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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竞买申请条件和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

其他组织，符合网上出让公告或出让须知中明

确的资格条件，均可参加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网上挂牌活动。

三、确定竞得入选人方式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

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入选人；该（幅）地

块设有底价，报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即为竞

得入选人。

四、报名及保证金截止时间

竞买申请人可在 2023年 11月 7日至 2023

年 12 月 4 日登录河南省土地使用权网上交易

系统，提交申请，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

2023年 12月 4日 16时。

温馨提示：为避免因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

延误，影响您顺利获取网上交易竞买资格，建

议您在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的 1至 2天之前交

纳竞买保证金。

五、挂牌时间及网址

挂牌报价时间为：

B-1地块：2023 年 11月 27 日 10 时 00 分 00

秒至 2023年 12月 6日 10时 00分 00秒。

挂牌网址：河南省土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

统（http://td.hnggzy.com）。

六、出让资料获取方式

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

牌出让须知及其他出让文件。挂牌出让须知及

其他出让文件可从网上交易系统查看和打印。

七、资格审查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出让实行

竞得入选人资格后审制度，即竞买申请人在网

上交易系统按规定递交竞买申请并按时足额

交纳了竞买保证金后，网上交易系统将自动颁

发《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竞买保证金到账确认

书》，确认其竞买资格，出让人只对网上交易的

竞得入选人进行资格审查。如因竞得入选人

的资格审查未通过，造成本次出让地块不成交

的，由竞得入选人自行承当相应责任。

八、风险提示

竞买人应该谨慎报价，报价一经提交，不

得修改或者撤回。网上挂牌报价截止之前，竞

买人至少进行一次有效报价才有资格参加限

时竞价。

操作系统请使用 Win7、Win8、Win10；浏

览器请使用 IE10以上版本，其他操作系统与浏

览器可能会影响您正常参与网上交易活动。

数字证书驱动请到交易系统“服务指南-资料

下载”中下载，并正确安装。请竞买人在竞买前

仔细检查好自己电脑的运行环境，并先到网上

交易模拟系统练习，以免影响您的报价、竞价。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375-2633333

联系人：李学辉、侯婕

2023年 11 月 7日

平顶山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网上挂牌公告
经平顶山市人民政府批准，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以下 1（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平顶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平顶山市大地自

然资源交易中心组织实施。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序号

1

地块编号

B-1地块

地块名称

B-1地块

土地位置

轻工路与科
源路交叉口

西南角

地块面积
（平方米）

27632.64

土地
用途

教育
用地

容积率

不大于
1.2

建筑密度
（建筑系数）

不大于 30%

绿地率

不小于
35%

出让
年限

50年

有无
底价

有底价

起始价
(万元/亩)

50

保证金
（万元）

630

增价幅度
（万元/亩）

3

以上信息可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网站（http://www.cbirc.gov.cn ）上查询。

根据申请，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平顶山监管分局审核批准，同意以下机构变更营业地址，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保
险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平顶山监管分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许可证》的公告
2023年 第9号

