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宗地编号 宗地位置 出让面积 土地用途 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地率 出让年限 竞买保证金

2024-13号 位于徽县城关镇樊塄村，具体位置以宗地图为准。 792㎡（约合1.188亩） 二类居住用地 ≤4.5 ≤25% ≥30% 65年 100万元

注：出让宗地详细情况见《出让文件》，按挂牌方式出让的，宗地出让起始价、增价幅度见陇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挂牌公示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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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中康利佳鲜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年产50万头生猪定点屠宰场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
编制完成，现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的有关规定，将环境影
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发布，征求公众
对该项目环境影响的意见和建议。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
方式和途径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
见附件1。
  附件1：《甘肃中康利佳鲜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年产50万头生猪定点
屠宰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网站链接：https：//www.ep-
home.cn/thread-23811-1-1.html；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公众
可以向甘肃中康利佳鲜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或陇南宸华环境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查阅纸质报告书，或者通过网络链
接等方式、方法查阅。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受影响的单位和个人、相关部门
及有关专家。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附件2：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意见表网站链接：ht t p s：
//www.ep-home.cn/thread-23811
-1-1.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即日起，公众如果有对本项目环
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
意见，请在10个工作日内通过快递
邮寄、电子邮件等联系方式，将公众
意见表提交建设编制单位甘肃中康利
佳鲜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或环评单位陇
南宸华环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五、建设单位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甘肃中康利佳鲜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甘肃省陇南市经济开
发区 
  邮编：742308
  联系人：李静 
  联系电话：18093970968
  六、建设项目环评编制单位

  评价单位：陇南宸华环境工程咨
询有限公司
  地址：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东
江五号路昌盛佳苑11号楼2单元
1602室
  联系人：张风霞
  联系电话：17793528815
  邮箱865931242@qq.com
  七、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公示当日起10个工作日。
  甘肃中康利佳鲜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
       2024年11月7日

  文县安康肉联有限责任公司关
家沟生猪定点屠宰场灾后异地重建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已编制完成，现根据《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有关规
定，将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发布，征求公众对该项目环境影响
的意见和建议。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
方式和途径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
见附件1。
  附件1：《文县安康肉联有限责
任公司关家沟生猪定点屠宰场灾后异
地重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网
站链接：h t t p s： / / www . e p -
home.cn/thread-23810-1-1.html；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向文县安康肉联有限责任公

司或陇南宸华环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查阅纸质报告书，或者通过网络链接
等方式、方法查阅。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受影响的单位和个人、相关部门
及有关专家。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附件2：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意见表网站链接：h t t p s：
//www.ep-home.cn/thread-23810
-1-1.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即日起，公众如果有对本项目
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
议和意见，请在10个工作日内通
过快递邮寄、电子邮件等联系方
式，将公众意见表提交建设编制单
位文县安康肉联有限责任公司或环
评单位陇南宸华环境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

  五、建设单位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文县安康肉联有
限责任公司
  通讯地址：甘肃省陇南市文县城
关镇元茨头村
  邮编：746400
  联系人：文杰
  联系电话：13830925691
  六、建设项目环评编制单位

  评价单位：陇南宸华环境工程咨
询有限公司
  地址：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东江
五号路昌盛佳苑11号楼2单元1602室
  联系人：张风霞
  联系电话：17793528815
  邮箱865931242@qq.com
  七、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公示当日起10个工作日。
    文县安康肉联有限责任公司
       2024年11月7日

甘肃中康利佳鲜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年产50万头生猪定点

屠宰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文县安康肉联有限责任公司关家沟生猪定点屠宰场

灾后异地重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甘
肃省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徽县人民政府批准，徽县自然资源局委托甘肃星锤拍卖有限公司对徽县2024-13号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公开出让，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出让宗地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见下表）

  二、陇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编号：

B0120241108000001

  三、竞买人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
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参加竞
买，申请人须单独申请。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参加竞买：
  1.已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但未按法律规定或
出让合同约定期限进行开发建设的；
  2.拖欠土地出让金未交清的；
  3.其他规定不能参加的。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为有底价出

让，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五、竞买申请和竞买保证金交纳

  1.有意竞买者于2024年11月11日至2024年12月

2日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竞买申请
书》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竞买申请确
认表》按《公开出让文件》的有关要求提交相关资
料，向甘肃星锤拍卖有限公司提出竞买申请，办理
竞买登记手续。
  2.竞买者资格审查完毕后，符合条件的竞买者
按出让文件的有关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竞买保证
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24年12月2日17：00时（指银
行交换到账时间），符合条件的竞买者在竞买保证
金到账后，方确定为竞买人，有资格参加竞买。竞
买未成交者，竞买保证金在出让结束后5个工作日
内如数退还（不计利息）。
  3.申请竞买人于2024年11月25日至2024年12
月2日到陇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大厅办理竞
买手续。

