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进应急避难场所建设。推进全省地震应急避难场所

认定标准的制订和贯彻落实。在继续完善已建成避难场所

基础设施的同时，结合城市（镇）绿地绿化景观和公园规划、

公共建筑建设和城市（镇）地下空间规划，建设分布合理、功

能设置完善、管理维护高效的应急避险避难场所，满足震后

临时安置需求。在学校、医院、影剧院、大型商场、酒店、体育

场馆等人员密集场所强化应急避险基础设施（设）备建设，满

足紧急疏散需求。

（四）提升防震减灾公共服务能力
构建服务架构。制定层次清晰、针对性强的公共服务产

品清单和事项清单。面向政府应急管理，提供震前监测预报

和防御，震时应急响应和震后抗震救灾与恢复重建的决策服

务。面向社会公众，拓展地震速报、预警信息、防震减灾科普

宣传等公众服务。面向高铁、桥梁、大坝和清洁能源开发等

重点行业和国防建设，强化监测预警、地震安全性评价与健

康诊断等专业服务。面向国家和本省重大战略和重要活动，

强化地震安全保障等专项服务。面向规划、国土利用和重大

工程建设，强化活断层探测和小区划成果转化及应用服务。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提高防震减灾公共服务法治化、规

范化、标准化水平。

强化服务供给。利用地震行业公共服务平台，强化公共

服务清单编制发布、实施评估和动态调整等工作，进一步加

强公共服务产品的推广。不断完善我省防震减灾公共服务

清单并根据实际进行动态调整，进一步细化性能指标。创新

公共服务工作机制，激发社会力量活力，鼓励和培育社会组

织、企业参与防震减灾公共服务和产品供给，培育我省地震

安全服务市场。规范防震减灾公共服务内容、流程和方式

等，保障服务供给和服务质量。提供地震预警、减隔震技术、

工程抗震性能鉴定与结构损伤探测、活断层探测等技术服

务，实现防震减灾技术应用推广转化。建立评估监督机制，

开展服务效果及满意度评估，提出服务产品和事项的调整优

化建议。加强民族地区防震减灾公共服务研究。

科学发布预警。围绕“一群两区多点”城镇化空间发展

新格局，针对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重大工程，建设地震烈度

速报和预警系统，提升重大工程地震预警及应急处置服务能

力和地震预警的社会服务能力。建成全省重点区域地震预

警业务系统，初步形成部门联合、上下衔接、管理规范的地震

信息发布体系。提高数据处理标准化水平，推进地震预警

“一张网”建设。充分利用青海省预警信息发布系统和广播

电视、互联网、网络新媒体等手段，搭建传播网络和接收终

端，精准发布地震预警信息。拓展地震预警应用领域，满足

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和重点行业、重点地区、重大生命线工程

的预警需求。

加强科普宣传。完善地震与宣传、科技、教育、民宗、应

急、科协等部门的协同机制，合力开展防震减灾科学普及教

材编制、精品创作、品牌建设、资源共享、队伍建设和重大活

动宣传工作。深入推进以广播电视、互联网+、网络新媒体等

多种方式为载体的地震科普宣传。做好全国防灾减灾日、全

省防震减灾宣传周等重点时段的科普宣传，推进防震减灾科

普宣传“八进”，提升公众防震减灾意识和应急避险、自救互

救技能。加强防震减灾科普作品创作，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参

与防震减灾科普宣传和科普作品创作。采取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对照的形式，整理、翻译、创作和出

