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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022-23号

（标准地）

备注

宗地

位置

位于新兴

产业园区

经四路以

东 、纬 三

路以南。

根据《新兴产业园区标准地区域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标准地”规划产业类型为装备制造产业及新

能源新材料技术开发及孵化。环境指标为：（1）烟粉尘排放系数为0.0018kg/万元；（2）VOCs排放系数为

0.02kg/万元；（3）化学需氧量（COD）排放系数为0.0023kg/万元；（4）氨氮（NH3-N）排放系数为0.0002kg/万

元。能耗指标：符合开发区下达的区域能耗指标。

宗地面积

（㎡）

36210.43

用途

工业

用地

规划指标要求

投资强度不低于310万元/亩；容

积率不低于1.0，建筑密度不低于35%，

绿地率不超过20%，行政办公及生活

服务设施用地面积不超过工业项目

总面积的7%。建筑需退后红线或用

地线距离：西退用地线不少于5米，南

用地线不少于5米，东退用地线不少

于5米，北退用地线不少于5米。

出让

年限

50

挂牌起始价

(万元)

714

竞买保证金和递

增价（万元）

竞买保证金714

万元，递增价每

次5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国土
资源部39号令《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规定》和国土资发[2006]114号文件等
有关规定，经朔州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批准
(朔开管发[2022]54号)，朔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开发区分局以挂牌方式出让朔自然资开
2022-23 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批准出让宗地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
要求（见附表）

二、竞买人范围和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

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法律法规对申请
人另有限制的除外。

三、竞买人的确定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采取挂

牌增价方式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
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
见挂牌出让文件

申请人可于2022年11月1日8时至2022年
12月1日18时期间，登陆到朔州市国土资源网上

交易系统（登陆域名：http://szzrzyjy.sxzrzyjy.com.cn:8086）获
取公开出让文件。

五、报名方法
申请人可于 2022 年 11 月 1 日 8 时至 2022

年12月1日18时期间，登陆到朔州市国土资源
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申请，竞买保证金的到帐截
止时间为2022年12月1日18时。经网挂系统
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
请条件的，网挂系统将在 2022 年 12 月 2 日 18
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挂牌时间
挂牌时间：2022 年 11 月 21 日 8 时至 2022

年12月5日10时。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在互

联网上交易，即通过网挂系统进行。
（二）申请人须办理数字证书，登陆网挂系

统，方能参加网上挂牌出让活动。竞买前请认
真阅读网上挂牌出让有关规定。

（三）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内容和具体要
求，见网挂系统中发布的《出让公告》、《出让须
知》、《朔州市国土资源网上挂牌交易系统用户

使用手册》等挂牌出让文件。有意竞买者可于
2022 年 11 月 1 日起登陆网挂系统浏览或下载
挂牌出让文件。

（四）具备参加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资格
的竞买人，请于 2022 年 12 月 5 日 10 时 00 分前
登陆网挂系统按照规定进行报价。

（五）挂牌时间到截止时，有两个或者两个
以上的竞买人报价，网挂系统自动转入网上限
时竞价，通过网上限时竞价确定竞得人。

（六）本次出让不接受邮寄、电子邮件、电
话、口头和现场竞买申请 。

（七）本公告内容如有变动，将发布变更公
告，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八）本公告解释权归朔州市规划和自然
资源局开发区分局所有。

八、联系电话：18935479666
联系单位：朔州经济开发区土地事务协调

中心
联系地址：朔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开发

区分局三楼
朔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开发区分局

二O二二年十一月一日

朔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开发区分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朔自然资开告【2022】5号

附表

这是中国航天的又一次壮美腾飞——
2022 年 10 月 31 日 15 时 37 分，文昌

航天发射场，中国空间站梦天实验舱在
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的托举下顺利升空。

“梦天”一飞冲天，承载着中国航天
人接续奋斗30年的飞天梦，承载着中国
人在太空拥有自己空间站之梦，更承载
中国航天向着星辰大海继续进发的航
天强国之梦。

奋斗永无止境
海南文昌，秋风拂面，椰林摇曳，云

海莫辨。
随着01指挥员廖国瑞的口令下达，

乳白色的长征火箭像一条巨龙，喷吐着
烈焰稳稳升空，在海天之间划下一道从
容的弧线——

10月31日下午，长征五号B运载火
箭点火起飞，成功将中国空间站的第二
个实验舱——梦天实验舱送入预定轨
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携“梦”赴“天宫”，这已是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第三次托举空间站舱段升
空。作为“空间站舱段运输专列”，长五
B是我国目前近地轨道运载能力最大的
运载火箭，具有强大的“爆发力”和“带
货能力”。其运载能力达到 25 吨，整流
罩长20.5米，容积达到345立方米，能轻
松装入十几个集装箱，如此宽敞的空
间，足以将梦天实验舱安安稳稳包裹其
中，送上太空。

