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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珲春市人民政府批准，珲春市

自 然 资 源 局 决 定 以 挂 牌 方 式 出 让

HG2022-21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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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让地块位置：位于珲春市603公

寓 北 侧 、北 环 路 东 侧 ；地 号 ：

222404020018GB00062W00000000；出

让面积：6319.06平方米；容积率：0.32-

0.36；建筑密度：≤33%；用途：商业用地

（文化旅游用地）；出让年限：40年；挂

牌起始价：206.6333万元。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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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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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申请人可于 2022 年 9 月 30 日

至2022年10月31日，交纳竞买保证金

100万元，到珲春市自然资源局向我局

提出书面申请。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

牌地点为珲春市自然资源局；地块挂

牌时间为：2022 年 10 月 20 日 9 时至

2022年11月2日16时。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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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有意竞买者请到珲春市自然

资源局索取详细资料。

我局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珲春市龙源东街 1066

号政务大楼11层

联系电话：0433-7512786

联 系 人：孙先生 朱女士

珲春市自然资源局
2022年9月30日

经珲春市人民政府批准，珲春市自

然 资 源 局 决 定 以 挂 牌 方 式 出 让

HG2022-20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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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让地块位置：位于珲春市603公

寓 北 侧 、北 环 路 东 侧 ；地 号 ：

222404020018GB00063W00000000；出

让 面 积 ：10189.16 平 方 米 ；容 积 率 ：

2.15-2.38；建筑密度：≤79%；用途：商业

用地（文化旅游用地）；出让年限：40

年；挂牌起始价：338.2864万元。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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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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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申请人可于2022年9月30日至

2022 年 10 月 31 日，交纳竞买保证金

170万元，到珲春市自然资源局向我局

提出书面申请。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地点为珲春市自然资源局；地块挂牌时

间为：2022年10月20日9时至2022年

11月2日16时。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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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有意竞买者请到珲春市自然

资源局索取详细资料。

我局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珲春市龙源东街 1066

号政务大楼11层

联系电话：0433-7512786

联 系 人：孙先生 朱女士

珲春市自然资源局
2022年9月30日

为进一步规范珲春市道路通行

秩序，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确

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珲春市公

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决定自 2022 年 10

月8日起在珲阿线G302国道67.75公

里（603 信号灯路口西侧 200 米左右）

处，启用电子监控抓拍系统，对机动

车驾乘人员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

违法行为，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

规的相关规定，进行抓拍、取证，并依

法予以处罚，电子抓拍设备将全天候

自动抓拍，请广大机动车驾驶员自觉

遵法，文明、安全行车。

特此通告

珲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2年9月30日

珲自然告字[2022]20号

珲春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珲春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珲自然告字[2022]21号

珲春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关于新增驾乘人
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进行电子抓拍的通告

