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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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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资源部39号令）等法律、法

规的规定，经批准，安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采取挂牌方式出让庆自然出

字〔2023〕044号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安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
庆自然资告字〔2023〕23号

一、基本情况

备注：出让地块具体规划指标以规

划条件为准，土地准确面积以测绘成果

为准，出让地块具体情况详见出让文件

（地块起叫价不含契税、印花税）。

二、竞买人资格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公司、

企业均可申请参加本次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竞买活动（法律另有规定的除

外）。竞买人须为公司法人，办理报名

登记手续时，须提供《安庆市工业项目

用地规模预核定签报表》。报名时须

承诺：如竞得本宗地，同意按省、市关

于“标准地”的相关要求进行建设、生

产、运营。

2.禁止目前在安庆市城区范围内

尚拖欠土地出让金的企业申请竞买。

三、出让方式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采

取挂牌方式。

四、竞买约定

1.提交竞买申请前，竞买申请人应

对出让宗地进行实地踏勘，全面了解出

让文件和宗地现状；对出让文件和宗地

现状有疑问的，应在竞买申请前向安庆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书面提出。

2.竞买申请人一旦提出竞买申请，

即视为对出让文件内容清楚并自愿受

其约束，对宗地现状无异议。竞买申

请人竞得出让宗地后，不得以该宗地

的出让文件和现状异议对成交结果及

所签署的相关文件提出抗辩。

五、竞买登记

1.本次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

求，见出让文件。竞买人可于2023年

6月6日至2023年6月27日到安庆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天柱山西路201

号）领取出让文件。

2.竞买人申请办理竞买登记前

须缴纳竞买保证金，竞买保证金缴

纳到安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指定

账户，申请人凭银行进账单到安庆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换取竞买保证

金收据，再凭竞买保证金收据到安

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主楼1002室

申请竞买，办理竞买登记手续，逾期

不再受理(竞买保证金缴纳时间以实

际到账为准)。

申请人应于2023年 6月27日 11:

30前到安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

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

间2023年6月27日11:30前（以实际到

账为准）。经审查，申请人具备申请条

件的，我局将在2023年6月27日17:30

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时间和地点

挂牌日期: 2023 年 6 月 20 日至

2023年6月29日，

挂牌时间：上午8：30-11：30，下午

3：00-5：00。

挂牌截止时间：2023年6月29日

上午9：30。

挂牌地点：安庆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龙山路215号）。

七、特别说明

1.建设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强度不

得低于200万元/亩；项目达产后，年

亩均税收不得低于15万元。

2.竞得人须按批准的项目建设工

程设计方案进行建设，容积率不低于

1.0，建筑密度不低于40%，绿地率不高

于15%。

3.竞得人须同意本宗地建设项目

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指标按照项目区

域节能评估确定的标准执行。

4.竞得人须同意本项目用地范围

内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建设项目中

防治污染的措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

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要求，

并同意本宗地单位工业增加值排放按

照区域评估确定的排放标准执行。

5.竞得人须在土地成交后10个工

作日内与出让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并与宜秀区政府

（管委会）签订《标准地投资建设协

议》。竞得人逾期不签订出让合同的，

取消竞得人资格，终止供地，竞买保证

金不予返还。

6.竞得人须在签订出让合同后30

日内一次性付清全部土地成交价款。

7.竞得人须按照规划设计条件和

批准的规划方案要求，在土地成交后

2个月内开工建设，在开工建设后2年

内竣工（结构封顶），并申请竣工验收。

8.在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后 30 日

内，由宜秀区政府（管委会）向竞得人

办理土地净地交付手续。

9.本宗地建设项目建成后，竞得人

向第三方转让、出租、抵押受让地块的

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不得

违反法律法规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及《标准地投资建设协

议》的约定。受让人因转让、出租、抵

押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导致工业项

目“标准地”出让目的无法实现的，由

宜秀区政府（管委会）按照《标准地投

资建设协议》约定处理。

10.竞得人须严格按照《安庆市工

业项目用地规模预核定签报表》明确

的投资强度、亩均税收、能耗标准、环

境标准以及安庆市“标准地”相关要

求组织建设、生产和运营。否则，视

为违约，由宜秀区政府（管委会）无偿

收回土地及地上建筑物和相关生产

设备。

八、其他事项

1.本次出让不接受电话、传真、邮

寄及口头竞买申请。

2.申请人在报名截止时间前可自行

或者要求安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工

作人员组织现场踏勘组织现场察看。

3.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采用增价方式，并设有保留底价，没有

达到保留底价的，不予成交，达到或超

过保留底价的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

定竞得人。

4.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出让文件，

以出让文件载明的为准。

九、联系方式及银行账户

1.联系方式:

