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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令、张颖的直系亲属及其他利害关系
人：

近日王猛、王洋持王世令（公民身份
号码：210921193912238817）生前所立
公证遗嘱，公证书编号为（2014）阜证民
字第 654 号；持张颖（公民身份号码：
210921194011128826）生前所立公证遗
嘱，公证书编号为（2014）阜证民字第655
号，向我处申请办理遗嘱继承权公证，现
公告核实下列情况：

一、王世令、张颖生前是否立有其他
遗嘱。

二、王世令、张颖生前是否与他人签
订过遗赠扶养协议。

三、王世令、张颖的继承人当中是否
有既没有生活来源又没有劳动能力的人。

四、与王世令、张颖继承事务有关的
其他情况。

为了保护您的合法权益，自此公告发
布之日起六十日内，持本人身份证件到我
处表达意见。如逾期不回复或回复的证
据不足以否定上述遗嘱公证书的效力，我
处将根据上述遗嘱公证书为王猛、王洋出
具遗嘱继承权公证书。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公证处
2025年3月4日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公证处公告
（2025）阜蒙证公字第1号

分类信息
声 明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福泽肉牛养殖
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本不慎遗失，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210921085344434A，声明作废。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福泽肉牛养殖
有限公司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正本不
慎遗失，代码编号：210921202140013，
声明作废。

声 明

·广告·

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 凝心聚力
共谱壮美华章，奋发有为再绘时代新
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
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4日下午在人民大
会堂开幕。2000多名全国政协委员将
围绕中共中央决策部署，紧扣党和国家
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积极议政建言，广泛
凝聚共识，汇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
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智慧和
力量。

三月的北京，春意盎然。人民大会
堂大礼堂灯光璀璨，气氛隆重热烈。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徽悬挂在主席台
正中，十面鲜艳的红旗分列两侧。

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应出席委
员2154人，实到2110人，符合规定人
数。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全国政协副
主席石泰峰、胡春华、沈跃跃、王勇、周
强、帕巴拉·格列朗杰、何厚铧、梁振英、
巴特尔、苏辉、邵鸿、高云龙、陈武、穆虹、
咸辉、王东峰、姜信治、蒋作君、何报翔、
王光谦、秦博勇、朱永新、杨震在主席台
前排就座。

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
际、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主席台
就座，祝贺大会召开。

下午3时，石泰峰宣布大会开幕，全
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大会首先审议通过了政协第十四届

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议程。
王沪宁代表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

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报告工作。
王沪宁表示，2024 年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5周年，是实现“十四五”
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团结带领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沉着应变、综合施策，
顺利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
任务，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新的重大成
就，更加坚定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夺
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
决心和信心。

王沪宁总结了过去一年来人民政协
工作。他说，2024年也是人民政协成立
7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上发
表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新征程人民政协
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
遵循。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
央坚强领导下，政协全国委员会及其常
务委员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
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
彻落实中共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
全会精神，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
商民主有机结合，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
位，坚持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
责，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坚持以改革创

新精神推进履职能力建设。把中国共产
党领导落实到政协工作各方面全过程，
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中之重，进一步领
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
协工作的重要思想，聚焦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重大问题建
言献策，积极发挥专门委员会基础性作
用，激发政协委员履职积极性主动性创
造性，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

王沪宁表示，2025年是“十四五”规
划收官之年，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的重要一年。人民政协要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大和二十届二
中、三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7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担
负起把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和对人民政协
工作要求落实下去、把海内外中华儿女
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的政治责任，坚持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助力高质量完成

“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为实现“十五
五”良好开局打牢基础。

王沪宁表示，要坚持中国共产党对
人民政协的全面领导，持续深化党的创
新理论武装，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
聚共识，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议政建
言，健全人民政协协商民主机制，坚定必

胜信心，汇聚奋进力量，推动新时代新征
程人民政协工作迈上新台阶，不断夯实
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为中国
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
智慧、凝聚力量。

全国政协副主席蒋作君代表政协第
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
报告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以来的提案工
作情况。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以
来，共提出提案 6019 件，经审查立案
5091件，99.9%的提案已经办复。提案
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维护社会
和谐稳定等建言献策，一大批意见建议
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举措，
落实到相关发展规划、法律法规和制度
文件中，提案的作用进一步彰显。

在主席台就座的领导同志还有：马
兴瑞、王毅、尹力、刘国中、李干杰、李书
磊、李鸿忠、何卫东、何立峰、张又侠、张
国清、陈文清、陈吉宁、陈敏尔、袁家军、
黄坤明、刘金国、王小洪、王东明、肖捷、
郑建邦、丁仲礼、郝明金、蔡达峰、何维、
武维华、铁凝、彭清华、张庆伟、洛桑江
村、雪克来提·扎克尔、吴政隆、谌贻琴、
张军、应勇等。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
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应邀列席开幕会。外
国驻华使节、海外华侨等应邀参加开幕
会。