（上接一版）“十一”期间，公司所有员工坚守岗位，确

保管网安全稳定，为今冬供热做好准备。同时，全

力推进管网互联互通、二次管网改造等工作，持续

改善供热质量，提高区域供热能力。

“生活污水 24 小时不停流进来，我们的工作

也是连轴转，一刻也不能停。”珲春市边疆污水处

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于冬敏告诉记者，她在公司

工作了十多年，见证了公司从日处理污水能力 3

万吨，到日处理污水能力 6 万吨的历程。“我们公

司处理的生活污水，主要是城市居民的生活污水

和雨水，通过曝气沉砂池、生化池、二沉池、深度

处间及消毒池等多道工序科学处理，将污水变成

了清澈、无色、无味、无害的水体，可作为河道景

观补水、湿地补水和市政杂用水循环利用。”于冬

敏笑着说，看着污水变成“清泉”，工作再辛苦都值

得。

坚守岗位 履职尽责

（上接一版）孟岭村不少果农搭乘电商

这趟“致富快车”，积极发展电商产业。

去年，孟岭村果农与拥有200万粉丝的

本土网红“东北村花”建立了苹果销售

合作关系。

“有了电商这个渠道，以往只能在

周边售卖的苹果，一下子就卖到了全国

各地，电商销量占总销售量的1/4，孟岭

苹果成功‘登陆’10 余个大城市的市

场。”孟岭村党支部书记姜东珍告诉记

者。

“孟岭村素有‘延边小江南’的美

誉，拥有万余亩山地苹果园，取得了苹

果产业有机认证，形成了集种植、储藏、

销售、加工、旅游于一体的产业链。全

村果农有188户，年产富硒苹果约2000

万公斤，年产值约3000万元。富硒苹果

已成为孟岭村的闪耀名片。”板石镇镇

长徐铭介绍说，板石镇将围绕孟岭苹果

小镇、新农旅游综合体项目，打造近郊

旅游精品线路，谋划开展田园采摘、云

端苹果节等活动，积极开展休闲农业和

乡村旅游精品发布推介活动，争取更多

企业落地。同时，加快线上电商基地建

设，以电商带动特色产业发展，并加快

气调库运营、苹果副产品加工项目建设

进度，不断延伸苹果产业链条，增加果

农收入，助力乡村振兴。

中国珲春农民丰收节暨孟岭苹果采摘节开幕

（上接一版）要重视人流密集区域安全

管理，压紧压实疫情防控责任，落实好

疫情防控各项措施。要统筹兼顾做好

防疫、安全、教学等重点工作，从严从

紧抓好校园疫情防控，全面排查整治

消防安全隐患，周密组织教学安排，确

保师生安全。

在板石镇政府，张吉锋详细了解了

林长制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要结合

珲春自然资源实际，建立健全林草资源

保护管理制度，全面推行“林长制”，努力

实现“林长治”。要以问题为导向，进一

步规范完善“林长制”体系，加强基层林

业工作力量，压实各级林长责任，扎实推

进“林长制”工作，构建党政同责、属地负

责、部门协同、源头治理和全域覆盖的长

效管理机制。

珲春市领导盛效儒、张林国、刘林

波、王艳辉、董永利、郑晓光、王士勇、高

英子参加调研活动。

延边州政府副州长张吉锋莅珲调研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扶弱济困，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

美德。做好困难群众的民生帮扶工作，

实现“弱有所扶”，是党和政府的庄严承

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

困难群众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

心，多次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扎实做好

民生保障工作，着力保障困难群众基本

生活。

十年来，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得到

了制度性保障。一项项暖心政策，犹如

冬日里的暖阳点亮了困难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期待，为他们托起了“稳稳的幸

福”。

“一个也不能少”的牵挂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残疾人一个

也不能少”——习近平

【故事】
秋日的一天，在秦巴山区深处的陕

西白河县松树村，36岁的宋东洋吃过早

饭，带上水和干粮，赶着自家200多只羊

上了山。虽然没有了右手，但7年的养

殖经验让他干起活来得心应手。

2012年，宋东洋在外出打工时因为

一次意外事故失去了右手，这让他一度

万分沮丧：“家里顶梁柱倒了，日子可怎

么过？”

2015年，因为身体残疾又没有一技

之长，宋东洋成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得

知村里对贫困户有各种扶持政策，他跟

妻子决定回乡发展。

依靠政府发放的 5 万元免息贷款，

宋东洋开始养殖白山羊。起初因为缺

乏技术和经验，宋东洋的羔羊常常养不

活，损失惨重。

灰心之时，是政府组织的技能培

训、县残联提供的扶持资金帮他度过了

创业初期的艰难。

如今，宋东洋的羊场总规模达到

600 多平方米，已被认定为县级示范家

庭农场，还通过收购周边农户的红薯

藤、玉米秆等农作物秸秆以及劳务用

工、流转土地等方式，带动周边10余户

乡亲实现稳定脱贫。

“这十年间，在政府帮助下，我走出

了低谷，拥有了自己的小事业，能够通

过自己的劳动养活家人，这日子越过越

有劲儿。”宋东洋说。

【数说十年变化】
截至目前，我国建立了惠及2700多

万人次的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1000多

万残疾人入低保，残疾人基本生活保障

之网愈加密实；90多部法律、50多部行

政法规为残疾人穿上“法律铠甲”，各项

残疾人权益保障制度体系正在形成；残

疾预防和康复纳入国家医疗卫生事业

大局和“健康中国”战略，仅2021年就有

850.8万名残疾人得到基本康复服务；十

年来累计超12 万名残疾人被高等院校

录取，全国城乡残疾人累计新增就业

310余万人，残疾人逐梦之路更加宽广。

“兜住民生底线”的决心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实

实在在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兜住民

生底线”——习近平

【故事】
谈起自己如今的小日子，81岁的河

南南阳市社旗县王庆山老人非常感慨。

没有结婚、没有子女的王庆山在侄

女出嫁后，就开始了独居生活，靠到附

近的几个村子拾荒度日。

2009 年 11 月，王庆山被确定为“五

保老人”（特困人员）。为了保障他的基

本生活，在当地政府安排下，王庆山住

进了社旗县桥头镇敬老院。原本只是

想住一段时间试试，却没想到一住就是

13年。

“现在光供养金，我一个月就有500

多元，还有护理费、高龄补贴，有个大病

小灾，吃药住院政府全报销。”王庆山细

数着自己的“小账本”，越算越开怀，“敬

老院里照顾得也很好，不仅一年四季发

新衣裳，还一日三餐不重样。”

