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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司法部司发通〔2000〕100号文件相关规定，拟将四川耀阳律
师事务所清算注销，现正在进行清产、核资工作，特向社会公告。对四
川耀阳律师事务所产权、债权债务有异议者，请于2021年2月3日前
提交书面材料至犍为县司法局律公股，联系电话0833—4233011，监
督投诉电话0833—4221355。

犍为县司法局
2021年1月19日

犍为县司法局
关于注销四川耀阳律师事务所的公告

尊敬的华泰·幸福里业主：

我公司开发建设的华泰·幸福里项目定于2021年1 月 26日—30

日分批次交房，请各位业主在2021年1月30日前办理交房手续。根

据《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约定，业主逾期办理房屋交接手续的，视

为我公司已按合同约定条件交房。

一、交房地点：华泰·幸福里物业中心

二、请带上交房应缴纳款项及相关资料

三、详情请咨询：0833-2185555

特此公告！

井研县余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9日

华泰·幸福里交房通知

四川意龙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拟建设的“井研县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
改造提标升级工程项目”现面向全体公众征求意见，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 公 示 本 见 http://www.jingyan.gov.cn/jyx/gggs/202101/
c90117367ba04b7891c8337ae2b6b150.shtml，公 众 参 与 调 查 表 见
http://www.jingyan.gov.cn/jyx/gggs/202011/
440dc00522f44351b5b463f7d3bf1238.shtml；公众提出意见为发布之日
起10个工作日内，可通过电子邮件、电话、信函方式提出。建设单位联系
人：郑军 17380386610，地址：研城镇迎宾大道1号；评价单位联系人：徐
工 17311646383，827837618@qq.com，地址：成都市高新区锦城大道
790号2栋4层411号。

建设单位：四川意龙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5日

四川意龙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井研县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

改造提标升级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登报公示

受委托，我中心定于2021年 2月2日10:00在
夹江县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三楼开标室公开拍卖
夹江县黄土镇漹江村城乡建设用地工程弃料约
38.67万立方米，参考价2.5元/立方米，竞买保证金
10万元。该标的采用有底价的增价公开拍卖方式。

一、标的展示时间和地点：自公告之日起在标的
所在地展示。

二、报名时间、地点：2021年 1月 28日至2021
年2月1日（节假日除外）在夹江县公共资源交易服
务中心三楼办理报名手续。

三、凡有意竞买者请于2021年2月1日前缴纳

竞买保证金至指定账户（以到账时间为准），并持有
效身份证明、保证金缴款凭证及相关资料于报名截
止日前办理报名手续。

四、其他未尽事宜详见《拍卖文件》，相关信息登
录夹江县人民政府网（htpp://www.jiajiang.gov.
cn/），乐山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公共服务平台
（http://lsggzy.com.cn）查询。

咨询电话：罗女士 15984388950

夹江县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2021年1月19日

拍卖公告
夹公资告［2021］3号

四川保险公司
领（换）保险许可证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乐山监管分局批准，因更
址颁发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特此公
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五通桥支公司牛华营销服务
部

机构编码：000005511112005
许可证流水号：0266656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

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
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
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
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经保险公司

核保，可打印保单；经保险公司授权，
可从事部分险种的查勘理赔。

住所：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牛
华镇新民街577号

邮政编码：614801
负责人：杨敏
联系电话：（0833）3305602
发证日期：2021年1月12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会乐山监管分局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乐
山市分公司

2021年1月18日

四川保险公司
领（换）保险许可证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乐山监管分局批准，因更
址颁发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特此公
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犍为支公司罗城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05511123003
许可证流水号：0260836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

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
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
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
接受客户的咨询、投诉；经保险公司
核保，可打印保单；经保险公司授权，

可从事部分险种的查勘理赔。
住所：四川省乐山市犍为县罗城

镇吴家塘街75号
邮政编码：614411
负责人：范隽
成立日期：2002年6月24日
联系电话：（0833）4238035
发证日期：2021年1月12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会乐山监管分局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乐
山市分公司

2021年1月18日

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记者 陈炜伟
王雨萧）中国经济迎来重要里程碑。国家统
计局18日发布数据，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
总值（GDP）为1015986亿元，首次突破100
万亿元大关。