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在京开幕
习近平李强赵乐际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到会祝贺

王沪宁作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石泰峰主持蒋作君作提案工作情况报告

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文明

乡风，家风传承是抓手。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

部分”，并对“培育文明乡风”作出重要

指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

出“实施文明乡风建设工程”“健全发

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在基层治理中作

用的机制”等重大部署，为弘扬传承中

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持续提升乡村

文明素养提供了根本遵循。新征程

上，从传统家训家规中汲取思想精华

与道德滋养，以优良家风引领文明乡

风，不仅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应有之义，更

是推进移风易俗、建设和美乡村的重

要一环。具体来看，可以在以下几方

面着力。

弘扬孝悌忠信，树立孝老爱亲的

文明乡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敬老

爱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百善孝

为先，孝乃德之本。父慈子孝、兄友弟

悌是人类最原初、最真切、最本真的情

感，也是中国传统家庭和谐稳定、繁衍

生息的关键。孔子说：“夫孝，德之本

也，教之所由生也。”朱熹说：“孝弟者，

天之所以命我，而不能不然之事也。”

这表明儒家思想家始终把孝悌之道视

为其他一切伦理道德的基础，视为上

可治国、下可齐家的天理法则。千百

年来，孝悌一直是中华传统家庭伦理

的重要内容，许多古代家训都非常强

调孝亲敬长的重要性。中华孝道借助

民间故事、歌诀等得以广为传播，融入

百姓生活。当前，我国已经进入老龄

化社会，更应大力弘扬孝悌忠信，充分

发挥孝顺家风的教化作用。要汲取孝

悌忠信的价值精髓，通过整理本地留

存的家训族规、谱牒碑刻、楹联匾额等

加强对孝文化的研究阐释，有鉴别地

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要挖掘

孝悌忠信的道德规范，将与现代社会

相协调的积极内容写入村规民约、化

为日常习俗，不断丰富和发展敬老文

化；要创新传承弘扬方式方法，以农民

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培育孝心爱心，

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嘉言懿行一

代代传承下去。

弘扬俭约自守，树立勤俭节约的

文明乡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勤俭

是我们的传家宝，什么时候都不能丢

掉。”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

奢。中华民族很早就认识到勤俭节约

对于国运家道的正向作用，把吃苦耐

劳、戒奢克俭作为家庭教育的重要内

容。北宋司马光居丰行俭、在富能贫，

他命儿子司马康牢记“俭，德之共也；

侈，恶之大也”的古训，坚守以清白相

承、以俭素为美的家风。明末清初朱

柏庐以俭朴持家教育晚辈，留下了“一

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

念物力维艰”的至理名言。过去物质

匮乏、条件艰苦，需要勤俭节约；今天

经济发展、生活富裕，同样需要勤俭节

约。当前，有一些农村地区还存在天

价彩礼“娶不起”等铺张浪费、盲目攀

比的陈规陋习。破解这些问题，需要

从历史文化的积存中发掘智慧。要坚

持问题导向，围绕婚事新办、丧事简

办、抵制迷信等专项治理行动，精心编

选一批名言警句和家风故事，以标语、

墙报、图册、微视频、公益广告等形式

广泛宣传，营造移风易俗的良好氛围；

要开展分众化、精准化普及宣传，针对

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受众设置议

题、创新形式，增强优秀传统家庭美德

的感染力，努力使节约光荣、浪费可耻

在农村蔚然成风。

弘扬讲信修睦，树立诚实守信的

文明乡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要同传承优秀农耕文化

结合起来，同农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

共同价值理念结合起来，弘扬敦亲睦

邻、守望相助、诚信重礼的乡风民风。”

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强。以诚待人、

讲信修睦是立身处世之道，是人际交

往之则。传统家训历来推崇诚信重

礼、童叟无欺，反对言而无信、欺骗诡

诈。曾子烹彘践诺、孟信不卖病牛、皇

甫绩守信求责等家教典故都展现了中

华传统家风文化守诚信、崇正义的鲜

明特色。当前，拜金主义等错误观念

在部分乡村依然存在，制假售假等恶

性案件也时有发生，严重损害农民合

法权益。要将诚信家风融入教育体

系，从娃娃抓起，从各级各类学校抓

起，从每个教育环节抓起，构建既凸显

乡土特色又反映时代需求的课程体系

与教材体系；要将诚信家风融入文艺

创作，善于从中华传统家风文化中凝

练主题、获取灵感，把守信重诺的优良

品德通过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表达出

来；要将诚信家风融入生产生活，特别

是利用节庆活动和仪式典礼，广泛开

展诚信教育，引导村民感知诚信精神，

继承信义文化。 （人民日报）

从传统家训家规中汲取思想精华与道德滋养

弘 扬 优 良 家 风 建 设 文 明 乡 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