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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23 年 10 月 26 日上午 9 时

58分在邵阳市大祥区敏州西路罡大花园二楼会议室
依法对6台旧机动车辆按现状进行整体公开拍卖，竞
买保证金叁万元。

以上标的以现状（不含车牌）拍卖，标的物详细情
况见拍卖资料及评估报告。有意竞买者请于公告之
日起至2023年10月25日16时30分前携带有效证件
及竞买保证金（以到账时间为准）凭证前来本公司办
理竞买手续，逾期不予办理。

标的展示时间：2023年10月23日至10月25日16
时止

标的展示地点：湖南省烟草公司邵阳市公司停车
场内

公司地址：邵阳市大祥区敏州西路罡大花园二楼
联系电话：13973919955（肖先生）
监督电话：0739-5430955（市商务局）

邵阳市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10月18日

安置地交付公告
双清区石桥街道张家排安置户：

张家排C2、C3、C9、C10、E1、E4、E6、E7、E8、E9、
E10、F6、A9共13栋安置地,已基本完成“三通一平”，
桩基础工程到正负零。经相关部门验收合格，可以
交付。敬请支持配合。

特此公告!
邵阳市城市建设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双清区城市建设安置项目协调指挥部

2023年10月18日
第二届邵阳市诚信企业名单

湖南省泽天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省爱意缘家居有限公司
湖南省天香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邵阳市昌兴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湘中制药有限公司
湖南信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省小白豚洗涤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翰林华信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邵阳市舒安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时代联合新能源有限公司
邵阳公路桥梁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邵阳美丽来发制品有限公司
邵阳市秋月餐饮文化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美源园林景观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邵阳市湘莲工贸发展有限公司
邵阳市南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中松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天华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湖南天瑞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乾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邵阳市公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湘窖酒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邵东市自来水公司
湖南创亿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省阳光箱包有限公司
湖南大气众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省醇龙箱包股份有限公司
邵东弘邦电子有限公司
邵东县美誉五金工具有限公司
中昇鸿兴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科盛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湖南康瑄科技有限公司
邵阳武冈斑马快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东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宏拓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富凯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众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强泰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味味美生态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瑞源农业有限公司

洞口县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洞口辣妹子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立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省绿森林大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邵阳佰龙竹木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盈丰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稻禾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丰源体育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九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民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省绿洲惠康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火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新鸿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红崀山木业科技有限公司
新宁县崀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金桥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崀山恒源国际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拓浦精工智能制造（邵阳）有限公司
湖南宝东农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邵阳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
2023年10月17日

（排名不分先后）

当前正值“三秋”生产关键时期。在一些
地区经历台风、洪涝、干旱等极端天气挑战
下，今年的秋粮收获来之不易。目前，全国秋
粮收获已过七成，全国冬小麦播种完成意向
面积的两成。记者近日赴东北、华北、南方等
粮食产地，带来秋收秋种一线见闻。

进度七成：抢抓农时保丰收

日头刚冒尖，在黑龙江省五常市民
乐朝鲜族乡振兴村的一处稻田间，收割
机便开始穿梭，机头打谷脱粒，机尾分离
秸秆并还田，最后将一颗颗饱满的稻粒
尽收仓中。

“前段时间水稻受洪涝灾害我们挺着
急，后来在农技人员指导下进行‘一喷多
促’作业，水稻长势恢复不错，收获也没耽
搁。我们会抓紧生产，全力保障大家吃上可
口的五常大米。”红扬有机种植农民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于殿红说。

秋粮主要包括中晚稻、玉米、薯类、豆
类等，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目前，各地
正抢抓农时确保秋粮颗粒归仓：在河北秦
皇岛，玉米地机械轰鸣，摘棒、剥皮、装仓等
环节有条不紊；在山东临沂，机收减损积极
推进……

据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已收
获过七成。其中，东北地区近七成，黄淮海
地区近八成，西北地区过七成，长江中下游
和西南华南过六成。

今年以来，保障丰收离不开重农抓粮
的扎实行动——

看政策，国家下达实际种粮农民一次
性补贴100亿元；在秋粮生产关键时期，中
央财政及时下拨农业防灾救灾资金、玉米
大豆“一喷多促”一次性补助资金；

看面积，各地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
同责，全年粮食播种面积稳中有增，今年秋
粮面积预计达到13.1亿亩；

