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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长葛市人民政府批准，我局
将位于规划永和路南侧、京广铁路
西侧，面积 26909.64 平方米的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采用划拨方式供应
给长葛市民政局，作为该单位的殡
仪馆及配套殡仪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用地。该宗地东至：J2-J3 灰桩、J4-J6
灰桩，西至：J7-J1 灰桩，南至：J6-J7 灰
桩，北至：J1-J2灰桩、J3-J4灰桩。

特此公告。
长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 11月 30日

长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划拨供应公告

经长葛市人民政府批准，我局
将位于大周镇规划长盛一路北侧、
面积 7039.65 平方米的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采用划拨方式供应给国网
河南省电力公司许昌供电公司，作
为许昌长葛洗砚池 220 千伏输变电

项目用地。该宗地东至：灰桩，西至：灰
桩，南至：J6-J7 规划道路红线、J3-J4、
J9-J10灰桩，北至：灰桩。

特此公告。
长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 11月 30日

长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划拨供应公告

鄢陵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流拍公告
经鄢陵县人民政府批准，我局

于 2020 年 11 月 26 日公开在鄢陵县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出让 5 宗国有建
设 用 地 。 在 拍 卖 公 告 规 定 的 时 间
内，其中 YC-20-16#地无任何单位
及 个 人 申 请 竞 买 ， 未 成 交 。 根 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
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
之规定，以上宗地在本次出让活动中
流拍。

鄢陵县自然资源局
2020年 11月 30日

鄢陵县自然资源局
2020年 11月 30日

河南省自然资源网上交易鄢陵县2020第七批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成交结果公示
编号

YC-20-33#

YC-20-32#

YC-20-15#

YC-20-21#

YC-20-16#

位置

花海大道北侧

百花路以东、规划道路以北

陈化店花溪大道西侧、许鄢快速通道北侧

鄢陵县马坊镇 230国道以东、府前路以北

彭店镇孙庄村 219省道以西

出让面积
（平方米/亩）

69109.93（103.66)

185185.73（277.78)

52110.93（78.17）

10361.18(15.54)

9630.90（14.45）

土地
用途

商服

工业

商服

工业

商服

出让
年限

40

50

40

50

40

起始价
（万元）

9123

7167

6780

262

1057

成交价
（万元）

9214

7239

6848

265

/

受让人

河南鄢陵平原林海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许昌正德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河南金雨玫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众口福食品有限公司

流拍

（上接第一版）
随着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深入推

进，我市推行决策、激励、推进、宣
教、监督等科学机制，真正实现创建
由集中突击向长效管理转变，使创建
工作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轨
道。

“ 上 下 齐 心 ， 其 利 断 金 。” 多 年
来，全市上下同心同德，群策群力，
一路高歌，持续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
创建活动，使创建理念深深融入全市
人民的精神血脉，众志成城追逐文明
城市梦想，让文明之花在莲城大地绚
烂绽放。

启示二：把“实干”作为最管用的
一招，形成全民参与文明城市创建的
“大合唱”“大格局”

11 月 24 日，记者走进许继花园小
区，这里社区托老站、体育活动中心、
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生活+微课堂、社
区党校一应俱全。

许继社区运用有解思维，协调许
继集团将价值 2100 万元的建设用地免
费提供给群众，筹集资金 580 万元，
新建了 1600 平方米的活动场地。按照

“五室一厅三站一校”的标准，对社
区 阵 地 进 行 功 能 化 升 级 ， 分 室 外 活
动 、 便 民 服 务 、 政 务 服 务 、 休 闲 娱
乐、党建活动、居民创新、智慧养老
等七大功能区，社区软硬件设施实现
了质的提升。

“老百姓需要什么服务，我们就给
他们什么服务，老百姓感觉幸福，我们
的工作就干得越干越有劲。”许继社区
党支部书记范学政说，文明社区建设
让群众的诉求在第一时间得到一体化
办理和一揽子解决，做到小事不出社
区、大事不出街道。

文明城市不是等来的，也不是送
来的，而是干出来的。

全市广大干部群众万众一心，群
策群力，为争创全国文明城市使劲出
力，形成了全社会共创共享的浓厚氛
围。

从机关到基层，从社区到农村，各
级各部门多方联动，干部群众上下一
心，集结成创建的强大动能。

文明创建的各个环节，市民乐此
不疲地扮演着主角：餐桌上，将“吃多
少点多少”“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
酒”等文明口号常挂在嘴边；“爱心
送考”，广大出租车公司、驾校、机
关单位和私家车主争先恐后为高考学
子奉献爱心……

遍布大街小巷的“小红帽”，把文
明细节做到了极致，成为全市文明创
建 的 一 张 靓 丽“ 名 片 ”。 维 护 交 通 秩
序、清洁城乡环境、帮扶贫困群众、守
望邻里关系……他们活跃在社会的各
个领域，传承着文明新风，不断提升着
城市的精神海拔。