版一批适合在青海民族地区传播的实用宣传产品，打造民族

地区防震减灾科普宣传品牌。强化科普阵地建设，推进防震

减灾科普纳入地方综合科普场馆建设，大力推进综合减灾示

范社区、防震减灾科普教育示范学校和防震减灾示范企业创

建。充分利用地震断裂、古地震剖面、大地震遗迹遗址等地

震遗迹资源，充分发挥各地地震监测中心站设施优势，积极

打造防震减灾科普教育基地。

（五）增强地震科技支撑能力
强化科技攻关。积极开展关键科研技术攻关，持续支持

青海省地震科学基金课题。立足青藏高原强震多发环境及

特殊构造特点，强化地震基础理论研究，深化对大地震发生

及成灾机理的认识。开展地震预报理论和监测新技术新方

法研究，加强地震短临预测关键技术研发、应用与研究，重点

做好提取 GNSS、INSAR、热红外、电磁卫星等新资料的短临

异常信息的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重点加强宽频带数字地震

资料探索强震短临预测技术的应用，重点开展基于密集台网

和海量数据的地震分析技术研究，探索基于地震孕育发生过

程的地震物理预测和数值预测方法，支撑地震监测预报业

务。开展大地震预警与紧急处置全过程关键技术研发，发展

地震灾情快速评估与准实时服务技术，支撑地震应急响应服

务。加强国内外新技术新方法引进，为监测预测、速报预警、

灾害风险防治、应急响应和公共服务提供技术支撑。加强科

技创新团队建设，激发地震科技创新活力。

推进野外站建设。开展青藏高原内部构造变形和地球

物理场特征研究。开展年度地震重点危险区涉及区域的

深部结构与青藏高原动力学研究。发展大陆活动地块理

论，深入研究巴颜喀拉块体边界带强震活动规律、成组强

震活动机理、巴颜喀拉块体边界带和内部大型断裂带地震

动力学和强震机理研究，深化地震活动规律认识。推进青

海格尔木青藏高原内部地球动力学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建设。

深化交流合作。跟踪国际国内地震科学前沿和发展态

势，加强科研合作交流。综合利用各方面资源，拓展交流合

作和成果应用，尤其是社会性成果应用。鼓励和支持省内科

研院所和高校充分发挥其研究力量，开展地震科学研究，积

极与国内地震行业及相关科研机构开展交流，为地震科技工

作的深入广泛发展提供渠道和平台，为防震减灾事业发展提

供更为多元的科技支撑。

强化人才培养。以推动落实重大科研任务、重大工程项

目为目标，面向地震监测预测预警、震害风险防治、公共服务

等业务领域，推选 3-5 名骨干人才、6-10 名优秀青年人才进

入中国地震局地震人才库。围绕地震监测、预报预警、震灾

防御、科技创新、学科建设、公共服务等发展需要，采用项目

任务式、业务发展式、学科建设式等形式，重点选拔和扶持 3-

5 个优秀科技创新团队，为地震监测预报预警、灾害风险防

治、防震减灾公共服务业务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创新支持，

为防震减灾事业提供持续源动力。

（六）增强地震信息化支撑能力
基本构建与我省应急管理信息化和地震行业信息化相

协调统一的地震信息化业务布局。进一步完善综合管理系

统、业务管理系统和各类服务平台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

推进系统和平台信息共享与深度融合，提升防震减灾社会管

理、业务管理和公共服务技术能力和水平，促进管理科学化、

规范化，推动服务智慧化、普惠化，全面提升防震减灾工作整

体效率和水平。健全信息网络安全制度，做好地震信息系统

等级保护定级和合规性建设。加强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建设

和能力建设，夯实信息网络安全基础，完善地震信息化运行

保障。

（七）完善防震减灾社会治理体系
强化法治建设。坚持立法先行、立改废释并举，加快推

进防震减灾法规规章制修订，制定出台《青海省地震预警管

理办法》《青海省地震监测设施与地震观测环境保护条例》和

《青海省农村牧区住房抗震设防要求管理办法》，做好《青海

省防震减灾条例》《青海省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青海

省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管理办法》等颁布后评估和修订工

作，不断健全完善全省防震减灾法规规章体系。推进全省地

震灾害风险防治标准化建设，制定适合青海防震减灾工作实

际的地方标准，注重地方标准与国家基础性标准、行业强制

性标准的衔接，逐步形成以国家强制性标准为主，地方推荐

性标准为补充的全省地震标准体系。

推进依法行政。全面落实地震部门权力和责任清单制

度，建立权责清单动态调整和长效管理机制。继续规范青海

省防震减灾行政审批行为，深化抗震设防要求审批“放管服”