  六、出让方式的确定

  符合条件的竞买人达到三家（含三家）的，按
拍卖方式出让；竞买人不足三家的，按挂牌方式
出让。
出让方式于2024年12月2日18：00时前确定，并通
知竞买人。
  以挂牌方式出让的，同时通知起始价及增价幅
度，挂牌期间继续接受竞买申请，申请时间延续至
2024年12月11日17：00时；交纳竞买保证金到账
截止时间为2024年12月11日17：00时（指银行交
换到账时间）。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
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
得人。
  七、出让期限、时间及地点

  （一）拍卖时间及地点

  1.拍卖时间：2024年12月3日15：00时
  2.拍卖地点：陇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多功
能厅
  （二）挂牌出让期限、时间及地点
  1.挂牌竞价期限：2024年12月3日至2024年12
月13日
  2.报价时间：挂牌竞价期限内的每日9：00－
11：30，14：30－17：00
  3.挂牌及报价地点：陇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交易大厅
  4.挂牌出让会地点：陇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多功能厅
  八、出让文件的领取

  有意竞买者自2024年11月11日起到陇南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交易大厅领取《甘肃省徽县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文件（宗地编号：2024-13
号）》。
  九、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1.即日起申请人可自行现场踏勘地块，费用
自理。
  2.本次出让宗地按现状出让，出让宗地面积最
终以徽县自然资源局实际交地面积为准。

  3.本次出让宗地成交价款不含出让方代扣的各
种税费，由竞得人自行缴纳。
  4.受让人开发建设必须符合《徽县城市总体规
划（2010—2030）》、控制性详规和规划条件通
知书以及防震等有关要求。
  5.依据《关于印发<甘肃省被征地农民参加基
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甘人社通
[2023]418号）文件精神，宗地出让成交后按规定
缴纳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
  6.本出让公告规定的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将发
布变更公告，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出让详细情况
以《甘肃省徽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文件
（宗地编号：徽县2024-13号）》载明的为准。
  徽县自然资源局对本公告有解释权。
  十、联系方式

  1.徽县自然资源局
  联系人：陈亮  联系电话：0939-7521605
  2.甘肃星锤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娟   联系电话：13993114510
  特此公告
         徽县自然资源局

         2024年11月11日

甘肃省徽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
徽自然资源告字〔2024〕11号

学 习 贯 彻 党 的 二 十 届 三 中 全 会 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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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11月10日电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健全国防建设
军事需求提报和军地对接机制”。这是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
战略体系和能力的制度设计，是基于国防建设相关领域新的
体制调整、新的建设格局作出的重要部署。健全这一机制，
需要把握好以下3个方面。
　　第一，充分发挥军事需求牵引作用。军事需求是国家维
护安全与发展利益的基本需要，是实现国家军事战略目标所
需能力条件的综合要求，对国防建设具有定向、聚焦、调适
等功能，可以说是国防建设的逻辑起点和根本牵引。军事需
求明确合理、牵引有力，国防建设就有明晰的方向和科学的
输入，就能正确引导、有效调控资源投向和投量，把各方面
显性和潜在的能力转化为国防实力；反之，国防建设就可能
失序、失焦、失准，造成国防资源投入不足或者浪费，难以
保障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推进国防建设，首先需要生成科
学、权威、管用的军事需求。应当深入分析把握国际环境、
国家战略、军事战略、经济社会发展、科技条件和军力水平
等要素，把一定时期内遂行什么任务、需要什么能力搞清
楚，把映射到国防建设领域的需求指标描述好。军事需求发
挥牵引作用，要经历一个转化落实的过程，应当扭住规划计
划、资源配置、执行监督、能力评估等重点环节，构建从需
求论证提报到落实反馈的管理闭环，增强军事需求对国防建
设的引导力、约束力。
　　第二，建立顺畅高效的军地协调链路。习主席强调，中
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强化国防意
识，加强统筹协调，尽好国防建设领域应尽的责任。军队要
同地方搞好沟通协调，充分发挥军事需求对国防建设的牵引
作用。推动国防建设军事需求提报和军地对接，重在树立军
地一盘棋思想，建立需求牵引、平战结合、军地协同、常态
运行的协调机制，推进各领域战略布局一体融合、战略资源
一体整合、战略力量一体运用。提报和落实军事需求，各领
域各层级都有相应的职能和任务，需要完善各层面协调机
制，明晰分级对接协调责任，加强军地需求对接、规划对
接、任务对接，明确各层面应当抓什么、怎么抓、以什么标
准抓等，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
格局。搭建军事需求生成与管理平台，创新军事需求论证提
报模式，搞好军地协同论证、体系论证、联合论证，畅通军
地共建共用共享的军事需求发布渠道，用足用好社会一切优
质资源和先进成果，推动军事需求高效转化、精准落地。国
防建设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事业，应当加强国防
教育，增强全民国防观念，使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
防、保卫国防成为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和自觉行动。
　　第三，抓实国防建设军事需求落实情况检验评估。评估
是战略管理的重要环节、辅助决策的重要手段，对国防建设
军事需求生成与管理发挥着验证、把关、纠偏的重要作用。
新体制下推进国防建设，需要抓实检验评估，及时评价需求
设计的水平、规划执行的质量、资源配置的效益，为调整决
策方向、修正建设目标、优化资源投放提供依据。坚持军地
协作、专兼结合，构建国防建设军事需求落实情况检验评估
机制，健全定期评估、动态评估、第三方评估等制度，走体
系化、专业化评估路子。建强评估体系，完善相关政策法
规，规范评估内容、流程、标准，把评估融入国防建设筹
划、决策、执行、调控全过程，着重评价衡量军事需求指标
是否合理、建设任务与军事需求是否匹配、资源投向投量是
否科学、能力形成是否达到预期目标等内容，确保军事需求
与国防供给紧密衔接、迭代互促。坚持以评促建、以评促
备，健全结果通报、结论采用、问题整改等制度，充分运用
检验评估成果，树立正确的工作导向，促进军事需求精准提
报、快速响应、有力落实，提高国防建设质量效益。

