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郑国土资交易告字〔2023〕25号

经郑州市人民政府批准，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郑东新区分局决定以网上挂牌
方式出让郑东新区郑政东出〔2023〕28号（网）地块的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并与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联合发布
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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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网上出让地块郑政东出〔2023〕28号（网）为政府

储备土地且为现房销售地块，建设相关指标详见《土地出
让前置条件意见书》，拟建项目要严格按照城乡规划和相
关规定执行，并节约集约利用土地。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的企
业可申请参加本次网上挂牌活动，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
也可以联合申请。同一企业及控股公司，不得参加同一宗
地的竞买。

三、郑政东出〔2023〕28号（网）地块采用网上无底价
挂牌方式出让，以价高者得的方式确定竞得人。具体政策
按照《郑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住宅）使用权网上挂牌交易限
价竞买暂行办法》（郑政办文〔2016〕87号）、《郑州市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郑州市土地出让管理工作实施细则
（试行）的通知》（郑政办〔2021〕9号）规定执行（具体要求
详见挂牌文件）。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公告时间为：
2023年12月9日至2023年12月28日。申请人需办理数
字证书认证手续（流程详见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官网
http://zzggzy.zhengzhou.gov.cn“办事指南”窗口），登
录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系统（郑州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官网点击“交易主体登录”），浏览公告并下载挂牌
出让文件。

五、参与竞买的企业股东不得违规对其提供借款、转
贷、担保或其他相关融资便利等。购地资金不得直接或间
接使用金融机构的各类融资资金，购地资金不得使用房地
产产业链上下游关联企业借款或预付款，购地资金不得使
用其他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借款，购地资金不得使
用参与竞买企业控股的非房地产企业融资等（以下简称

“五不得”）。竞买人提交竞买申请时需按网上交易系统要
求填写《竞买承诺书》，《竞买承诺书》、购地资金审查相关
资料详见挂牌文件。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时间为：
2023年 12月 29日至 2024年 1月 15日。缴纳竞买保证
金截止时间为 2024年 1月 11日 17时。网上交易活动
结束后 2个工作日内竞得人持《网上竞得证明》和其他
相关资料（详见挂牌出让文件）到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 7021房间进行查验，通过后签订《竞得结果》。竞
得人取得《竞得结果》后需携带相关审核资料于 2个工
作日内到郑州市郑东新区管理委员会（金融智谷）2号
楼 703室进行后置审核，审核通过后签订《成交确认
书》。《成交确认书》签订后，竞得人将会计师事务所（近
三年来未受过行政处罚或行业自律惩戒的会计师事务
所）出具的竞买保证金符合“五不得”要求的审计报告
及相关资料提交出让人。出让人将委托会计师事务所
对竞得人提供的审计报告及相关资料开展审查，同时
审查是否存在同一企业及控股公司参与同一宗地竞买

的违规行为。经审查不符合要求的，该竞得结果无效，
出让人有权扣除成交价款的 20%作为违约金，竞得人
及参与同一宗地竞买的控股公司两年内不得参加我市
土地出让活动。出让合同签订后，受让人缴纳剩余出
让金时，向出让人提供会计师事务所（近三年来未受过
行政处罚或行业自律惩戒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剩
余出让金符合“五不得”要求的审计报告及相关资料，
经审查不符合要求的，受让人承担相应违约责任。以
上内容详见挂牌文件。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郑政东出〔2023〕28号（网）采用分期方式缴

纳出让金，第一期缴纳金额不得少于出让金总额的
50%，且需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签订之
日起 30日内缴纳；第二期缴纳时，须按照支付第一期
土地出让价款之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向出让人支付利息，第二期须在《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 3个月内缴
纳。挂牌保证金设定为 20%，《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签订后 5个工作日内需将竞买保证金转为
土地出让金。

（二）竞买人应全面了解发改部门关于项目核准备案
的详细规定和程序，以确定是否参与竞买。

（三）竞买人应全面了解《郑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网上挂牌出让交易管理办法》（郑政办〔2015〕8号）和《挂
牌出让须知》。

（四）郑政东出〔2023〕28号（网）地块采用装配式技术

建造，具体详见挂牌文件。
（五）郑政东出〔2023〕28号（网）地块应符合商品住宅

综合销售价格相关要求，具体详见挂牌文件。
（六）本次出让地块周边情况及配套设施详见挂牌文

件。挂牌文件及相关资料可登录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交易系统查询。

八、联系方式
（一）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郑东新区分局
联系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管理委员会（金融智谷）2

号楼703室
联系电话：0371-67179410
联系人：马先生
（二）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地址：河南省郑州市中原西路郑发大厦7021室
联系电话：0371-67188193
联系人：仝先生
（三）CA办理、交易系统问题咨询
联系电话：0371-67188038
联系人：赵先生
交易系统技术问题咨询
联系电话：0371－67188807

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郑东新区分局

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3年12月9日

地块编号

郑政东出〔2023〕
28号（网）

土地位置

郑东新区龙湖区域龙湖中环南路北、
龙湖中环西路东

使用权
面积

（平方米）

27652.26

土地用途

地上：城镇住宅用地
地下：交通服务场站用地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1.0；＜2.5

