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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退回《广西柳州市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计划课题合同》
经费的公告

柳州市中铨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广西科技大学：
柳州市科学技术局于2024年7月4日作出《关于退回<广西柳州市应用

技术研究与开发计划课题合同>经费的通知》（柳科计字 〔2024〕 39 号），

应当退回我局项目经费人民币捌拾万元 （￥800000元）。因柳州市中铨机械

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已经不在住所地正常经营，且无法联系，特此公告。《关

于退回<广西柳州市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计划课题合同>经费的通知》（柳

科计字〔2024〕39号） 全文内容到我局查询。联系电话：0772-2623551

柳州市科学技术局
2024年7月12 日

柳州市君誉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议通知
尊敬的各位股东：

根据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规定，董事

会拟定于2024年8月30日下午3点在柳州

市西江路 26 号办公楼三楼会议室召开临

时股东大会，会议由董事长李志光主持，

全体股东出席，会议内容：1. 讨论申请

注销小额贷款公司经营许可证，不再经营

小额贷款业务，公司债权处理事宜；2.

讨论公司变更后的公司名称、修改章程，

经营范围事宜。

联系电话：15607725390

联系人：廖启泉

联系地址：柳州市西江路 26 号双恒

商业办公大楼三层

电子邮件：1zjy26@163.com

特此通知！

柳州市君誉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2024年7月12日

新华社北京7月 11日电 去年我国增发 1 万亿元
国 债 ， 支 持 灾 后 恢 复 重 建 和 提 升 防 灾 减 灾 救 灾 能
力。记者 11 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
前，2023 年增发国债 1.5 万个项目已全部开工建设。

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司重大项目推进处处长岳
修龙说，2023 年 11 月以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方面下达项目清
单，将 1 万亿元增发国债资金安排到 1.5 万个项目，
主要涉及灾后恢复重建和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以海河和松花江流域等北方地区为重点的骨干防洪
治理工程、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城市排水
防涝能力提升工程等 8 个领域。

岳修龙介绍，目前，一批学校、医院、道路等
灾后恢复重建项目已经投入使用，有效改善了受灾
地区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一批江河堤防、病险水库
除 险 加 固 等 水 利 项 目 已 经 建 成 ， 黄 河 古 贤 水 利 枢
纽、广西长塘水库、贵州花滩子水库等重大水利工
程开工建设；一批工程抢险、基层防灾等项目落地
实施，进一步提升了有关行业和地方自然灾害应急
保障能力。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继续
做好实地督导检查工作，加快推进项目实施，在年
内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同时，着力督促有关方面
严格落实项目建设各项规定，严把工程质量关，严
防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确保将增发国债项目建成民
心工程、优质工程、廉洁工程。

2023年增发国债项目
全部开工

“在现代航海时代，中国
人首次携带蛟龙号探索大西洋
深渊海底，郑和下西洋的精神
依然激励着我们。”

在第 20 个中国航海日，
参加中国首个大西洋载人深潜
科考“大西洋底来的人”接受
了新华社记者专访，透露一系
列重要成果并揭秘“下大西
洋”非凡历程。

从“下西洋”到
“下大西洋”

2024年 5月 28日，“深海
一号”船搭载“蛟龙”号抵达
青岛母港，圆满完成我国首个
大西洋载人深潜科考航次任
务。

从 2023年 12月 17日由青
岛起航，中国大洋 83 航次历
164 天、经三大洋、总航程 3
万海里，中国大洋 83 航次四
跨赤道，两越东西半球分界
线，两过好望角。“几乎近一
半作业，都是在临界或接近临
界海况下完成的。”本航次船
长张志平说。

张 志 平 是 “ 向 阳 红 01”
船首任船长、中国首次环球海
洋综合科学考察航次总船长，
也是中国郑和航海风云榜十佳
海员。

“与 600多年前郑和下西
洋相比，对海洋天气变化的认
知与船舶装备都换了人间，但
海上工作从来都是艰苦的，时
刻离不开郑和下西洋的无畏精
神。苦中有甜，一定也是郑和
下西洋的那种美好感觉。”他
说。

“深潜”地球最长的山脉

地球上最长、最年轻的山

脉在哪里？在浩瀚大洋深处，
这就是洋中脊。

洋中脊穿过所有大洋，蜿
蜒曲折，绕地球一圈，长 8万
公里，就像一条盘在大洋中的
巨龙，“龙脊”偶尔露峥嵘，
浮出海面。

在大西洋，冰岛、亚速尔
群岛、阿森松岛等就是冒出海
面的洋中脊。

中国大洋 83 航次首席科
学家、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
研究员孙永福说，这是地球多
圈层物质能量交换的热点、观
测地球深部活动的窗口，也是
海底金属矿产宝藏。

