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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乡县自然资源局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入市公告
武自然资（集）告字〔2024〕01号

经武乡县人民政府批准，受丰州镇书社村村民委员会委托，武乡县自然资源局拟挂牌出让2宗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地块基本情况及规划指标

二、竞买人资格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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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次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入市

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报名审核：竞买申请人请于 2024 年 1

月 30 日至 2024 年 2 月 26 日 16 时，持规定的相
关资料提交书面申请。报名和竞买保证金交
纳截止时间为 2024 年 2 月 26 日 16 时（须于截
止时间前缴款到指定账户）。经审查，竞买申
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
的，我局将在 2024 年 2 月 26 日 17 时前确定其
竞买资格。

五、挂牌时间：2024 年 2 月 27 日 8 时至
2024年3月11日16时。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①取得竞买资
格后竞买人不按时参加出让会议的视为放弃
竞买资格，其竞买保证金不予退还。②签订
成交确认书后在指定期限内竞得人逾期不
签订集体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视为放弃成
交结果，竞买保证金不予退还并应承担相应
法律责任。本公告内容如有变动以出让文件

为准。
七、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出让文件，竞买

申请人请于 2024 年 2 月 26 日起到武乡县自然
资源局利用权益股领取有关文件。

八、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武乡县自然资源局
联 系 人：景先生 任女士
联系电话：0355-6382610

2024年1月30日

宗地
编号

2023-03号
（A地块）

2023-03号
（B地块）

宗地
位置

武乡县丰州镇
书社村

武乡县丰州镇
书社村

宗地
面积
（m2）

1057.41

780.57

入市
方式

出让

出让

土地用途
及使用
年限

工业用地
50年

工业用地
50年

规划指标要求

建筑高度
（米）

≤22

≤22

容积率

≥0.8

≥0.8

建筑密度

≥40%

≥40%

绿地率

≤20%

≤20%

起始价
（万元）

24

17

增价
幅度

（万元）

0.2

0.2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22

15

武自然资（集）告字〔2024〕02号

经武乡县人民政府批准，受丰州镇平家沟村村民委员会委托，武乡县自然资源局拟挂牌出让1宗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地块基本情况及规划指标

二、竞买人资格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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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次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入市
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报名审核：竞买申请人请于 2024 年 1

月 30 日至 2024 年 2 月 26 日 16 时，持规定的相
关资料提交书面申请。报名和竞买保证金交
纳截止时间为 2024 年 2 月 26 日 16 时（须于截
止时间前缴款到指定账户）。经审查，竞买申
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
的，我局将在 2024 年 2 月 26 日 17 时前确定其
竞买资格。

五、挂牌时间：2024 年 2 月 27 日 8 时至

2024年3月11日16时。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①取得竞买资

格后竞买人不按时参加出让会议的视为放弃
竞买资格，其竞买保证金不予退还。②签订成
交确认书后在指定期限内竞得人逾期不签订
集体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视为放弃成交结
果，竞买保证金不予退还并应承担相应法律责
任。本公告内容如有变动以出让文件为准。

七、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出让文件，竞买
申请人请于 2024 年 2 月 26 日起到武乡县自然
资源局利用权益股领取有关文件。

八、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武乡县自然资源局
联 系 人：景先生 任女士
联系电话：0355-6382610

2024年1月30日

宗地
编号

2023-04号

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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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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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1 月 29 日，中车兰州机车有限公司工人对组装好的机车进行调试（无人
机照片）。

春运来临，在甘肃省兰州市的中车兰州机车有限公司，检修间的工人忙
着对机车进行解体、检修、清洗等工作，保障列车安全运行。

新华社记者 马希平 摄

春运火车检修忙

新华社北京 1月 29日电 记者 29
日从中央网信办获悉，为营造喜庆祥和
的春节网上氛围，中央网信办即日起开
展为期 1 个月的“清朗·2024 年春节网
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聚焦春节期间
网民常用的平台环节和服务类型，集中
整治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生态突
出问题，切实净化网络环境。