如今在桥头镇敬老院居住的 28 位

老人，都是像王庆山一样的特殊困难老

人。

为了让老人们住得舒心，桥头镇敬

老院不断提升硬件设施。尤其是最近

五年来，敬老院进行了升级改造：厨房

里烧柴火和煤的土灶台，变成了洁净的

电锅和蒸车；餐厅里安装了碗筷消毒

柜，让老人们吃得放心；堆放杂物的仓

库被修缮一新，配备了电视、音响等设

施，成了老人们的“小舞台”……

【数说十年变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千方百计

“兜”住最困难群体，“保”住最基本生

活，基本建成分层分类、城乡统筹的中

国特色社会救助体系。千千万万和王

庆山一样的困难群众通过特困供养制

度等得到基本生活保障。

十年来，各级财政累计支出基本生

活救助资金2.04万亿元，让兜底更有“底

气”。与此同时，基本民生保障标准不

断提高，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增

长了1.2倍和2.1倍，特困人员基本生活

标准达到或超过当地低保标准的 1.3

倍。

“精准帮扶”的真情

“保障改善民生，要更加注重对特

定人群特殊困难的精准帮扶”——习近

平

【故事】
今年23岁的小诗，家住上海静安区

临汾路街道。自12岁成为孤儿，就一直

在社区帮助下生活。

2021 年，小诗大专毕业，顺利找到

了工作。但初入社会的她难免陷入迷

茫和彷徨。

这时，“社区救助顾问”张瑾找到了

小诗，帮她申请了“低保渐退”，让小诗

迈入社会的过渡更稳定、更安心。

事实上，回顾小诗的成长之路，社

区总是能在她最无助的时候提供针对

性帮助。

小诗上学时，没有收入来源，社区

和街道协助她申请了“低保”，让她安心

上学；家里的卫生间太破旧又没钱维

修，又是张瑾协助她申请了街道的专项

帮扶基金，在小诗的卫生间里装上了浴

霸，重新修了防水槽，更换了电灯。

小诗能得到及时、有针对性的帮

扶，离不开张瑾和同事们平时扎实的调

研。

作为民政条线社工，张瑾成为“社

区救助顾问”后，日常工作之一就是走

街串巷、上门摸排。在她办公桌上的文

件夹里，有一叠厚厚的走访联系表，上

面详细记录着她所联系的所有困难人

员的基本信息、家庭情况、困难缓解情

况等。

“这是我们的基本功，为的就是精

准救助‘不声不响’的困难群众，做到

‘政策找人’。”张瑾说。

“社区救助顾问”制度是 2020 年上

海全面推行的一项制度，致力于帮助困

难群众及时知晓和获得救助政策，主动

发现和精准救助“沉默”的极少数困难

群众。

【数说十年变化】
十年来，我国不断完善社会救助制

度，把温暖送到困难群众心坎上。

在社会救助范围设置上，低保扩围

增效力度不断加大，160 多万低保边缘

家庭中的重病重残人员单独纳入低保，

特殊群体兜底保障更加有力。

在制度实施方面，31个省份实施价

格补贴联动机制，通过将社会救助和保

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确保困难群众

基本生活不受物价变化影响；6200多万

低收入人口被纳入动态监测和常态化

救助帮扶，巩固拓展兜底保障成果。

（记者 高蕾 董博婷 郭敬丹 李亚

楠 冯大鹏）

托起困难群众“稳稳的幸福”
新华社记者

10月5日，游客在昆明南强街巷游玩。

国庆假期，各地城乡夜色璀璨。人们观夜景、逛集市、享美食，多彩“夜经济”丰富了群众的

假日生活。 新华社记者 陈欣波 摄

新华社合肥10月 7日电（记者 徐海涛

戴威）土卫二是太阳系中最可能存在生命的

地外星球之一，近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

员郝记华等人研究发现，土卫二的冰下海洋

中可能含有丰富的溶解态磷酸根，能够支持

潜在微生物的起源与繁衍。这个发现填补

了土卫二海水宜居性研究的空白，为人类未

来探测土卫二可能存在的生命提供科学参

