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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郎溪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
郎自然资规告字[2023]5号

经安徽省郎溪县人民政府批准，郎溪县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公开出让 2023-22 号等两宗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宗地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见下表）

2023-22 号地块，商业用地配建比例不得

超过计容面积的 5%。

二、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
竞买，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凡在本县范围内逾期欠缴土地出让金的单位和

个人及法律等另有规定者不得参加竞买。

三、上述地块出让均设有底价，按照价高
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出让地块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
求，见出让文件。

申请人获取土地出让文件、提交书面申请

和交纳竞买保证金时间为：2023 年 5 月 16 日-

2023 年 6月 5日 16时。

经审查，在 2023 年 6 月 5 日 17 时前确认竞

买资格。届时，取得竞买资格的申请人超过 2

人（含 2 人）的，将公开拍卖上述宗地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不足 2 人的，采取转为挂牌方式进

行。同时，竞买申请和交纳保证金时间顺延至

2023 年 6 月 13 日 16 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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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拍卖的时间和地点
拍卖时间：2023 年 6月 6日 10时；

转 为 挂 牌 时 间 ：2023 年 6 月 6 日 11 时 -

2023 年 6月 15日 16时。

地点：郎溪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竞买人申请参加同期多宗土地竞买

的，可以只交纳一项竞买保证金，但必须按其所

竞买的多宗土地中保证金额度高的宗地要求交

纳。竞买人在竞买中没有竞得前一宗地的，可

以参加后一宗地的竞买。当竞得前一宗地后，

不得参加后一宗地的竞争。如果竞买人同时缴

纳两宗地的竞买保证金，无论其是否竞得前一

宗地，都可以参加后一宗地的竞买活动。

（二）关于土地出让合同的签署及出让金

的缴纳。土地出让成交后，必须在 10 个工作日

内签订土地出让合同。签订合同时竞得人必

须交足成交价的 20%作为签署合同的定金；合

同签署后 1 个月内必须缴纳出让价款 50%的首

付款。土地出让金余款 50%的缴纳方式：

1.2023-22 号地块。合同签订时，受让人可

选择合同签订后 4 个月内缴纳全部土地出让价

款，不支付利息；或选择在成交之日起 1 年内分

期缴纳的，受让人在支付第二期及以后各期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时，按照支付第一

期土地出让价款之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

款利率，向出让人支付利息。受让人不能按时

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自滞纳

之日起，每日按迟延支付款项的 1‰向出让人

缴纳违约金。

2.2023-23 号地块，竞得人必须在合同签订

后 1 个月内缴清全部土地出让金。受让人不能

按时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自

滞纳之日起，每日按迟延支付款项的 1‰向出

让人缴纳违约金。

（三）竞得人承诺不得以股权转让方式转

让土地。

（四）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土地出让文件。

七、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联系地址：郎溪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建

平镇中港东路与亭子山路交汇处）

联系方式：张先生 0563-7022169

13966229260

开户单位：郎溪县数据资源管理局

开户银行：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郎溪支行

账 号：2610501021000011118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宣城分行郎溪支行

账 号：184214785276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郎

溪县支行

账 号：12072001040011661

开户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郎溪县支行

账 号：934005010002720022

开户银行：安徽郎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账 号：20000244866666600000023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郎溪支行

账 号：34001756208053005297

郎溪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郎溪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3 年 5月 16日

