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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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应具备的其他条件：

1.竞买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
2.缴纳竞买保证金账户名称需与竞买人名称一致；
3.竞买保证金不属于银行贷款、股东借款、转贷和募

集资金的承诺书。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采取网上挂牌

的方式进行，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

让文件。申请人应于2020年11月25日至2020年12月23日
通过中国土地市场网 （https://www.landchina.com/） 或南
宫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查阅或下载 2020-57 号地块出让文
件。

于2020年11月27日至2020年12月28日通过中国土地
市场网 （https://www.landchina.com/） 或南宫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查阅或下载2020-58号地块、2020-59号地块出让
文件。

五、申请人应于2020年11月25日至2020年12月23日
16时30分前到南宫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提交2020-57号地
块申请，于 2020 年 11 月 27 日至 2020 年 12 月 28 日 16 时 30
分前到南宫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提交 2020-58 号地块、
2020-59 号地块申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邮件及口
头等其他形式竞买申请；

缴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2020-57 号地块为 2020
年12月23日16时30分，2020-58号地块、2020-59号地块
为2020年12月28日16时30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缴
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将在 2020 年 12 月 23 日
17时0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在南宫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第三开标室 （210 室） 举行；挂牌时间
为：

南自然[2020]57 号地块：2020 年 12 月 15 日 8 时至 2020
年12月25日11时；

南自然[2020]58 号地块：2020 年 12 月 18 日 8 时至 2020
年12月30日10时；

南自然[2020]59 号地块：2020 年 12 月 18 日 8 时至 2020
年12月30日12时。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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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出让地块内如有空中电力线、通讯线、地下

隐藏物、埋藏物、地下管网及线路、人防设施、电力设
施、热力燃气设施、铁路线、建筑垃圾等均由竞得人自行
负责向有关部门申请迁移或清理，所需费用由竞得人自行
支付。

（三） 如有欠本市土地出让金的单位，其开办、出资、
控股的企业或其他组织均不得参加竞买，欠本市土地出让
金的单位的开办人、出资人、入股人以及因企业原因造成
土地闲置一年以上的企业也不得参加竞买。

（四） 公告内容如有变化，在土地市场网和相关媒体发
布变更公告，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八、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南宫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电话：0319-5196002
联系人：吴女士

南宫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2月7日

南宫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南自然[2020]57、58、59号

经南宫市人民政府批准，南宫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3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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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南自然

[2020]57号

南自然

[2020]58号

南自然

[2020]59号

备注

土地位置

光明路以东、普

彤街以北

复兴路以东、普

彤街以南、规划

北纬街以北

复兴路以东、规

划北纬街以南、

信和商厦以北

[2020]57号地块总面积67294.32平方米（100.94亩），按照《南宫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光明路以东、普彤街

以北2010年第三批次3号部分地块、2020年度第二批次增减挂钩地块规划条件》[南自然资规字（2020）40号]
文件要求：该宗地用地使用性质为住宅用地，居住用地内可兼容建设不超过项目地上总建筑面积20%的商业

建筑，容积率不大于2.2，建筑密度不大于25%，绿地率不小于35%，建筑限高54米。

[2020]58号地块总面积50604.23平方米（75.91亩），按照《南宫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复兴路以东、普彤街以

南、规划北纬街以北2020年度第一批次增减挂钩1号地块规划条件》[南自然资规字（2020）38号]文件要求：该

宗地用地使用性质为住宅用地，居住用地内可兼容建设不超过项目地上总建筑面积20%的商业建筑，容积率

不大于2.2，建筑密度不大于25%，绿地率不小于35%，建筑限高54米。

[2020]59号地块总面积41990.44平方米（62.99亩），按照《南宫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复兴路以东、规划北纬

街以南、信和商厦以北2020年度第一批次增减挂钩2号地块规划条件》[南自然资规字（2020）39号]文件要求：

该宗地用地使用性质为住宅用地，居住用地内可兼容建设不超过项目地上总建筑面积20%的商业建筑，容积

率不大于2.2，建筑密度不大于25%，绿地率不小于35%，建筑限高54米。

土地面积

67294.32平

方米（100.94

亩）

50604.23平

方米（75.91

亩）

41990.44平

方米（62.99

亩）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1.0-2.2

1.0-2.2

1.0-2.2

建筑密度

≤25%

≤25%

≤25%

绿地率

≥35%

≥35%

≥35%

土地用途

商、住

商、住

商、住

出让年限

(年)

