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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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G2024-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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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珲春市马川子乡五二

村；地号：222404200200GB00533W00000000；

出让面积：8839.6平方米；容积率:≥0.8；建筑系

数：≥40%；用途：工业用地；出让年限：工业50

年；挂牌起始价：190.9354万元,加价幅度：10万。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

人和非法人组织均可申请参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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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应于2024年7月5日至2024年

8月5日，到珲春市自然资源局提出书面申请，

交纳竞买保证金100万元，2024年7月29日

16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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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7月25日9时至2024年8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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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室

联系电话：0433-7512786

联系人：孙先生 朱女士

珲春市自然资源局
2024年7月5日

珲自然告字[2024]17号

珲春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为深入开展全市农村集体“三资”监管突出问

题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工作，畅通投诉举报渠道，不

断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健康发展，现向社会公布农

村集体“三资”集中整治专项行动投诉举报电话，

欢迎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进行监督。

一、投诉举报范围
农村集体资产资源、财务收支、经济合同、债

权债务、工程项目管理和“册外地”发包等方面存

在违规违纪违法问题线索。

二、投诉举报方式
1.受理电话：0433-7521741

2.受理邮箱：hcsjgj@126.com

3.受理时间：2024年6月1日至9月30日（节假

日除外）上午08:30—11:30；下午13:30—17:00

三、投诉举报须知
投诉举报人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反映问题

要客观真实，对所提供材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不得

捏造、歪曲事实、不得煽动、串联、胁迫、诱使他人举

报。对于存在捏造事实、诬告陷害等行为，涉嫌犯罪

的，将视情节轻重，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欢迎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提供问

题线索，受理部门将对提供线索的公民信息严格

保密。

珲春市农业农村局

关于开展全市农村集体“三资”监管
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专项行动的通告

为巩固拓展“一攻坚五提升”专项

行动，持续提升我市生态环境质量，加

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珲春，

结合生态环境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提升

“百日会战”工作，现集中受理破坏生态

环境相关问题的投诉举报。如果您发

现以下问题，请及时向我们反映：

1.大气、水、土壤、噪声污染等生态

环境问题；

2.工业企业违法排污、超标排放等

违法问题；

3. 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固体废物

（危险废物）如：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农

药包装废弃物、医疗废物等问题；

4.破坏生态环境、非法开采矿产资

源等生态破坏问题；

5. 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中的

问题；

6. 其他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问

题。

您可以通过举报电话专线进行投

诉举报：

举报电话：0433-7511752（集中受理

日期自2024年7月8日起至2024年8月8

日止，每日8:30-16:30节假日除外。）

珲春市生态安全工作暨生态环境
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4年7月5日

珲春市生态安全工作暨生态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公开征集破坏生态环境相关问题线索的通告

（上接一版）撂下电话，吴日娜转过头对

记者说，“社区工作就是处理不完的小

事，但必须做好做细，不能让群众心里

留疙瘩。”

在基层兢兢业业干了16年，有时吴

日娜心里也会迷茫。“基层工作繁琐忙

碌，但薪资待遇却不高，晋升空间也有

限。”

如何有效调动社区工作者的积极

性，让干得成事的人留得下来？2020

年，珲春市健全社区专职工作者薪酬体

系，出台《薪酬分配办法》，根据不同的

职务、工作年限、专业水平等确立了3个

岗位18个等级序列的薪酬核定标准线，

岗位薪酬待遇较原先提高了 51.4%，同

时争取每年再增加 1000 余万元的财政

预算，专门用于社区工作者岗位薪酬

增支。

“政策出台前，我每个月的工资也

就2000元出头。而现在，每个月工资到

手就有3300元，年终绩效奖金还会有1

万元左右。”吴日娜说，“社区工作者更

有底气立足岗位、安家立业，队伍的稳

定性也得到了提升。”

薪酬待遇有保障，社区工作者干事

创业的精气神更足了。长安社区居委

会副主任李浩洋就在 2020 年通过考试

成为一名助理社会工作师，目前正在积

极准备中级职业水平考试。“现在社区

同事们都在积极备考，最快的已经在冲

刺高级社会工作师了。”李浩洋说，“学

习专业知识可以很好地提升自己服务

群众的能力，考取职业水平证书后还可

以提高薪酬等级，一举两得，大家都干

劲满满。”

