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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让河间市诗美化妆品有限公司代工生产，还有
河间市美洁玉洗浴用品厂代工生产的洗浴用品：洗浴盐，搓
泥宝，奶，水晶芦荟胶，蜂蜜精华液，二合一，三合一等产品
不再销售。

让广州市丰歌医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代工生产和岳阳
市沐沐优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代工生产的过程中未经发现
的印刷错误的条码（6971885113007），以及克重，生产日期
不清楚，批号和限用日期错误的产品。停止销售同时进行
今年1月份至今的产品召回，对拒绝召回的线上或者线下商
家本公司不负任何法律责任。

凡是有上述产品的商家和消费者尽快和我公司联系。
联系电话：17503171309（段中田）
给消费者带来的不便表示诚挚的歉意。我们承诺采取

措施改进产品质量控制，预防再有类似事件发生。
河间市浴贝尔日化用品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14日

关于河间市浴贝尔日化用品有限公司销售的洗浴产品召回公告

按照《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2024年中央和省级财政提前下达农业转移支付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冀农财
发〔2024〕3号）、《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河北省2024年中央财政第二批农业转移支付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冀
农财发〔2024〕6号）有关要求以及黄骅市人民政府批准的《黄骅市2024年粮改饲项目实施方案》，我市2024年粮改饲工
作已于近日如期完成，经我局聘请第三方审验，所有项目任务均超额完成省、沧州市下达的任务指标。核定以下收储单
位为我市2024年粮改饲项目实施主体单位。

特公示如下，公示期七天（2024.11.14-2024.11.20）。

渤海新区黄骅市农业农村发展局
关于“2024年粮改饲项目”任务完成情况的公示

粮改饲项目收储单位

黄骅市丰茂盛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黄骅市振骅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
黄骅市裕丰养殖场

黄骅市龙宇绿源养殖专业合作社
黄骅市广旭家庭农场

黄骅市辉华苜蓿种植专业合作社
黄骅市渤海奶牛良繁有限公司
黄骅市永顺种植专业合作社
黄骅市兴鹏粮食贸易有限公司

黄骅市润程家庭农场
黄骅市金收苜蓿种植专业合作社

补贴资金合计（元）

收储类型

全株青贮

全株青贮
全株青贮
全株青贮
全株青贮
苜蓿干草
全株青贮
苜蓿干草
全株青贮
全株青贮
全株青贮

收储性质

商业收贮

自用
自用
自用
自用

商业收贮
自用

商业收贮
商业收贮

自用
商业收贮

收储鲜重
（吨）

31622.50

2718.81
4019.94
6250.95
4049.92
15992.80
4690.91
1071.42
28735.79
11045.98
2312.80

补贴额度
（元/吨）

38.396

38.396
38.396
38.396
38.396
38.396
38.396
38.396
38.396
38.396
38.396

补贴资金小计
（元）

1214170

104400
154350
240000
155500
614060
180110
41150
1103340
424120
88800

4320000

备注

含苜蓿干草、
苜蓿青贮

含苜蓿青贮

欢迎社会监督。监督举报电话：5816038
渤海新区黄骅市农业农村发展局

2024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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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利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你 单 位 工 伤 职 工 管 毓 举（ 身 份 证 号

522427196411094877）经沧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
为八级伤残；停工留薪期2.0个月；因邮寄无法送达你单
位，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初次鉴定结论书》沧劳鉴2024
年4833号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你对本鉴定结论不服，可以自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河北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再次鉴定。

特此公告
沧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2024年11月14日

公 告

任丘月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024贸易洽谈会通知

11月每周五六日，为商界成功人士量身打造：与商
业精英一对一对接、独家市场洞察、跨境电商新机遇、展
示您的明星产品；

尊享礼遇：五星级住宿、高端餐饮体验、专业翻译服
务、限量席位、可享专项补贴。

微信联系：18843211831
任丘月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14日

在 线 办 理

电话：3061515
微信：17717792898
地址：沧州市新华路报业大厦一楼

公告 声明 通知
广告 拍卖 挂失

责任编辑 谢颖颖
电话 3155697 电邮 rbyw2006@163.com

要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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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1 月 13 日电 （记
者 申 铖 王 雨 萧） 加大住房交易环
节契税优惠力度，降低土地增值税
预征率下限……多项促进房地产市
场平稳健康发展的税收政策 13 日对
外公布。

当日，财政部、税务总局、住房城
乡建设部发布相关公告，明确了上述安
排。

三部门有关司负责人介绍，此次政
策调整，加大住房交易环节契税优惠力
度，积极支持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