40、70

40、70

40、70

挂牌起价

15141万元

12146万元

10709万元

竞买保证

金

15141万元

12146万元

10709万元

以上规划摘要不能详尽之处，以该地块的规划条件或意见为准。

□河北日报记者 高 珊

一股强力挂到自行车左侧车把，随
即，她连人带车栽倒在地上。

突如其来的这一下子，让她缓不过
神，膝盖和手臂的疼痛中，她看见肇事
电动自行车擦身而过，骑行者头也不回
扬长而去。

“别说扶我起来了，连一句道歉都
没有！”想起不久前的这段经历，省会市
民刘思淼气愤不已。那天早上，她像往
常一样骑自行车上班，却被快速行驶的
电动自行车碰倒。

近年来，电动自行车因其易于操
控、价格便宜等优点，成为市民常用的
代步工具之一。然而随着电动自行车
数量的持续增长，其超速行驶、逆行、闯
红灯等行为引发的交通事故频现，已成
为城市交通管理不容忽视的难题。

任性骑行，危险随行

电动自行车违法现象频现

12月2日11时许，省会槐安路与青
园街交口处，车流密集，交通繁忙。信
号灯已经由绿变红，一位骑着电动自行
车的年轻小伙儿却“嗖”得一下闯灯而
过，右转小汽车赶紧刹车，险险避过；信
号灯还未变绿，一位外卖小哥按捺不住
提前“抢跑”，其他骑行人紧随其后；绿
灯通行的机动车道上，几辆电动自行车
忽然从侧边“杀出”，在机动车的缝隙中
左右穿行……

短短 15 分钟内，记者粗略估算，有
20 余位骑行人“抢红灯”过路口，3 位外
卖小哥逆向骑行，十几辆电动自行车在
机动车道穿行，还有一些电动自行车趁
信号灯指示左转通行时斜穿路口。

“紧着躲，惹不起！”说起电动自行
车，石家庄的哥张亮一肚子火。每天上
下班的高峰期，拥挤的车流中，总有电
动自行车时不时“窜”到他的车前。“这
哪里还是电动车，根本就是没上牌的摩
托车！遇上只能尽量躲开，真要撞上

了，麻烦的还是自己。”
张亮的这番话，道出了许多机动车

驾驶人的心声。记者在采访中了解
到，面对日益增多的电动自行车交通
违法行为，许多机动车驾驶人表示深
受其扰。

来自省交管局的数据显示，近年
来，非机动车尤其是电动自行车的交通
违法问题比较突出，严重影响道路交通
安全和畅通。据统计，我省道路交通事
故中，由电动自行车引发的交通事故一
直处于高发态势，占非机动车交通事故
60%以上。

“此外，在电动自行车出现交通违
法行为时，最容易受到伤害和损失的并
不是机动车，而是电动车驾驶员自己。”
省交管局有关负责人说。

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道路交通事
故伤亡人员中，驾驶电动自行车导致死
亡人数达8639人，受伤人数达44677人，
伤亡人数接近非机动车伤亡总人数的
70%。形象地说，平均每小时就有 1 名
电动自行车骑行者死于道路交通事故，
有5名电动自行车骑行者因道路交通事
故受伤。

超标上路，侥幸心理

电动自行车违法存盲区

电动自行车为何总出现在交通违
法的队伍里？

“摩托车的速度，自行车的车闸。”
自行车骑行爱好者袁野，认为电动自行
车普遍超速是其事故多发的主要原因。

有 10 多年交通协管经验的李师傅
也告诉记者，他执勤的路口发生事故的
电动自行车，肇事时速基本都在30公里
以上，“不仅车速快，很多电动自行车不
走非机动车道直接在马路中间乱窜。”

我国行业标准规定，电动自行车最
高速度不得超过每小时25公里，整车重
量不超过 55 公斤；交通法规要求，电动
自行车应在非机动车道行驶，行驶速度
不超过每小时15公里。然而，记者调查