提高薪酬待遇的同时，珲春市还着

力打通社区工作者的职业上升渠道，不

但积极推荐优秀社区工作者作为各级

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选，

每年还拿出公务员、事业编名额对社区

工作者定向招考，让表现突出的社区党

组织书记、居委会主任有更好的发展方

向，保障社区工作者队伍“留得住人，更

留得住能人”。

长安社区的社区工作者们也都有

了更高的职业认同感。“最近几年，不少

亲戚朋友主动找我讨教经验，想让自家

孩子也加入到社区工作者队伍之中。”

吴日娜说。

统筹教育培训资源
育管结合提升能力

走进长安社区馨弘花苑小区，绿树

成荫，道路整洁，来往的居民互相打着

招呼，一派安宁祥和的景象。令人讶异

的是，自2022年底至今，这个小区始终

处于物业弃管的状态。如今的物业服

务从何而来？

吴日娜介绍，馨弘花苑小区由于常

住居民较少，物业费无法支撑物业运

行。物业撤出后，有一段时间小区曾处

于无人管理维护的状态。当时，小区居

民们最发愁的就是垃圾处理清运的问

题。“日常生活每天都会产生大量垃圾，

只靠组织志愿者清理无法持续。”吴日

娜说，“而且小区空房率较高，常住居民

只占业主总数的约 1/3，不满足成立业

主大会、选举业主委员会的条件，没法

通过居民自治实现有效管理。”