联系人：徐雅玲13966605966；

陈先美 13956536818

2.竞买保证金账户

账户名称：安庆市国土空间生态

保护修复和整治中心

开户行：徽商银行安庆寿庆支行

账号：225006007701000002

安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3年5月30日

地块编号

庆自然出字〔2023〕044号

宗地号

340811003001GB00309

土地 位置

位于宜秀区；朝阳路以西、白泽路以北。

土地面积（㎡）

118984.28（合178.47亩）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1.0

建筑密度（%）

≥40

绿地率（%）

≤15

出让年限
(年)

50

起始价（万元）

4405

竞买保证金（万元）

881

新华社北京 5 月 30 日电（记者
叶昊鸣）记者30日从交通运输部获
悉，4月全国完成营业性客运量7.8亿
人次，同比增长141.1%。

具体来看，完成公路客运量 3.8
亿人次，同比增长49.7%；完成水路客
运量2176万人次，同比增长403.7%。

私家车出行方面，4月高速公路9
座及以下小客车出行量延续大幅增长
态势，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
增长。城市客运量方面，全国完成城市
客运量82.4亿人次，同比增长47.9%，
其中公共汽电车、城市轨道交通、巡游
出租车、轮渡客运量同比分别增长
35.4%、95.0%、30.3%和254.7%。

货运量保持两位数增长。4月，全
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46.6亿吨，同比
增长 14.6%。其中，完成公路货运量
34.7亿吨，同比增长17.4%；完成水路
货运量7.8亿吨，同比增长12.4%。

港口货物吞吐量同样保持两位数增
长。4月，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4.2亿
吨，同比增长11.8%，其中内、外贸吞吐量
分别增长13.0%和8.9%。完成集装箱吞吐
量2569万标箱，同比增长8.6%。

交通固定资产投资高位运行。4
月，全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3150
亿元，同比增长13.6%。其中，完成公路
投资2375亿元，同比增长15.6%；完成
水运投资157亿元，同比增长29.4%。

4月全国完成营业性客运量7.8亿人次

新华社乌鲁木齐5月30日电（记
者 李响 顾煜）30日11时46分，随
着一枚巨型钻头刺入沙漠，我国首个
万米深地科探井在新疆塔里木盆地
正式开钻。这是我国在深地领域探索
大自然的一大壮举。

这口井被命名为“深地塔科 1
井”，预计钻探深度11100米，位于塔克
拉玛干沙漠腹地，周边沙丘环绕。开
钻前，地面架设起约20层楼高的钢铁
塔架，稳稳矗立在流沙之上。开钻后，
重达2000多吨的钻头、钻杆、套管等
将深入地下，穿透白垩系等10多个地
层，成为探索地球深部的“望远镜”。

据专家介绍，开钻万米深井，是
探索地球未知领域、拓展人类认识边

界的一次大胆尝试。
地处天山、昆仑山之间的塔里木

盆地历经沧桑巨变，在数亿年的地壳
运动下，地表沟壑纵横、地下支离破
碎，地质构造极为复杂，开发难度堪
称世界少有、国内独有。不仅如此，入
地万米，还将承受200℃的高温、1700
倍于大气压的高压等挑战，每进一
米，钻探难度都呈几何级数增加。在
中国工程院院士孙金声看来，施工难
度之大，犹如“大卡车在两根细钢丝
绳上行驶”。

近年来，我国不断向地球深部进
军，多次刷新深地开发纪录。这为万
米深井工程提供了充分的基础条件、
技术准备和经验积累。

我国首口万米科学探索井开钻

新华社北京5月29日电（记者 张泉
阳娜）聚焦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生
态环境等人类共同面对的重大挑战，
2023中关村论坛“第三极环境与地球
系统科学”论坛29日在京举办。论坛
上，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姚檀栋院
士公布了第二次青藏科考取得的一
批重要进展，这些进展将为重大工程
建设和运维安全、国家生态屏障体系
优化提供有力支撑，助力我国应对气
候变化和实现“双碳”目标。