3 个多月前“问天”升空时，媒体报
道称它是“中国最重”航天器。如今，起
飞重量约 23 吨的梦天实验舱已然超越

“问天”，成为我国迄今“最重”的现役航
天载荷。

在问天实验舱发射任务取得“满
分”成绩的基础上，科研人员更进一步
对长五 B 性能指标和生产过程进行优
化，提高局部变形补偿能力，又为4个助
推器减少了24道焊缝……

航天人的攀登还远未结束，空间站
任务是攻坚战，更是持久战。

创新永无止境
“抛整流罩！”梦天实验舱在天宇间

展露真容，朝着空间站不断靠近。
梦天实验舱全长 17.88 米，直径 4.2

米，乍一看去，与问天实验舱“长得很
像”，但更加浑圆、流畅：4 个舱段中，工
作舱通过对接机构与核心舱相连，是航
天员舱内工作与锻炼的地方，也是安装
舱内科学实验柜的地方；资源舱安装对
日定向装置和柔性太阳翼；货物气闸舱
和载荷舱则采用独特的“套娃”设计，即
气闸舱藏在载荷舱的“肚子”里，是货物

进出舱的专用通道。
“如果把问天实验舱比作‘国际机

场’，梦天实验舱就是‘国际货运港口’。”
航天科技集团八院空间站梦天实验舱
总体副主任设计师孟瑶介绍，梦天舱
配置了独有的载荷转移机构和全自
动滑移的方形舱门，载荷可以自动进
出舱，不再只依靠航天员“带货”，大
大突破了出舱次数、载荷数量与大小
的限制。

在“梦天”身上，充满着类似的创意
巧思：

在轨“放卫星”——梦天舱配置有
微小卫星在轨释放机构，航天员只需在
舱内把立方星或微卫星填装到释放机
构的“肚子”内，再使用载荷转移机构运
送至舱外，到达指定方向后，释放机构
就会像弹弓一样，把小卫星“弹”出去。

共享机械臂——“天和”拥有大机
械臂，“问天”拥有小机械臂，“梦天”没
有“手臂”，却可以通过适配器和总线通
信系统，指挥两只机械臂“爬”到梦天
舱，辅助开展出舱活动、舱外维护、载荷
照料等工作。

太阳翼“二次展开”——梦天舱拥
有与问天舱同样的“巨型翅膀”——柔
性太阳翼。收拢后只有18厘米厚，展开
后却比一个羽毛球内场的面积还大。
为保证交会对接的“又稳又准”，设计团
队首创太阳翼“二次展开”技术，先部分
展开以满足能量需求，对接完成后再全
部展开，建立完整的能源系统。

还有太空“自动门”，增强现实眼

镜……一个个独创性的大胆设计，凝聚
着中国航天人的智慧与勇气。

中国载人航天比世界起步晚了数
十年，追赶的道路上，走的一直是自力
更生、自主创新的中国道路。

2011 年，国家正式启动空间站论证
任务，提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载人
空间站工程体系”。

“我们的空间站从方案论证之初就
围绕着三个关键词：技术领先、时代特
征、中国特色！”航天科技集团八院空间
站系统副总设计师柏合民说，“从起步
的时候，我们就坚持必须要靠自主创新
来打破技术封锁，实现科技自强。”

“一个点一个点地攻关，一个技术
一个技术地攻克。”航天科技集团五院
空间站系统电总体主任设计师梁晓锋
说，“现在，我们可以非常有底气地说，
中国空间站的核心元器件已经全部实
现国产化。”

征途永无止境
静谧深邃的太空，梦天实验舱游弋

其间。很快，它将与空间站组合体进行
交会对接，之后进行平面转位。空间站
的三个舱段将形成“T”字基本构型。

与“问天”不同，“梦天”不再配置再
生生保系统以及睡眠区、卫生区，而是
作为专属“工作舱”，从而有了更充裕的
空间和平台，支持开展更大规模的空间
研究实验和新技术试验。