“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
合国力又跃上了新的大台阶。”国家发展改
革委副主任兼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评价
说。

GDP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规模
和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从1952年的679
亿元到如今超百万亿元规模的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中国综合国力实现历史性跨越，堪
称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

中国经济实现伟大飞跃得益于改革开
放的历史性抉择。1978 年，中国 GDP 为
3679亿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为1.7%，居全
球第11位。

此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1986年GDP
突破1万亿元；2000年突破10万亿元，超过
意大利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2010年突破
40万亿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到9.2%。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持续跃升。

2016年、2017年GDP接连越过70万亿元、
80万亿元大关，2018年迈上90万亿元关口，
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超过16%。

2020年，面对疫情大考，我国率先控制
住疫情、率先复工复产、率先实现经济增长
由负转正，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由2019年
的16.3%上升到17%左右。

这一成绩殊为不易，中国正成为全球经
济分量更重、含金量更高的领跑者。不过，
也要清醒看到，我国人均GDP仍略低于世界
平均水平，与主要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

对此，宁吉喆说，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
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
然突出，实现发展远景目标仍需艰苦奋斗。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擘画新蓝图：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专家分析，这
意味着，按现有不变价格计算，到2035年我
国GDP将在现有百万亿元基础上翻一番，达
到200万亿元。

里程碑！中国经济总量跃上百万亿元

突破 100 万亿元！国家统计局 18 日
发布 2020 年 GDP 数据，见证中国经济实
现新跨越。这个突破来之不易，成之惟
艰，是14亿中国人民一点点拼出来的。

放眼全球，这份“成绩单”尤显珍
贵。全球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世界
经济陷入衰退，中国经济乘风破浪，率先
实现正增长，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上
升。去年中国经济 2.3%的增速，见证了
中国经济迈上新台阶的一大步。

纵观历史长河，更能感受到这份成
就意义非凡。中国GDP排名跃动的数据
令人振奋：1952年，679亿元；1986年，破1
万亿元；2000 年，破 10 万亿元……2020
年，破 100 万亿元。一个个历史性突破，
让人热血沸腾，见证中国经济、科技、综

合国力节节高升。
GDP 破百万亿元的高光时刻，是一

代代中国人不懈奋斗的结果。数字反映
出的是中国面对一次次暴风雨洗礼，拥
抱改革开放的坚定不移；是咬定青山不
放松、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坚韧不拔；是坚
持人民至上，在特殊时期有效统筹疫情
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力以赴；是无
数企业迎难而上、创新转型的努力奔跑；
也是每一个平凡你我的脚踏实地、默默
坚守和奋力拼搏。

成就令人振奋，未来不能止步。要
看到中国仍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人均 GDP 依然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
百万亿元只是一个新起点，我们还有更
大梦想，美好未来，更需你我奋力去拼、
去闯。

（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

高光时刻，更让人体会“拼”的意味
■新华社记者 于佳欣

近日，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频繁降雪，生
活在这里的“芊芊”带着自己的一对双胞胎幼仔每天快乐地在雪地
里扑玩、追跑、攀爬树桩等，在嬉戏中训练幼仔生存技能。上图为
1月17日，大熊猫“芊芊”和两只幼仔在雪地嬉戏。左图为1月17
日，大熊猫“芊芊”望着爬上树桩的幼仔。

新华社记者 江宏景 摄

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记者
王希）“十三五”时期，我国国资国企
发展质量明显提升。截至“十三五”
末，全国国资系统监管企业资产总
额和所有者权益分别为218.3万亿
元和71.9万亿元，较“十二五”末分
别增长82.1%和80.3%。

这是记者从国务院国资委 18
日举行的“地方国资委负责人会议
暨地方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
室主任会议”上了解到的信息。

据了解，“十三五”时期，国资系
统监管企业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年
均增长率分别为7.4%、10.7%；2020
年，国资系统有80家监管企业进入
《财富》世界500强榜单，各地涌现

出一大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骨干企
业。

持续深化改革是做强做优做大
国有企业的强大动力。会议信息显
示，过去5年间，以实施深化国企改
革“1+N”政策文件为牵引，国资国
企改革在关键领域和重要环节取得
重大突破：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
全面推行，市场化经营机制不断完
善，混合所有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深化，国有
资本不断向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
中，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
体制加快完善，国资监管机构职能
更加清晰，国资监管大格局逐步推
进。