这里蕴藏着生命起源进化

的密码。无尽的生物资源，在
天然药物和活性化合物、特殊
功能酶和基因、生物材料等方
面有无可限量的应用前景。

本航次取得大量深海数据
样品，探明了大西洋洋中脊海
底热液活动区环境及生物群落
特征，发现多个海洋生物新物
种，提升了我国深海基因资源
储备质量。

“北大西洋以前一直被认
为是欧美‘后花园’。本航次
将我国载人深潜调查由太平
洋、印度洋拓展到大西洋，实
现中国大洋工作新拓展。”中
国大洋 83 航次临时党支部书
记许学伟说。

对这些“大西洋底来的
人”而言，下潜中发现的新奇
生物给旅程增添了许多乐趣。

“比如长着两个小耳朵的小飞
象、长得像蝙蝠一样的海底生
物等。很震撼！”许学伟说。

科技文化
“奔赴”星辰大海

大西洋深处，龙年腾“蛟
龙”。

2 月 9 日，龙年除夕，下
潜科考队员特地制作了有传统
节日元素的中国结、“福”字
等，随蛟龙号下潜放置在大西
洋海底。

中国科技与中国文化融

合，无远弗届。本航次首次证
实采蘩、洵美、允臧、德音等
4个热液区活动状态，精细刻
画 15 个热液区地质、环境和
生物多样性。

采蘩、洵美、允臧、德
音，是不是很熟悉？这些命名
都来自 《诗经》：“于以采蘩，
于沼于沚”“自牧归荑，洵美
且异”“卜云其吉，终焉允
臧 ”“ 我 有 嘉 宾 ， 德 音 孔
昭”……

经国务院批准，国家海洋
局在我国大洋航次成果基础
上，按有关国际规定，以《诗
经》及古代中国人名，为相关
海底地理实体命名，体现了我
国对国际海底活动的贡献，也
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精髓。

首潜大西洋的“蛟龙”也
是科技与文化结晶。《楚辞·
离骚》 说：“麾蛟龙使梁津
兮，诏西皇使涉予。”

作为我国首台自主设计、
自主集成研制的大深度作业型
载人潜水器，蛟龙号助力我国
实现了深海技术装备从“跟
跑”“并跑”到“领跑”跨越。

记者 11 日从中国大洋事
务管理局获悉，中国大洋 86
航次第二航段将于 8月 10日从
青岛起航，“深海一号”船将
搭载蛟龙号执行“数字化深海
典型生境”大科学计划。

该航次首席科学家许学伟
说，这是我国践行“海洋命运
共同体”理念，推动深海生物
多样性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的重
要举措，将为我国提升全球深
海治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

多国科学工作者，将首次
乘坐蛟龙号，“蛟龙入海”。
（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工作人员在大西洋海域布放“蛟龙”号载人潜水器 （3月23日摄）。 （新华社发）

蔚蓝星球，因海而蓝。
海洋约占地球表面积的 71%，
是生命的摇篮、人类文明的
源 泉 。 良 好 生 态 是 海 洋 的

“瑰宝”，唯有以生态优先的
理念经略海洋，海洋福祉才
能绵延不绝。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11 日
发布 《中国的海洋生态环境
保护》 白皮书，全面阐述中
国统筹推进海洋生态环境保
护 、 系 统 治 理 海 洋 生 态 环
境、提升海洋绿色低碳发展
水平的重要举措，向世界展
示了中国广泛开展海洋生态

环境保护的实际行动，和中
国努力构建人海和谐的海洋
生态环境的积极姿态。

中国高度关注海洋生态
环境保护，坚持生态优先，
将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海
洋开发总体布局中，坚持陆
海统筹、河海联动、系统治
理，坚持科技引领、多元共
治、全民参与、合作共赢，
成就有目共睹。

从积极参与环境保护、
资源养护等国际规则制定，
紧 密 对 接 联 合 国 “ 海 洋 十
年”等重大合作倡议，到广

泛开展对外援助与培训，与
多个国家联合开展海洋污染
防治科学研究……中国用实
实在在的行动，同世界一道
共同维护海洋秩序、共同促
进海洋和平、共同发展海洋
经济。

当前，全球海洋安全、
发展、治理面临一系列突出
挑战，更加需要各国交流互
鉴，务实合作，让蓝色星球
永葆底色。

要进一步夯实海洋生态
环境保护国际合作与交流，
不断扩大蓝色朋友圈；要推

动海洋综合管理、海洋科学研
究、海洋观测和防灾减灾、生
态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合作；要
实施好“海洋十年”中国行
动，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
产品和服务……

保护和改善海洋生态环
境 没 有 止 境 ， 须 在 更 多 方
面、更多领域探索、加力。
只有完善体制机制建设，才
能共同将海洋生态保护制度
之网越织越密；只有创新科
学方式方法，才能切实改善
海洋生态环境质量；只有进
一 步 营 造 亲 海 、 知 海 、 爱

