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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院根据申请人四川忆欣达包装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21年3月9日裁定受理四川忆欣达包装有限公司

破产重整一案，并于2021年3月12日指定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担任四川忆欣达包装有限公司管理人。

四川忆欣达包装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1年4月20日前，向四川忆欣达包装有限公司的管理人（通讯

地址：四川省井研县千佛镇兴盛路13号四川忆欣达包装有限公司管理人办公室，邮政编码613100，联系人彭

彬律师：13540876873、廖荣飞律师：18111593639）申报债权，并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

连带债权，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重整计划草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

充申报，但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

利，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四川忆欣达包装有限公

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四川忆欣达包装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1年4月30日 9:30在本院二楼会议室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

权人会议成员，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

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

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当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

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

律师的还应当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特此公告

井研县人民法院

2021年3月16日

四川省井研县人民法院
公 告

(2021) 川1124破1号

挺进，向亘古荒原开战

今年91岁的老党员王在邦，曾
作为一名解放军战士参加1949年开
国大典阅兵式。第二年，他跨过鸭
绿江，入朝作战。1958年4月，王在
邦带着妻子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
来到黑龙江边陲小城密山，开发北
大荒。

和王在邦一样的几万名复转官
兵，当年吹响了开发北大荒的“集结
号”，10万名官兵扛着红旗，挑着行
李，穿过山林，越过沼泽，直插北大
荒腹地。

时间回溯到1954年 6月，王震
将军来到黑龙江省汤原县，看望正
在施工的铁道兵战士。当看到官兵
们垦荒收获的粮食、蔬菜后，王震有
了把大批复转军人留在黑龙江“办
农场，为国家多产粮食”的想法。

王震将军找到当时的铁道兵副
师长余友清，在谈话后的第二天，余
友清就背了一个小包，带了一个警
卫员去踏查。他们在蒿草丛生、野
狼出没、沼泽遍布的北大荒腹地，长
途跋涉，风餐露宿。

1955 年 1月，铁道兵部队的第
一个农场——八五〇农场成立。

短短两年时间，铁道兵多个师
的复转官兵1.7万多人挥师北上，先
后创建了八五二、八五三、八五四等
12个八字头农场。

曾参加过西南剿匪、抗美援朝
的李胜清，1958 年来到八五〇农
场。刚站稳脚跟，1959年初，李胜清
就把远在河南老家的父母、妻子、兄
弟以及岳父母接来，和他一起开发
建设北大荒。如今，李胜清一家在
北大荒已有4代人，他的两个儿子和
两个女儿，都工作在农业生产一线。

八五〇农场的建设，为复转官
兵开发北大荒提供了经验，一批又
一批官兵向荒原发起集团式进军。

1958年，北大荒迎来开发高潮，当年
10万复转官兵挺进北大荒。

开发，向广袤黑土地要粮

八五〇农场第一管理区第一作
业站——王震将军点燃第一把荒火
的地方，当时这里一片沼泽，野兽出
没，风雪肆虐，荒草齐腰高。

在北大荒开发建设纪念馆，摆
放着当年使用的犁具、锄头。该馆
馆长丁军说，当时没有农具，复转官
兵就从日寇遗留的地下工事里捡来
炮弹皮、废铜烂铁等，自制农具。

1955年5月，大地解冻，官兵们
迎来了建场的第一个春天。一些低
洼地还有冰碴，牲口在里面抬不起
蹄，一步一趔趄。余友清提出人拉
犁，年近半百的他跳进泥浆里，带头
拉犁开荒。

两天下来，余友清感到用50人
拉一台犁，效率太低，他改装犁具，改
进拉犁方式，用20人拉，后来改为12
人或8人拉。就这样，开荒早期，靠
人拉犁唤醒了沉睡千年的黑土地。

在余友清带领下，官兵们第一
年就开出了14.45万亩荒地，做到了

“当年开荒、当年生产、当年收益”。
王在邦回忆起当时的生产场景，

那真是“早起三点半，地里三顿饭，晚
上看不见，锁头把门，烟囱站岗”。

“但我依然不后悔，我骄傲，我
是北大荒人。”老人说起那段岁月，
依然激情澎湃。

今年 105 岁的郭德福老人，
1955年10月来到北大荒，曾担任八
五〇农场的生产队队长。他说，当
时苗出来后，没几天杂草就封垄了，
草比苗高，在苗长成期间，战士们需
要一遍遍用手拔、用锄头锄去杂
草。这对拿惯枪支的战士们来说，
需要巨大的耐心。