考。

土卫二是土星第二颗被人类发现的卫

星，它的一大特点是表面覆盖着厚厚的冰

壳，又被称为“冰卫星”。20 世纪 80 年代以

来，国际科学界通过航天探测器发现土卫二

隐藏着冰下海洋，分析它从冰缝中喷发出的

冰粒，发现含有生命六种基本构成元素中的

碳、氢、氧、氮和硫，唯独还未发现磷。

磷对构成生物体的 DNA、生物膜、骨骼

等不可或缺，因此国际科学界一度认为土卫

二可能不适宜生命存在。

近期，郝记华带领的国际科研团队，创新

性地构建海水—岩石相互作用模型，模拟出土

卫二的海水化学环境。

“磷只有溶于水才能被生物利用。与地

球海水相比，土卫二的海水含碱量高且没有

氧气，成分有点像‘苏打水’。”郝记华说，他

们发现，在这种“苏打水”环境中，土卫二星

核中的含磷岩石，只需要约10 万年就能向海

水溶解出不少磷，而土卫二的海洋已存在 1

亿年以上，因此推断其已含有丰富的磷。

日前，国际学术期刊《美国科学院院刊》发

表了该成果。“这项研究从非常新颖的角度，揭

示了土卫二的生命宜居潜力。”期刊审稿人认

为，其方法也可以应用于研究其他行星海洋的

元素构成以及地球早期生命的起源。

新华社长春10月7日电（记者 李

双溪）近日，在吉林省大安市新平安镇

盐碱地治理示范田里，风吹稻浪，一片

丰收景象。一年前，这里还是一片重度

盐碱地，打不出多少粮食，如今每亩地

已经平均产粮500公斤以上，基本达到

农田标准。近年来，吉林省利用农业科

技进行盐碱地治理，昔日盐碱地已成为

今日米粮川。

吉林省西部地区是世界三大苏打

盐碱地集中分布区之一。这里的盐碱

地因盐分重、碱化度高，农作物难以正

常生长，曾被称为“八百里瀚海”。大安

市位于吉林省西北部，全市适合耕种的

盐碱地面积为 119.8 万亩，中重度盐碱

地成为粮食增产的一大瓶颈。

为破除农业发展瓶颈，大安市近年

来引入多家科研院所及企业，将农业科

技应用到盐碱地治理中。采用有机硅、

磷石膏、高分子缓释肥、脱硫石膏等多

种土壤改良剂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亩产400公斤、500公斤以上……利用科

技成果，盐碱地上的亩产纪录一次次刷

新。

今年，来自河北省的硅谷农业科学

研究院承担了大安市全域土地综合整

治项目 3 万亩重度盐碱土壤的改良工

程，他们使用自己研制的有机硅功能肥

改造盐碱地。该研究院负责人宋福如

介绍，有机硅的亲土性有利于形成土壤

的团粒结构，保持了肥料不流失、土壤

不板结，增强了储水透气功能，为农作

物生长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利于作物增

产。

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最受益的是

农民。“利用这种亲土性，大大提高了秧

苗的成活率。”大安市新平安镇农民郭

晓红说，这是她在盐碱地上种植水稻的

第六年，每年产量稳中有升。第一年在

盐碱地种水稻，由于缺少科技方法，每

亩只收200多公斤。2017年，在专家的

指导下改良土壤，亩产达到了430多公

斤。“今年预计能达到500公斤以上，又

是个丰收年。”郭晓红说。

今年，吉林省自然资源厅在大安市

海坨乡互助村集中设立盐碱地土壤改

良试验示范基地，邀请10家科研院所和

企业进行技术“大比武”，采用各自的改

良方案，在同一块盐碱地上种植水稻。

近期测产验收后，吉林省将总结各家技

术成果，为未来盐碱地治理提供参考。

据大安市自然资源局土地整理中

心主任王长志介绍，2016 年以来，大安

市共治理盐碱地近13万亩。昔日吉林

西部的不毛之地如今正成为这个省粮

食产量新的增长点。

昔日盐碱地 今日米粮川

吉林西部：

我
国
科
学
家
发
现
土
卫
二
可
能
存
在
﹃
生
命
之
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