专项行动重点整治6方面问题，包
括：宣扬猎奇行为、违背公序良俗问
题；散播网络戾气、煽动群体对立问
题；炮制虚假信息、恶意营销炒作问
题；色情赌博引流、网络诈骗问题；鼓
吹炫富拜金、无底线追星问题；危害未

成年人身心健康问题。
其中，针对炮制虚假信息、恶意营

销炒作问题，重点整治利用年终盘点、
返乡见闻等形式编造不实内容，渲染
极端情绪；炮制传播涉公共政策、社会
民生、交通出行等领域谣言信息，扰乱
社会秩序等。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问题方面，重点整治利用“网红儿童”
违规牟利、攻击恶搞，侵害未成年人合
法权益；突破青少年模式关于时间、内
容等方面的限制要求，向未成年人特
别是农村留守儿童变相提供诱导沉迷
的产品功能等。

新华社北京1月29日电（记者彭
韵佳）据国家医保局 1 月 29 日消息，
2023 年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运
行基本平稳，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1.29 亿 人 次 ，减 少 参 保 群 众 垫 付
1536.74 亿 元 ，分 别 较 2022 年 增 长
238.67%、89.91%。

据国家医保局介绍，住院费用跨
省直接结算规模进一步增长。截至
2023 年 12 月底，全国住院费用跨省联
网定点医疗机构达 8.23 万家，较 2022

年底增加 1.96 万家。2023 年全国住院
费用跨省直接结算 1125.48 万人次，减
少个人垫付 1351.26 亿元，分别较 2022
年增长97.87%、77.25%。

在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方面，
截至 2023 年 12 月底，全国普通门诊费
用跨省联网定点医疗机构数量为19.39
万家，较 2022 年底增长 118.6%。2023
年全国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 1.18 亿
人次，减少个人垫付 185.48 亿元，分别
较2022年增长263.36%、295.9%。

据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记者
刘羽佳 姚均芳）记者28日从中国证监
会获悉，为贯彻以投资者为本的监管
理念，加强对限售股出借的监管，证监
会经充分论证评估，进一步优化了融
券机制。具体包括：一是全面暂停限
售股出借；二是将转融券市场化约定
申报由实时可用调整为次日可用，对
融券效率进行限制。

因涉及系统调整等因素，第一项

措施自 1 月 29 日起实施，第二项措施
自3月18日起实施。

同日，上交所和深交所分别发布
《关于暂停战略投资者在承诺的持有
期限内出借获配股票的通知》。通知
指出，为进一步优化融券制度，经中国
证监会批准，上交所、深交所决定暂停
战略投资者在承诺的持有期限内出借
获配股票。通知实施前尚未了结的出
借合约到期不得展期。

2024年春节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开展

2023年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运行平稳

证监会全面暂停限售股融券出借

新华社北京1月29日电 2023 年，
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主要效益指
标继续稳步增长，回升向好态势进一
步巩固，企业利润总额达 46332.8 亿
元、同比增长7.4%。

财政部29日发布了2023年全国国

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济运行情况。数
据显示，2023 年，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
857306.1 亿元，同比增长 3.6%；国有企
业应交税费 58745.8 亿元，同比下降
0.5%。截至 2023 年 12 月末，国有企业
资产负债率64.6%，上升0.3个百分点。

2023年全国国有企业利润同比增长7.4%

（上接第一版）
“是的，总书记，我们在做相关监

测工作。”
治国理政的千头万绪之中，习近

平总书记为何如此挂心敦煌的雨水？
就在此前一个多月，习近平总书

记在敦煌研究院主持召开座谈会。
会上，樊锦诗汇报了一系列可能影响
敦煌文物保护的自然因素，水是其中
之一。

“游客目前是否超量了？超负荷
情 况 怎 样 ？”“ 近 年 敦 煌 下 雨 多
了？”……座谈会上，从游客数量到自
然灾害影响，习近平总书记问得特别
细致。散会的时候，总书记又在门口
停住脚步，特意叮嘱大家：“世界文化
遗产，保护好是第一位的，旅游是第
二位的，不能光盯着门票而追求经济
效益，不能过于商业化。”