1956年5月，八五〇农场派副场
长黄振荣前往南横林子创建八五二农

场。他带队当年开荒20万亩，这个农
场成为当时规模最大的铁道兵农场。

向荒原要粮何其艰难。黄振荣
的儿子黄黎听母亲讲述了一件事：
一天，黄振荣接到指挥部通知，冒着
零下40多摄氏度的极寒，走了50多
公里，连夜赶回场部开会，脚指甲生
生冻掉了9个。

“洗脚的时候，我母亲看见父亲的
脚血肉模糊，都是肿的，脚上还粘着一
块破布，撕都撕不下来。”黄黎说。

如今，在王震将军点燃第一把
荒火的地方，当地建起了纪念雕
塑。八五〇农场场长王洪斌说，这
个地方如今建成了全国水稻绿色高
质高效创建示范区，粮食亩产从当
年的100多斤提高到1200多斤。

2020年，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
公司粮食播种面积4330万亩，粮食
调出量405.5亿斤，占全国20%，北大
荒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华大粮仓”。

改革，打造“农业领域航母”

北大荒不仅为祖国生产粮食，
还缔造了“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
全大局、无私奉献”的北大荒精神。
新时代，北大荒在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和农垦改革中，发挥着引领
示范作用。

正值备耕之际，八五四农场种
粮大户吴进堂开始检修农机。1998
年他承包了3000多亩耕地，现已发
展到1万亩。吴进堂说，第一代北大
荒人浴血奋战，为今天的“中华大粮
仓”奠定了坚实基础，要继承北大荒
精神，发展绿色农业，让农产品更
绿，品质更优。

北大荒第二代、王在邦的儿子

王伟，如今是八五〇农场一家生物
肥企业的董事长。他说，正是老一
辈北大荒人的艰苦奋斗、勇于开拓
的进取精神，激励着自己二次创业。

新一代北大荒人正奋发努力，
为北大荒农业现代化贡献着力量。

种植大户“80后”袁志欣说：“如
今收割机装上北斗导航，可以实现
24小时不间断作业，一天一夜可以
收割2000多亩地。”

北大荒集团牡丹江分公司总经
理刘广润说，经过60多年的艰苦创
业，从第一个军垦农场八五〇农场
到如今15个农场，牡丹江分公司耕
地面积已达672.5 万亩。无论是在
探索中曲折前进，还是在改革大潮
中破浪前行，军垦精神始终是牡丹
江分公司代代传承的根与魂。

北大荒立足现代农业，努力打
造“农业领域航母”的同时，一场深
化农垦改革的战役也在攻坚。2015
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
进一步推进农垦改革发展的意见》，
北大荒迎来转型发展新契机。

去年底，黑龙江农垦改革收官。
北大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守聪
说，经过5年的“钢牙啃硬骨头”，黑
龙江垦区集团化、农场企业化改革主
体工程全面完成，实现了政企分开、
事企分开、社企分开目标。

体制机制改革的红利正加速释
放。2020年，北大荒集团实现利润
总 额 13.1 亿 元 ，比 上 年 增 长
329.4%。“北大荒”品牌价值突破千亿
元，并进入“世界品牌500强”行列。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北大荒再
出发。

亘古黑土地，焕发出勃勃生
机。 （新华社哈尔滨3月17日电）

是谁，唤醒沉睡千年的黑土地
——十万官兵决战北大荒

在位于黑龙江省哈尔
滨市的北大荒博物馆，有一
幅 版 画 ，题 为《第 一 道 脚
印》。画面里，乌云低沉，垦
荒勘测队的几位战士扛着
设备，拄着木棍，行进在茫
茫雪原，身后留下一行行脚
印。

这里，曾是苦寒蛮荒之
地。北大荒的拓荒史，始于
先驱者的第一道脚印。

挺进！挺进！向荒原
挺进！

为了开发这片神奇的
黑土地，十万复转官兵奔赴
北大荒，揭开了人类垦荒史
上的壮丽篇章。

北大荒的沧桑巨变了
不起！一代又一代北大荒
人披荆斩棘、开拓进取。

昔日的亘古荒原，如今
已变成我国重要的商品粮
基地，北大荒正努力打造

“农业领域航母”。

近年来，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东林镇依托秀美
的山水田园风景，积极推进“一村一品”美丽乡村建
设，推进农村四好公路、绿色步道、外墙美化、花卉景
观、美丽庭院等多方面的建设升级，累计完成18个
市级美丽乡村创建、2个市级美丽乡村精品村、4个
省级“美丽宜居”村，村庄人居环境得到大幅改善。

▲东林镇泉益村一处民居外墙绘制了彩色的图
画（3月17日摄）。

▶3月17日，空中俯瞰东林镇泉益村（无人机照
片）。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内蒙古
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
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要认真做
好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全面推行使
用国家统编教材。