正当吴日娜一筹莫展之际，新安街

道组织的一次社区干部学校培训为她

带来了解决问题的新思路。在这次培

训上，吴日娜和其他社区工作者一起学

习了《吉林省物业管理条例》，发现这个

小区适用于特殊情况下成立物业管理

委员会的条例。“有例可循，这下工作有

了抓手。”吴日娜说。

在街道、社区的共同推动下，馨弘

花苑小区成立了物业管理委员会。居

民代表们集思广益、开会表决，确定了

全体居民共同集资聘用保洁员打扫小

区卫生等物业服务方案，并在小区内公

示。很快，小区面貌得到了改善，社区

的做法也赢得了小区居民的认可。“多

亏了社区干部学校组织的培训，不光解

决了这个小区居民的急难愁盼问题，也

让我们社区工作者对于破解此类问题

有了章法。”吴日娜说。

“每个街道每两周都会开展一次社

区干部学校培训，以满足人民群众多元

需求为导向，不断提升社区工作者的专

业化水平，真正把工作做到人民群众心

坎上。”刘欣欣介绍，近年来，珲春市着

眼于社区干部综合素质能力的提升，统

筹辖区教育培训资源，紧密结合当前工

作、社区干部面对的困难问题，采取集

中授课、主题研讨、以考代学、以会代

课、现场观摩等多种培训方式，组织社

区干部就基层民主、幸福社区、事项准

入等方面内容进行业务培训，切实帮助

社区干部开阔眼界、拓宽思路、提升

能力。

“社区工作者直接联系和服务群

众，没有‘两把刷子’可不行。”吴日娜

说，社区干部学校成立以来，社区工作

者队伍在社区基层治理的理论和实操

层面有了明显提升，更能办好民生实事

和难事，更能有效回应群众关切。

让 更 多 年 轻 人 留 得 住 、干 得 好

错落有致的抽油机频频“颔首”，整

齐排列的压裂车马达轰鸣，星罗棋布的

采气树日夜不停……从塔克拉玛干沙

漠到准噶尔盆地，新疆各大油田今年上

半年产量齐增，天山南北为保障国家能

源安全加“油”增“气”。

盛夏时节，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深

处的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各

作业区内，高温难耐，但油气

勘探开发有条不紊，钻机运

转声此起彼伏，滚滚气流随

着管道送往千家万户。

塔里木油田是我国最大

超深油气生产基地，也是西

气东输主力气源地，为新疆

南部和下游沿线15个省区市

民生用气提供保障。今年上

半年，塔里木油田面对勘探

开发瓶颈期、产量增速换挡

期、能源结构调整期考验，锚

定目标，迎难而上，油气生产

能力持续提升，油气产量完

成全年计划的52.3%。

“今年上半年油田油气

勘探保持良好态势，我们大

力提升油气生产能力，加快

新能源业务发展，不断提升

综合能源供给能力，交出了

高质量发展‘期中卷’。”塔里

木油田生产运行部主任李旭

光介绍，除了油气增产，油田

加快新能源发展，推动了叶

城县 50 万千瓦光伏发电项

目、伽师县60万千瓦光伏发

电项目相继转入全容量并网

发电，上半年生产绿电超 6

亿千瓦时，为高质量发展注

入绿色动能。

运送油气设备的车辆来回穿梭、高

耸林立的钻机加速钻进……在距离塔

里木油田塔中采油气管理区不远的中

国石化西北油田作业区内，不少油气井

正在加速挺进地球深部。

作为中国石化增储上产的主力油

田之一，西北油田今年上半年生产原油

339.56万吨、天然气18.29亿立方米，分

别同比增长 0.6%、3.0%，油气产量实现

双增长。

“上半年我们全力加快勘探节奏，

强化老区综合治理，加快新区产能建设

速度，持续加大技术创新，有力巩固了

油气稳产上产势头。”西北油田分公司

总经理云露介绍。

视线转向天山以北，以勘探开发准

噶尔盆地为主战场的中国

石油新疆油田表现同样亮

眼：今年上半年累计生产原

油 731.35 万 吨 、天 然 气

22.37 亿立方米，分别超半

年计划7.45万吨、1.21亿立

方米。

操 作 整 齐 排 列 的 压

裂车、紧盯智能化生产平

台 …… 新 疆 油 田 玛 湖 油

田的石油工人们正在加快

开采地下油藏。上半年新

疆油田高标准推进吉木萨

尔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

区等重点工程项目建设，中

国石油最大的“新能源+煤

电+CCUS（二氧化碳捕集

利用与封存）”一体化项目

在新疆油田顺利启动，现代

化综合性能源公司建设稳

步推进。

在新疆三大含油气盆

地之一的吐哈盆地，中国石

油吐哈油田今年上半年也

交出不俗成绩单：原油日产

稳步回升，一批重点探井获

高产工业油气流，油气整体

勘探效果创“十三五”以来

同期最好水平。

“在加大勘探力度的同

时，我们还坚持提质增效，

深入推动油气勘探开发与新能源融合

发展。”吐哈油田副总工程师晏书宾介

绍，今年上半年光伏发电、储气库、制绿

氢等新业务正逐步成为油田拉动“绿经

济”的重要引擎。

放眼天山南北，新疆油气企业正开

足马力，为打造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

基地加“油”增“气”。

（新华社乌鲁木齐7月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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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映照青城的余晖被大青山遮

掩，塞上老街的点点烟火更加引人注

目。街道上，身着少数民族盛装的游客

站在红墙绿瓦前顾盼生姿，将古朴的景

色和美好的笑容定格在相机里，三三两

两的年轻人或唱着民谣，或跳着民族舞

蹈，引来目光围聚。

走在老街上，脚下踩着青石路，街

道两旁一家挨一家的小店展示着皮雕

画、玛瑙首饰等手工艺品和马奶酒、牛

肉干等特色小食，霓虹灯广告牌和不可

移动文物的标识交相辉映。400多年的

历史在这条街上倏忽而过，曾经的边贸

街市，如今燃起星星点点的城市烟火，

映照着人们充满喜悦的面容。

“塞上老街是呼和浩特市人流量最

密集的地点之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

浩特市玉泉区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

李伟介绍，塞上老街是游客特别是青年

人的核心“打卡地”，夏季平均每天人流

量过万，辐射形成了“四街八巷二十四

院”的文化游览街区。

塞上老街并不长，加上周边的街区，

东西总长约800米，南北宽近400米。然

而，在这片以塞上老街为核心的文化区

块内，有3个A级旅游景区、4处国家级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88处不可移动文物、4