改革，加强建设工程地震安全性评价事中事后监管，依法加

强地震监测设施和地震观测环境的保护。强化制度建设和

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

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运用“互联网+

监管”提高执法监督效率。组织开展防震减灾法等普法活

动，建立普法长效机制和普法责任清单制度，提高社会各界

防震减灾法治意识，依法引导和规范全社会参与防震减灾工

作。

四、重点项目

（一）青海省防震减灾基础能力提升项目
青海省地震监测台（站）网改扩建工程。以国家地震台

（站）网改扩建工程青海子项目实施为基础，统筹市县地震监

测站网和专用地震台网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完善省、市、县地

震监测站网观测系统、震情业务分析系统、地震监测信息服

务系统。扩建已有的省级地震预报、预警、速报、编目等业务

处理系统，新建运行监控和业务测试平台。扩建省级地震信

息服务系统，新建业务评估系统。新建地震数据质检、计量

检测、装备保障等，新建统一调度管理系统，形成布局科学、

技术先进、功能完备、流程集约、协同高效的地震监测台（站）

网体系。基本实现地震观测的自动化、技术装备的现代化、

业务应用的智能化和公共服务的精准化。

巴颜喀拉块体地震监测能力提升工程。针对巴颜喀拉

块体及周边监测能力不足的区域，在现有测震站网布局的基

础上，聚焦地震速报、地震预测预报、地震预警和地震应急服

务保障等行业核心任务需求，新建 63 个高标准三分向宽频带

测震、强震一体化观测的地震站点。围绕重点地区、重点部

位在巴颜喀拉块体南北边界、块体内部的县或乡镇所在地及

周边具备运维条件的地点新建若干地球物理观测站（点），满

足地震预测和科技攻关需求。推动玛多 7.4 级地震灾后恢复

重建，优先针对玛沁—玛多一带观测站网稀疏的现状，采用

固定与流动相结合方式，研究制定测震和地球物理站网加密

计划。

青海格尔木青藏高原内部地球动力学国家野外科学观
测研究站建设。开展青海格尔木青藏高原内部地球动力学

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和地震监测中心站基础设施建

设。围绕格尔木青藏高原内部地球动力学国家野外科学观

测研究站科学目标需求和地球物理观测、检测和比测等重要

任务，开展青海格尔木青藏高原内部地球动力学国家野外科

学观测研究站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内容包括新建野外观测业

务楼及配套基础生活设施、数据管理与共享系统、密集专用

台阵、观测站点建设，以及检测、比测平台建设，满足“野外

站”工作人员和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需求，建成以集观测、

科研和人才培养为一体的青藏高原内部地球动力学国家野

外科学观测研究基地。

地震监测中心站基础设施建设。针对西宁、海西、果洛、

格尔木和玉树地震监测中心站基础设施条件相对简陋、运维

条件保障不足等问题，实施台站基础设施提升项目，推进地

震监测中心站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运维保障条件，基本满

足现代中心站的业务用房、监测运维、震情跟踪、地震应急响

应、灾害风险防治等要求，为多震、欠发达地区地震监测中心

站实现高质量发展创造基础条件。在玛多 7.4 级地震灾后恢

复重建中，优先实施果洛地震监测中心站灾后重建项目。

（二）青海省地震灾害风险调查和重点隐患排查
工程

青海省地震灾害风险调查。在已有活动断层探察成果

收集和整理基础上，获得全省主要活动断层的空间展布和活

动性定量参数，评定活动断层的发震能力，编制全省 1:25万地

震构造图。收集全省地震工程地质条件及其场地类别基本

参数，在县级地区开展场地地震工程地质条件钻孔收集和探

测，建设地震工程地质条件钻孔基础数据库。建立全省地震

危险性评价模型，编制全省 1:25 万地震危险性图。依据各级

行政区及各行业承灾体调查数据，抽取抗震设防情况等关键

数据建立地震灾害重点隐患数据库，进行地震灾害重点隐患

分级评估，摸清地震灾害重点隐患底数，编制省级地震灾害

重点隐患分布图。同时，开展房屋承灾体抽样详查数据库、