　　新华社记者 陈 俊 苏晓洲 
        周 楠

　　“要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
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
　　“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发
祥地，要保护弘扬黄河文化，传承好历史文脉和
民族根脉。”
　　长江、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华夏大地
上最重要的两条河流，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
　　中部地区依傍长江、黄河两大水系，人文底
蕴深厚。近年来，牢记总书记嘱托，中部地区江
河文化探源不断深化、保护持续加强、传承推陈
出新、文旅融合发展。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深度融合现代文明发展成果的江河文化绽放出时
代新风采。

探寻阐释持续掀起热潮

　　历经一年多的闭馆升级后，位于河南省三
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内的仰
韶文化博物馆9月24日重新开馆，首次“露面”
的两尊仰韶村遗址先民的复原塑像吸引了众人
目光。
　　主要分布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是黄河文
化的主根脉。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史前考古研
究室副主任李世伟介绍，为推动中华文明探源和
仰韶文化研究，去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
公安部鉴定中心等单位，对仰韶村遗址先民开展
面貌复原工作。
　　李世伟说，为获取精细数据，团队采集仰韶
先民头骨定位点超过401万个，借助多学科手
段，初步对仰韶时期和龙山时期先民面貌进行了
相对准确和科学的复原，“此次复原，有助于公
众更加深入了解我国古代社会的多元文化特点，
进一步坚定我们的文化自信”。
　　在中部各地，江河文化考古调查、勘探、发
掘、研究工作持续开展，文化遗产价值探寻与阐
释不断深入。
　　每逢节假日，位于湖北武汉黄陂区的盘龙城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展厅内，一座典型
二里岗文化特征的宫殿模型分外醒目。
　　“盘龙城遗址证明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在三
千多年前就已高度交融，印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
体，历经数千年文脉不断。近年来，关于盘龙城
遗址的研究力度空前。”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
研究院院长傅才武说。
　　根据《长江文化保护传承弘扬规划》《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中部各
地深入研究江河文化内涵，厘清江河文化脉络。
　　2023世界大河文明论坛在河南郑州举办，传
承弘扬黄河文化，进一步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
加强与世界大河文明交流互鉴。
　　湖北省文旅厅与武汉大学共建长江文明考古
研究院，开展“人类起源”“长江流域史前文
明”等专项调查与课题研究，与中南民族大学共