樊锦诗一直很感叹：“总书记关
心的，都是敦煌当前面临的最紧要的
问题。”

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
“一个热爱中华大地的人，他一

定会爱她的每一条溪流，每一寸土
地，每一页光辉的历史。”早在河北正
定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就曾这样深情
告白。

敦煌莫高窟第61窟，一幅描绘从
正定、太原到五台山方圆五百里山川
风貌的五台山图，勾起了习近平总书
记的回忆。

在正定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经
常走访县志里记载的古寺、古塔等文
保单位。

在隆兴寺调研时，习近平同志看
见一块碑，上刻朱熹题写的“容膝”两
字。旁边还有一块隋碑，因为年代太
过久远，很多地方已经风化。

当时，习近平同志对工作人员
说，“以后不能拓碑了，要把朱熹的题
字碑封存起来保护好，那块隋碑也封
存起来”。

后来，敦煌研究院的文物工作者
还曾前往正定隆兴寺开展文物保护
工作，留下一段特殊的缘分。

30 多年后，置身莫高窟第 61 窟，
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提到这块隋碑，回
忆起保护正定历史文物的点点滴滴。

“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
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

跨越数十载光阴，习近平总书记
始终怀着对中华文明的深厚情感，
身体力行推动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
传承。

北京中轴线北延、燕山脚下，中

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掩映在青山
茂林之中。

2023 年 6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
走进馆内的兰台洞库。洞库顶部，取
材自敦煌唐代壁画中的飞天形象尽
显东方美学神韵。

“盛世修文。”在兰台洞库，习近
平总书记多次说起这个词。“中华民
族的一些典籍在岁月侵蚀中已经失
去了不少”“但每一个时代都有一批
人精心呵护它们，保留下来。到我们
这个时代，一是平安稳定，一是有强
烈的民族文化保护、建设的意愿，再
有有这个能力。条件具备了，那就及
时把这件大事办好”。

这又何尝不是对敦煌的寄语？
近400年无人管理，历经战乱、偷

盗、破坏……走过无数个日升月落，
历经多少次九死一生，敦煌石窟才终
于来到今天，在新中国的阳光下，明
珠拂尘、重现光彩。

在敦煌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行
走在莫高窟窟区。洞窟外加固后的
崖体，与周边风貌浑然一体。

赵声良向习近平总书记介绍，上
世纪60年代初，在国家十分困难的条
件下，中央拨出巨款开展莫高窟危崖
加固工程，抢救维修了莫高窟。改革
开放初期，中央财政拨出专款，极大
改善了敦煌研究院职工的工作生活
条件。

历史与现实的鲜明对照，凸显中
华文明的繁荣兴盛、伟大时代的波澜
壮阔。

敦煌研究院内的国内首个文物
保护领域多场耦合实验室里，敦煌研
究院保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们专心
记录着各项数据。

实验室自 2020 年正式投运，分
为夏季仓、冬季仓和风雨仓，可模
拟-30℃到 60℃、10%至 90%相对湿
度的环境。从莫高窟等地取来的土
石样品将经受各种气象条件的考验，
从而揭示石窟寺风化的奥秘，有针对
性地采取保护措施。

“努力把研究院建设成为世界文
化遗产保护的典范”“运用先进科学
技术提高保护水平”……总书记的勉
励，一直鼓舞着这里的每一个人。

“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
当、开拓进取”——习近平总书记讲
述的莫高精神正代代传承。莫高窟
历尽沧桑的壁画前，殷墟遗址的考古
工地上，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与修
复馆里……千千万万的文脉守护者，
悉心呵护着中华大地上的文化瑰宝。

