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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通榆县国土资源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通国土资告字〔2018〕007号
经吉林省通榆县人民政府批准，吉林省通榆县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下列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宗地编号

TYCB2018-010

TYCB2018-011

TYCB2018-012

地块位置

通榆县开通镇民主路北侧、
向海大街西侧、平齐铁路东侧

通榆县开通镇大修厂（北侧）

通榆县开通镇大修厂（南侧）

宗地总面积

（㎡）

20886

24615

29472

土地

用途

商住用地

商住用地

商住用地

容积率

≥1≤2.48

≥1≤1.12

≥1≤1.43

建筑密度

≤49.7%

≤26.14%

≤26.82%

出让年限

（年）

商业40，住宅70

商业40，住宅70

商业40，住宅7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441

249

348

起始价

（万元）

550.6795

310.0601

434.3486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可申请参加，申请人
应当单独申请。

二、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三、申请人可于2018年6月27日至2018年7月24日，到吉林省通榆

县国有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向我局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
间为2018年7月24日14时。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
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18年7月24日16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地点：吉林省通榆县国土资源局五楼
储备中心（摘牌地点通榆县政务服务中心五楼第二开标室）；上述地块挂牌
时间不少于10日，具体挂牌时间为2018年7月17日9时至2018年7月26
日15时(摘牌时间2018年7月26日15时)。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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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联系地址：吉林省通榆县开通镇利民路965号国土资源局五楼储备中心
联系电话：0436-4306035
联 系 人：王德强
开户单位：通榆县国有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榆支行
账号：22050166673809595959

吉林省通榆县国土资源局
2018年6月27日

新华社长沙5月22日电（记者帅
才）每年清明，湖南省湘潭县党政干
部、师生都会怀着崇敬之情来到湘潭
县易俗河镇青狮村罗亦农故居遗址，
纪念中国共产党最英勇的战士罗亦
农。在湘潭这片红色热土上，罗亦农
的故事流传甚广，他的丰功伟绩是家
乡人民心中一座不朽的丰碑。

罗亦农，湖南湘潭人，1902年5
月出生于湘潭县易俗河镇，1916年
考入教会学堂益智学校学习。1919
年夏，他到上海边工边读，通过《新
青年》《劳动界》等进步杂志，阅读
了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介绍
新思想的书籍，并认识了陈独秀等
人。

1920年，罗亦农进入上海中国
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的“外国语学
社”学习俄语，同年和张太雷、俞秀
松等人组织并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
团。1921年，罗亦农与刘少奇、任
弼时等同志一起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
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同年冬加入中国
共产党。

1925年3月，罗亦农回国，任中
共广东临时委员会成员，后任中共广
东区委宣传部长，参与组织和领导省
港大罢工。同年10月，调北京任中
共北方区委党校校长，12月起调任中
共上海区（即江浙区）执委会书记，
后兼任上海区执委会军事特别委员会
书记。

1926年11月和1927年2月，罗
亦农与赵世炎等人两次领导上海工人
举行起义，均未成功。但他没有气
馁，积极参加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准
备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工作。1927年3
月21日，他与陈独秀、周恩来、赵

世炎等一道，及时指挥发动上海工人
总罢工，并随即转为武装起义。第三
次武装起义取得成功。3月22日，上
海市工商学各界举行代表会议，选举
19人组成上海临时市政府，罗亦农被
选为临时市政府委员。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
变后，罗亦农奉命调离上海，到武汉
参加党的五大，并当选中央委员。
1927年5月至9月，他先后任中共江
西省委书记、湖北省委书记。在八七
会议上，罗亦农被选为中共中央临时
政治局委员，11月被选为中共中央临
时政治局常委。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军
事部代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等职，负责领导
湖北、湖南、江西、四川、安徽、陕
西等省的工农革命与党的工作。1927
年底离开武汉前往上海中共中央机关
工作。

为筹备召开党的六大，罗亦农冒
着极大危险，到湖南、湖北等地了解
情况，在上海听取各地同志汇报情
况，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为党制定
全国革命斗争方针做准备。他还与瞿

秋白一起拟写提交六大的 《党纲草
案》。

1928年4月15日，罗亦农因叛
徒出卖，在上海英租界被捕。“慷慨
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躯何足惜，
大敌正当前。”这是罗亦农被捕后在
狱中写下的绝命诗。4月21日，罗亦
农在上海龙华从容就义，年仅 26
岁。他把满腔热血献给了中国人民革
命事业。