这些重要进展包括：提出青藏高
原生态保护立法科学建议；阐明气候
变化影响下亚洲水塔失衡的特征和
影响；揭示气候变化影响下青藏高原
碳汇功能和变化特征；查明青藏高原
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变化；开展青
藏高原油气和矿产资源现状与远景
评估；评估川藏铁路沿线灾害风险；
发现青藏高原人类活动新证据；为共
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中国方案；
构建地球系统多圈层综合观测与预

警平台；“巅峰使命”珠峰科考创造多
项世界纪录。

青藏高原是世界屋脊、亚洲水
塔，是地球第三极，对全国乃至全球
气候环境变化影响深远。“第二次青
藏科考与世界气象组织、联合国环境
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和
国际计划密切合作，分享气候变化研
究成果和生态环境保护经验，积极为
人类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
国方案。”科技部副部长相里斌说。

中科院副院长张涛表示，科考工
作要聚焦国家重大需求，凝练重大科
学问题，持续开展观测研究，强化应
用研究，倒逼基础研究，服务青藏高
原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持续强化跨专
题、跨任务、跨学科交流与综合集成
性重大成果产出。

“第三极环境与地球系统科学”论
坛由科技部、中科院主办，第二次青藏
科考队承办，200多名从事第三极环境
研究的中外专家学者参加论坛。

为地球第三极研究贡献中国方案

第二次青藏科考取得重要进展

5月30日，搭载神舟十六号载人飞
船的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
发射中心点火升空，成功将航天员景海
鹏、朱杨柱、桂海潮顺利送入太空，神舟
十六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中
国空间站全面建成后首次载人飞行任
务开启。

此次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任务中，
航天驾驶员、航天飞行工程师、载荷专
家首次齐登场，火箭飞船“再升级”。整
个飞行任务有何看点？未来，选拔新一
批航天员、启动实施载人登月还有哪些
值得期待？

看点一：航天驾驶员、航
天飞行工程师、载荷专家首
次齐登场

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行任务是载人
航天工程今年第二次飞行任务，也是我
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首次载人
飞行任务。作为该阶段迎来的首个乘
组，神舟十六号乘组在尚未“出发”时就
受到广泛关注。

“神舟十六号乘组由航天员景海
鹏、朱杨柱和桂海潮组成，景海鹏担任
指令长。”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
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林
西强介绍，景海鹏先后参加过神舟七
号、九号、十一号载人飞行任务，朱杨柱
和桂海潮都是首次飞行。

神舟十六号乘组的特点可以用
“全”“新”“多”来概括。

“全”：首次包含“航天驾驶员、航天飞
行工程师、载荷专家”三个航天员类型。

“新”：第三批航天员首次执行飞行
任务，也是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载荷专家
的首次飞行。

“多”：航天员景海鹏是第四次执行
飞行任务，成为中国目前为止“飞天”次
数最多的航天员。

航天驾驶员景海鹏和航天飞行工
程师朱杨柱来自航天员大队，主要负责
直接操纵、管理航天器，以及开展相关
技术试验。载荷专家桂海潮是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一名教授、博士生导师，在科
学、航天工程等领域受过专业训练，具
有丰富操作经验。

此外，我国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
工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计划今年年底
前完成全部选拔工作。截至今年3月，已
完成初选阶段选拔工作，共有100多名
候选对象进入复选阶段，有10余名来自
香港和澳门地区的候选对象进入复选。

看点二：火箭飞船“再升
级” 交会对接“有难度”

执行本次发射的长征二号F运载
火箭，是我国现役唯一一型载人运载火
箭，发射成功率达100%。

“高可靠、高安全”是载人火箭始
终不变的追求。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

征二号F运载火箭主任设计师常武权
介绍，本发火箭相比上一发火箭，共
有20项技术状态变化。研制团队重点
围绕冗余度提升和工艺改进，持续提升
火箭的可靠性。

此外，研制团队在确保发射可靠性
的前提下，通过调整测试顺序、并行工
作、整合测试项目等措施，不断优化发
射场流程。目前，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