承灾体的地震易损性数据库建设等工作，编制省级 1:25 万地

震灾害风险图及风险区划图。

城市（镇）活断层探测与地震小区划。结合我省新型城

镇化建设，推动西宁市湟中区、湟源县和大通县，海东市及其

所辖区县，海北州海晏县、刚察县、门源县、祁连县，海南州共

和县、贵德县、贵南县、同德县，黄南州同仁市、尖扎县、河南

县，海西州格尔木市和果洛州玛沁县，以及泛共和盆地城镇

区、柴达木盆地城镇区等重点城镇活动断层探测和地震区划

工作，编制 1:5万重点地区地震断层分布图及活动断层避让区

划图，为城市规划和区域地震危险性评估等提供基础资料。

结合玛多 7.4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开展玛沁县大武镇活断层

探测和地震危险性区域评估和玛多县地震小区划工作，为灾

后恢复重建提供地震安全保障。

玛沁县大武镇地震灾害情景构建示范工程。围绕玛沁

县大武镇开展相对精细的地震灾害危险源与重点风险源调

查，示范性开展地震灾害情景构建和动态推演，形成相对精

细并符合实际的地震灾害风险区划图，并开展重要建筑、基

础设施和街道社区的抗震韧性评估，采取工程措施，促进城

镇抗震韧性整体提升，制定应对强震的应急避险处置措施，

实现遭遇强震时玛沁县大武镇地震灾害风险显著降低的目

标。

（三）地震易发区房屋设施加固工程
以地震灾害风险调查和重点隐患排查为基础，对《中国

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设防烈度 7 度区（地震

动峰值加速度 0.10g）及以上地区内的居民小区、大中小学校、

医院、农牧区民居、大型商场以及重要交通线、电力和电信网

络、水库大坝、危化品厂库、重要军事设施进行抗震鉴定和加

固，做好新建住宅和公共设施抗震设防。全面提升地震易发

区房屋设施抗震能力，大幅消减地震灾害风险隐患。

（四）防震减灾公共服务信息化平台工程
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先进

信息化技术手段，升级改造省、市州和台站地震信息节点，新

建县级地震信息节点，建成以云服务和云应用为基础的新型

地震云数据中心，形成省、市州、县三级地震信息网络，实现

地震数据信息的统一存储、管理、处置和服务。完善青海省

防震减灾技术中心电子政务管理系统、监测预报业务系统、

远程会商业务系统、预警业务系统、地震灾害风险防治业务

与管理系统、防震减灾科普网络系统、应急指挥系统、地震应

急响应保障业务与应急指挥调度管理系统和防震减灾公共

服务云平台、地震应急信息服务统一平台的信息化基础设施

建设和系统整合。建设市州级地震应急调度、信息服务和震

情会商一体可视化指挥平台，完成与省级公共服务信息云平

台的深度融合和高度集成，打造统一标准、开放接口、云端部

署的公共服务信息云平台，提供集约化、智能化、便捷化防震

减灾公共服务。

（五）防震减灾科学普及提升工程
实施青海省数字地震科普馆建设，将防震减灾科普场馆

建设纳入到地方综合科普场馆建设之中，力争每个市州至少

建设 1 个防震减灾科普展馆。积极推进果洛防震减灾科普教

育基地建设，力争各市州、县（市、区、行委）综合减灾示范社

区新增 1-2 个，科普教育示范学校新增 2-3 个，防震减灾示范

企业新增 1 个。建设防震减灾科普公众服务平台。结合生态保

护工程，加强地震断裂、破裂带、地裂缝、古地震剖面、大地震

遗址遗迹等保护力度；结合城镇规划，推动大地震发生地的

地震纪念馆、地震纪念碑等纪念场馆、标志物建设；结合地震

遗迹旅游开发，推动玛多县野马滩大桥、民和喇家地震遗址

的保护和建设；结合我省文旅产业开发，在海西州茫崖市冷

湖镇“天文小镇”的建设中，融入防震减灾科普相关内容。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

述，把党的领导贯彻到防震减灾工作的各领域、各方面、各环

节，确保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各项决策部署和

省委省政府、中国地震局的工作要求落到实处。健全跨地

区、跨部门规划实施协同配合机制，细化目标任务、压实工作

责任、加强统筹协调，确保规划任务有序推进，目标如期实

现。

（二）全面深化改革
持续推进防震减灾事业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地震科技体