在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中，无数社
区干部和基层工作者用自己的“汗水
指数”，换来了百姓的“幸福指数”，打
牢了文明创建活动的“桩脚”。

11 月 25 日一大早，魏都区东大街
道办事处文惠社区党委书记张瑞敏就
开 始 忙 碌 了 。 他 每 天 到 居 民 家 中 走
访，了解居民的诉求，有时候还会帮助
他们处理生活中的琐事。

张瑞敏告诉记者，在文明城市创
建过程中，他们开展了“进百家门、知
百 家 情、解 百 家 忧 ”的“三 百 走 访 ”活
动，通过逐户走访、调查摸底，收集群
众的诉求，普及文明知识，解决群众的

实际问题。
“深化以人为本的创建理念，把创

建 过 程 变 成 全 体 市 民 参 与 的 生 动 实
践，许昌才能在不同历史时期不断变
化的文明创建工作中常创常新，在全
国保持先进优势，迸发创建活力。在
没有终点的文明创建路上，许昌将向
着更高的目标不断前进。”市委宣传部
副部长、市创文办常务副主任刘少林
表示。

启示三：以创建惠民为宗旨，让城
市更美丽、社会更文明、人民更幸福

在市区白庙后街，道路两侧都是
排列整齐的摊位。一条黄线把道牙上
的路面一分为二，不论是摆满蔬菜、鲜
肉的摊位，还是满载红薯、山药的三轮
车，都整整齐齐地排在黄线以内，顾客
在黄线外购物，市场井然有序，道路畅
通无阻。

而 昔 日 的 白 庙 后 街 摊 位 乱 摆 乱
放、交通堵塞等问题突出，地面一片狼
藉。在文明城市创建中，城市管理部
门为市场重新设定了摊位标线，把摊
点设定在盲道以内，并要求商贩们要
做到摊走地净，活了市场，美了市容，
顺了民心。

这样喜人的改变，在我市随处可
见。

“这里原来就是一个垃圾场，每到
夏天，臭气熏天。”家住利民路附近的
李 水 江 指 着 今 年 新 改 建 的 健 身 广 场
说，“现在困扰我们 10 多年的烦心事总
算被清除了。”

利民路这片区域原本是老旧办公
楼，拆迁后留下的建筑垃圾不仅有碍
观 瞻 ，而 且 严 重 影 响 附 近 居 民 生 活 。
今年年初，我市将这里建成了健身停
车综合广场，规划停车位 383 个，新建
了篮球场，添置了各种健身器材。

2018 年 以 来 ，全 市 开 展“ 四 改 一
增”工程，即改造老庭院、老厂院、老市
场、老街道和增加停车位，对中心城区
88 条老街道进行改造提升，包括魏都
区 41 条、建安区 1 条、市本级 46 条，彻
底解决老街道路不平、灯不明、水不通
等问题。目前，88 条老街道已全部完
成改造提升。

一个个“文明的细节”，让我们深
切感受到，文明城市创建，促民生实事
落地见效，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看得
见、摸得着。

走 在 鹿 鸣 湖 体 育 公 园 ，流 水 潺
潺。这里共建成了总长 3.8 公里的环
湖健康步道，沿湖多功能运动场 20 个，
儿童游乐场、门球场、足球场各 1 处，健
身路径 3 条，前来锻炼健身的市民络绎
不绝。

据统计，许昌市财政每年投入民
生领域资金上百亿元，民生财政支出
占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支 出 的 比 例 保 持 在
70% 以 上 ，让 城 市 发 展 有 速 度 、有 温
度。在今年发布的《河南社会治理发
展报告（2020）》中，许昌城市宜居度位
居全省首位，居民幸福感、获得感指数
位居全省前列。

19 年的创建历程，许昌汇聚民智、
积聚民力、克难攻坚、屡创佳绩，不仅
仅是赢得了一块块“奖牌”，更重要的
是实现了经济的更大发展、居住环境
的更大改善、市民素质的更大提高、群
众幸福指数的更大提升。文明创建活
动融入了城市“血脉”、融入了市民生
活，成为共建共享的自觉行动，推动城
市实现了从外在面貌到精神气质的美
丽“蝶变”。

铸就文明之城的精气神

为期 4 天的第 17 届中国—东盟博
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 30 日
在广西南宁落下帷幕。签约总投资额
2600 多亿元、5000 多个展位、数千家企
业参展……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在今年前
三季度实现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历
史性突破之后，中国与东盟共襄盛会、
谋划未来，携手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
局中开新局。

疫情下的拥抱更紧密

从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转战”东
博会，航班周折、防控隔离并未削减老
挝参展商陈天的热情。“我们公司是第
10 次参加东博会，算是参展次数较多的
老挝商家之一。我们将家具、咖啡、大
米、丝绸、茶叶带到中国，也会带中国高
科技电子产品回老挝销售。”陈天说。