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基地、730余家文

旅创意产业商户。2022年，塞上老街入

选首批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

明清时期，这里也曾是塞外最繁华

的贸易街市。中原客商将茶叶、丝绸带

到这里，用来交易北方游牧民族的牛羊

奶食。驼队、马队在这里交汇，形成了独

具特色的蒙商文化、民族文化和老城文

化。400年来，塞上老街见证了各民族赓

续不断、欣欣向荣的交往交流交融。

走进塞上老街，一家现代装修风格

的玛瑙石工艺品店十分惹眼，落地窗里

蒙古族小伙呼德日正在弹奏知名指弹

音乐人的吉他曲，慕“声”而来的顾客也

似乎忽略了精致的工艺品，沉醉在恬淡

的曲调中。呼德日的岳父在这条街上

经营工艺品店已经20多年，几个月前，

呼德日接手店铺并进行重新装修，门外

还能看到古朴的风格，店内却满眼是新

颖时尚的装饰。

外“古”内“潮”是这条老街最大的

特点。一家茶馆的老式窗棂，斑驳得已

经分辨不清当年的颜色，窗框上贴着不

可移动文物的标牌，店里琳琅满目的却

是充满创意的“新中式”茶品。流行的

旅拍已然成为这条古朴老街上最火的

业态，336家商户里就有103家从事民族

服饰旅拍摄影。身着传统民族服饰的

游客在古街小巷穿行，令人恍惚间置身

于悠远的历史氛围中。

徐荣的皮雕画店铺经营了近20年，

他说相比以前最大的变化就是更忙碌

了。“以前图案简单，游客也少，现在旺

季每天要开到深夜才关门。”徐荣的店

铺里，象征草原文化的牛、马、鹿仍是主

要图案，还有各种卡通图案。徐荣说，

有不少游客现场学习皮雕手艺，自己创

作图案。

蒙古包造型的马卡龙、马鞍形状的

奶皮子慕斯、瓶装的创意马奶酒……

“老街”不老，新颖的创意食品让百年老

街焕发生机。学习油画专业的“90 后”

青年阿拉腾，经营的传统手工奶食品的

店铺充满现代民族艺术气质。她和母

亲乌仁从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

的草原牧区搬来塞上老街，将牧区手工

制作奶食品的传统手艺和城市文化结

合，推出了“奶皮蛋糕”“冷萃酸奶”等新

式奶制品，深受年轻人喜爱。“为了适应

年轻人的饮食理念，我们的奶制品都进

行了低糖改良。”阿拉腾说。

华灯初上，与塞上老街连通的通顺

大巷里传出小吃的叫卖声、牛羊肉油脂

滴入碳火的声音，美食“交响乐”与周末

上映的音乐剧《千秋昭君塞上情》优美

的乐曲声此起彼伏，音乐剧分别在文化

街区各个地点上映。此外，灯光秀、专

题文艺汇演、交响乐演出、公益晚会等

系列专题夜间演出活动，以及大观园剧

场、大盛魁相声茶楼定期的精品演艺，

还有时尚达人自发的轮滑、行为艺术表

演，汇聚成塞上老街别具特色的人文新

景观。

夜晚的流光溢彩，让文博场馆也十

分火爆。归化城老街区展示馆、大盛魁

博物馆、马头琴博物馆、惠丰轩饮食文

化博物馆轮流开设夜间游览，使得塞上

老街的夜色更加璀璨。

（新华社呼和浩特7月7日电）

新华社记者 贺书琛

呼和浩特：塞上老街的城市烟火

新华社耶路撒冷7月6日电（记者

王卓伦 吕迎旭）以色列汽车进口商协

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 年上半

年，中国汽车品牌领衔以色列汽车销售

市场，中国成为以色列第一大汽车供

应国。

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6月，中国汽

车企业在以色列共售出34601辆燃油和

电动汽车，韩国品牌和日本品牌紧跟其

后，销量分别为27187辆和23185辆。

同期，中国电动汽车占以色列电动

汽车市场份额达 68.31%，销量为 26803

辆。中国车企比亚迪成为销售冠军品

牌，在以色列市场的 6 款车型共售出

10178辆，其中ATTO 3以7265辆的销

量成为上半年以色列最畅销车型。

2023年，中国电动汽车在以色列的

总销量为 29402 辆，是 2022 年的两倍

多，占以色列电动汽车市场约 61%的

份额。

中国成为以色列上半年
第 一 大 汽 车 供 应 国

7月6日，宁夏贺兰县

洪广镇农户在田间收获小

麦（无人机照片）。

近日，宁夏引黄灌区

迎来麦收季，当地农民利

用有利天气，抢抓农时，开

展夏收工作，田间地头呈

现一派繁忙景象。

新华社记者 王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