了解到，市场上销售的电动自行车很多
属于超标车，不仅重量远超 55 公斤，而
且速度能达到每小时30公里—40公里，
经过私自改装的电动自行车还能跑得
更快，限重限速形同虚设。

在石家庄市和平西路的一家电动
自行车销售店，一位正在选购电动自行
车的顾客表示，“时速不超过 25 公里？
这么慢的话，还不如骑自行车好了。”

和机动车相比，电动自行车制动性
能差，一旦发生碰撞，冲击力较强，容易
造成人员伤亡。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
武汉分院的一项研究表明，电动自行车
时速每提高 1 公里，发生交通事故的概
率将增加10%。

车速过快的同时，一些电动自行车
骑行人守法意识、安全意识淡薄，也为
路上行驶埋下安全隐患。

外卖送餐员小汪曾因逆行、闯红灯
被多次查处，但他觉得这些行为在实际
工作中很难避免。在他看来，等红灯耽
误时间，不逆行就要绕路，“虽然知道应
该注意安全，但每次碰到时间紧的情况
也就不考虑这些了。”

采访中记者还发现，似乎每个电动
自行车驾驶人都能给自己的交通违法
行为找到“合理”的借口——“路上没什
么车，偶尔闯一次红灯没什么”“时间
紧，逆行也就一小段路”“大家都这么
走，我也跟着走呗”……

“这些借口，说明多数交通违法者
还是存在侥幸心理，对自己的交通违法
行为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认识不足。”
省交管局有关负责人说，这既是对交通
法规的漠视，也是对自己和他人安全的
不负责。

长效管控，多方共治

让电动自行车驶上安全路

为了治理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这
一交通管理的痼疾，省交管局多次在全
省范围内开展集中整治行动，有针对性
地加大对非机动车，尤其是电动自行车

的管控。
然而，业内人士指出，要彻底解决

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问题，关键是提高
广大非机动车驾驶人的交通守法意识、
安全意识，而这绝非一日之功，也不是
交管部门一家可以单独完成。

“要想让电动自行车骑行人守法，
首先要解决立法方面的问题。在电动
自行车安全管理法律方面，包括我省在
内的国内大部分省份没有独立、具体、
系统的规定；仅有部分有地方立法权的
城市出台了专门的电动自行车管理条
例。”省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
樊雅丽表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电
动自行车属于非机动车，不需办理驾驶
执照，这也导致依法监管出现难题。因
此，要不断完善电动自行车安全行驶立
法。“具体来说，应该出台具体规定，规
范电动自行车的市场准入、登记管理、
路面管理等。”樊雅丽建议。

除了推进立法，樊雅丽还建议，可
以将电动自行车违法行为纳入信用体
系予以监管。“以信用体系倒逼驾驶人
遵守道路行驶规范，可探索建立电动
自行车驾驶人员文明交通信用管理制
度，对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员的违法违
规行为进行处罚。对拒不缴纳罚款的
人员，公安机关可通过非机动车管控
平台采集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员交通违
法失信信息，推送到省级公共信用信
息平台，将违规失信行为与个人征信
挂钩。”

“此外，还应加大源头管控，确保相
关企业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生产、销售
电动自行车。”樊雅丽表示，要充分利用
现代科技设施，全面提高路面监控水
平，进一步严格电动自行车通行秩序，
有效净化道路交通环境。

“让电动自行车真正‘慢’下来，是
一个系统性社会工程，需要全社会齐抓
共管、广大群众共同参与。只有治标与
治本齐头并进，切实提高广大交通参与
者的守法意识，才能真正实现电动自行
车上路的安全、规范、有序。”樊雅丽说。

给电动自行车套上安全的“缰绳”
——关注非机动车行车安全（下）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于世
强 记者崔丛丛）近日，省公安
厅交通管理局公布了近期抽查
重点外卖配送企业员工头盔佩
戴率和交通违法率。根据抽查
显示，外卖配送企业员工头盔
佩戴率不足八成。

当前，全省交警开展“一盔
一带”安全守护行动重点行业
示范月活动，推动外卖配送人
员模范佩戴安全头盔、模范遵
守道路交通法规，带动其他社
会车辆规范使用“一盔一带”。
11月 26日是全省外卖配送、快
递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行为集