疫情下，东博会依然有 1600 多家中
外企业线下参展。“两个展会真正向世

界展示，中国可以吸引世界上众多优秀
企业。”在同样辗转两个博览会的马来
西亚参展商罗维坚看来，中国的广阔市
场和快速复苏的经济环境蕴藏新机。

本届东博会以“共建‘一带一路’，
共兴数字经济”为主题，充分展示中国
—东盟携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成果，
全方位深化中国—东盟友好关系和经
贸等各领域交流合作。

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
王雷说，本次盛会签约仪式共组织签订
国际、国内投资合作项目 86 个，总投资
额 2638.7 亿元，同比增长 43.6%，是 2004
年首届东博会以来签约项目投资总额
增幅最高的一届。

1900 多 家 企 业 参 加 的“ 云 上 东 博
会”热闹非凡。在中国商品馆、东盟商
品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商品馆内，
主播们各显身手热情“带货”，累计展示
商品 4800 多件。截至 30 日 12 时，“云上
东博会”全网曝光量超过 10 亿人次，站

内访问量超过 2005 万人次。
“各场对接会为国内外客商促成约

3000 对精确配对，实现‘面对面’‘屏对
屏’的精准对接。”王雷说，“云上东博
会”将继续常年运行，中外参展商可全
年在线进行展示洽谈、直播营销，打造
永不落幕的展会。

数字上的连接更“硬核”

2020 年是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
作年，中国和东盟国家在 5G、物联网、
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以及数字防疫等
方面合作方兴未艾。4 天的博览会中，
数字经济成为多场论坛的主题。

与会者思想激荡，在讨论中逐渐凝聚
共识：新冠肺炎疫情加速全球数字化进
程，数字化从一种额外选择变成一种必不
可少的手段，数字经济已成为撬动中国—
东盟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的新杠杆。

“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数字信息通信
领域开展合作的时机已到。”马来西亚

通信与多媒体部部长赛夫丁·阿卜杜拉
说，期待中国与东盟有更多数字合作，
共同分享建设成果。

在本届东博会期间举办的中国—东
盟信息港论坛上，与会各方围绕 5G、人工
智能、电商等 7个主题开展交流合作，线
上举办数字技术展览，签约一批数字经济
合作项目，助力“数字丝路”建设。

“数字经济是保持东盟与中国伙伴
关系稳定发展的一大重要领域。”东盟
秘书长林玉辉在开幕大会上致辞表示，
东盟各国得以从疫情中逐渐复苏，其重
要战略之一就是加快并实现本地区数
字化转型。

林玉辉说，预计到 2025 年，东盟的
数字经济将从 2015 年占 GDP 的 1.3%提
高到 8.5%。中国在发展数字基础设施
等方面走在前列，是东盟推动本地区数
字经济发展的珍贵伙伴，相信中国的支
持将为东盟数字化转型注入新动力。

描绘中的蓝图更宏大

手工地毯、围巾、足球……这几日，
巴基斯坦展区很热闹。巴基斯坦一家
珠宝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龙带
了很多珠宝来参展，忙得不可开交。“来
访顾客数量超乎想象，明年我肯定还会
再来，届时要在展位上再加一个展窗。”

巴基斯坦是本届东博会的特邀合
作伙伴。自 2014 年首设这一机制以来，
澳大利亚、韩国、斯里兰卡、哈萨克斯
坦、坦桑尼亚、波兰等国家先后担任特
邀合作伙伴，拓展了东博会服务“一带
一路”建设的外延。

“‘一带一路’倡议、巴中经济走廊将
巴基斯坦、中国和东盟相连。”巴基斯坦驻
广州总领事馆商务处商务参赞穆罕默德·
艾凡说，随着减免关税、破除贸易壁垒等
中国—东盟自贸区红利释放，巴基斯坦、
中国、东盟之间的联系会日益增强。

今年是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 10
周年。商务部数据显示，中国—东盟自
贸区框架内已取消 7000 种产品关税，
90%以上商品实现零关税。

中国全面扩大开放的步伐从未停
歇。历经 8 年谈判，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RCEP）于 11 月 15 日正式签
署，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由此诞生，
覆盖东盟和中日韩等经济体。

王雷说，今后，东博会将在更大范围
把中国与东盟 10国的资源和市场优势与
其他 RCEP成员国的资本和技术优势紧
密结合，服务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

（新华社南宁 11月 30日电）

变“ 危 ”为“ 机 ”崭 新 开 局
——写在第17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闭幕之际

新华社记者 潘强 胡佳丽 郭轶凡

这是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及周边建筑（11月 30日摄，无人机照片）。11月 30日，为期 4天的第 17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
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广西南宁闭幕。 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