科学家们兴奋地将它称为空间科
学研究与应用的“梦工场”。

“它是三舱中支持载荷能力最强的
舱段。”中科院空间应用中心空间应用
系统副总师刘国宁说，问天实验舱主要
面向空间生命科学研究，目前装载了 8
个实验柜；而梦天实验舱配置了13个标
准载荷机柜工位，主要面向微重力科学
研究，可支持流体物理、材料科学、超冷
原子物理等前沿试验项目。

同时，梦天舱舱外还配置了37个载
荷安装工位，特别是载荷舱上配置了 2
块可以在轨展开的暴露载荷实验平台
和 1 个固定式暴露平台，从而实现更加
彻底的“太空环境”实验。

“我们预期做出具有国际水平的科
学成果，揭示重要的科学规律，并同步
推进应用和技术转移，进一步推动我国
空间科学整体水平的提升。”刘国宁的
语气中难掩兴奋。

作为人类开展空间探索的最佳平
台，建成空间站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三步走”战略的终极目标。如今，国家
太空实验室即将搭建完成，中国的空间
科学研究和宇宙空间探索无疑将迎来
一个激动人心的飞跃。

中国载人航天在起步阶段就规划好
的“三步走”最后一步即将落定，但中国
空间站的建成绝不意味着终点——相
反，这将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新的起
点。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周建平
表示，新一代载人飞船和新一代大推力
火箭都已在研制过程中。中国航天人

“走得比梦还远”。
据新华社

“梦天”圆梦逐九天
——写在中国空间站梦天实验舱发射成功之际 面对新冠疫情，战“疫”成果来之不易。不麻痹、不松懈、不大意，坚持做好防

护，才能阻断新冠病毒传播。这些日常防疫小贴士请收好。

日常防疫小贴士，一起来看

慎终如始 精准防控

10月31日15时37分，搭载空间站梦天实验舱的长征五号B遥四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准时
点火发射，约8分钟后，梦天实验舱与火箭成功分离并准确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随
手
随
手拍拍

肉类是否充足供应关乎群众“菜篮子”安全。疫情防控期间，肉类加工企业应
如何防控？存在生鲜、低温肉类屠宰的工艺过程有哪些疫情防控要求？肉类加工
企业防疫指南来了！ 来源《山西日报》

肉类加工企业防疫指南

（上接第一版）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定
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
界提供新机遇，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好惠及
各国人民。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
设，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真正的多
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
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
将同各国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
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
界发展，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前进道路
上，只要我们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
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同世界
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不依附别人，不掠夺别
人，永远不称霸，就一定能够不断为人类文明进步贡
献智慧和力量，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历史车轮
向着光明的前途前进。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
在。只要共行天下大道，各国就能够和睦相处、合作

共赢，携手创造世界的美好未来。中国提出了全球发
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落
实。中国坚持对话协商，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
界；坚持共建共享，推动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
持合作共赢，推动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
流互鉴，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
碳，推动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习近平总书记在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我们真诚呼吁，世界各国弘
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
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
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
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也是一个
充满希望的时代。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
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世界各国携手同心、行而不
辍，加强团结合作，共同坐上新时代的“诺亚方舟”，
就一定能汇聚起合作共赢的磅礴伟力，战胜前进道
路上的各种挑战，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

（上接第一版）加大工业、农业、服务业领域数字化转型投入
强度，加快发展电子信息制造、信创、软件和大数据等数字
核心产业，大力引进培育数字经济主体，打造更具核心竞争
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加快推进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应
用。市场主体是经济发展的载体，市场主体有活力，高质
量发展才有动力。在同步推进“两个转型”上取得更大突
破，必须坚持保主体、增主体、活主体、强主体并重，深入实
施市场主体倍增工程，着力打造承载市场主体集聚发展、
促进产业转型的“十大平台”，顶格落实国家和我省一揽子
助企纾困政策，全面落实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系列政策，坚
定不移支持各类市场主体发展壮大。

同步推进“两个转型”是一项战略性系统性布局，必须
集聚各类要素、汇聚各项政策、凝聚各方力量。全省上下
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把学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山西重要讲
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省第十二次党代会
精神结合起来，增强同步推进“两个转型”的思想和行动自
觉，推动全省在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突破，奋力续写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山西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