1928年5月30日出版的《布尔
塞维克》第二十期发表了中共中央
《悼罗亦农同志》 的专文，其中写
道：“罗亦农同志的热烈的革命精
神，可为中国共产党全党党员的楷
模。”

湘潭市地方史志研究学者何歌劲
说：“罗亦农同志是我国最早的一批
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之一。他
重视革命实践，与工农大众始终保持
了密切的联系。他不幸被捕后，表现
出了坚定的革命信念与视死如归的高
贵品格。他为革命献身，在短短的26
年人生里，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楷
模形象。他是湘潭人的骄傲！”

罗亦农：最英勇的战士

图为罗亦农像（资料图片）。
新华社发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6月27日，退伍老军人焦克明（中）向孩子们展示自己珍藏多年的纪念章。
“七一”前夕，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骆家花园社区的孩子们来到退伍老军人焦克明的家

中，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革命精神。 新华社记者万象摄

6月27日，新疆哈密市伊州区南湖乡瓜农在挑运哈密瓜。
连日来，新疆哈密市伊州区南湖乡的万余亩哈密瓜陆续成熟上市，吸引众多客商前来订

购。 新华社记者李华摄

广西推出印章管理10条便民举措

“洋作物”拓宽塔里木盆地农民脱贫路

6月27日，江苏省镇江市江苏科技大学的青年学生展示老款相机。
当日，江苏省镇江市金山街道润州山路社区开展“改革开放40年 老物件看新变化”主题

活动。活动邀请江苏科技大学青年学生走进社区，和居民一起参观粮票、缝纫机、寻呼机、翻
盖手机等老物件，一起感受百姓生活的变化。 新华社记者文雯摄

昔日黄河荒滩变身“绿色银行”
——一个沿黄乡镇的生态小康路

●新华社记者 李文哲
“昔日烂河滩，今日花果山；昔日贫困滩，今日赛江

南……”说起乡里这些年来的变化，河南省新乡市平原示
范区桥北乡盐店庄村村民蒋红超念起了这段顺口溜。

几年前，蒋红超还是个贫困户。“以前都是荒滩地，
种粮靠天吃饭。2013年俺跟着村支书种了15亩桃树，
2016年一挂果就卖了7万多块钱，俺也脱了贫。”蒋红超
说，去年市委政法委驻村工作队队长云美又帮俺筹钱，俺
成立了益农专业食用菌合作社，利用桃枝发展食用菌种
植，日子越过越有盼头。

桥北乡地处黄河北岸，与郑州市隔河相望。作为滩区
乡镇，由于滩多、坡多、泥多，过去，砖瓦窑厂是乡财政
收入的重要来源。

为保护黄河滩区生态，2009年，随着窑厂拆除复耕
工作的开展，曾经辉煌一时的砖瓦窑厂悄然淡出。如何带
领荒滩上的老百姓脱贫致富？“改良土壤，种植果蔬，走
生态小康路。”桥北乡党委书记王丁说，走这路还离不开
像关源群这样的带头人。

2008年当选盐店庄村村支书后，关源群发现村里人均
土地多，可以种植果菜等经济作物增加收入。于是，他多次
跑市场，反复考察比较，最终确定种植主干型优质早熟桃。

“村民种粮食都习惯了，怕果树不好种、果子没人
要，一开始免费发树苗都没人愿意跟着种。”关源群说。

没人种，关源群就把自家20多亩土地全部种上桃
树，又说服了部分党员干部和群众，全村当年试种桃树
80余亩，第二年亩产桃1000多公斤，亩收入4000多元。

眼看着种桃比种粮食赚钱，村民们的积极性被调动了
起来。桃树的产量越来越高，品种越来越多，村民的钱袋
子也鼓了起来。2016年，全村实现整村脱贫，桃树种植
面积达到6000多亩，占到全村土地面积的三分之二。

“现在这荒滩已经成了‘绿色银行’。”河南美景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毛星茗说，公司主要种植经营有机果
蔬，2017年以来，已为洪庄村建档立卡贫困户提供长期
务工岗位11个，人均年收入12337元。

在规模化经营、标准化生产、三产融合发展下，农旅
产业正在成为桥北乡新的支柱产业。截至目前，桥北乡共
有农产品加工企业17家，农业种植观光企业5家，农民
专业合作社28家。全乡林果业面积已达1.62万亩，蔬菜
种植面积达到1700亩。

