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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所有权继承公告
房屋所有权人：张久德，坐

落：辉南县样子哨镇建设街清真
路，建筑面积：138.95平方米，用
途：住宅，房权证号：001578，土
地证号：辉集用（99）字第 9482
号。由张伟、张宏继承该房屋，
其他继承人自愿放弃。与此相
关的利害关系人对此公告有异
议的，应在公告之日起十五个工
作日内向辉南县不动产登记中
心提出异议申请，逾期不申请异
议的，不动产部门将为其办理继
承登记。特此公告

辉南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联系电话：0435-8215876

声明
王 安 迪（ 身 份 证 号 ：

22022119****301927）购房（房
屋坐落：北部新城 2苑 11号楼 2
单元 501 室）收据遗失，编号：
3191381，金额：壹拾叁万玖千叁
佰肆拾叁元整（139343.00），交
款时间：2017年 1月 18日，收款
单位：梅河口市吉兴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北部新城棚户区改
造办公室，声明作废。

声明
张 海 东（ 身 份 证 号 ：

22058119****020438）、张德（身
份证号：22051919****070374）
购房（房屋坐落：北部新城 1苑
5号楼 3单元 503室）收据遗失，
①编号：3451991，金额：壹万贰
仟 肆 佰 贰 拾 伍 元 整
（ ￥12425.00） ，② 编 号 ：
3451992，金额：陆仟贰佰陆拾
元整（￥6260.00），交款日期：
2016年 6月 14日，收款单位：梅
河口市吉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北部新城棚户区改造办公
室，声明作废。

声明
周 晓 斌（ 身 份 证 号 ：

22900219****034917）购房相关
费用（房屋坐落：北部新城 1苑
23 号楼 1 单元 503 室）收据遗
失，编号：4251428，金额：肆仟肆
佰伍拾元整（4450.00），交款时
间：2016年6月20日，收款单位：
梅河口市吉兴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北部新城棚户区改造办公
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郭 超 身 份 证 号 ：

220323200003040410丢失，声明
作废，丢失后的违法用途一切责
任与本人无关。

遗失声明
关 福 艳 身 份 证 号 ：

220323197712127514丢失，声明
作废，丢失后的违法用途一切责
任与本人无关。

遗失声明
贺 臣 身 份 证 号 ：

22032319690301725X 丢 失 ，声
明作废，丢失后的违法用途一
切责任与本人无关。

遗失声明
辽源市金轩塔吊监控设备

销售有限公司，法人刘绍纯，法
定 代 表 人 名 章（ 编 号 ：
2204091021852）丢 失 ，声 明 作
废。

遗失声明
伊通满族自治县伊丹镇金

港生活超市有限公司，开户许
可 证 丢 失 ， 账 号 ：
0730403051015200001710，核准
号：J2432000511402，声明作废。

不动产产权初始登记公示
产 权 人 徐 春 艳 单 方 面公

示，2007年4月15日购买位于东
丰县东丰镇星宇综合楼 3 单元
501室，面积：54.3平方米，特此
公示。公示期满后无产权纠纷
问题的，由东丰县不动产登记中
心依据相关规定办理不动产权
首次登记。

东丰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1年1月18日
声明

汤越的普通话水平测试等
级 证 书 遗 失 ，身 份 证 号 码
220622200204094028，证书编号
2218901000247，申请补办。

近年来，长白山管委会池北区
不断丰富生态文明建设内涵，把长
白山下“美人松故乡”打造成体制机
制新、环境景区化、安全保障佳、发
展后劲足、生态文化好的国家级生
态文明示范区。

秉持“两山”理念，贯穿生态文
明建设全过程

在 保 护 和 开 发 的 各 项 事 业
中，池北区始终坚持“保护第一”
原则——“任何开发服从于保护，以
合理开发促进有效保护”的理念，始
终把保护好长白山自然原生态和生
物多样性作为全部工作的根本前提
和现实依托，呵护青山绿水，珍惜一
草一木。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建
设山水林田湖草项目，积极优化生
态保护空间体系，全力推进“生态优
先”的体制机制，将其贯穿于生态文
明建设的全过程。经过十多年的建
设，池北区已实现“让森林走进城
市，让绿脉连接发展，让人类融入自
然”生态城市的建设目标。池北区
先后获得“国家人居环境范例奖”和