制、地震业务体制、震灾预防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步伐，

建立健全有效的激励机制，让作出贡献的人才有成就感和获

得感，进一步激发地震行业各单位（部门）的内生动力和活

力。

（三）健全投入机制
坚持和完善经费保障机制和双重计划财务体制，拓宽资

金投入渠道，加强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地方政府要加大对

防震减灾重点工程项目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技术研

发、科普宣传等方面的经费投入。利用中国地震局关于加强

对中西部防震减灾基础薄弱地区工作支持力度的相关政策，

积极争取资金支持。

（四）强化队伍建设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人才工作重要讲

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中国地震局关于人才工作的

要求，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训词

精神，围绕“八个坚持”的规律性认识，创新人才工作服务发

展的政策措施，加强各地防震减灾专业人才的培养、使用和

交流，完善人才激励机制，规范岗位聘任、职称评聘等工作，

为推动新时代青海防震减灾事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五）实施评估考核
建立健全评估考核制度，加强规划实施考核监督和激励

约束，落实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与青海新时代防震减灾

事业现代化建设评估工作相结合，适时组织开展规划年度监

测分析、中期评估和总结评估，及时掌握实施进展和成效，加

强评估结果应用，确保规划目标任务全面实现。

（上接第七版）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大柴旦

工委坚持把发展党员作为一项基础

性工作来抓，始终把提升发展党员工

作质量作为发展党员工作的生命线，

多措并举、综合施策，高质量做好发

展党员工作。

打造“蓄水池”，充实后备力量。

探索多渠道吸收入党积极分子，针对

党员队伍年龄、文化结构等方面存在

的突出问题，重点在农村、生产教学一

线、35岁以下的青年、知识分子和致富

带头人中发展党员，不断壮大后备力

量。

搭建“练兵场”，抓好培养教育。

依托廉政警示教育基地、“红旗峰大

讲堂”等搭建实践锻炼平台，扎实做

好培养教育考察工作。积极发挥党

员领导干部、老党员和优秀党员“传

帮带”作用，组织入党积极分子深入

基层一线和群众身边办实事、办好

事。

压实“责任链”，从严考核管理。

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印发《大柴旦地

区农村社区发展党员违规违纪问题

责任追究具体措施》，细化明确发展

党员工作责任追究办法。常态化加

强督促检查，发现问题及时交办、限

期整改，存在违规违纪发展党员问题

的，按规定启动调查核实和追责问责

程序。 （柴组轩）

大柴旦：高质量做好发展党员工作 青海岿然律师事务所是郑淑蓓成立的个人律师事务所，现在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申请将该所变更为合伙律师事务所，变更之前

（即 2023 年 6 月 1 日之前）青海岿然律师事务所的债权债务由郑淑

蓓个人承担。联系地址 ：格尔木市昆仑北路 77 号 ，联系电话 ：

18919590007。

特此公告

青海岿然律师事务所

2023年5月16日

公

告

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聚力

全省党建引领乡村治理试点县创建工

作，率先推行派出所长兼任乡镇党委

委员工作，探索乡镇党委领导下的警

力、群力联动共治新举措，进一步夯实

基层社会治理基础。

坚持高位推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新模式”。着力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工