平原示范区党工委书记鹿建宇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围
绕郑新融合发展的机遇，充分利用黄河滩区的自然资源，一
体规划、两岸协调，共建国家级黄河生态带，谋划实施生态
旅游、观光农业、互联网+认养农业等绿色产业，以桥北乡
为例，在示范区内的沿黄乡镇打造两岸群众看、玩、食、娱、
购一条龙的生态旅游产业链。（新华社郑州6月27日电）

新华社乌鲁木齐 6月 27日电 （记者尚
升）41岁的艾尔肯·努尔艾买提不知道法国在
世界地图上的位置，但他却是培植“法国西
梅”的“土专家”。6年来，他管护家里的20
亩果林，从育苗到挂果，几乎全年“在线”。

西梅原产于法国西南部，本世纪初，伽师
县成功引种试种，命名为“新梅”。

艾尔肯·努尔艾买提家在新疆喀什地区伽
师县英买里乡阿亚格克皮乃克村，这个塔里木
盆地西缘小村是我国知名的新梅产区。十几年
前，村里一些有眼光的农民率先放下坎土曼
（农具锄头）种起了“洋作物”。

“以前村里坡坡都是苞谷棒子、小麦，村
民们代代农耕，靠天吃饭。”艾尔肯·努尔艾买
提说，大部分扛惯了坎土曼种地的农民舍不下
老本行。他也是从乡林业站专家口中了解到新
梅培育环境和高附加值后，觉得家乡的气候正
适合，才下定决心赌一把。

2012年，艾尔肯·努尔艾买提从县里争取
到新梅果苗，之后选地、育苗、定植、施肥，
一年四季忙个不停。县乡里的技术员时不时下
到地头指导，他也常常跑去询问种植方法、钻
研管护技术。

3年后，艾尔肯·努尔艾买提家的新梅迎
来第一次挂果，此后产量逐年攀升，每亩收
入最高达1.2万元左右。看到艾尔肯·努尔艾
买提尝到了甜头，村民纷纷找上门买树苗、
学技术。

近年来，为应对市场变化，当地开始实施
种植结构调整，伽师县也借机将英买里乡一带

的新梅产业做成标准化种植示范工程，向全县
农户大规模发放果苗，还在县上建冷藏库，支
持果农反季节销售。一时间，成片的果林迅速
铺满田间和地头。

“从前种苞谷，一年下来辛苦不说，每亩
收入有时还不到1千元。”艾尔肯·努尔艾买提
说，伽师县的新梅糖度高、富含营养和纤维，
不愁销路。近年来的挂果季，有时农民还没来
得及采摘，树上的果子就被预订完了。

“这两年我买了两辆拖拉机，新盖了160
平方米的房子，钱款都是一次性付清。”艾尔
肯·努尔艾买提告诉记者，像他一样，当地许
多村民靠种新梅脱贫发了家。

伽师县林业局局长黎万泽介绍，当地依托
新梅产业优势，吸引了一批龙头企业入驻，发
展深加工提升附加值，饮料、果脯、酒等产品
实现产销全链条；知名零售电商也看上伽师县
新梅货源，双方正洽谈合作。

目前，伽师县新梅种植面积近23万亩，
挂果面积13万亩，产量5万余吨。当地规划
到明年4月份，新梅种植面积达25万亩，实
现全县总林果种植面积48.2万亩。

如今，当地农民不仅靠种植新梅在脱贫致
富道路上疾步前行，还充分利用林下空间套种
各种低秆经济作物。“以往盼着新梅挂果，现
在还挂心着苜蓿长势。”艾尔肯·努尔艾买提对
今后的生活有了新盼头。

“村里有了产业支撑，村民才能不返贫。”
黎万泽说，“洋作物”变现能力强，种下常青
的“摇钱树”，村民往后的日子会越过越美。

新华社南宁6月27日电（记者吴小康）为进一步优
化营商环境，广西公安部门27日面向全社会推出印章治
安管理10条便民举措，印章办理过程可实现“一次不用
跑”，且在一天内完成办理。

