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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市福山区自然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
（烟福自然资告字〔2024〕第3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烟台市福山
区人民政府批准，烟台市福山区自然资源局决定在烟台市土地市场网（网址:https://www.ytlands.cn）公开挂牌出让3宗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 单位：平方米、万元（人民币）

二、竞买人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

自然人及其他组织（法律、法规及国家
相关规定限制的除外），均可按《烟台
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
规则》的要求,办理CA数字证书，申
请参加竞买。本批次出让宗地不接受
联合竞买。

三、公告期、竞买保证金截止期
限、挂牌出让期

（一）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
牌出让公告期为：2024年8月13日至
2024年9月1日；

（二）网上报名期为：2024年9月
2日09时至2024年9月10日10时；
保证金缴纳截止时间至2024年 9月
10日16时。

申请人可于2024年 9月 2日 09
时至2024年9月10日10时,登录烟
台市土地市场网，提交竞买申请并通

过系统获取保证金缴纳账号，通过网
银或电汇缴纳保证金。竞买保证金到
账截止时间为2024年9月10日16时
（以烟台市土地市场网服务器时间为
准）。申请人须以办理CA数字证书
的名称一次性足额缴纳竞买保证金
（竞买保证金账号由系统自动生成）。
逾期，烟台市土地市场网将自动停止
受理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
牌出让期为：2024年9月2日09时至
2024年9月12日10时。

四、资格审查
依据《烟台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网上挂牌出让规则》，网上挂牌交易
期结束后，进入网上挂牌出让审查期，
审查期不超过3个工作日（详见竞买
须知）。

五、竞买资料的取得
申请人可于2024年8月13日至

2024年9月10日期间，登录烟台市土
地市场网，在首页的“‘土地市场’→

‘土地出让’”栏中点击意向地块，对
意向地块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进
行查询或下载（包括出让公告、竞买
须知、出让合同(模板)、相关图件、相
关附件等）。

六、本次出让公告若内容发生变
更的，烟台市福山区自然资源局将按
原公告渠道发布补充公告，网上挂牌
出让活动自变更公告之日起，相应顺
延。

七、出让人及联系方式
出让人：烟台市福山区自然资源局
地 址：烟台市福山区永安街31号
电 话：0535-6322706、6988360

https://www.ytlands.cn
烟台市福山区自然资源局

2024年8月13日

网 址：https://www.land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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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厅工业园桃
园路以东、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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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

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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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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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上述宗地按“标准地”方式出让，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出让文件。

烟台市牟平区自然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
（烟资规牟告字[2024]第3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烟台市牟平
区人民政府批准，烟台市牟平区自然资源局决定在烟台市土地市场网（网址：https://www.ytlands.cn）公开挂牌出让1宗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 单位：平方米、万元（人民币）

二、竞买人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及其他组织（法律、法规及国家相关规定限制的除外），均可按《烟台市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规则》的要求,办理CA数字证书，申请参加竞买。
本批次出让宗地不接受联合竞买。
三、公告期、竞买保证金截止期限、挂牌出让期
㈠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期为: 2024年8月13日09时至2024年9月2日09时。

㈡申请人可于2024年8月13日
09时至2024年9月11日10时，登录
烟台市土地市场网，提交竞买申请并
通过系统获取保证金缴纳账号，通过
网银或电汇缴纳保证金。竞买保证金
到账截止时间为2024年9月11日10
时（以烟台市土地市场网服务器时间
为准）。申请人须以办理CA数字证
书的名称一次性足额缴纳竞买保证金
（竞买保证金账号由系统自动生成）。
逾期，烟台市土地市场网将自动停止
受理申请(因银行保证金系统到账存在
时间差，建议竞买申请人保证金缴纳
时间适当提前)。

㈢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期为：2024 年 9月 2日 09时至
2024年9月13日10时。

四、资格审查
依据《烟台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网上挂牌出让规则》，网上挂牌交易
期结束后，进入网上挂牌出让审查期，
审查期不超过3个工作日（详见竞买
须知）。

五、竞买资料的取得
申请人可于2024年8月13日至

2024年 9月 11日期间，登录烟台市
土地市场网，在首页的“‘土地市
场’→‘土地出让’”栏中点击意向地
块，对意向地块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
求进行查询或下载（包括出让公告、

