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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政出〔2021〕53号（网）土地，位于金沙
江路南、安泰路西，使用权面积38868.48平方
米，竞得人为郑州玉安联合置业有限公司，成
交价51862万元。

郑政出〔2021〕54号（网）土地，位于陇海
中路北、太和路西，使用权面积 13690.9平方
米，竞得人为河南云商置业有限公司，成交价
30673万元。

郑政出〔2021〕55号（网）土地，位于开元
路南、新西街西，使用权面积 33445.95平方
米，竞得人为河南正商华府置业有限公司，成
交价42109万元。

郑政出〔2021〕58号（网）土地，位于金冠
路北、金杯路东，使用权面积 21225.97平方

米，竞得人为河南立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交价35995万元。

郑政出〔2021〕59号（网）土地，位于水委
路北、河鼓路东，使用权面积9402.49平方米，
竞得人为河南鸣谦置业有限公司，成交价
16268万元。

郑政出〔2021〕60号（网）土地，位于丰产
路南、经五路东，使用权面积8397.66平方米，
竞得人为郑州地产集团都市开发有限公司，
成交价21796万元。

郑政出〔2021〕61号（网）土地，位于黄河
路南、花园路东，使用权面积 13494.35平方
米，竞得人为郑州市轨道交通置业有限公司，
成交价34278万元。

郑政出〔2021〕62号（网）土地，位于宏泰
路（新村路）南、中方园路西，使用权面积

19792.4平方米，竞得人为河南瀚宇天悦城置
业有限公司，成交价41404万元。

郑政出〔2021〕63号（网）土地，位于国基
路南、陈寨街西，使用权面积 24801.43平方
米，竞得人为郑州美盛港置业有限公司，成交
价56227万元。

郑政出〔2021〕64号（网）土地，位于果园
路北、魏庄西街西，使用权面积56264.97平方
米，竞得人为郑州中电建文博置业有限公司，
成交价120600万元。

郑政东出〔2021〕15号（网）土地，位于龙
湖外环北路南、龙源西一街东，使用权面积
56924.86平方米，竞得人为华润置地（南昌）
开发有限公司，成交价200100万元。

郑港出〔2021〕27号（网）土地，位于公园
南 一 路 以 南 、雍 州 路 以 东 ，使 用 权 面 积

57773.71平方米，竞得人为郑州航空港兴港
置地有限公司，成交价37265万元。

郑港出〔2021〕37号（网）土地，位于公园
南一路以南、规划生物科技一街以东，使用权
面积 69980.57平方米，竞得人为郑州航空港
区建港实业有限公司，成交价43039万元。

郑港出〔2021〕38号（网）土地，位于公
园南一路以南、规划生物科技二街以东，使
用权面积 66975.11平方米，竞得人为郑州
航 空 港 区 建 港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成 交 价
41190万元。

郑港出〔2021〕39号（网）土地，位于公园
南一路以南、规划生物科技三街以东，使用权
面积 69041.31平方米，竞得人为郑州航空港
区建港实业有限公司，成交价44532万元。

郑港出〔2021〕40号（网）土地，位于公园

南 二 路 以 南 、雍 州 路 以 东 ，使 用 权 面 积
60648.24平方米，竞得人为郑州航空港兴港
置地有限公司，成交价40938万元。

郑港出〔2021〕41号（网）土地，位于公园
南二路以南、规划生物科技一街以东，使用权
面积 43148.85平方米，竞得人为郑州航空港
区建港实业有限公司，成交价29126万元。

郑港出〔2021〕42号（网）土地，位于公园
南二路以南、规划生物科技二街以东，使用权
面积 23440.57平方米，竞得人为郑州航空港
区建港实业有限公司，成交价15823万元。

郑港出〔2021〕43号（网）土地，位于公园
南二路以南、规划生物科技三街以东，使用权
面积 72970.02平方米，竞得人为郑州航空港
区建港实业有限公司，成交价49255万元。

2021年11月27日

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公示

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
关于进一步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通告