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治安总队政委伍晓阳介绍，
10条举措包括取消公章刻制审批，实行公章刻制备案管
理，即刻制公章无需到公安机关办理《公章准刻证》，直
接持相关证明材料到具备资质的印章制作企业单位办理，
印章信息传送到公安机关备案，公安机关进行事中事后监
管；新开设企业办理工商注册登记后，凭工商注册受理单
即可办理印章；公安部门提供电子印章制作服务，电子印
章可实现全国范围内网上签章等。

同时，广西公安部门将推出“印章助手”手机APP，单
位和个人可以自助办理所有印章业务，做到在手机上自主
选择印章制作企业及印章类型、在线提交证明材料、在线支
付，并提供快递服务，实现办理印章“一次不用跑”。

此外，广西公安部门还将提供多渠道印章信息查验服
务，民众可通过广西公安印章网、“广西印章信息”微信
公众号、电话等渠道，查询核验印章是否经公安机关备
案、备案日期，以及单位或企业名称是否与印章编码相符
等服务。

新华社石家庄6月27日电（记者郭雅茹 秦
婧）每年六月，都是山海关露地樱桃上市的季节。
作为与山东烟台、辽宁大连齐名的北方大樱桃主产
区，河北秦皇岛山海关区是河北省最大的大樱桃产
区，也是品质最好的产区。

走进山海关石河镇柴家沟村天储农业园，随处
可见忙碌的果农们。“今年已经快采摘完了，我们
的大樱桃口感好，特别甜，还耐储运，销往北京、
天津、沈阳等地方，每年都不愁卖。”大樱桃合作
社负责人蒋连城边忙着组织人打包樱桃，边大声向
记者介绍。

山海关地处北纬39°至北纬40°之间，土壤
微酸，气候条件优越，特别适合大樱桃生长繁育。
蒋连城说，自己种植樱桃已有15年，现在的合作
社占地500多亩，全部种植樱桃。

刚起步的山海关大樱桃种植，和当时其他多数
地区一样，授粉靠人工，产量靠化肥。“起初觉得

化肥这东西太好了，‘哗’地一下撒地里，就不用
管了，产量‘蹭蹭’涨。”蒋连城说。

但慢慢地，随着化肥越施越多，地也变得越来越
硬。“地硬了，伤根，果子质量很差。”而人工授粉，不
仅浪费人力，更因为不均匀，结出的果实丑。“丑不
说，还难吃，别说人家不买了，我们看着都烦。”

渐渐地，销路越来越差，这可愁坏了蒋连城们。
2015年，山海关区开展大樱桃蜜蜂授粉与绿

色防控技术集成示范项目，重拾“土法”，不仅请
蜜蜂“打工”授粉，还用有机肥替代了化肥。

“现在果园里都用有机肥，只有需要特定元素
时，才会用少量化肥，这样土地更松软，种出的樱
桃口感也更好。”不仅如此，每年樱桃花期，蒋连
城都要租几十箱蜜蜂授粉。

“每年一亩地的授粉，只要花120元租两箱蜜
蜂。”山海关区农业局副局长解云彪说，目前山海
关区樱桃蜜蜂授粉区座果率比常规授粉区提高了

6.2%，亩均效益提高1200元左右。
说话间，蒋连城拿起一颗“心形”樱桃给记者

展示：“你看，蜜蜂授粉更均匀。”虽然没有化肥
“催产”，但随着质量上来了，樱桃不仅没有减产，
还卖出了高价。

在樱桃园中转了转，记者看到树上挂着一些袋
子，蒋连城说，这些是果蝇诱剂，可以把虫子吸引
过来，沾上即死。除了果蝇诱剂，他的樱桃园里杀
虫灯、黄板等绿色防控设备样样俱全。“我的樱桃
基本不打药，绝对没有农残，安全。”

现在，每当收获季节到来前，就有几十辆樱桃
贩子的车早早地等在园外。

“每年给樱桃贩子都不够卖的。”蒋连城高兴地说。
目前，山海关全区大樱桃栽培面积达3万亩，

结果面积2.5万亩，产值约2亿元，户均收入2.5万
元以上。

此外，为进一步延伸大樱桃产业链条，提高大
樱桃附加值，增加果农经济效益，山海关区引导和
扶持发展大樱桃精深加工项目，现在来到山海关，
不仅可以在当季采摘樱桃、吃樱桃，还可以一年四
季“喝樱桃”。樱桃酒、樱桃饮料等大樱桃深加工
产品，已相继进入了各大景区、超市。

请蜜蜂“打工” 不施用化肥 秦皇岛大樱桃甜到“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