求；降低土地增值税预征率下限，缓解
房地产企业财务困难。

具体来看，契税方面，将现行享受
1%低税率优惠的面积标准由 90平方米
提高到 140平方米，并明确北京、上
海、广州、深圳4个城市可以与其他地
区统一适用家庭第二套住房契税优惠政
策，即调整后，在全国范围内，对个人
购买家庭唯一住房和家庭第二套住房，
只要面积不超过140平方米的，统一按
1%的税率缴纳契税。土地增值税方
面，将各地区土地增值税预征率下限统

一降低 0.5个百分点。各地可以结合本
地区情况对实际执行的预征率进行调
整。

同时，三部门有关司负责人介绍，
明确与取消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标准
相衔接的增值税、土地增值税优惠政
策，降低二手房交易成本，保持房地产
企业税负稳定。

增值税方面，在有关城市取消普通
住宅和非普通住宅标准后，对个人销售
已购买 2年以上（含 2年）住房一律免
征增值税，原针对北京、上海、广州、

深圳 4个城市个人销售已购买 2年以上
（含 2年）非普通住房征收增值税的规
定相应停止执行。土地增值税方面，取
消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标准的城市，
对纳税人建造销售增值额未超过扣除项
目金额20%的普通标准住宅，继续实施
免征土地增值税优惠政策。

记者了解到，为确保纳税人及时享
受税收优惠政策红利，税务部门将会同
有关部门采取一系列措施，持续优化纳
税服务，提升纳税人的满意度和获得
感。

住房交易税收新政公布，购买家庭唯一及第二套住房——

不超140平方米按1%缴纳契税

据新华社合肥11月13日电
（记者叶昊鸣） 记者从 13日交通
运输部在安徽省芜湖市举行的
2024年全国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
效现场推进会了解到，我国发布
了第一批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交通强国专项试点任务名单。

试点任务包括依托河北港口
群打造面向西北内陆地区钟摆式
运输高水平示范出海大通道、畅
通中蒙俄国际运输通道推进交通
物流降本提质增效、依托“北粮
南运”交通物流大通道推进降本
提质增效、依托长江经济带物流
通道助力降本提质增效等共 18
项。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扬在会
上表示，针对当前制约交通物流
降本提质增效的各种堵点卡点和
体制机制障碍，要推动从单一环
节降本向系统性降本、结构性降
本转变；推动从单一降低运输成
本向产业链综合降本转变；推动
交通物流发展从注重硬联通建设

向软联通和硬联通协同发力转
变；推动交通物流发展从更多注
重畅通国内向促进内外高效联通
转变。

李扬说，下一步，将加快交
通物流基础设施联网补网强链，
推进运输结构调整和多式联运发
展，推动交通物流与上下游各环
节一体化发展，支持智慧物流等
新业态新模式创新发展，加快构
建统一开放的交通物流大市场，
加快推进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建
设，全力推进交通物流降本提质
增效“1+5”政策框架体系确定
的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近年来，围绕实现“人享其
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我
国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网络加快完
善，综合运输结构持续调整优
化，多式联运“一单制”“一箱
制”深入推进，物流运输组织模
式不断创新，国际物流通道网络
进一步健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
增效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首批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首批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交通强国专项试点任务名单发布交通强国专项试点任务名单发布

新华社海南文昌11月13日
电 （李国利 邓孟） 天舟八号货
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九运载火
箭组合体 13 日垂直转运至发射
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
室 介 绍 ， 前 期 ， 面 对 严 重 台
风 灾 害 对 任 务 准 备 带 来 的 破
坏 影 响 ， 工 程 全 线 始 终 牢 记
国 家 使 命 高 于 一 切 、 成 功 压

倒 一 切 ， 科 学 调 配 力 量 资
源 ， 全 力 以 赴 保 安 全 、 保 成
功 、 保 进 度 ， 用 最 短 时 间 打
赢灾后恢复攻坚战。

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
施设备状态良好，参研参试单
位士气高涨、斗志昂扬，后续
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
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
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1月13日，天舟八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九运载火箭组合体垂
直转运至发射区。 新华社发

天舟八号船箭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天舟八号船箭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太空快递太空快递””即将发货即将发货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耕地保护提升耕地
质量完善占补平衡的意见》精神，严格
耕地保护，规范耕地占补平衡管理，提
高耕地生产能力，稳步拓展农业生产空
间，有力维护粮食安全，经省委、省人
民政府同意，现结合实际提出如下实施
意见。