〔2021年53号〕

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社会经济发展，经郑州市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研究决定，自 2021年 11月 27日
8时起，全市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并持续做好常
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有序开放旅游景区
全市旅游景区在落实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

下，经属地区县（市）疫情防控部门同意，可有序恢复经
营。所有景区均要配备督导员，对客流量大、影响力强的
旅游景区，属地疫情防控部门要安排1名驻场监督员，确
保景区各项疫情防控措施落实落细。旅行社和在线旅行
商可自行恢复跨省团队旅游和“机票+酒店”业务，暂不
恢复出入境旅游和旅游专列业务，不得组织前往中高风
险地区所在省（市、区）旅游。

二、有序开放文娱场所
全市互联网上网服务场所、酒吧、影剧院等文化娱乐

经营场所在严格落实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
经属地区县（市）疫情防控部门同意，可有序恢复经营。

三、有序恢复线下培训
全市校外培训机构在落实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的

前提下，经行业主管部门疫情防控、安全检查双验收，承
诺并严格落实“双减”要求后，可有序恢复培训。复课前，
须严格排查近14天自外地返回的从业人员，所有从业人
员须提供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复课后，严格落
实出入登记制度，无关人员禁止进出培训场所。

四、加强其他重点场所常态化管理
市内居民小区、商场超市、宾馆酒店、文化馆、图书

馆、博物馆、养老机构、儿童福利机构等重点场所继续严
格落实查验健康码、测温、戴口罩等常态化防控措施。所
有重点场所要对不戴口罩的人员进行提醒，并有权拒绝
不戴口罩人员入内。

五、加强聚集性活动管控
严控 200人以上的大型会议、演出、论坛、培训、会

展、体育赛事等聚集性活动。确需举办的，按照“谁举办、
谁负责”原则，提前制定疫情防控方案和应急处置预案，
向活动举办地所属疫情防控部门提出举办申请。未经疫
情防控部门评估通过的聚集性活动，一律不得举办。举
办惠民文艺演出活动，须向属地疫情防控部门和文旅部
门同时申报。经同意举办的聚集性活动，要在属地疫情
防控部门的指导、监督下进行。

六、加强交通场站管理
根据国内疫情情况动态调整客运班线、出租车（网约

车）运营范围。乘客乘坐公交、地铁、出租车（网约车）和
客运班线须全程佩戴口罩；乘坐地铁、出租车、网约车须
查验健康码；新郑机场、高铁东站、火车站、长途汽车站、
地铁站等交通场站须做好乘客测量体温工作；所有驾驶
员要严格做好个人防护，及时对车内外进行消毒、通风。

七、加强来（返）郑人员健康管理
境外来（返）郑人员，有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城市、阳性

病例所在城市旅居史的来（返）郑人员，与确诊病例、无症
状感染者及其密切接触者有接触史或活动轨迹有交集的
来（返）郑人员，应在抵郑前主动向目的地社区（村）报告，
配合落实核酸检测、医学观察、健康监测等防控措施。居
家医学观察期间私自外出的一律转为集中医学观察，费
用自理。省外其他地市来（返）郑人员到达新郑机场、高
铁东站、火车站和长途汽车站，须持有健康码绿码、查验
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八、加强疫情监测
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对发热门诊就诊患者、不明原因

肺炎和住院患者中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所有新入
院患者、各发热哨点接诊的发热等可疑患者、所有医疗机
构住院患者陪护人员进行全员核酸检测。对隔离人员和
机场、口岸（冷链）、医院、医废处置等相关高风险工作人
员按照风险暴露程度依规严格开展各岗位规定频次的核
酸检测。对农贸（集贸）市场、快递外卖、交通运输等特定
服务场所和行业人员定期开展每周抽样核酸检测。

九、做好个人防护
广大市民应自觉遵守疫情防控相关规定，当好个人

健康安全“第一责任人”，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戴口
罩、勤洗手、常通风、注意咳嗽礼仪、保持安全社交距离，
不扎堆，不聚集，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出现发热、干咳、
乏力、嗅觉味觉减退、鼻塞、流涕、咽痛、肌痛、腹泻等不适
症状时，立即就近前往设有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就诊，配
合完成信息排查、核酸检测等，途中做好个人防护，避免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