作和公安工作有效融合、上下联动，海

晏县委注重顶层设计、强化资源统筹，

召开县委常委会议专题研究派出所长

兼任乡镇党委委员工作，实行不占用乡

镇党委委员职数，不改变组织、行政关

系，以县公安局党委日常管理为主，积

极参与乡镇基层社会治理的工作模式。

强化党建引领，构建共建共治

共享新格局。以健全和完善基层派出

所有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

为着力点，印发《关于健全规范辖区党员

民警兼任村（社区）党支部副书记工作的

实施意见》，36 个村（社区）全覆盖实现

党员民警兼任村（社区）党支部副书记，

形成乡镇党委统领、派出所长协同、党员

民警参与的整体推进强大合力。

发挥职能优势，主动融入治理展现

新作为。充分发挥基层派出所和党员

民警在治安与法制方面的职能优势，建

立起“服务群众、帮带提升、正向激励”3

项机制，明确“民情搜集、政策宣传、矛

盾调解、走访调研、隐患排查”等 7大职

责和任职条件、方式及程序，充分对任

职民警赋权、赋责、赋能，引导派出所长

和辖区党员民警助力乡镇、村（社区）全

面抓好基层社会治理。 （晏组轩）

海晏县：率先推行派出所长兼任乡镇党委委员工作

近年来，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

治县公安局积极探索基层社会治理新

思路、新方法，持续推动“党建+”深度

融合，让基层社会治理不断提质增效。

大通县公安局党委坚决执行理论

中心组学习制度，引导优化民辅警学

习模式。推动品牌制度化、长效化，完

善考评体系，进一步健全机制保障。

制定“三抓”措施，抓统筹谋划、抓理念

指导、抓成效提升，激发各支部的主动

性，实效性。

全 面 落 实 党 建 、业 务 、服 务 等 职

责，有效推动“党务、警务、居务”深度

融合，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根据上级要求和工作

实际，选派 75名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

力精湛、充分掌握社情民意的村（社

区）民 警 兼 任 村（社 区）党 组 织 副 书

记。紧扣公安主责主业，深入开展“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组建“大通

县公安局志愿服务队”，打造“警民共

筑平安”微警务党建品牌，探索建立大

数据支撑下的高效警务运行体系党建

品牌，组建特巡警大队摩托化机动处

党建品牌。

（通组 大通县公安局）

党建引领让基层社会治理提质增效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

市聚焦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积极探索网格治理实

践，着力构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

治理新格局。

坚持党建引领，系统谋划布局。

深化“街道—社区—网格—楼栋”组织

体系，全市 18 个社区 103 个网格全部

配备网格员，实现党的组织和工作进

小区、进楼栋、进单元。94 名社区“两

委”成员担任网格长、网格员，400余名

机关企事业单位在职党员有效夯实网

格力量。

创新载体品牌，激发治理活力。

整合辖区街道、物业公司、业委会、

“两新”组织等力量打造乌兰路社区

“红方寸”物业党建联盟，通过设立红

色物业党建联盟议事厅等重点解决

小区群众烦心事、小区治理公共事

等，累计帮助小区居民解决问题纠纷

100余个。

做好服务保障，优化民生服务。

一体化构建街道、社区、网格三级党

群服务阵地体系，建成社会工作服务

站、党群服务中心 26 个，新业态新就

业群体“红色驿站”2 个。结合“助企

暖企春风行动”，建立“县级领导+市

直部门+助企暖企联络员”三级包联

机制，推动各类企业融入基层治理大

格局。 （德组轩）

德令哈市：党建引领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启 事
我因不慎，将位于化隆县公伯峡

小集镇的土地使用证遗失，号码为化

土 国 用（2011）第 29359 号 ，声 明 作

废。

挂失人：徐曙
2023年5月17日

启 事
我单位因不慎，将组织机构代码

证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西宁扬远计算机有限公司
2023年5月17日

启事：西宁市城东区扑食者台球俱

乐 部 的 92630102MA753G0M4F 号 个

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声明遗失。

启事：宁夏中房集团西宁房地产开

发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2019 年 12 月 18 日

开具给昂旺索南、公莎俄要位于萨

尔斯堡东区二期 5 号楼 113 室的金额

为 2754726 元的 0004002 号、金额为

80000 元 的 0004003 号 票 据 声 明 遗

失。

启事：陈以顺位于万方城 5 号楼 12 层

5 号 房 的 金 额 为 73454.43 元 的

9455689 号票据声明遗失。

启事：韩志全位于海东市循化县积

石镇东门南街 5 号的循房他证积石

镇字第 4901 号他项权证声明遗失。

启事：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西

宁工务段商东东的 2186170184369 号

工作证声明遗失。

启 事 ： 贺 文 燕 的

02000563000080002016004532 号 保

险销售从业人员执业证声明遗失。

启事：侯泽良的 816301201202645478
号军人保障卡声明遗失。

启 事 ： 李 志 新 的 身 份 证

（632221196612070018）声明遗失。

启事：尖扎县公安局杨忠加的 060854
号警官证声明遗失。

启事：宁毛措的 1074342022005922 号

学位证声明遗失。

启事：王 爱 钰 的 K630013318 号 出 生

证声明遗失。

启事：严 继 豪 的 O630224360 号 出 生

证声明遗失。

启事：贾辉明的青军 A003038 号军人

残疾证声明遗失。

特 刊 2023年5月17日 星期三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