语言文字是载体、是桥梁、是纽带、是钥匙，
在国家和民族内部起着凝聚人心，形成国家认
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的重要作用。我国是一
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文种的国家。在这个有着
14亿人口的大国，如果没有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人们如何交流、如何沟通？数千年来，中华民族
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发展，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
于各民族能够以通用语言文字进行不断深化的
交往交流交融。

截至 2020 年，我国普通话在全国范围内普
及率达到80.72%，识字人口使用规范汉字的比例
超过95%。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还要不
断提高普及程度，全面提高普及质量，促进城
乡、区域平衡协调发展。要充分发挥学校的推广
普及基础阵地作用，全面加强各级各类学校的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把语言文字规范化要求纳
入教育教学各个环节。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我们更要
坚定不移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以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为纽带，增强各民族之间经济文
化社会交流，加深各民族之间情感，促进各民族
之间交融，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夯基固
本。 （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

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记者
史竞男）中宣部办公厅近日印发
《关于做好 2021 年全民阅读工作
的通知》，提出了2021年全民阅读
工作的总体要求，部署了重点工作
及组织保障等措施。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年。
通知指出，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
局，做好2021年全民阅读工作，对
推动书香社会建设，营造良好文化
氛围，凝聚全国人民奋斗“十四
五”、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力量
具有重要意义。

通知部署了2021年全民阅读
重点工作：着力培根铸魂，深入推
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读物的学习阅读，推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深入人心。突出主题主线，紧紧围
绕庆祝建党100周年，充分结合党
史学习教育，抓实、做好主题阅读
工作，组织党员干部精读细读重点

权威党史出版物，在广大群众中深
入做好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
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等重点出版物
阅读推广。深入基层群众，加强优
质出版内容供给，优化基层阅读资
源配置，改善公共场所阅读条件，
更好满足人民阅读新期待。加大
服务力度，倡导家庭阅读、亲子阅
读，重视保障农村留守儿童、城市
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等群体的基本
阅读需求，加强面向残障人士、务
工人员等群体的阅读服务，有针
对性地做好重点和特殊人群的阅
读工作。立足本地特色，挖掘区
域资源，打造和巩固符合本地需
求的品牌阅读活动，提升地区品
牌阅读活动的群众参与度、辐射
面和号召力。创新方法手段，主
动适应信息技术条件下数字阅读
方式更便捷、更广泛的特点，积极
推动全民阅读工作与新媒体技术
紧密结合。扩大宣传效果，加大
对全民阅读的宣传报道力度，推动
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
书的新风尚。

中宣部办公厅印发
《关于做好2021年全民阅读工作的通知》

记者17日从中央依法治国办获悉，中
央依法治国办于近日启动2020年党政主要
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
及法治政府建设实地督察反馈整改工作。

去年11月，中央依法治国办围绕党政
主要负责人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
及法治政府建设情况，对内蒙古、黑龙江、上
海、江苏、山东、广西、海南、青海等八个省区
市启动法治督察。

据悉，此次督察反馈组将前往八个省区
市进行现场反馈，督促被督察的地方狠抓问
题整改落实，强化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法治建
设责任，持续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取得实效。

中央依法治国办要求，被督察的地方
要把督察整改落实的成效和推进地方法治
建设能力水平提升，作为贯彻落实党中央
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决策部署，提高
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的检
验标尺，为“十四五”时期开好局、巩固拓展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扎实做好

“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提供坚
实的法治保障。

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
2020年法治督察反馈整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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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17日从商务部了解到，随着我国
经济形势稳定向好，2020年汽车后市场消
费持续复苏，初步估算，全年汽车后市场消
费规模超1万亿元，有力拉动了汽车消费。

汽车后市场是指已售汽车使用过程中
产生的交易或服务活动。商务部相关负责
人表示，2020年我国二手车交易量有序回
升，汽车改装、报废机动车回收稳定增长，共
享出行、充电设施快速发展。

（以上均据新华社）

2020年我国汽车后市场
消费规模超万亿元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17日启动全国打击
毁林专项行动，对2013年以来毁林问题进
行全面清理排查和专项整治，严厉打击毁林
违法犯罪行为，进一步维护森林资源管理秩
序，提高森林资源保护管理水平。

国家林草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说，专项行
动于3月至12月集中开展，全面清查非法侵
占林地、毁林开垦、滥砍盗伐林木、违规拆分
审核（批）、临时用地逾期使用、违规调整和破
坏国家级公益林等问题；重点排查生态区位
重要、涉案林地林木数量大、持续时间长、影
响恶劣的案件；全面梳理地方政府及有关部
门出台的涉林政策，坚决纠正违法违规情形。

专项行动启动！
我国将全面清查毁林开垦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