十、强化防控责任落实
各行业主管部门按照“管行业必须管疫情防控”要

求，细化完善各行各业防控方案，加强督导检查，对未落
实疫情防控措施的，责令限期整改，对拒不履行义务的，
责令关闭运营。对存在瞒报、虚报行程或未按规定落实
防控措施行为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凡因疫情封闭的场所，在恢复开放时要严格进行清
洁、通风和消毒；凡需核验健康码通行的场所，要主动为
老年人、儿童等特殊群体提供通行便利服务，可采取凭有
效身份证件登记等替代措施，不能把“健康码”作为通行
的唯一凭证。

以上防控措施，将依据疫情风险评估结果和防控要
求动态调整。

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
2021年11月26日

躬身力行办实事 呵护最美“夕阳红”

郑州市中心医院外科三党支部近日走进国棉四厂社区党员群众服务中心，为社区老人提供义诊服务。
本报记者 丁友明 摄

惠济区刘寨街道裕华社区工作人员，近日为行动不便的老人高和办
理轮椅发放相关手续，并来到其家中安装轮椅。 本报记者 杨丽萍 摄

在党史学习教育过程
中，我市各地各单位各部门
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做实做细为老服
务，加强关心关爱，助力老人
乐享晚年生活，用实际行动
温暖最美“夕阳红”。

近日，二七
区福华街街道联
合第三方信息技
术公司，构建智
慧医养结合云平
台，动态跟踪老
人日常健康状
况。目前，街道
两个试点社区
已有89位老人
使用智能健康
检测设备、200
余人签约信息
服务平台。

本报记者
刘伟平 摄

中原区三官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近日上门为一位
80多岁老人办理高龄津贴年审认证，让老人足不出户办完
手续，解除老人的后顾之忧。 本报记者 孙志刚 摄

市政协开展城市节水专项民主监督

抓实抓好恢复
重建各项任务

（上接一版）水库等水利设施重建统筹起来，确保明年主汛
期前全部完工。要坚持统筹兼顾，把加快灾后重建与完成
全年目标任务、谋划明年工作结合起来，为加快国家中心城
市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郑州部署推进文旅
行业疫情防控工作

（上接一版）由主办单位提前一周按要求向举办地乡镇（办）
公安部门和疫情防控机构双重报备，经审批后方可举办。
景区、星级饭店等大型文旅活动承办单位，要对主办单位的
报批手续进行审验，不得承接报批手续不完整的活动。

确保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再上新台阶

（上接一版）切实增强抓好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的紧迫感和
责任感，对照上级要求和相关标准，坚持问题导向，以更
加负责的态度、更加务实的举措、更加有力的保障，通过
典型引领、示范带动，久久为功、面上扩展，扎实做好这项
工作。

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总结经验、发扬
成绩，高质量、高标准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持续做好

“三个清零”工作，确保圆满完成年度任务。要加强领导、
强化保障，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
贯彻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夯实责任，建立清单，扎实
做好各项工作。要抓好宣传、动员群众，迅速掀起新一轮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高潮，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让中
原更加出彩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近日，郑州公交苏师傅党员志愿服务队联合惠
济区长兴路街道办事处省体社区，共同开展老年人
智能手机使用培训课，助力老人跨越“数字鸿沟”，
乐享智慧生活。 本报记者 杨丽萍 摄

（上接一版）会议强调，围绕市委
市政府中心工作和群众普遍关心的热
点难点问题进行民主监督是政协必须
履行的职责。要继续发挥政协民主监

督的特色优势，进一步增强民主监督
的参与度、提高民主监督的精准度、提
升民主监督的有效度，充分发挥各党
派团体、界别、政协智库的作用，加强

政协系统联合联动，选准切口、深入调
研，久久为功、持续发力，努力做到建
言建在需要时、议政议到点子上、监督
监在关键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