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
相连。

在福建全力保护三坊七巷、拨款
支持鼓浪屿八卦楼修缮工作，在浙江
保护良渚遗址这一“实证中华五千年
文明史的圣地”……

习近平总书记对古老文脉矢志
不渝的保护，让登得上城楼、望得见
古塔、记得住乡愁的文化长卷在中华
大地上徐徐展开，让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的前景无限荣光——

“我们的文化在这里啊！是非常
文明的、进步的、先进的。将来传下
去，还要传五千年，还不止五千年。”

“讲好敦煌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甘肃兰州，读者出版集团有限公
司。一楼中厅展柜上，2022 年推出
的《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勘录》格外
醒目。

2019 年 8 月 21 日下午，习近平总
书记来到读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考
察调研，在这里，总书记再次提起了
敦煌。

副总经理富康年回忆说：“习近
平总书记提到，敦煌文献涉及方方面
面，是丰富的历史资料。这几年，我
们积极贯彻落实总书记的要求，出版
了一大批与敦煌、简牍相关的图书。”

敦煌藏经洞，记录着一段“吾国
学术之伤心史”。

1900 年，藏经洞被发现。彼时国

力衰微，无数珍贵文物流失海外。
在莫高窟藏经洞参观时，习近平

总书记主动讲到王圆箓道士发现藏
经洞的经过。

抚今追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国家强盛才能文化繁荣。”

2023 年 4 月，“数字藏经洞”上
线，数字孪生技术复原了洞窟实体与
所藏文物。

动动手指，用户便可扮演不同角
色，“穿越”至晚唐、北宋、清末等时
期，与洪辩高僧等历史人物进行互
动，感受洞窟营造、放置经书等不同
场景，沉浸式体验敦煌文化。

“实现敦煌文化艺术资源在全球
范围内的数字化共享”——在习近平
总书记的勉励下，“数字敦煌”一步一
个脚印，正变成现实。

敦煌，中国通向西域的重要门
户。古代中国文明同来自古印度、
古希腊、古波斯等不同国家和地区
的思想、宗教、艺术、文化在此汇聚
交融。

使者张骞凿空西域、萨埵太子舍
身饲虎、反弹琵琶乐舞千年……历史
长河奔涌，莫高窟数百个洞窟中栩栩
如生的壁画上，留下了文明交流互鉴
的鲜明印记。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
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
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
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
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在
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
记话语坚定。

只有充满自信的文明，才会在保
持自己民族特色的同时包容、借鉴、
吸收各种不同文明；只有心怀自信的
民族，才能在历史潮流激荡中屹立不
倒，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敦煌，正
是这一历史进程的不朽见证。

带着这样的包容与自信，敦煌以
开放的姿态走向未来。

回顾敦煌学百年，从早年重文
献，到后来补史、证史，而今，学者们
正努力更进一步，让“冷门绝学”不
绝、“国际显学”更显。

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郑炳林向
习近平总书记汇报《敦煌通史》的编
写情况。如今，这套书已经出版，为
敦煌学研究提供了参考。

从敦煌保护实践中总结提炼出
的相关保护理念与技术，正在走向更
加广阔的舞台。敦煌研究院院长苏
伯民说，这些理念与技术已应用在
500 余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工程中，
并开始走向吉尔吉斯斯坦等共建“一
带一路”国家。

饱蘸历史之墨，书写新的历史。
当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献以数字

化方式回归故里，当古老壁画中的九
色鹿经由文创产品“飞入寻常百姓
家”，当《丝路花雨》的翩跹舞蹈惊艳
世界，当“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
外”的局面被彻底改变……“讲好敦
煌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期待正一
步步变为现实，古老文脉在新时代焕
发勃勃生机。

弦歌不辍，薪火相传。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

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召
唤下，古老的敦煌绽放青春的芳华，
为亿万中华儿女积淀着更基本、更深
沉、更持久的力量！

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

习 近 平 的 敦 煌 情

这是2024年1月22日拍摄的甘肃敦煌莫高窟。
新华社记者 马希平 摄

2023年9月6日，与会嘉宾在第六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
览会上参观。 新华社记者 马希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