一、层层压实耕地保护责任
（一） 严格落实党政同责。省委、

省人民政府对全省耕地保护负总责。市
县党委、政府要强化责任落实，切实将
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作为必须完成
的重大政治任务，对辖区耕地保护、利
用和监管负责，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战略，将耕地保护作为系统工程，坚
持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
保护，确保耕地保护红线决不突破。推
动乡镇党委、政府履职尽责，完善综合
防控机制，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二） 加强部门共同监管。各级各
有关部门要认真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
制度，依职责对耕地保护工作强化监督
管理。自然资源部门负责统筹协调、组
织实施耕地保护相关工作。农业农村部
门负责耕地质量管理，加强耕地种植用
途管控，引导农业产业结构合理调整，
确保粮食播种面积。林草部门负责依据
国土空间规划合理安排绿化任务，科学
实施国土绿化。发展改革、住房城乡建
设、交通运输、水利、文化和旅游等部
门认真履行行业监管责任，在规划编
制、项目审批和建设实施过程中严格保
护耕地、依法依规用地、节约集约用
地。

二、严格耕地用途管制
（三） 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约束。落

实河北省国土空间规划明确的耕地和永
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逐级分解纳入各
级国土空间规划，落实到地块并上图入
库，实行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结合
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开展土壤农业利
用适宜性评价；通过开展全域土地综合
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优质耕地恢复
补充等措施，统筹耕地和林地、草地等

其他农用地保护，推进零星耕地和永久
基本农田整合调整，促进集中连片，优
化耕地布局。

（四） 严格控制新增占用耕地。从
严控制非农建设占用耕地，优化项目选
址选线，严格执行土地使用标准，避让
永久基本农田。严控耕地转为林地、草
地、园地等其他农用地和农业设施建设
用地，系统谋划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引
导监管，确保规范有序。

（五） 加强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实
施建设用地总量和强度双控，持续降低
单位GDP地耗。推进批而未供、闲置
土地处置和低效用地再开发。统筹开展
农村地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有效盘活
农村存量建设用地。研究探索地上地下
空间高效利用，提升单位面积投入产出
水平。大力推广节地技术和模式，推动
存量换增量、地下换地上、资金技术换
空间，从源头减少耕地占用。

三、全面提升耕地质量
（六） 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大

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力度，合理引导各
类经营主体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建立
健全农田建设工程质量检验体系，完善
工程质量监督执法手段，细化制度措
施，强化建后管护，确保建一亩成一
亩。

（七） 抓好盐碱地综合利用。充分
挖掘盐碱地开发利用潜力，加强现有盐
碱地改造提升，有效遏制耕地盐碱化趋
势。统筹考虑盐碱地分布、盐碱程度、
水资源情况、产业结构等因素，突出区
域特色，分类分级利用盐碱地，坚持

“以种适地”同“以地适种”相结合，
努力在关键核心技术和重要创新领域取
得进展。

（八） 探索完善耕地质量建设保护
制度。健全耕地质量调查评价制度机
制，建立长期定位监测网点，对耕地质
量指标和变化情况开展监测，全面掌握
区域现状、变化趋势和承载能力。定期
开展耕地质量变更调查评价和综合评
价，编制发布耕地地力变化状况报告，
强化地力提升保护措施。完善耕地质量
保护与建设投入机制，做好资金保障。

（九） 强化政策引领和技术创新。
加大农业科技研发投入力度，推动现代
耕作技术应用，加强耕地灌排保障体系
建设，开展退化耕地治理，实施有机质
提升行动，推广粮食生产绿色高产高效
技术，在适宜区域推行保护性耕作模
式，促进用养结合，保持和提升耕地地
力。实施适度规模经营，提高生产效
率，增加粮食种植比较收益。加强撂荒
耕地治理利用，摸清底数，因地制宜分
类复耕，尽快恢复生产。积极开发各类
非传统耕地资源，加强现代化都市设施
农业建设，发展立体化种植，推广无土
栽培，推行智能化管理。

四、推进耕地占补平衡制度改革
（十） 优化占补平衡管理方式。严

格落实国家和有关部委关于耕地占补平
衡管理相关政策。将非农建设、造林种
树、种果种茶等各类占用耕地行为统一
纳入耕地占补平衡管理，落实补充耕地
责任；没有条件自行补充的，非农建设
要按规定缴纳耕地开垦费。补充耕地坚
持以恢复优质耕地为主、新开垦耕地为
辅的原则，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
内禁止新开垦耕地，严重沙化土地、重
点沙源区、沙尘传输通道、25度以上
陡坡、河湖管理范围及重点林区、国有
林场等区域原则上不作为补充耕地来
源。各类实施主体将非耕地垦造、恢复
为耕地的，符合规定的可作为补充耕
地。坚持“以补定占”，在实现耕地总
量动态平衡的前提下，将各市（含定
州、辛集市）稳定利用耕地净增加量作
为下年度非农建设允许占用耕地规模上
限，对违法建设相应冻结补充耕地指
标。

（十一） 健全占补平衡落实机制。
加强对耕地占用补充工作的统筹，完善
责任落实机制，补足补优耕地。将补充
耕地指标调剂统一纳入省级管理平台，
从严规范程序，合理确定补偿标准，严
控调剂规模，指标调剂资金纳入预算管
理。坚决防止和纠正单纯追求补充耕地
指标、不顾自然条件强行补充的行为。
生态脆弱、承担生态保护重点任务地区
的国家重大项目建设，按照国家有关要