竞买须知、出让合同(模板)、相关图件、
相关附件等）。

六、其他事项
本次出让公告若内容发生变更

的，烟台市牟平区自然资源局将按原
公告渠道发布补充公告，网上挂牌出
让活动自变更公告之日起，相应顺延。

七、出让人及联系方式
出让人：烟台市牟平区自然资源局
地址：烟台市牟平区新城大街667号
电话：0535-4285056
网址：https://www.landchina.com/

https://www.ytlands.cn
烟台市牟平区自然资源局

2024年8月13日

宗地编号

烟G[2024]
3001

上邦路东、金政街
南二号地块

坐落位置 出让面积约 用地性质 容积率 规划建筑面积 出让年限 出让起始价 竞买保证金

8618.81 工业 ≥0.8 ≥6896 50 320 320

《经济参考报》8月12日刊发记者向家
莹采写的文章《多领域目标划定 全面绿色
转型顶层设计文件出炉》。文章称，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顶层设计文件
出炉。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
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8月11日发布，这是国家层面
首次对全面绿色转型进行系统部署，涵盖了
区域发展、产业结构、能源、交通运输、城乡
建设等不同领域。

《意见》提出两个阶段目标，即到2030
年，重点领域绿色转型取得积极进展，绿色
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基本形成，减污降碳协
同能力显著增强，主要资源利用效率进一步
提升，支持绿色发展的政策和标准体系更加
完善，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取得显著
成效。

到2035年，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
系基本建立，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广泛
形成，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取得显著进展，主
要资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经济社
会发展全面进入绿色低碳轨道，碳排放达峰
后稳中有降，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节能中心主任刘
琼指出，这次文件突出的特点就是“全面”两
个字。全面绿色转型，就是要把绿色转型的
要求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全方位、全领

域、全地域推进绿色转型，这有利于进一步
塑造我国的发展新优势，打造更有全球竞争
力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绿色低碳发展取
得历史性成就。能源绿色转型步伐加快，截
至2024年6月底，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达
到16.53亿千瓦，占总装机的53.8%；产业结
构持续优化升级，建成全球最大、最完整的
新能源产业链；资源利用效率持续提高，
2023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碳排
放强度较2012年分别下降超过26%、35%，
主要资源产出率提高了60%以上；环境质量
持续改善，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

但与此同时，我国绿色转型仍然面临着
不少困难挑战。如，能源结构偏煤、产业结
构偏重、环境约束偏紧的国情没有改变，化
石能源和传统产业占比仍然较高，生态环境
质量稳中向好的基础还不牢固。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党中
央、国务院印发《意见》，对加快经济社会发
展全面绿色转型作出系统谋划和总体部署，
明确了总体要求、主要目标、实施路径，对于
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全面推进美丽中国
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从主要任务和实现途径来看，《意见》围
绕五大领域、三大环节，部署加快形成节约
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

产方式、生活方式。
五大领域分别是：构建绿色低碳高质量

发展空间格局，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
局，打造绿色发展高地；加快产业结构绿色
低碳转型，推动传统产业绿色低碳改造升
级，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加快数字化绿
色化协同转型发展；稳妥推进能源绿色低碳
转型，加强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大力发
展非化石能源，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
进交通运输绿色转型，优化交通运输结构，
建设绿色交通基础设施，推广低碳交通运输
工具；推进城乡建设发展绿色转型，推行绿
色规划建设方式，大力发展绿色低碳建筑，
推动农业农村绿色发展。

三大环节包括，实施全面节约战略，大
力推进节能降碳增效，加强资源节约集约高
效利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动消费模式
绿色转型，推广绿色生活方式，加大绿色产
品供给，积极扩大绿色消费；发挥科技创新
支撑作用，强化应用基础研究，加快关键技
术研发，开展创新示范推广。

值得注意的是，《意见》首次对“绿色消
费”进行了系统部署。《意见》中明确，优化政
府采购政策，拓展绿色产品采购范围和规
模；支持有条件的地区通过发放消费券、绿
色积分等途径，鼓励企业采取“以旧换新”等
方式，引导消费者购买绿色产品；鼓励用户

扩大绿色能源消费等。
针对不同领域，《意见》还提出了量化工

作目标：到2030年，节能环保产业规模达到
15万亿元左右；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提高
到25%左右，抽水蓄能装机容量超过1.2亿
千瓦；营运交通工具单位换算周转量碳排放
强度比2020年下降9.5%左右；大宗固体废
弃物年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资源
产出率比2020年提高45%左右等。