机构名称：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汝州支公司

机构编码：000019410482

许可证流水号：00111104

批准日期：2012年 10月 29日

业务范围：经国务院银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并经上级

公司授权的业务

机构住所：河南省平顶山市汝州市丹阳东路南侧房间一

楼 97号、二楼整层。

负责人：叶正禄 联系电话：0375-6890508

邮政编码：467500

发证日期：2023年 11月 03日

发证机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平顶山监管分局

霜 降 刚 过 ，正 是 收 获 鲜 姜 的 季

节。11 月 2 日，在鲁山县张良镇闫洼

村郁郁葱葱的姜地里，20多名村民在

忙碌着收获成熟的鲜姜。

“今年雨水均匀，无病虫害，生姜长

势好，单株重量六七斤，亩产比去年增

加20%以上。我种植的40多亩（1亩≈
666.67 平方米）大黄姜产量都在 12000

斤（1斤=500克）以上。”闫洼村圣农种

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杜飞飞说。

张良姜有 2200多年的种植历史，

汉代曾被列为贡品，是河南省名优土

特产，入选首批“中原贡品”保护名录，

平顶山市十大特产之一。近年来，张

良镇合理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把张良

姜种植作为特色产业大力发展，充分

发挥合作社、种植大户、致富能手带头

引领作用，打造集中成片的标准化科

技示范种植基地，壮大张良姜产业。

目前，全镇成立张良姜种植农民合作

社 3家，培育出种植规模 30亩以上的

农户 35家，种植面积 3000多亩。

“镇政府先后投资200余万元建起

了生姜储藏窖、生姜加工车间、育芽室、

生姜温室大棚等配套设施，形成了生姜

育种、种植、储存、加工、销售一条龙模

式，将小姜块打造成了大产业，带领群

众增收致富。”张良镇镇长郭小朋说。

“我头一年种植张良姜 30 亩，按

目前每斤 2.6 元的价格计算，除去成

本 ，一 亩 地 净 收 入 15000 元 不 成 问

题。”该镇张北村村民王红旗说。

当天，在圣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门前，四五名工人忙着往一辆挂着山东

牌照的大货车上装成箱的张良姜。

为帮助社员销售生姜，合作社提

前与山东莒县、章丘等地的客户进行

信息沟通，洽谈销售价格和服务等事

项。

“今天外地客户来了 20多个，都是

老客户，他们对咱这姜的品质很满意。”