“中欧绿色和智慧城市技术创新
奖”。

坚持“三化”路线，创建国家生
态文明示范县

池北区控规面积 1162 平方公
里，城区面积为 16平方公里，辖区
和周边有 5A 级景区长白山、4A 级
景区二道白河镇景区、4A级景区峡
谷浮石林和国际狩猎场，以及每年
500多万名国内外游客的丰富旅游
资源。

基于“生态”和“保护”两大主
线，多年来，池北区确立了“以生态
保护为根本前提，以旅游产业为龙
头引领，以文化和特色生态资源产
业为两翼支撑”的产业发展格局。
在旅游产业发展方面，更是秉持“旅

游城镇景区化、景区国际化”的发
展路线，按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型
城镇化建设模式，突出“生态+”“旅
游+”发展战略，以“一心两核、两轴
双园、五岸九区”的城镇功能格局
为抓手，陆续打响打赢“蓝天保卫
战”“碧水保护战”“净土攻坚战”和

“动物入城推进战”“城市管理持久
战”五个生态战役，大力实施“山水
林田湖草”项目建设，深入推行“河
长制”“湖长制”，加快推进建设世
界级生态旅游名镇和创建国家级
生态文明示范县目标进程。如今，
池北区的“阳光”“空气”“森林”成
为长白山的“新三宝”。主城区百
公里推行“慢城、慢行、慢生活”生
活理念的慢行步道，串联起“东北
亚植物园”“碱水河湿地公园”“森
工文化园”“河洛文化园”“天池古
街”“天福名街”“牡丹园”和“美人
松雕塑园”，林在城中、城在林中，
美人松林边和二道白河两岸已成
为长白山居民和中华秋沙鸭、梅花
鹿等动植物生态共享、和谐共处的

“水清、河清、天蓝、地绿、宜居”的
具有东北地域特征和文化特色的
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东北亚
首屈一指的休闲度假旅游集散地
和目的地。

丰富“五城联创”“池北模式”打
造长白山两张名片

多年来，精心打造“生态”和“文
化”两张名片的长白山，以池北区为
中心，连续多年举办长白山国际生
态论坛、T20国际旅游名镇年会，邀
请到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生态学
者、专家和保护组织代表齐聚长白
山共商生态保护大计，进一步深化
了长白山生态文明建设的国际交流
与合作，一方面积极打造“生态文
化”品牌，一方面旨在提升生态文明

建设水平、提高群众的生态文明意
识。池北区坚持开展“爱鸟周”“野
生动物保护宣传月”“护薇行动”“护
蛙行动”“反盗采盗猎行动”等生态
宣传、生态保护活动，大力倡导健
康、文明的生活习惯，动员辖区社会
公众自觉做环境保护的倡导者、参
与者，全区已形成崇尚自然、保护环
境、节约资源、减少污染的良好风
尚。

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文化在
池北区早已根植于心、外化于行，
生态文明也在池北区结出硕果：将
城区、景区、功能区和山区、林区、
保护区发展理念有机融合，推动池
北特色的“五城联创”一体化模式：
通过改造二道白河的河岸湖堤，融
合园林特色，推进“森林城”建设；
通过保护救助野生动物，推动动物
入城，实施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修复
工程，逐步推进“生态城”建设；围
绕“长白松自然保护区”建成 69公
里双向城市自行车和慢行步道，倡
导绿色低碳、文明和慢行优先的生
活方式，成功推进“国际慢城”建
设；在旅游资源开发方面，因山而
建、因水而设、因势而为，打造池北
区 32 景，创建“旅游城”“4A 级景
区”和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推进“智慧池北”和“国际公共
艺术创作营”的雕塑公园建设，深
挖“金代长白山神庙”历史文化内
涵，打造“文化城”。