海、护海的社会氛围，才能
让 保 护 海 洋 的 意 识 内 化 于
心，外化于行。

期待各国携起手来，从
有利于人类长远发展进步的
角度出发，有序开发利用海
洋资源，合力应对气候变化
等全球性挑战，共同为海洋
的可持续发展担当尽责，为
子孙后代留下一片碧海蓝天。
（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新 华 时 评

（上接一版）
白皮书指出，新征程上，

中国坚持新发展理念，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继续构建人海和
谐的海洋生态环境。中国坚守
胸怀天下、合作共赢的精神，
以实际行动践行海洋命运共同
体理念，愿与世界各国一道，
同筑海洋生态文明之基，同走
海洋绿色发展之路，让海洋永
远成为人类可以栖息、赖以发
展的美好家园，共同建设更加
清洁、美丽的世界。

《中国
的海洋生态
环境保护》
白皮书发布

构建人海和谐的海洋生态环境

7 月 11 日，与会者在参
观活动周期间举办的 2024天
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

当日，2024 年中国航海
日主论坛暨全国航海日活动
周启动仪式在天津市滨海新
区举行。2024 年中国航海日
活动主题是“智慧航海 畅
行未来”，活动周期间，天
津将举办中国航海日论坛系
列活动、中国航海学术年
会、航海科普系列活动、展
览活动和群众性航海文化活
动等。 （新华社发）

“大西洋底来的人”：
揭秘中国大洋83航次

1.5万个！

6 年 6 轮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共有
700余种药品新增进入国家医保药品目
录，越来越多慢性病、罕见病等药品被
纳入，更多患者在用得上药的同时用得
起药。

今年的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
已正式启动。国家医保局 11 日对相关
问题进行解读。

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自 2018
年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累计有 700余
种救急救命的好药、创新药等进入国家
医保药品目录，包括通过谈判新增的
446个药品，其中大部分为近年来新上
市、临床价值高的药品。目前国家医保
药品目录内西药和中成药数量增加至
3088种。

新药好药不断纳入医保。
2020年新增替雷利珠单抗、仑伐替

尼等 17 种抗癌药；2021 年新增治疗脊
髓性肌萎缩症 （SMA） 的重要药品诺西
那生钠注射液；2023年的目录调整覆盖
了 16 个罕见病病种，填补了 10 个病种
的用药保障空白，戈谢病、重症肌无力
等疾病治疗用药被纳入目录……肿瘤、
慢性病、罕见病等药品保障水平稳步提
升。

新药进目录的速度不断加快。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新药

从获批上市到进入目录的时间，已从原
来的 5 年多缩短到现在的 1 年多，80%
的创新药能够在上市后两年内进入医保
药品目录。

目录内药品价格更趋合理。
谈判竞价是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

的关键一环。医保方和企业方围绕“价
格”反复博弈。2023年，143个目录外
药品参与谈判或竞价，其中 121个药品
谈判或竞价成功，平均降价 61.7%。

一些“高价救命药”在经过“灵
魂砍价”后被纳入医保，为许多家庭
带来希望。在 2021 年医保药品目录调
整中，诺西那生钠注射液经谈判后，
从每针 70 万元降至 3 万余元，被纳入
医保。

肿瘤治疗药物持续更新。2020年医
保药品目录调整中，对 2018 年抗癌药
专项准入谈判中的 14 种独家药品，按
规则进行了续约或再次谈判，平均降幅
为 14.95%，其中个别一线抗癌药降幅
超过 60%。到 2023 年，目录中肿瘤靶
向药的数量已达 74个。

患者看病负担减轻实实在在。
2022年，147个目录外药品参与谈

判 和 竞 价 （含 原 目 录 内 药 品 续 约 谈
判），总体成功率达 82.3%。谈判和竞
价 新 准 入 的 药 品 ， 价 格 平 均 降 幅 达
60.1%。协议期内 275 种谈判药报销 1.8
亿人次。通过谈判降价和医保报销，年
内累计为患者减负 2100余亿元。

6 轮调整，药品“有进有出”。经
过多次调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已累计
调出 395个疗效不确切、易滥用、临床
被淘汰或者即将退市的药品。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
的调整将更加关注药品供应保障情况的
监测与管理，提升医保药品的可及性。
在调出品种的范围方面，将近 3年未向
医保定点医药机构供应的常规目录药
品，以及未按协议约定保障市场供应的
谈判药品列为重点考虑的情形，强化供
应保障管理。

今年的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将于 11
月完成谈判并公布结果。期待更多好药
进入医保，切实缓解百姓看病后顾之
忧。

（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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