合作社姜经纪人杜新建说。

为了让客户满意，合作社要求种植

户在装箱时，一定把姜上的泥土清干

净，遇到品质次的必须挑出来，质量标

准达到客户要求。

“合作社服务很周全，质量有保证，

来这儿拉姜，一百个放心。”山东莒县一

位姓荆的客户说。

据统计，该镇目前每天外销张良姜

200多吨。

（本报记者 常洪涛 通讯员 于吉良）

“姜”来的日子更美好

眼下，正是红薯收获季节。11

月 6 日，在宝丰县商酒务镇郜辛庄

村的红薯地里，一垄垄红薯破土而

出，一袋袋圆润、鲜红的红薯摆满田

间地头。

“我种植的品种主要是商薯 19、

落薯 13，面积 100 多亩。今年雨水

足 ，红 薯 长 势 喜 人 ，每 亩 产 量 达

4000 多斤。”忙着收红薯的郜辛庄

村村民柴振中高兴地说。

红薯种植具有周期短、效益高的

特点。郜辛庄村地处丘陵，土层深

厚、有机质丰富，具有疏松、通气、排

水性能良好的特点，非常适合红薯种

植。同时，红薯采收让富余劳动力足

不出村，就能通过务工增加收入。

红薯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甜蜜

产业，是该镇因地制宜调整结构，不

断激发群众内生动力，走上乡村产

业振兴路的一个典型缩影。

近年来，该镇以“五星”支部创

建为抓手，锚定“产业兴旺星”，利用

良好的自然资源优势，打造“一村一

品”特色品牌。

该镇紧盯秋月梨、猕猴桃、贝贝

瓜、赤松茸、冬桃、谷子、辣椒等产

业，采取“连点成线、以点带面”的发

展模式，通过“强龙头、创品牌、公

司+农户”扩大种植规模，既丰富了

群众的“菜篮子”，又鼓起了群众的

“钱袋子”。

“我们将继续做好特色种植文

章，不断拓展产业链，由一产向二产

过渡，对红薯进行深加工，提升产品

附加值，进一步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实现民富村强。”该镇党委书记郭书

东说。

（本报记者 巫鹏 通讯员 牛红云）

“薯”光点亮甜蜜生活

11 月 3 日，在宝丰县李庄乡翟庄

村辣椒田里，一簇簇火红的辣椒挂满

枝头，椒农穿梭在“辣椒海”中，熟练地

采摘、分拣、装袋。

翟庄村把辣椒产业作为本村“一

村一品”发展的主导产业来抓，通过“合

作社+基地+农户”的方式，鼓励村民大

规模种植，不仅为种植户带来可观的收

入，也给周边村民提供了更多就业的机

会。 本报记者 巫鹏 摄

“辣”出致富路

本报讯 （记者张鸿雨）11月 2

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新闻工作

者协会组织开展的“文旅融合发

展 助力乡村振兴”主题采访活

动走进郏县，多家省驻平媒体和

市属媒体记者走进冢头镇李渡

口村、堂街镇临沣寨村，感受文

旅融合在郏县展现的新气象、新

活力。

李渡口村位于冢头镇西北

部，拥有中国传统村落、中国景

观 村 落 、河 南 省 乡 村 旅 游 特 色

村 、河 南 省 历 史 文 化 名 村 等 称

号。现存明清建筑 77 处 853 间，

古楼、古房、古窗，样式丰富，石

雕、木雕、砖雕，精美绝伦，建筑

结构严谨、气势恢宏，堪称一座

明清古建筑博物馆。近年来，该

村充分挖掘村落文化资源、整合

民俗文化，着力打造以“古建、美

食、渡口、书画”四元素为灵魂，

动静结合、相得益彰的文化旅游目

的地。采访团成员共同观看古渡

景区规划，询问村民在乡村旅游中

的收获和感受。“感谢来采访，希望

借助记者的笔墨让李渡口村美名

远播。”李渡口村党支部书记李付

营说。

位于堂街镇的临沣寨是“中原

第一红石古寨”、我国第一批“中国

传统村落”、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第二批“中国历史文化

名村”，2009 年被列入《联合国战时

文物保护公约》保护范围，是中原地

区保存最完整的古村寨，是中国江

北地区堡寨式古村落的典范。采访

团成员走进朱紫峰老宅院，切身感

受朱氏家风家训，聆听 300 余年来

朱氏家族兴盛与发达的故事。位于

该村的酒器艺术博物馆拥有汉代、

近现代酒器、酒具等藏品 3万余件，

更是让大家耳目一新。

省驻平和市属媒体
主题采访活动走进郏县

本报讯 （记者毛玺玺 通讯

员张亚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

物而不争……”11月 3日下午，新

华区委党校 2023 年秋季学期科

级班、第十三期中青班课堂上，新

华区纪委副书记、区监委副主任

谢登魁正在给大家讲授一堂题为

《传承优秀家庭文化 畅享豁达积

极人生》的廉洁文化课。

课堂上，授课老师引经据典，

以“上善若水”“曾子论孝”为引子，

从传承“善”文化、“孝”文化和“俭”

文化三个方面展开讲述优秀家庭

文化，引用习近平总书记论家风、

论文化建设、论反腐败斗争的重要

讲话精神，讲述家风建设、文化建

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性和紧迫

性，其中穿插故事，引人入胜、发人

深省。参加此次培训的40名科级

干部和 38 名中青年干部边听边

记，接受了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

“感觉今天下午的时间过得

好快，这么精彩的课我还想再听

听。我要传承好优秀家风，筑牢廉洁

自律的防线，做一名遵规守纪的优秀

共产党员，给孩子做标杆、做表率。”

刚听完课的区发改委副主任朱琳说。

近年来，该区纪委监委构筑全

方位立体式的廉政教育模式，大力

营造“学廉、思廉、倡廉、守廉”的廉

政教育氛围，把党校课堂作为开展

廉政教育的主阵地，在区委党校主

体班、中青班和村（社区）“两委”干

部培训班开设廉政教育课程，区纪

委监委主要负责人和业务骨干多次

走进党校课堂，紧扣家风家训、党风

廉政建设等主题，结合勤廉人物故

事、警示教育片等，要求党员干部切

实做到廉洁从政、廉洁用权、廉洁修

身、廉洁齐家。

课后，大家纷纷表示，上这堂廉洁

文化课收获多、感触大。在今后的工

作中，要进一步加强党性修养，不断提

高拒腐防变能力，筑牢不敢腐、不能

腐、不想腐的思想防线，做一名勇担使

命、清正廉洁的优秀共产党员。

营造良好氛围 筑牢坚实防线

新华区委党校
开设廉政教育课程

本报讯（记者孙鹏飞）“我们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同

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

体谈话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国

妇女十三大精神，争做时代的书

写人、追梦的奋斗者，努力在新征

程上谱写更加绚丽的巾帼华章。”