求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分类分主体制
定耕地开垦费等费用标准并及时调
整，统筹安排资金用于耕地保护与质
量建设。各地可按规定对未占用耕地
但已实施垦造或恢复耕地的主体给予
补偿。

（十二） 完善补充耕地质量验收机
制。认真落实国家和有关部委关于补
充耕地质量验收有关规定，强化刚性
约束，确保垦造和恢复的耕地符合高
标准农田建设要求；完善补充耕地后
续管护、再评价机制，将补充耕地后
续培肥管护资金纳入占用耕地成本；
补充耕地主体要落实后续培肥管护责
任，持续熟化土壤、培肥地力，防止
退化撂荒。

五、严格耕地保护执法监督
（十三） 严惩违法行为。以“零容

忍”态度严厉打击各类乱占破坏耕地违
法行为，发挥警示作用，形成有力震
慑。违法违规问题整改坚持依法依规、
实事求是，尊重规律、循序渐进，防止

“简单化”、“一刀切”，切实保护农民合
法权益。

（十四） 密切协调联动。强化行政
执法机关与公安机关、审判机关、检察
机关等的协作配合，强化行政执法与行
政审判、刑事司法工作衔接，充分发挥
公益诉讼、司法建议等作用，依法惩处
破坏耕地资源违法犯罪行为。强化监督
执纪，严肃查处违法占用耕地背后的责
任、腐败和作风问题。

坚持把党的领导落实到耕地保护
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各级党委、政府
要切实承担起主体责任，把耕地保护
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有力有效推动各
项任务落地落实，原则上不制定配套
文件。各有关部门要按照分工加强协
同配合，积极履职尽责，形成工作合
力。要落实耕地保护经济奖惩机制，
健全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机制和种粮农
民收益保障机制，完善价格、补贴、
保险政策。要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做
好耕地保护法律政策宣传解读，为调
动保护耕地、种粮抓粮积极性、主动
性营造良好氛围。

（上接第一版） 不断提升竞争优
势。李强来到涿州市小清河分洪区
南围堤建设工程现场，察看项目最
新进展，听取河北省灾后重建重大
水利工程等情况汇报，与设计施工
监理人员交流。李强说，去年河北
省遭受历史罕见特大暴雨洪灾，灾
后恢复重建时间紧、任务重。要加
快推进房屋重建和修缮加固、水毁
公路修复提升等任务，进一步加强
防洪工程体系规划建设，扎实做好
河道疏浚、堤坝加固、水库布局等

工作，严把质量关，切实提高防大
汛、抗大险能力。李强叮嘱当地干
部，冬季来临，要把受灾群众生活
保障工作想得再细些，一件一件落
实好，确保他们安全温暖过冬。

李强充分肯定河北经济社会
发展成就，希望河北全面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北工作的
重要指示精神，锐意进取，奋发
作为，为全国发展大局作出更大
贡献。

吴政隆陪同调研。

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坚持创新驱动发展 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加快全面绿色转型
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展现新作为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展现新作为

中共河北省委中共河北省委办公厅办公厅 河北省人民政府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办公厅公厅

关于加强耕地保护提升耕地关于加强耕地保护提升耕地质量完善占补平质量完善占补平衡的实施衡的实施意见意见
（2024年4月24日）

（上接第一版）习近平主席在书中分享
了对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的深刻见解，
帮助我们更好地探讨减除贫困、实现可
持续发展的新方式。

《摆脱贫困》葡萄牙文版译者、巴西
瓦加斯基金会法学院教授埃万德罗·卡瓦
略谈及翻译心得时指出，在中国脱贫攻

坚的伟大实践中，文化引领尤显重要，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智慧
贯穿于习近平主席的治国理政思想。

巴西—中国友好协会会长恩里
克·达诺布雷加认为，《摆脱贫困》论
述的中国经验证明，只有以坚定不移的
政治意志和艰苦卓绝的政策实践，才有

可能摆脱贫困。这部著作不仅是对中国
摆脱贫困实践的思考，更是对世界发出
的行动号召，鼓舞我们在减贫脱贫方面
贡献更大力量。

《摆脱贫困》葡萄牙文版由外文出
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和巴西孔特拉庞
托出版社共同翻译出版。此前，《摆脱

贫困》已相继推出英文、法文、西班牙
文、西里尔蒙古文、豪萨文、斯瓦希里
文、乌兹别克文、老挝文版。

活动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外
文局、中国驻巴西使领馆和卢拉学会等
巴方机构共同主办承办。中巴各界人士
近300人出席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