看田管，农业农村部近期组织专家派
出多个工作组下沉一线，帮助协调解决农
资供应、政策落实、防灾减灾等方面的困难
问题，分区域调度秋收进度，确保“三秋”生
产顺利开展。

科技助力：粮仓里有新气象

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稳步实施，是今
年粮食生产的一个突出特点。

近日，站在自家田间，河北省邯郸市磁
县磁州镇八里铺村种粮大户王增望着密密
层层的玉米，欢喜之情溢于言表。

“今年的玉米个头大、灌浆足、籽粒饱
满，每亩能增产两三百斤，很重要的原因是
我们用了北斗导航的智慧农机播种，株行距
精准了，密度就增加了。”王增说，县里还组
建了“田保姆”等农技专家队伍，在重要时间
节点指导耕种，今年粮食增产效果显著。

今年以来，农业农村部把大面积单产
提升作为粮食生产“头号工程”，以100个大
豆、200个玉米大县整建制示范带动，重点
推广耐密品种、高性能播种机，精准管控各
生产环节，提高关键措施到位率。

科技是单产提升的密码，也是发掘土
地潜力的关键。

在齐鲁大地上，原本难以利用的盐碱
地，正在悄然发生改变。

“原来的土地干时梆梆硬，浇后白花花
的，种一茬赔一茬。今年俺种的‘济谷30’亩
产超过500公斤。”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新
盛店镇五安庄村种植户王延岭说，土壤和
品种改良后，谷子产量明显提升。

扩种大豆油料、守好“油瓶子”，离不开
科技。在山东省东营市现代农业示范区的
600亩试验田，耐盐高产大豆新品系“科豆
35”禾壮荚实、豆粒饱满。中国科学院遗传
发育所研究员田志喜介绍，该品种实测持
续实现耐盐碱稳定高产，下一步将抓紧推

广农田种植试验。
今年以来，我国发挥科技力量，积极开

展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加快耐盐碱品种
选育，各地加快耐密抗逆品种应用，改善地
力条件，推广高效智能农机，提高精量播
种、机收减损水平，落实秋粮“一喷多促”等
关键技术，为保障丰收夯实根基。

未来可期：努力播撒新希望

在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刚刚卖完新
收的玉米，三丰谷物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
信超顾不上休息，又开始忙着药剂拌种、整
地犁地，为种植小麦做准备。

“玉米收完后，我们抓紧把秸秆打捆离
田，用粉碎机在田里灭一遍茬，避免小麦越
冬时根还没扎深、不抗冻，影响生长。”信超
说，种地就是要抓紧农时“压茬推进”。

彩云之南，金秋时节酝酿着新的希望。
冬马铃薯即将进入种植季，云南省马铃薯
育种及种薯产业技术研究创新团队研究员
隋启君忙碌起来：“我们团队正抓紧给农户
做新品种的栽培技术培训，确定好种植模
式，才能保证足够的催芽时间，为稳产增产
打好基础。”

“三秋”生产关键时期，各地各部门积
极抓好秋冬种重点工作，落实小麦最低收
购价、产粮大县奖励等政策，调动农民种粮
积极性，稳定冬小麦种植面积；协调调运适
宜良种，指导农民合理安排播期，落实深耕
深松、适深精播等技术；有序复垦复耕撂荒
地，为明年粮油丰收打牢基础。

时钟一刻不停，农人脚步不停。着眼耕
种管收各环节，制定实施好良田、良种、良
法、良机、良制集成组装的综合性方案，一
年接着一年抓……山水田间，广袤大地充
满勃勃生机，不懈耕耘的汗水为五谷丰登
浇灌希望，为攻坚克难夺丰收筑牢根基。

（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全力以赴保障粮食丰收
——各地加快推进秋季农业生产扫描

新华社记者

(上接5版①）
新邵县制定了“一乡镇

一品牌，一学校一特色，一教
师一专长”的目标，不断擦亮

“精致教育”品牌底色。各乡
镇学校结合自身特色，推陈
出新，其中，龙溪铺镇在全省
首创“基于教学评一体化
432”生本课堂模式，细化了
教与学中“导、学、展、评”的
各阶段各环节；潭溪镇建成

“小学语文工作坊”，以“送教
上门”的方式，将优质教育覆
盖到小规模学校，让偏远地
区的教育“活”起来。

“精致教育”润得桃李
满园香。今年高考，新邵县
普高本科上线率较去年提
升 10 个百分点。该县九年
级学业水平考试平均分、九
科总成绩和合格率均名列
全市前茅。