中整治统一行动日，据统计，这
一天抽查重点企业头盔佩戴
率：美团外卖配送人员头盔佩
戴率为 76%、饿了么外卖配送
人员为 65%。同时，该日各地
交警查处外卖配送人员交通违
法行为273起。

省交管局提醒全省各外
卖、即时配送企业，切实加强企
业内部管理，强化员工交通安
全教育培训，投入使用安全可
靠的车辆，提醒外卖配送“小
哥”遵守交通法律法规，骑电动
车佩戴好安全头盔，一路平安
才是最快的送达。

外卖小哥头盔佩戴率不足八成

河北日报讯（记者张淑会）
12 月 4 日，一场简单而肃穆的
遗体告别仪式在河北医科大学
遗体捐献中心告别厅举行。石
家庄退休教师陶雅会用大爱给
大家上了“最后一课”，完成了
眼角膜和遗体捐献，实现了自
己生前最后的愿望。据悉，她的
眼角膜和遗体都将用于医学教
学研究工作。

12月2日凌晨1时许，陶雅
会因肺癌晚期救治无效在石家
庄去世。她的家人遵照她的遗
愿，第一时间联系了河北省红
十字眼库和河北医科大学红十
字遗体捐献中心，办理了角膜
和遗体捐献手续。

陶雅会 1962 年出生，1980
年成为一名人民教师，先后从
教于石家庄维尼纶厂子弟学
校、化肥厂子弟学校、石家庄市
第 22 中学，2016 年 12 月退休。
从教 36 年来，陶雅会为社会培
养了大批栋梁。

刚刚办完退休手续的陶雅
会就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在与
病魔顽强抗争的过程中，她考

虑最多的是如何继续为社会做
点奉献。一次偶然的机会，她从
新闻报道中看到了自己学生时
代的恩师去世后将遗体捐献给
医学院校，用于医学科学研究。
陶雅会被此事深深打动。

“2018年，母亲向我们提出
了去世后捐献遗体的想法。”陶
雅会的儿子李丁告诉记者，刚开
始时家人并不同意，母亲就耐心
地做思想工作，“母亲教书育人
一辈子，都是在燃烧自己，照亮
别人，她的做法在意料之中。”

2019 年，在家人的陪伴和
支持下，陶雅会来到河北医科
大学遗体捐献中心填写了《遗
体捐献志愿书》，郑重地按下鲜
红的手印。

随着病情不断恶化，陶雅
会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但遗
体捐献的事，她始终惦记着，还
叮嘱家人一定要帮她完成最后
的愿望。前不久，在陶雅会的鼓
励和感染下，她的丈夫也完成
了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以
后我去世后，我会和妻子一样，
奉献爱心，造福他人。”

“最后一课”传递人间大爱

石家庄一退休教师
捐献眼角膜和遗体

（上接第一版）贫困发生率达 28.2%。面对严
峻的脱贫任务，冯强没有退缩，而是坚信：“只
要认真干，苦干、实干，就不信干不成，就不怕
干不好！”

干事，就要担其职责

干好扶贫工作最重要的是什么？“以百姓
心为心，以群众事为事，‘为民’就是我的价值
追求。”冯强说。

为了全面掌握扶贫情况，了解贫困群众
所思所想所需，上任10个月，他平均每天接打
电话 200 多个，行程 8.6 万公里，平均每天 260
多公里，走遍了全县 440 个行政村，特别是重
点贫困村，他不知去了多少次。每进一村、每
入一户，他都像走亲戚一样，家长里短、嘘寒
问暖，自然随和。谁家有小孩上学，谁家有慢
性病患者，谁家有什么困难，他都了如指掌。

有一次，冯强去镇宁堡乡胡家窑村调研，
了解到贫困户张桃的妻子小脑功能退化行动
不便，儿子又患有先天性小儿麻痹症，孙女在
县职教中心读书，全家的担子都压在张桃一

个人身上。通过对照扶贫政策，冯强为张桃
家逐一落实待遇，使他家的生活状况得到很
大改善。

白天下乡了解情况，晚上研究工作到深
夜。冯强的微信上记录着他最早回家的一天
是21时48分，半年没有见到在张家口市区上
学的女儿……他的这股子拼命精神感动着身
边人，也影响着身边人。