编号

2023-22

2023-23

土地位置

建平镇全民健身中心西侧

建平镇新世纪大厦北侧

面积（m2）

40192

20377

出让方式

拍卖

拍卖

土地用途

商住用地

商服用地

容积率

≤1.4

≤1.1

建筑密度

≤24%

≤40%

绿地率

≥30%

≥10%

出让年限

40/70

40

起始价（万元）

12058

3057

保证金（万元）

2500

650

■ 本报记者 许蓓蓓
本报通讯员 杜 刚 刘 平

“农历逢二、七到北双河，逢四、六、

九到凤群，逢三、五、十到松树岗，逢八

到双丰社区……”这是长丰县造甲乡理

发师崔卫兴的日常工作表。

“农村老人多，出行不便，定期分片

上门，更省事。”崔卫兴告诉记者。

今年 50 岁的崔卫兴，常年坚持为残

疾人、五保户等特殊人群免费上门理发，

每年近千人次受益。这一干就是 30 多

年，乡亲们亲切地称他为“暖心剃头匠”。

崔卫兴幼时因病致下肢残疾。性

格坚毅的他，热爱生活，自强不息。1991

年，18 岁的崔卫兴利用在理发店做义工

的机会学习理发手艺，学成后在社区开

起了理发店。为了给一些残疾人、行动

不便的老年人提供便利，他特意买了电

动车，上门免费服务。

崔卫兴专门买了个小本子，上面密

密麻麻地记着老人的姓名、住址和电话

号码，定期预约上门为他们理发。他的

上门服务点，从附近村居逐渐扩展到周

边乡镇的村庄。

崔卫兴的妻子也是残疾人，没有劳

动能力，夫妻俩养育着两个孩子，家庭

生活一度十分困难。为了摆脱贫困，他

学会了龙虾养殖，还养了十几只羊。

在一次残疾人手工艺品义卖活动

中，崔卫兴看到手编工艺品很受青睐，便

上网学习，买来原材料，不断尝试。经过

一段时间的勤学苦练，他学会了这项技

术，编出了精巧美观的手工艺品，很受市

场欢迎，为家庭增加了一份收入。

崔卫兴通过勤劳的双手实现致富

的 同 时 ，还 总 想 着 帮 助 村 里 的 乡 亲 们

致富。

除了为部分群众免费理发外，他还

主动提出担任村保洁员。“我们生活在

这里，要为环境整洁贡献一份力量。”崔

卫兴说。

如今，他还主动承担造甲乡部分区

域的老年人助餐送餐工作，每天给行动

不便的老人上门送餐。

“残疾人不能自暴自弃，要努力做

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崔卫兴说，“助

人为乐，乐在其中！”