(上接5版②）
该县严格执行法治副

校长上课制度。每名法治
副校长每学期到受聘学校
上2次以上法治课。近5年
来，该县法治副校长在各中
小学校上法治课 2000 余
堂。法治副校长还主动为

学校和师生排忧解难，对于
殴打师生、扰乱教学秩序和
侵犯学校合法权益的案件，
做到快速反应，及时协调有
关部门快速查处。5年来，
他们共参与调处化解矛盾
纠纷300余起，极大地维护
了广大师生的合法权益。

新华社深圳10月17日电（记者陈宇
轩 毛思倩）记者17日从中国农业科学院
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了解到，科研人员
成功绘制了基于一万余份水稻样本的群体
变异图谱，这意味着水稻育种从此有了万
份级样本的“数字地图”，为进一步研究水
稻基因的自然变异尤其是稀有变异提供了
强有力的工具。

水稻是全球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
其基因组的自然变异是基因改良和现代育
种的重要遗传基础。因此，要提升水稻育种
水平，就必须在大规模的水稻群体中鉴定
出自然变异，并进一步挖掘其中的稀有变
异及其潜在应用。

研究负责人、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
业基因组研究所研究员商连光表示，科研
人员以水稻超级泛基因组为依据，对10548
份水稻样本进行了自然变异分类，构建了
水稻超大规模的群体基因组变异数据集，
这就像一张水稻研究的“数字地图”，为育
种提供了清晰的指引。

借助“数字地图”的帮助，科研人员在
水稻育种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一方面纠

正了部分水稻籼粳分类上的错误；另一方
面广泛分析了重要功能基因在不同亚群中
的群体频率，鉴定了其中的优异自然变异。

以此为基础，科研人员还建立了面向
全球用户的在线数据库平台，为水稻研究
提供了单倍型整合分析、变异图谱分析、系

统发育树分析等科研服务，进一步提升了
我国在全球水稻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

该研究由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
因组研究所、崖州湾实验室、中国水稻研究
所、河南大学等单位共同完成。相关研究成
果近日发表于国际权威期刊《核酸研究》。

我国成功绘制水稻育种“数字地图”

10 月 17
日，科研人员在
位于深圳的中
国农业科学院
深圳农业基因
组研究所进行
水稻性状测定。

新华社发

新华社联合国10月16日电 联合国安
理会 16 日晚就俄罗斯起草的关于加沙人道
问题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由于美国、英国、
法国等国投反对票，决议草案未获通过。中国
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在表决后作解释性发
言，对安理会未能就决议草案达成一致感到
极大遗憾，并强调人道问题不应被政治化，保
护平民应该是所有各方的优先事项。

张军在发言中说，过去几天，安理会成员
就巴以局势保持密切沟通。俄罗斯提出了决
议草案，体现了聚焦人道关切、保护平民的大
方向，得到了许多国家，包括埃及、沙特、约
旦、卡塔尔等阿拉伯国家的共提。中方支持安
理会发挥负责任作用，支持一切旨在推动冲
突降级、恢复和平的努力，欢迎任何有利于保
护平民、缓解人道危机的倡议。基于这一立
场，中方对付诸表决的决议草案投了赞成票。

他表示，巴西也提出了决议草案，中方对
此表示欢迎。希望各方本着负责任、建设性的
态度，继续寻求共识。

张军指出，巴以新一轮冲突持续升级，已
经导致大规模平民伤亡和人道危机，其外溢
效应冲击地区和平稳定，中方对此深感担忧。
针对当前严峻形势，中方呼吁尽快停火止战，
阻止战火无限扩大，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中
方呼吁遵守国际人道法，全力保障平民安全。
联合国工作人员和人道工作者的安全应该得
到保障。中方支持开展外交斡旋，让被扣押人
员尽早获释。

张军说，中方对以色列全面封锁加沙、命
令加沙北部民众紧急疏散的后果表示严重关
切，希望以色列倾听国际社会的呼声，恢复对
加沙的水、电、燃料供应，停止对加沙民众的
集体惩罚。中方支持尽快开辟人道走廊，确保
食品、药品及人道救援物资顺利及时输送。

张军说，冲突发生以来，中方积极开展外
交活动，推动冲突降温，积极劝和促谈。中方将始终站在
和平一边，站在公道一边，站在国际法一边，同国际社会
一道，为早日平息加沙战火、实现巴以和平共处、实现中
东长治久安付出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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