“《意见》将绿色转型的要求融入经济社
会发展全局，全方位、全领域、全地域推进绿
色转型；充分考虑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发
展实际，科学设定绿色转型的时间表、路线
图、施工图。”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生态环
境管理与政策研究所所长董战峰认为，只有
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才能保证持续推进生产
方式和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

根据《意见》部署，下一步，绿色转型政
策体系仍将进一步完善。例如，在财税政策
方面，积极构建有利于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和
资源高效利用的财税政策体系，落实相关税
收优惠，完善绿色税制。金融工具方面，延
长碳减排支持工具实施年限至2027年年
末，研究制定转型金融标准，积极发展绿色
股权融资、绿色融资租赁、绿色信托等金融
工具。

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

全面绿色转型顶层设计文件出炉

首次对“绿色消费”进行系统部署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向社会发布一
批新职业、新工种，其中，在养老护理员职业
下增设了社区助老员、老年助浴员2个工种。

截至2023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
人口达到2.97亿、占比21.1%；65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2.17亿、占比15.4%，我国已进入
中度老龄化社会。

从老有所依到老有所享、老有所乐，近
年来，养老行业呈现新需求、新变化。记者
走访上海、湖南、四川等地了解到，随着养老
服务的细分和专业化，养老领域出现更多就
业增长点。业内专家建议，应加大人才培养
力度、规范职业技能标准，多举措提高从业
者综合素质。

破解养老难题 新职业不断涌现

四川省眉山市洪雅县九如城养老服务
有限公司的护理员张波近日来到家住洪雅
县洪川镇的刘爷爷家，为其提供助浴服务。

76岁的刘爷爷脑溢血后部分肢体偏
瘫，同时患有一些基础性老年病。“要先测量
老人生命体征是否平稳，再进行助浴，其间
也要随时关注老人的状态。”他说。

洪雅县九如城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护理
主任王东梅介绍，上门服务的护理员至少要

经过3至6个月的培训并取得专业护理员证
书，助浴过程中给老人翻身也有规范的手
法，避免二次伤害。去年6月公司成立居家
服务部，目前每天有六七十单，包括营养餐
配送、功能维护训练、助浴等业务。

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需求，对从业者专
业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包括老年人能力评
估师、养老顾问等在内的一系列领域更细
分、专业性更强的新职业应运而生。

上海是全国最早推行养老顾问制度的
城市之一。截至2023年底共有养老顾问点
6988个，养老顾问人数达1.03万人。

“很多有养老需求的老人，对政策等常
有困惑。我们通过提供专业化、个性化的咨
询，为他们解读推荐合适的养老资源，帮助
老人更精准、更便捷地对接所需的服务。”上
海市长宁区仙霞新村街道养老顾问黄丽说。

专业化、精细化人才缺口较大

记者在多地采访了解到，随着养老需求
不断变化，专业化、精细化人才缺口仍然较
大。

上海是全国老龄化程度最深的城市之
一。据上海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等部
门联合发布的数据，截至2023年末，上海户
籍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568.05万人，占户
籍总人口37.4%。与之对应，上海市养老护
理员总数约为6万人，存在较大缺口。

今年1月，上海发布急需紧缺高技能人
才职业（工种）目录，养老护理员位列其中，
可享受上海市人才引进等政策支持。

“当前以护理员为主的养老服务技能人
才多为中老年人，青年人较少；养老社工、健
康管理师等专业技术人才总量存在不足；由
于培养时间长，养老服务经营管理人才也较
缺乏。”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吴玉韶
说。

同时，记者走访一些职业院校、培训机
构发现，市场上养老专业人才供给存在“供
不应求”现象。“行业人才很吃紧，养老专业
的毕业生在择业时，有时会有多家企业来抢
1个学生。”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医学院
教师潘国庆说。

上海市北职业技术培训中心负责人表
示，近年来一线养老护理员紧缺，培训中心
每月会开展2至3个养老护理员初级班培
训，学员基本上结业证书还没拿到，已经被
各类机构预订。

提升从业者素质 推动行业规范发展

随着养老从业者成为就业市场上的“新
星”，规范服务标准、提升服务质量成为必
须。多名采访对象指出，应通过提高专业技
能、规范培训、建立标准等方式提升养老行
业从业者的综合素质。