建筑密度
（％）

＜20

建筑高度
（米）

＜60

绿地率
（％）

＞35

投资
总额

（万元）

≥82510

起始价
（万元）

58000

竞买保
证金

（万元）

11600

增价
幅度

（万元）

500

出让
年限
（年）

地上：70
地下：50

开发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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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象征和文化符号，千百年来，
龙的形象贯穿文学、艺术、民俗、建筑、服饰、绘画等各个领
域。2024龙年春晚吉祥物从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寻找设计灵感，从现实生活中汲取情感共鸣，不仅饱含着
传统文化中生肖龙的意蕴和美感，也展现出新时代中国人昂
扬向上的精气神。

据了解，“龙辰辰”的鼻子从出土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
的绿松石龙形器中提取独具上古特色的设计元素。绿松石龙
形器巨头蜷尾、鼻头突出、身躯起伏有致，仿佛正在蓄力向天
腾跃，形象鲜活生动，是中华民族龙图腾的代表性实物，整体
长 64.5厘米，由 2000余片形状各异的绿松石细片拼合而成，
每片大小仅有0.2～0.9厘米，厚度0.1厘米左右，用工之巨、制
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中十分罕见。

眉弓和龙肩上的装饰取自河南博物院收藏的云纹铜禁
纹饰，精美别致，增添了吉祥物的趣味和古韵。云纹铜禁出
土于河南淅川下寺春秋楚墓，它的主人是“问鼎中原”的楚庄
王之子，器物本身处处彰显着“大国制造”的实力，粗细不一
的铜梗，如编织中国结一般筑成铜禁禁体的朵朵“云彩”，铜
禁禁体四周的 12条龙形兽昂首吐舌、挺胸凹腰，器物造型奇
特，工艺复杂精湛。专家认为云纹铜禁是目前发现的时代最
早的失蜡法铸件，对研究古代科技意义重大，展现了中国传
统纹样艺术的魅力。

龙脊结构、龙腹纹则来源于最早记载“中国”二字的西周何
尊侧面的四道扉棱和云雷纹。何尊出土于陕西宝鸡贾村镇，是
3000多年前西周早期贵族“何”铸造的一件青铜礼器，尊体上
篆刻铭文中“宅兹中国”，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的最早出现。

“龙辰辰”姿态取自西安博物院的鎏金走龙。鎏金走龙，
背脊呈锯齿状，长尾拖后上卷，全身刻画鱼鳞纹，代表了唐代
高超的冶金技术，是一条器宇轩昂的“小细龙”，处处流露着
蓬勃的生命力和欣欣向荣的气息。

“龙辰辰”参考故宫博物院九龙壁上的“五爪金龙”设计
龙爪造型，彰显威武和庄严。在配色上，“龙辰辰”选取了大
繎、赩炽、赪霞、玉頩、春辰等中国传统色。

“龙辰辰”豫味十足

我省两件文物元素
融入龙年春晚吉祥物

本报讯（记者 秦华）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龙年春晚吉祥物“龙辰辰”，近日正
式亮相与大家见面。脱胎于众多带

“龙”的文物，“龙辰辰”的造型结合了5
件珍贵文物元素，其中，龙鼻来自河南
偃师二里头遗址的绿松石龙形器，眉弓
和龙肩上的装饰取自河南博物院收藏
的云纹铜禁纹饰。

《央视新闻》截图

本报讯（记者 秦华）12月 7日，第十二届河南省少儿艺
术大赛获奖作品展在省文化馆开展，展出全省近 200幅少
儿书画、摄影作品。

“世上之画可观者，唯大师与孩童之画两者也。”孩童之
画无须求真，自存真趣。童真的世界多姿多彩，一什一物都
灵巧可爱、温暖可亲，一张画纸、一个旧瓶子、一块小石头、
一个鸡蛋槽，都是表现美的材料；一朵花、一棵树、一片落
叶、一束阳光，都是感受美的对象。

本次展览由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南省教育厅主办，
河南省文化馆承办。展览筹备历时半年，经历层层海选，从
近2000幅冲进决赛的新作中，精选出近200幅精品。作品
的艺术水平、表现手法较往年都更加精湛与多样，是近年来
我省少年儿童艺术素质教育成果的集中展示。

河南省文化馆少儿部负责人表示，艺术能带给孩子们
欢乐，使少年儿童通过对艺术的感知、体验、创作、再现，表
达出其心底最为自由、清澈、响亮的声音，让孩子们脸上总
是洋溢着的幸福笑容，照进每一位观众的心上。

据悉，展览将于本月14日结束，免费对公众开放。

河南省少儿艺术大赛
美术获奖作品展开展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12月 8日，2023年河南省全民健身大会七
人制足球总决赛在郑州大学本源体育场激情开战，从分站赛中脱颖而
出的12支公开组球队和9支老将组球队在两天时间内，为冠军而战。