走村串巷，义务理发30多年

本报讯（记者 罗晓宇）5 月 15 日是

我 国 第 30 个“ 防 治 碘 缺 乏 病 日 ”。 日

前，记者从省卫健委获悉，监测数据显

示我省碘盐覆盖率为 96.00%，居民碘营

养基本处于适宜水平。截至 2022 年，

我省已连续 37 年未发现新发地方性克

汀病(呆小症)病例，所有县（市、区）继续

保持消除碘缺乏病状态。

据介绍，碘缺乏病曾严重危害我省

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新中国成立初期

我省局部地区甲状腺肿患病率平均曾

达 53.7%。经过多年的积极防治，1987

年全省基本控制了碘缺乏病；2000 年实

现了消除碘缺乏病阶段目标；2010 年以

县为单位达到了消除碘缺乏病标准，

2015 年 、2020 年 的“ 十 二 五 ”和“ 十 三

五”终期评估中，我省所有县（市、区）继

续保持消除碘缺乏病状态。

据了解，碘缺乏病是由于外环境缺

碘，造成人体碘摄入不足而发生的一组

疾病和危害的总称。我国历史上碘缺

乏病区的儿童中 5%～15%有轻度智力

障碍，6.6‰的人患地方性克汀病（呆小

症），严重影响当地人口素质。我国大

部分地区外环境（水、土壤等）几乎都缺

碘，外环境缺碘的现状很难改变，预防

碘缺乏病最简便、安全、有效的方式是

食用碘盐。如果停止补碘，人体内储存

的碘最多能维持 3 个月，因此要长期坚

持食用碘盐。

省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由于碘

缺乏病是地球物理化学性疾病，自然环

境缺碘无法通过人为干预而改变，决定

了消除碘缺乏病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

务，丝毫不能放松。我省将继续坚持“因

地制宜、分类指导、科学补碘”的原则，进

一步落实以食盐加碘为主的碘缺乏病综

合防治措施，加强居民户盐碘、饮用水水

碘和重点人群碘营养的动态监测，保障

人群碘营养水平处于适宜状态。

居民碘营养基本处于适宜水平

据新华社 5 月 15 日电（记 者 高

蕾）今年 5 月 21 日是第三十三次全国助

残 日 。 中 国 残 联 15 日 召 开 新 闻 发 布

会，公布今年全国助残日活动的主题为

“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

体系，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

中国残联宣文部主任郭利群在发

布会上介绍，中国残联、教育部等 13 个

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开展第三十三

次全国助残日活动的通知》，要求各地、

各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

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组织开展丰富多

样的助残日活动。

通知强调，各地民政、残联等部门

要围绕落实困难残疾人救助保障措施

开展活动，对有突出困难的残疾人及其

家庭给予关心关爱，落实帮扶措施；各

地乡村振兴、残联等部门要健全残疾人

防止返贫监测帮扶机制，加强残疾人就

业帮扶基地建设，千方百计提升农村残

疾人收入水平；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残联等部门要完善残疾人职业技能

培训体系，着力提升残疾人职业技能。

通知要求，各地卫生健康、医保和

残联等部门要切实做好残疾人基本医

疗保障，推进残疾人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提升残疾人健康服务水平；各地教

育、残联等部门要加快健全特殊教育体

系，提升特殊教育办学质量；各地工业

和信息化、通信管理、住房和城乡建设

以及残联等部门要推进在城市更新、城

镇老旧小区改造、农村危房改造中加快

城乡无障碍建设和改造，提高困难重度

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质量。

通知还指出，各地可邀请党委、人

大、政府、政协以及军队负责同志在全国

助残日期间，走访困难残疾人家庭、福利

院、残疾人服务机构、特教学校、就业帮

扶车间、残疾人集中就业单位等，勉励残

疾人发扬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精神，鼓

励社会各界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

人，切实解决残疾人“急难愁盼”问题。

第33次全国助残日活动主题公布

本报讯（记者 丁贤飞 通讯员 李

佳慧）记者日前从淮北市医保局获悉，

该局依托医疗保障信息平台，推进业务

经办流程、办理方式、业务材料优化，让

对企业的医保服务更加便捷、高效。

淮北市医保局积极与相关部门对

接，实现医保平台与政务服务网企业开

办“一网通办”平台数据传输，企业经办

人在企业开办“一网通办”平台进行申

报时，可同步办理单位医保参保登记，

大幅缩短企业开办时间。

该市企业办理医疗生育保险申报

业务实行全程网办，单位经办人可直

接通过省医保公共服务平台网上办事

大厅完成注册登录，在线办理单位人

员新增、暂停参保等业务，无须再到窗

口提交纸质材料审核。同时，针对企

业 职 工 医 保 申 报 增 减 员 材 料 进 行 梳

理，通过在线网厅申报企业人员新增、

暂停参保等业务时，无须上传纸质版

附件材料，即可提交办理。如企业通

过线下窗口办理人员增减业务，提供

企业增员减员表即可办理，不再需要

提交其他材料。

淮北优化医保办理方式服务企业

本报讯（通讯员 李炳旺 记者 周

连山）5 月 13 日，天长市在永丰镇举办

2023 皖东开秧门农俗文化旅游节，独具

地方特色的文艺表演和农耕文化，吸引

了天长及周边大量游客。

当日，在阵阵欢快的锣鼓声中，大

型实景表演《农家四季》率先上演，拉开

了“开秧门”活动的帷幕。参赛队队员

们同场进行插秧竞技，原汁原味地还原

传统插秧劳动场景。现场还设置了插

秧体验区、非遗文化展示区、稻草人艺

术展、游船汉服秀表演和特色农副产品

展销区等。

“开秧门”活动源远流长的农俗文

化，是勤劳的人民对大自然的敬畏之

心、感恩之情的真情流露。近年来，随

着插秧机等农业机械的普及，手工插秧

的场景越来越少见。人们以举办“开秧

门”活动方式来迎接夏收、夏种，期盼风

调雨顺、五谷丰登。

2017 年至今，天长市已连续举办六

届开秧门农俗文化旅游节。

天长举办“开秧门”农俗文旅节

民生资讯·健康

■ 本报记者 武长鹏
本报通讯员 武清海

“今年，我利用阳光棚培育了蜜薯、西

瓜红、商薯 19等多个品种红薯苗，共计 30

多亩。”近日，亳州市谯城区牛集镇品欣红

薯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兼村科技特派员

王品欣介绍，阳光棚育苗比露天培育的种

苗提前 10 天到 15 天移栽大田，能为当地

6000多亩红薯种植提供充足优质的秧苗。

在育苗基地，薯农和志愿者正忙着

薅苗、打捆、外运、装车，有条不紊地采

收红薯苗。薯农抢抓农时，源源不断将

订单薯苗输送到种植田块。今年牛集

镇将种植 2万亩优质红薯。

“大家在薅取红薯苗时一定要挑拣

健壮的，拔壮苗、留弱苗。”王品欣对薯

农说。在他的指导下，合作社的“商薯

19”红薯苗根粗苗旺，一季可薅取 6 茬，

很受客户认可。

由于红薯适销对路，每年春季，牛

集镇培育的优质高产红薯幼苗都会成

为“抢手货”。

“我们的红薯苗在培育时就已经被

预订了好几十单了。”牛集镇高红种植

合作社负责人王高红说，他采用小拱棚

的育苗方式，虽说比品欣合作社的薯苗

晚几天，但同样能卖上好价钱。

目前，牛集镇很多村瞄向了红薯产

业，“红薯村”纷纷涌现，形成 2 万多亩红

薯规模种植，因此红薯秧苗的需求量随

之加大。

红薯秧苗培育和栽培，为当地农村

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岗位。“我年龄

大了，干不了重活，在家门口的合作社

红薯种植基地薅薅草、育育苗、松松土，

每天也能挣 70 多元钱。”年过六旬的村

民赵玉真说。

“今年，全镇培育约 300 亩红薯苗，

每亩可产红薯苗 20 万棵以上。”牛集镇

农综站负责人梁金仓说，这些薯苗除供

本镇农户栽种外，主要供给周边乡镇和

外地客商，为当地农户带来了 300 多万

元经济收入，同时带动 200 多名农村剩

余劳动力就近就业。

牛集镇分管负责人向记者介绍，在

品欣等红薯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带动下，

该镇已初步形成红薯育苗、规模种植、

产品深加工、线上线下销售为一体的产

业体系，加工的红薯粉条远销合肥、上

海、南京等城市，甜甜的红薯成为群众

增收致富的“金疙瘩”。

阳光棚育出一片“红薯村”

▼ 5 月 15 日，在淮南实验中学

山南一中 2023 校园足球联赛暨

第四届足球文化节上，学生在激

烈比拼。

本报通讯员 胡 锋 摄

动起来

▶ 5 月 14 日，2023“皖美山水”

骑行赛·阜南王家坝站暨阜阳市

首届自行车公开赛在阜南县王

家坝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 600

多名骑手参赛。

本报记者 范柏文 摄

▶ 5 月 13 日,铜

陵市第十四届健

身球操比赛在雨

润 广 场 举 行 ，11

支 代 表 队 288 名

队员参赛。

本报通讯员
左 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