11月 3日，市妇联党组书记、主席

刘军慧来到舞钢市，向基层妇联

干部、妇女群众宣讲中国妇女十

三大精神。

在舞钢市八台镇泥沟陈村，

刘军慧与舞钢市妇联班子成员、

部分镇村妇联主席、最美家庭代

表、“好婆婆”“好媳妇”代表、“五

美庭院”代表、巧媳妇基地负责

人、巾帼法律明白人、妇女群众代

表等围坐在一起，向大家宣讲中

国妇女十三大精神。

刘 军 慧 将 会 议 精 神 变 成

“乡音土话”，激励广大妇女姐妹听

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把个人梦和

家庭梦融入中国梦，在平凡岗位、

平常工作中发光发热、巾帼建功。

“妇女同胞要积极开展移风易俗，

杜 绝 高 价 彩 礼 ，培 育 新 型 婚 育 文

化，树立社会新风尚”。刘军慧还

结合农村实际，宣讲了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妇女和家庭工作的重要论

述及家庭建设中妇女如何发挥作

用。

“相信按照中国妇女十三大报

告中的规划，我们的妇女事业会越

来 越 好 ，我 们 的 生 活 也 会 越 来 越

好。”刘军慧的话引起姐妹们的共

鸣。大家纷纷表示，要发挥妇女在

家庭生活中的独特作用，与党同心、

跟党奋斗，以奋斗为美、实干为荣，

做新时代新女性的一面旗帜，在乡

村振兴中贡献力量。

宣讲中国妇女十三大精神
凝聚全市巾帼智慧和力量

本报讯（记者常洪涛 通讯员裴

园园）11月 6日，记者从鲁山县委组织

部获悉，今年以来，该县围绕“五星”支

部创建，深入开展“党群连心工程”，以

学习、服务、机制为小切口，将解决实

际问题贯穿始终，以实实在在的举措

和行动，不断提升党建引领乡村治理

能力。

近年来，该县坚持从最基础的组

织生活抓起，从最基本的党建制度严

起，把每月 20日作为农村党员集中学

习日，为农村党员搭建“学”的载体、

“做”的平台、“改”的抓手，让党旗在每

个基层阵地上高高飘扬。

仓头乡围绕中心大局和职能工

作，坚持“开门”抓学习，在组织党员学

习党的方针政策的基础上，开展义务

劳动，对各村主要道路两侧的杂草、垃

圾、废弃的建筑材料和杂物等进行清

理，栽植景观花草树木，让群众看到变

化、得到实惠。

观音寺乡太平保村党支部严格月

集中学习日，风雨无阻、雷打不散，狠

抓思想引领和作用发挥，有效激发了

广大党员的纯洁性、先进性和村党支

部的凝聚力、战斗力。2022 年，该村

党支部获评“五星”支部，受到省委组

织部通报表扬。

民生无小事，治理到细处。该县以

党建引领网格化治理为抓手，按照“居住

相邻、自愿双向、能力互补”原则，推动党

员下沉网格、服务嵌进网格。县乡村三

级党员干部包村联网，常态化走访、多部

门联动、全方位参与，让群众全天候看得

到党员、第一时间找得到干部。

同时，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组织

县乡党员干部、网格员组成走访小组，以

网格为单位，逐户收集诉求，分类分批有

效解决。据了解，全县 11355名党员结对

联系 22.1万户群众，3312名村、组干部分

包 4178个片区。

辛集乡明确每名党员确定 10 至 15

户农户作为联系对象，围绕日常工作进行

入户服务与电话联系，常态化开展访民

情、听民声、知民意、解民忧活动。目前，

共有联户党员 908 名，联系农户 5614 户，

通过党员联户为群众办实事 102 件，化解

矛盾纠纷 56起。

该县建立“分析研判+督导考评”工作

机制，在县级将“党群连心工程”纳入基层

党建述职评议考核内容，出台奖惩措施，

坚决避免“口头承诺”“空头支票”；在乡级

加大对村党支部、党员开展“党群连心工

程”的检查指导力度，奖优罚劣；在村级重

点做好“党群连心工程”的具体落实，将工

作成效与党员评优评先、先锋指数考评、

党员政治体检等挂钩，以考核倒逼责任落

实。

县委组织部成立 10个督导指导组，以

乡镇党委为责任主体，坚持一周一督导、

一周一通报，确保反馈问题整改落实到

位。同时，推行一件实事一套方案，一套

方案一张完成时间表，定期考核、跟踪问

效，明确 27 名机关干部联系 27 个乡（镇、

街道），指导党组织对照反馈问题整改落

实。

董周乡运用分析研判机制架起服务

群众“连心桥”，定期组织联户党员深入田

间地头、走进困难家庭，与群众面对面交

流，解决群众关注的酥梨销售、环境整治

等生产、生活难题 70余个。

找准党群连心“小切口” 做好基层治理“大文章”

鲁山县不断提升党建引领乡村治理能力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