， 中国城乡结

构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内需潜力充分释放 ，

不断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 大量农村富余劳

动力走向城市 ，既促进了城市发展 ，也促进了农

民增收 ；市场要素在城乡间双向互动 ，抚平了城

乡差别……

几十幢整齐的二层小楼鳞次栉比， 街道干净

整洁，村民家中自来水、卫生间、热水器一应俱全，

社区内小超市、 幼儿园等均有配套———如果不是

远处绵延的大山和近处成片的农田， 陕西省安康

市汉滨区大竹园镇七堰村与城市并没有什么不

同。

“做梦也想不到，一下子过上了跟城里人一样

的生活。”村民林小明说。

进入新世纪后， 针对城乡差距过大等突出问

题， 中央作出一系列旨在统筹城乡发展的重大战

略决策———

连续

９

年出台关注“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

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 ， 全面取消延续

２６００

多年的农业税，对农业生产进行直接补贴，大

幅提高扶贫标准， 着手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

体系……

在中央的大力扶持下， 中国的农业生产持续

发展，农民生活不断改善，农村面貌焕然一新———

粮食产量实现“八连增”，站上

１．１

万亿斤历史

新台阶， 今年夏粮总产量再创新高， 喜获 “九连

丰”；农民收入增速连续超过城镇居民，城乡收入

差距进一步缩小；

３

亿多农民纳入社会养老保险，

８

亿多农民纳入社会医疗保险； 农村饮水安全问题

得到解决，村村通公路目标基本实现……

十年来，城市在扩张，农村在发展，城乡界限

不断淡化，中国经济版图日新月异。

经济版图一增一减 神州大地“退”出绿色

初夏时节， 山西省朔州市张蔡庄乡峙庄村绿

树成荫、繁花绽放。谁能想到，十年前这里还是“一

年一场黄土风，从春一直刮到冬”。

村民闫金禄告诉记者， 峙庄村

２００２

年开始实

施退耕还林还草、京津风沙源治理项目，全村九成

耕地种上了树，不仅环境好了，而且退耕后每亩地

补助

２００

斤粮食，间种的苜蓿还可以养羊、卖钱，年

人均纯收入从千元增至万元。

十年来，中央加大投入、加快步伐，全面实施

了退耕还林、退牧还草、退田还湖，以及天然林资

源保护、 京津风沙源治理等一系列生态工程。其

中，仅在林业上的投入就超过

５０００

亿元，是上一个

十年的

１０

倍。

中国用绿色笔调勾画着新的经济版图———

十年来， 中国累计完成造林面积

８

亿多亩，比

上一个十年增加近

１

亿亩，实现了森林面积和蓄积

量“双增长”；而沙化土地由年均扩展

３４３６

平方公

里转为年均缩减

１７１７

平方公里， 相当于每年将一

个中等县的国土面积治理成为非沙化土地。

一增一减之间，中国经济版图上绿意更浓。

打开互联网上的数字地图，徐州云龙湖畔

２００

米范围的“黄金地段”没有树起高档楼盘，取而代

之的是公共绿地。

“徐州曾是个绿化率只有

１％

的煤都。 如今，市

民出门

３００

米就能见绿。” 徐州市委书记曹新平告

诉记者，通过植树造林，关停化工厂、造纸厂、水泥

厂等，这个市绿化率已达到

４０％

，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连续

５

年超过

３００

天。

近年来，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节能减排工作

以前所未用的力度向前推进。

自

２００６

年起，中国启动实施了“十一五”节能

减排计划，淘汰小火电组、钢铁、水泥等落后产能

２

亿多吨， 促进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

２１％

，污

染物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分别下降

１６％

和

１４％

。

一取一舍之间，中国经济版图上，天更蓝，水

更清，空气更清新。

“这些年，尽管‘保增长’的任务很重，但经济

发展在生态建设面前坚持了一个‘退’字，为子孙

后代‘退’出了一片绿色。”张其佐说。

在此基础上， 中央又着手从国家战略角度谋

划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格局。

不久前，新疆对伊犁河谷、阿勒泰山区、天山

南北坡、帕米尔高原草原主体功能区进行了划定，

全区八成草原将受到分类“保养”。

“这将有利于实现畜牧业发展、‘休养生息’两

不误。”自治区畜牧厅负责人说。

２００５

年， 中央提出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初步

构想：各地区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

明确不同区域功能定位， 逐步形成各具特色区域

发展格局。

２０１１

年，《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正式出台，将

全国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

发、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

２５

个国家重点生态

功能区被列为限制开发区，总面积约

１２０

万平方公

里的各类保护区被列为禁止开发区。

“规范开发秩序，控制开发强度，形成高效、协

调、可持续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未来中国经济版

图将更趋优化。”陈秀山说。

（新华社北京

７

月

１５

日电）

□科学发展 成就辉煌

□

新华社记者 张晓松 陈炜伟 邓华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