资产超218万亿元！
“十三五”国资国企发展质量明显提升

河北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十例，吉林出现“1
人传102人”……2020年 12月以来，河北、吉林、
辽宁、黑龙江等地相继发生聚集性新冠肺炎疫情，
令人揪心，也给疫情防控敲响了警钟。从公开发
布的信息梳理发现，疫情防控存在一些漏洞或风
险点，值得认真反思。

——红白喜事密集登场，为病毒快速传播提供
温床。

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增村镇小果庄村一名
61岁妇女确诊前的行程轨迹显示，她曾骑电动车
赴新乐市农村姐姐家探亲，曾乘坐本村包用车辆
到附近饭店参加婚礼。还有多名来自其他村庄的
确诊病例，都有前往小果庄村参加活动或赶集的
相同轨迹。

黑龙江省望奎县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多
是惠七镇惠七村村民，均有聚集聚会聚餐行为，具
有高度的关联性和聚集性。

——从“1传10”到“1传102”，超级传播频频
出现。

辽宁省大连市确诊病例金某在未发病时参与
11人家庭聚会，造成后期其他10人全部感染，此
后经传播累计导致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达33
例。

而根据17日通报，吉林省本次疫情为黑龙江
省望奎县无症状感染者输入吉林省后引发本地传
播。其中，输入病例林某近期多次往返于黑吉两
省，活动范围较广，接触人员多，曾多次开展针对
中老年人的营销活动，已形成“1传102”的超级传
播。

——无症状在“三聚”，有症状不就医。
无症状感染者多有聚集聚会聚餐行为，但出现

症状后有人也未及时就医。大连确诊病例金某自
述，其2020年12月15日出现发热等症状并自行
服药。在河北确诊病例中也有多人在出现症状后
自行服药，没有及时就医。

——发烧看病未上报，买退烧药未登记。
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卫生条件相对较

差，预防意识比较薄弱，有的未能及时对发热患者
进行登记和上报，没有发挥出“哨点”作用。石家
庄市藁城区刘家佐村一名 52 岁男性患者曾于
2020年12月27日到藁城区小果庄村某诊所就诊，
29至30日再次到同一诊所就诊，但1月2日因到
新乐市人民医院就诊才发现当日核酸检测结果呈
阳性。

有的药店对购买退烧药的顾客未进行实名登
记，也错过了“早发现”的时机。

在近日的全国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马晓伟代表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综合组通报近期全国聚集性疫情情况时
说，从近期聚集性疫情处置情况看，暴露了一些需
要引起高度重视的突出问题，包括公共场所常态
化防控有所松懈、疫情应急指挥体系不能及时高
效发挥作用、疫情应急处置准备还不到位、农村疫
情防控力量薄弱。

近期几起疫情均由境外输入导致。一些地方
在防控过程中出现松懈麻痹和消极对付现象，应
急指挥体系没能快速激活。马晓伟通报强调，要
健全常态化向应急及时转换的指挥体系，切实做
好各项应急处置准备，提高应急处置科学性精准
性，加强农村地区疫情防控工作。

漏洞和风险点多，也与部分群众疫情防控意
识不足密切相关。为此，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
合组近日印发《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下
进一步加强健康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根
据各地疫情变化，动态调整健康教育核心信息，
确保健康科普知识信息科学准确；强化每个人是
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理念，继续巩固新冠肺炎预
防措施，如常通风、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使用
公筷等。

国家卫健委疾病预防控制局监察专员王斌近
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呼吁，继
续加大对农村公众和疫情防控各项措施的宣传力
度；提倡在节庆期间文明举办婚庆等活动，尽量少
摆席，避免人群聚集；春运期间要尽量做到非必要
不出行，尽量避免去人员密集场所；发生可疑症状
之后不要慌，一定要佩戴好口罩，到就近的医疗机
构就诊。

（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

防控“链条”
断在哪里？
——从多起疫情看防疫风险点

■ 新华社记者 田晓航 沐铁城

看，这位妈妈是这样“冬训”孩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