天然天成，尚德尚美，创业创
新，自立自强。“长白山精神”正是基
于生态、绿色“天然天成”的自然禀
赋，指引着池北区在全力释放生态
城市发展潜力、夯实生态经济发展
基础、提升生态环境质量、提高区域
综合发展水平、实现社会公平和智
慧发展的道路上越走越宽广。

五城联创的“池北模式”
□ 王银全

2020年8月5日，“以传媒力量推
动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复苏·引
领·聚能’”的“2019中国文化和旅游
总评榜”颁奖典礼在浙江省西塘镇举
行，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池西区被“中
国城市第一媒体旅游联盟”轮值主席
单位钱江晚报授予“2019中国人气文
旅小镇”称号。

据了解，中国文化和旅游总评榜
系列活动由“中国城市第一媒体旅游
联盟”联合全国 24家最具影响力的
主流都市媒体发起，是反映中国文化
和旅游行业发展的风向标，被誉为国
内文旅业界“奥斯卡”，是国内最具权
威和影响力的旅游品牌评价体系。
在接到组委会通知后，池西区高度重
视，第一时间组成工作组，并由池西
区领导带队前往西塘参加活动。

池西区多年来以“世界名山长白
山的会客厅”为定位，积极打造长白
山国际旅游的重要交通枢纽。旅游
业作为其支柱产业，2019年末全区常
住人口1.8万人，接待游客达203.5万
人次，主客比为1：112.8，游客量同比
增长 20.8%。池西区能够荣获“2019
中国人气文旅小镇”称号，离不开长
期以来的不懈努力。

体制机制有活力，政策保障解难

题。5 年来，财政总投入达 18.14 亿
元，带动社会投资243亿元。2019年
长白山西景区游客服务中心下移至
中心城区，首创“景区游客中心+城市
集散中心”于一体的旅游目的地、集
散地综合体，实现“一站式上山”，走
出了具有池西特色的“景城一体化”
道路，带动中心城区发展，减少对自
然保护区的生态压力，促进城镇化，
延伸消费链，推动“门票经济”向“产
业经济”转变。

公共服务国际化，供给体系四季
化。池西区是长白山地区当之无愧
的雪中胜地，冬季只疯玩不封山，重
点推动南山粉雪小镇、长白山冰雪运
动中心、温泉康养度假小镇、寻龙谷
度假区建设，与周边的万达国际旅游
度假区、鲁能胜地度假区集聚发展，
形成冰雪度假、运动节事、温泉康养
相融合的冬季旅游产品体系。池西
区持续提升交通便利化水平，2018年
开通长春世界雕塑公园直达长白山
西景区旅游集散中心的直通车，首次
实现“双 5A级旅游景区直通”，累计
20万人次自助游散客乘坐；投资 1.7
亿元将西景区通景公路提升为二级
公路，把G331建设成为中国东北最
美边境国际旅游风景道；连接北京和

长白山的京沈-沈白高铁将于 2024
年通车，预计年客流量将达 6000万
人。

打造精彩文旅赛事品牌，研发吸
引游客精品线路。按照“一月一活
动，全年都精彩”的活动思路，开展

“魅力天池西，旅游文化节”系列主题
演出；深度挖掘长白山与满族文化、

《红楼梦》文化，打造池西区萨满、红
楼梦演绎大赛，加快文旅深度融合进
度；整合文化、体育、生态、产业等资
源，策划举办蓝莓音乐节、篮球比赛、
游泳比赛、千人广场舞大赛、长白山
重阳登高活动、百日骑行——西游
记、山地车挑战赛等形式多样、彰显
特色的各类旅游节庆活动；依托微
信、抖音、快手等媒介，多渠道、多形
式推进文化旅游线下与线上宣传，进
一步提升旅游文化体育品牌影响
力。

与此同时，池西区持续根据资源
优势打造吸引游客的 7条精品线路：
绿野仙踪、生态康养旅游线路；长白
山寻宝——采挖人参、灵芝旅游线
路；纵横天地，骑行长白山；清心洗
肺，恋上北纬 42度线；追光向上，登
高长白山；龙兴发祥地，萨满文化游；
运动康养地，邂逅天池西等。

长白山管委会池西区——

2019年中国人气文旅小镇
□ 张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