河南省全民健身大会足球项目分为五人制和七人制两个大项，为
体现全民参与性，两个项目又按照参赛选手年龄设置了公开组和老将
组两个组别。根据赛程安排，总决赛分为小组循环赛和排名赛两个阶
段。七人制的比赛年龄以 45岁为界限，18岁至 45岁为公开组，46岁
至60岁为老将组。

本次健身大会分别于 10月、11月在新乡和洛阳进行了七人制分
站赛，共吸引了全省各地近50支队伍参加。

河南省全民健身大会
七人制足球总决赛开战

本报讯（记者 陈凯）昨 日 ，
2024年郑州市群众体育赛事活动
工作谋划座谈会，在郑州市体育
局召开。会上，该局对 2024 年郑
州市将要举办的一系列群众体育
赛事活动进行精心“谋划”，“开门
办赛”“打造品牌”，将成为明年我
市举办群众体育赛事活动的一大
亮点。

据了解，2024年，郑州市群众
体育赛事活动工作，将以“动起来，

‘郑’精彩”“全民健身我参与、体育
强市我添彩”主题，以构建高水平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为目标，以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健
身需求为导向。

积极申报包括全民健身月、
“行走大运河”全民健身健步走、九
九重阳节老年健身和省全民健身
大会系列总决赛等国家和省级群
众体育赛事活动；高标准接续打造
郑州·黄河马拉松、郑州龙湖半程
马拉松、第十三届中国郑州少林功
夫节以及全民健身百项赛事、黄河
系列、快乐家庭系列、千村百镇系
列等市级系列品牌群众体育赛事

活动；申报创建国家第二批全民运
动健身模范市，创新借鉴组织“三
大球”系列联赛、乒乓球城市联赛、
羽毛球城市联赛、郑州市社区运动
会等新创的市级品牌系列群众体
育赛事活动；坚持政府主导，赛事
活动项目轮办，市场化运作，通过
政府购买服务、政策资金扶持、财
政资金撬动、社会资金引导等形式

“开门办赛”——积极发展社会力
量举办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发挥市
体育局体育职能部门作用，办好特
定行业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

开门办赛打造品牌

我市群众体育赛事
活动明年更加出彩

本报讯（记者 李爱琴 见习记者 孙雪苹）全省经营主体总数居全国
第4位、培育“美豫名品”入库企业904家、全省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8.07
万件；完成新版《河南省中药材标准》制修订工作，收载我省习用中药材品
种138个，发布实施省级中药配方颗粒品种标准172个……12月 8日，
我省举行“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南
实践”系列主题第18场新闻发布会，亮出市场监管和药品监管成绩单。

全省市场监管事业亮点纷呈
今年以来，全省市场监管系统统筹打好“强主体、稳市场、提质量、促创

新、保安全”组合拳，着力为推进全省高质量发展、增加人民福祉贡献力量。
推进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稳定经济发展“基本盘”。牵头制定《河

南省营商环境综合配套改革市场化专项方案》《河南省促进个体工商户
发展若干措施》等，为各类经营主体发展提供政策支持。投入400余万
元支持中小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实施“提质强企”、信用助企、
个体工商户分型分类培育等行动，助推经营主体渡难关、增信心、提质
量、谋发展。截至11月底，全省经营主体总数居全国第4位；企业个体
比达38.93%，较2022年底增长2.54个百分点。

深入实施质量强省战略，夯实高质量发展“硬支撑”。着力实施企
业质量提升梯次培育行动，建立国家、省、市、县四级政府质量奖培育
库，入库企业1500家。强化品牌建设，打造“美豫名品”河南公共品牌，
培育“美豫名品”入库企业904家。

着力构建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服务体系，在全国率先开展专利
开放许可试点，让创新成果下“书架”上“货架”，加快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守稳筑牢市场安全底线
严把食品安全关，开展农村食品、校园及周边食品、网络食品安全

等专项整治，完成食品抽检 34.09万批次，全省 34.78万户食品生产经
营主体实现包保督导全覆盖，我省在2022年度国家食品安全考核中被
评为A级等次，郑州市成功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严把人民群众放心消费关，开展“放心消费在中原”系列活动，新增
放心消费创建示范主体 15966家、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主体 7120家，
实现全省县（区）全覆盖。

守牢药品安全底线
做“优”服务助推产业发展

周密部署推进药品安全巩固提升行动，突出抓好重点品种监管，深
入开展中药饮片、集采中选药品、医疗机构制剂、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生产经营、网络销售药品等专项检查，集中开展医疗器械质量安全专项
整治和化妆品“一号多用”违法行为专项检查，全省药品安全形势持续
保持稳定。

完成新版《河南省中药材标准》制修订工作，收载我省习用中药材
品种138个，发布实施省级中药配方颗粒品种标准172个，目前我省中
药配方颗粒生产品种达437种。

“智慧药监”平台建设持续深化，药品安全智慧监管“千里眼工程”
取得阶段性成效，远程监管体系初步构建，通过视频对接企业1449家，
精准、高效开展远程检查 5737家次，以信息化引领药品监管现代化迈
出了坚实步伐。

经营主体总数居全国第4位 ，培育“美豫名
品”入库企业904家……

全省市场监管系统
深入实施质量强省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