在扶贫工作中，冯强知道，要想鼓起贫困
群众“钱袋子”，必须把发展产业作为群众脱
贫的主要途径，把贫困户嵌入产业链上。同时
开发公益岗位，让留守弱劳动力就近就业，对
特别困难户采取各种保障措施进行兜底。

如何让“两不愁”真不愁，让“三保障”真
保障？冯强在工作中不断思考、探索，创造性
地推出了全面排查、集中筛查、专班核查、复
核抽查、纪律监察以及县乡村三级会诊的“五
查三会诊”工作机制。通过各方面、各部门的
共同努力，全县234户留守老人实现了吃水不
愁，1665户C、D级危房全部得到改造，义务教
育阶段学生零辍学，并办理慢性病卡 14413

张，住院报销比例达 92%，群众幸福感和满意
度大幅度提升……

“多下基层、多了解群众疾苦。用脚步丈
量土地，用脚步丈量民心，脚上沾有多少泥
土，心里就有多少情怀，肩头就有多大担当。”
冯强说，“干事，就要担其职责！”

精准扶贫大数据平台，为扶贫工作
装上了“导航仪”

2018年初，针对全县脱贫攻坚数据不通不
精不准、档案资料不统一等问题，冯强开始着
手在全县开展扶贫脱贫提质提速专项行动。

为了趟出一条路，他先拿扶贫办“开刀”：
成立档案科，专人专职负责档案规范化整理工
作，建立了“备、训、访、帮、示、录、档、验”八步
工作法，实现了对所有贫困户档案的常态化监
管。县级归档1.5万余册，村级归档3万余册。

解决了数据问题，如何实现数据互联共
享、准确真实地记录扶贫脱贫全过程，又成为
他继续攻坚的堡垒。

为了实现数据化管理，冯强多方咨询，最

终通过与一家数据公司合作，建立了“精准扶
贫大数据平台”。“大数据应用，就像为全县扶
贫工作装上了‘导航仪’。”冯强说，有了档案
的精准归档和大数据平台的应用，有助于分
析全县在防返贫工作、产业就业、教育、社会
兜底保障等方面的情况，为全县谋划经济社
会发展促进脱贫攻坚给予了有力支撑。

创新之路是艰辛的。平台建设之初，有
的部门不知道如何提供数据，有的部门有抵
触情绪，还有的部门担心数据泄密，以各种理
由搪塞……

冯强一个部门一个部门耐心做工作，电
话沟通不畅就亲自登门拜访。在他的努力下，
全县涉及扶贫数据的部门逐渐转变了认识，
从一开始不提供、拖延提供到每月主动提供，
17个部门、300多万条数据被成功汇总。同时，
健全平台功能，实现了“融、准、全、警、晒”五
大特点，使预警防贫机制更加健全，平台也成
为全县脱贫攻坚的工作平台、指挥平台、决策
平台和监督平台。赤城县大数据平台也因此
受到国务院扶贫办的高度称赞。

对冯强而言，扶贫就是他的世界。进了扶
贫门，就是扶贫人。3 年来，他没有节假日，加
班加点是常态，一个满头黑发的“80 后”小伙
子熬成了鬓角斑白。“我不后悔，唯有在家人
面前，我是有愧疚的。”冯强有两个孩子，女儿
9岁，儿子 1岁，爱人身体不好，可他陪伴他们
的时间少之又少。对老人，他也没有时间照
顾。2019年1月，母亲做手术时，他仅仅在医院
陪了半个小时，便又返回到工作岗位上。

3 年多来，冯强和他的同事们共整合了
5.7亿元产业项目资金，通过发展产业、扶贫资
金入股等，带动 28801 户贫困群众增收；开发
公益岗位 16015 个，把 20611 名困难人员纳入
兜底保障。在全县上下共同努力下，2020 年 2
月底，赤城县实现脱贫摘帽；6 月底，全县
61026名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出列。

回想扶贫的这几年，冯强说：“我能成为
脱贫攻坚这项伟大事业的参与者、实践者和
推动者，是我最大的荣幸！我将继续脚踏实地
前行，在这个最好的时代镌刻出属于我们这
一代人的烙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