建长江艺术研究院，面向社会发布60项重点课
题，系统研究长江文化特质……
　　中部各地依托丰富的文教资源，掀起了研究
江河文化的热潮。

保护传承推动永续发展

　　一江碧水向东流，千年文脉贯古今。
　　长江之滨，江西九江因江而兴，因江而美。
　　漫步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江面开
阔，空气清新，滨江步道上游人如织，穿着汉服
的游客边朗诵名篇《琵琶行》，边拍摄江畔
美景。
　　2023年10月10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九
江市考察调研。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城区
段，习近平登上琵琶亭远眺长江，冒雨沿江堤步
行察看沿岸风貌。“要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
命共同体出发，着眼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把长江
保护好。”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不仅是展现长江自然美景
与人文风貌的窗口，更是推动长江生态保护与文
化保护的重要平台。
　　从昔日“脏乱差”，到如今“美如画”，九
江的蝶变是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生动缩影。
　　近年来，九江市坚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
在压倒性位置，着眼全链条推进水体环境综合治
理，大力实施溯源清源计划，对流域内的857个长
江排污口、459个重点河湖排污口，实行“一口
一策”分类整治，从源头扎紧排污“闸口”。
　　习近平总书记时时牵挂着中华民族的母亲
河。他谆谆告诫：“保护母亲河是事关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
　　对长江、黄河文化的保护是沉甸甸的历史责
任、时代责任。近年来，中部各地始终把保护放
在第一位，通过全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健全文
化遗产保护管理制度，完善文物安全监管体系等
方式，坚决守牢文化保护的安全底线。
　　在山西平陆县杜家庄段黄河岸边的石崖上，
有一段680余米长的黄河古栈道，是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栈道岩壁上的绳磨槽痕深浅不一，
黄河船夫的号子声仿佛仍在耳畔。
　　为防止碎石脱落将古栈道掩埋或毁坏，近几
年国家出资对此处栈道上的危岩体进行加固。目
前工程已竣工，古栈道上方有专业防护网，新修
的排水沟阻断了上方雨水对古栈道的冲刷。
　　文化只有在严格保护中，才能得到更好的传
承发展。
　　在郑州商代古城墙的西南角外，曾是连片棚
户区的背街小巷——— 阜民里，如今成为人们体味
历史风韵与烟火人间的热门打卡地。
　　一边是古老厚重的商代夯土城墙，一边是国
潮、时尚小店汇聚的创意街区。人们或在高高的
城墙上眺望时尚的青春秀场，或坐在潮巷一角遥
想3600多年前商都的模样。
　　“相较于其他历史文化遗产形式，大遗址保
护工作一直存在难度大、成本高等问题。”河南

省文物局局长任伟说。
　　河南共有大遗址21处，数量居全国首位。近
年来，河南各地积极探索，逐渐蹚出一条统筹文
化遗产保护和城乡建设、经济发展、旅游开发的
道路，使古老遗址焕发新生。

活化利用绽放时代魅力

　　今年国庆假期，湖南博物院四楼的博物馆公
园受到游客们热捧。一块裸眼3D大屏上，“马王
堆元素”扑面而来：一只只毛发细腻、眼神灵动
的狸猫跃然而出，一件件精美繁复的漆器展现出
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各式各样的西汉美食以动
画形式得以还原……
　　这是湖南博物院与马栏山文化数字化创新中
心共同打造的“数字汉生活”博物馆线下新场
景，于今年8月9日正式对外开放。
　　游客们参观之余，可以在博物院吃饭、购
物、体验“汉生活”，购买以马王堆出土漆器为
原型设计的甜品杯，品尝汉代美食，挑选充满西
汉元素的伴手礼，借此一窥2000多年前的社会
风貌。
　　“我们希望带给观众新的文化消费体验，让
他们沉浸式了解、感受汉生活的魅力，推动文化
遗产保护与传承、创新发展。”“数字汉生活”
项目经理孙剑琴介绍。
　　近年来，依托厚重的文物文化资源，中部各
地深入研究江河文化内涵，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江河文化的魅力被逐渐
唤醒，厚重的文化遗产正以更鲜活的方式走进生
活，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
　　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的凌家滩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是一座距今约5800年到5300年的新石
器时代晚期长江中下游的中心聚落遗址。
　　随着墓葬祭祀区保护展示项目、研学基地、
内外环壕保护展示项目、数字体验馆等陆续对外
开放，古老的遗址焕发新光彩。借助4D、VR、
AR等技术，游客“穿越”回远古时期的治玉、祭
祀现场，人群中不时发出赞叹。
　　“我们不断丰富数字化展示阐释手段、创新
打造文旅活动，探索大遗址的活态保护与活化利
用，取得了明显成效。”凌家滩遗址管理处主任
唐军说。
　　江河文化在守正创新中走进大众，在发展中
彰显活力。
　　“只有让江河文化‘活起来’，保护传承弘
扬才能相得益彰。”武汉大学长江经济带高质量
发展多学科研究团队负责人吴传清教授说。
　　黄河之水天上来，大河是中华文明成长的摇
篮；一条大河波浪宽，大江是中华文化动人的
乐章。
　　通过与科技融合创新，江河文化带着新鲜的
潮流气息奔涌而来，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公
众热情相拥，唱响文明传承与弘扬的“长江之
歌”和“黄河大合唱”。
         （新华社北京11月9日电）

守护江河文脉　唱响时代新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