——出台与新职业、新工种匹配的职业

技能标准。长沙市民政局三级调研员李红
辉说，社区助老员、老年助浴员等新工种的
出现，表明养老行业走向精细化是趋势，应
尽快出台完善新的职业标准，这对专业人才
培养、从业者未来职业规划与成长等非常重
要。

记者了解到，部分地区已先行出台了地
方性标准与规范。今年7月，由上海开放大
学联合上海市养老服务行业协会等单位共
同制定的《陪诊师从业技能要求》《老年安宁
疗护护理员培训规范》《居家养老照护师培
训规范》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些标准由各
养老机构和中介自愿采用。

——通过加强学科融合等方式，提高专
业技能和实际需求的匹配度。湖南阿默健
康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王三香建议，高
校养老专业应将医学课程更多地纳入课程
体系。“拥有更多的临床护理经验，有助于养
老护理员未来的职业发展。”

——多举措提升从业者社会认可度，提
升行业吸引力。吴玉韶等建议，可从提升人
才素质能力、健全人才评价机制、完善保障
激励措施等方面入手，吸引广大青年投身养
老服务业。应引导养老服务机构建立基于
岗位价值、能力素质、业绩贡献的健康薪酬
制度。通过优化岗位配置、健全人才使用机
制等方式，强化养老服务人才的使用管理，
持续为养老服务业注入新力量。

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

养老照护新职业涌现，专业人才缺口大

养老领域出现更多就业增长点

8月12日，各方代表在海洋石油工程（青岛）有限公司生产
基地参加平台交付仪式。

当日，由海洋石油工程（青岛）有限公司承建的沙特阿美马
赞油气集输平台在山东青岛完工交付。该平台主要负责将开采
出的海洋油气汇集并输送到陆地进行处理，每年可以汇集输送
原油2400万吨、伴生气74亿立方米；平台重量超过17200吨，高
度超过24层楼，甲板面积相当于约15个篮球场。 新华社

新华社哈尔滨8月12日
电 12日晚，侵华日军第七三
一部队（简称“731部队”）“少
年队”原队员清水英男，乘机
抵达哈尔滨。13日，他将赴
731部队罪证陈列馆、731部
队旧址，指认731部队罪行。

清水英男今年 94 岁。
1945年3月，他作为日本派往
中国哈尔滨的最后一批“少年
队”队员，到731部队度过4个
多月时间。这里曾是二战期
间日本策划、组织和实施细菌
战的大本营。1945年8月14
日，他随日本部队逃离回国。

在哈尔滨期间，清水英男
曾目睹731部队的野蛮行径，

包括培养病原菌、进行活体解
剖、实施人体实验等。这些场
景给他留下巨大心理阴影，他
也一直感到自己罪恶深重。
2016年，他公布自己的身份，
开始通过公开演讲、接受采访
等方式，揭露侵华日军罪证，
还原历史真相。

“侵华战争已经结束 79
年，绝大部分老兵已经过世，
清水英男是目前唯一在世、愿
意公开揭露日本细菌部队罪
恶的731部队成员，也很有可
能是最后一个回到哈尔滨的
原队员。”侵华日军第七三一
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
说。

揭露侵华日军罪证
还原历史真相

731部队原队员清水英男79年后重返哈尔滨

新华社昆明8月12日电
8月12日是世界大象日。据
国家林草局亚洲象研究中心
消息，近期，我国首次在云南
西双版纳将一头收容救助野
象成功放归自然。经过近三
个月监测，野象“阿宝”回归自
然后基本适应了野外生活，健
康状况良好。

2018 年 4月，12岁的阿
宝闯入云南省普洱市闹市区，
在人员密集场所闲逛。为了
保护人象安全，当地对阿宝实
行了麻醉活捕转移。

在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
与繁育中心，阿宝接受了多年
的行为矫正和野化训练。
2022年7月，有关部门决定启

动救助象回归自然试验。“象
爸爸”每天带着阿宝到野外放
养区，让阿宝在自然环境下觅
食、生活，恢复野性和野外生
存能力。

今年 4月 14 日，工作人
员对阿宝启动分离野化训
练，切断人为干预，让它在野
化训练区内独立活动。5月
17日，有关部门决定对阿宝
实施自然放归，傍晚6点，工
作人员打开野化训练区围栏
大门。10分钟后，阿宝走出
围栏大门，走向雨林深处。
望着阿宝远去的背影，“象爸
爸”陈育兵万般不舍，但在心
里默默希望它“往前走、别回
头”。

我国首次将收容救助野象
成功放归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