“发一备一”发射场流程已从空间站建
造初期的49天压缩至35天。

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由航天科技
集团五院抓总研制。作为航天员实现天
地往返的“生命之舟”，神舟系列载人飞
船由轨道舱、返回舱和推进舱构成，共
有14个分系统，是我国可靠性、安全性
要求最严苛的航天器。

发射入轨后，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
将采取径向对接的方式与空间站进行
交会对接，停靠于空间站核心舱的径向
端口。这是中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
在空间站三舱“T”字构型下实施的首次
径向交会对接任务，相较于以往中国空
间站建造阶段的交会对接，有着不一样
的难度。

此前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径向停
靠空间站，飞船的对接目标为47吨级，
而本次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将与90吨
级的空间站组合体进行径向交会对接。
作为载人天地往返的关键核心产品，对
接机构将再次面临与多构型、大吨位、
大偏心对接目标的捕获、缓冲、刚性连
接等全新挑战。

空间站组合体尺寸的增大使得飞
船和空间站组合体的发动机工作时，羽
流间的相互影响相比以往发射和对接
任务的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对于这一问

题，由航天科技集团五院502所自主研发
的神舟飞船GNC系统在发动机分组使用
和控制方法上进行优化，并通过地面的
仿真计算加以验证，确保任务成功。

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对接机构分
系统及推进分系统控制单机的研制工
作由航天科技集团八院控制所承担。八
院控制所载人航天型号技术负责人王
有波介绍，组批投产模式让生产、测试
过程更为标准化、规范化，更有利于人
员掌握产品状态、保证产品质量。

看点三：首展国际绘画
作品 计划2030年前登月

顺利对接后，神舟十六号乘组将开
展哪些工作？

“中国空间站进入应用与发展阶段，
将常态化实施乘组轮换和货运补给任务，
乘组的在轨工作安排也趋于常态化。”林
西强表示，主要有驾乘载人飞船交会对接
和返回、对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的照料、乘
组自身健康管理等6大类任务。

而具体到神舟十六号任务，将迎
来2次对接和撤离返回，即神舟十五号
载人飞船返回、天舟五号货运飞船的
再对接和撤离，以及神舟十七号载人
飞船对接。

“同时，将开展电推进气瓶安装、
舱外相机抬升等平台照料工作。”林西
强说，将完成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
置、元器件与组件舱外通用试验装置
等舱外应用设施的安装，按计划开展
多领域大规模在轨实（试）验，有望
在新奇量子现象研究、高精度空间时
频系统、广义相对论验证以及生命起
源研究等方面产出高水平科学成果。

“天宫课堂”太空授课活动也将继续开
展，让载人航天再次走进中小学生课堂。

“这次飞行任务中安排了一项特殊
而有意义的活动，就是在中国空间站首
次展示国际绘画作品。”景海鹏说。这些
作品是来自10个非洲国家青少年朋友
获得“天和奖”的优秀作品。

未来，中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
主要任务还有哪些？林西强从“应用”与

“发展”两个方面进行了概括。
在应用方面，为促进我国空间科学、

空间应用、空间技术全面发展，将充分利
用空间站目前已配置的舱内实验柜和舱
外载荷，以及巡天空间望远镜等设施设
备，滚动实施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
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
空间新技术与应用等4个专业领域近千
项科学研究与应用项目，开展较大规模
的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

在发展方面，为进一步提升工程近
地轨道综合能力和技术水平，将统筹载
人月球探测任务，研制可重复使用的新
一代近地载人运载火箭和新一代近地
载人飞船。为进一步支持在轨科学实
验、为航天员的工作和生活创造更好的
条件，将适时发射扩展舱段，将空间站
基本构型由“T”字型升级为“十”字型。

近期，我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登月
阶段任务已启动实施。林西强介绍，计
划在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
球，开展月球科学考察及相关技术试
验，突破掌握载人地月往返、月面短期
驻留、人机联合探测等关键技术，完成

“登、巡、采、研、回”等多重任务，形成独
立自主的载人月球探测能力。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宋晨 胡喆

（新华社酒泉5月30日电）

神舟十六号探宇 太空之家再迎“新成员”

5月30日18时22分，翘盼已久的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顺利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十六号航天员乘组入
驻“天宫”。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 新华社记者 李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