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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郑国土交易告字〔2024〕1号

经郑州市人民政府批准，郑州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郑政
出〔2024〕1号（网）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地下
空间使用权，并与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合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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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出让地块郑政出〔2024〕1号（网）地
块为政府储备地下空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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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人、自
然人和其他组织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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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此次出让地块采用网上挂牌方式出
让，采用价高者得的方式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
公告时间为：2024年 1月 31日至 2024年 2
月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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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
时间为：2024年 2月 20日至 2024年 3月 5
日。缴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为 2024年 3
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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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1207房间进行后置审核，审核
通过后签订《成交确认书》。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本次出让地块竞买方式和出让金

缴款期限等事项按照《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平稳健康发展
的通知》（郑政办〔2016〕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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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

（二）竞买人应全面了解发改部门的相
关政策。

（三）竞买人应全面了解《河南省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管理办法》（豫政办
〔2015〕135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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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出让地块位于国家安全控制
区域范围内。竞买人在竞买前必须取得郑
州市国家安全部门审查意见书（联系人：车
警官、刘警官；地址：郑州市管城回族区玉凤
路406号；电话：0371-89927382）

七、联系方式
1.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联系地址：河南省郑州市淮河西路22号

联系电话：0371-68810680
联系人：于先生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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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71-67188038
联系人：臧先生
3.数字证书绑定交易系统咨询
联系电话：0371-67188038
联系人：赵先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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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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琳琅满目的应季果蔬、冒着热气的
糖炒栗子、各地特色美食……1 月 29
日，新郑市孟庄镇集市，叫卖声、还价
声、欢笑声不绝于耳。

随着外地游子陆续返乡，集市成为
他们重温乡情的“打卡点”之一。摩肩
接踵的人群和琳琅满目的货品承载着
这座小镇的浓浓烟火气。

走！坐着地铁去赶集
1月 29日 9时，记者跟随拉着购物

车的乘客踏上了从郑州开往航空港区
的城郊线地铁。“我以前在孟庄住，后来
搬到市区和孩子们一起住了，回去买点
东西，顺便也看看家里的老兄弟。”乘坐

地铁赶集的老年人较多，他们来到乡村
集市“凑热闹”，不仅为储备年货，更为

体验一把记忆中的浓浓年味儿。

“今天会上的苹果咋样啊？”“有脆

的有面的，啥水果都有，恁去看看吧！”

上午 10 时，记者与赶集的市民一起抵

达地铁城郊线孟庄站B出口，采购完的

市民陆续乘地铁返城，新一波的购物

“大军”即将到达集市主战场，人们素

不相识，却又在关于“集”的打探中亲

切寒暄。

共赴一场“烟火”盛宴
每逢赶集日，来自周边乡镇的众多

商贩一大早便驾驶着满载货物的小车
来到孟庄集市，周边农户则带着自家的
农产品前来售卖，各种叫卖的喇叭声形
成独特的“乡村交响曲”。

喜庆春联、糖果熟食、锅碗瓢盆、修
鞋配钥匙、库尔勒香梨、西藏牦牛肉、广
西砂糖橘……一集市摊主告诉记者，快
春节了，大家都喜欢来集上买物美价廉
的“年货”。

“集市上的东西既新鲜又便宜，花
样也多，还可感受到浓浓的年味儿！”不
少来逛集市的群众高兴地说。

二十三，糖瓜粘；二十五，冻豆腐；
二十六，割年肉……除了果蔬摊位外，
生意红火的还有卖麻糖、豆腐、肉制品
的摊位。“过几天就是小年了，这天也要
降温了，提前把东西都备上。”市民高女
士说。

集 市 上 的 烟 火 气 氤 氲 着“ 文 化
味”，喜庆的中国结、鎏金的春联、各样
的龙形挂件，映红了赶集人的笑脸。

“寒假在家也没啥事，出来摆摊看看热
闹，也能为自己增加点收入。”除了印
刷春联，手写春联也吸引了人们的目
光。在校大学生小余住在新郑市龙湖
镇，寒假后每逢孟庄镇“有集”，他便和
同学来现场书写新春对联，用自己独
特的方式为新春到来增添一份喜庆和
祝福。

找寻记忆中的“年味儿”
“最后两兜梨了，两块钱一斤，便宜

卖给恁！”上午11点，售卖砀山酥梨的摊

主正在准备“清仓收摊”。他告诉记者，
他从早上 8点便到此处，满满一货车的
梨三个多小时便已售空。

当 记 者 问 起 孟 庄 集 市 起 源 于 何
时？卖红薯粉条的常大爷连连摆手答
道：“说不清，我年轻时都来这里摆摊
了，今年已经 69岁了，感觉这个集市一
直都有。”每逢农历三、六、九，常大爷便
骑着他的红色电动三轮车，带着他的老
伴孟大娘和满满一车的红薯粉条，来到
集市上“扎根”。

“好像也是来上班一样，有集会了
就定点定时来打卡，一坐就是一整天，
这粉条都是俺自己种的红薯做的，纯天
然！”常大爷说。

在网络购物高速发展的今天，人们
足不出户便能买到来自全球的商品，赶

集也成为一件“新鲜事”。可在孟庄

镇，每一个约定俗成的日子，总有那么

一群人，数着时间、守着摊位，准时准

点地为小镇集市增加一抹烟火气，集市

也成为此处乡村经济活力的写照。

买一筐金黄灿烂的砂糖橘、剥着热

气腾腾的糖炒栗子、糖果摊上挑选心仪

的糖果……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

火，乡村年集透着真实而朴素的生活气
息，赶年集、置年货，“赶”的是对新春佳

节的殷殷期盼，“置”的是过年物资的丰

盈充足。

源远流长的乡村集市，如同一部镌
刻着时光印记的历史长卷，承载着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真诚向往，传承一代代人
的欢声笑语和文化记忆。

春节临近，年味渐浓。最近
几天，二七区马寨镇申河社区村
民格外忙碌，见面打招呼也从“吃
了吗”变成了“你那节目排练咋样
了？”“我还有个动作不太熟练，得
多排练几次，不能到正式演出的时
候掉链子……”在申河社区申家
大院内，传统民间文化艺术活动
彩排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村民
们各个铆足劲儿，期待正式表演
的时候大放异彩。

记者来到申家大院，只见院
内锣鼓喧天、热闹非凡。虽然天
气寒冷，但演职人员热情不减，
个个精神抖擞，全身心投入，不
断雕琢细节，力求将节目表演得
尽善尽美。院子中央，申河社区
舞狮队的队员在老师的指导下，
踏着铿锵的鼓点，悉心练习着每
一个动作，或踢跳翻蹬，或立卧
滚抖，将狮子的形态演绎得惟妙
惟肖。

距离舞狮队不远的十二生肖
打卡点上，一组组身穿表演服饰的
演员，也在紧锣密鼓地排练着。划
旱船、抬花轿、猪八戒背媳妇、武
术、扭秧歌……十二个民俗表演跟
随着音乐轮番登场，演员一举手、
一投足、一转身、一回眸，现场欢声
笑语，其乐融融。闻声而来的村民
看得津津有味、兴趣盎然，纷纷拿
起手机，记录下一幕幕热闹场景。

这些演职人员大部分都是附
近的村民，有十几岁放假回家的
青少年，也有五六十岁爱好表演
的中老年人。秧歌队队员申大姐
说：“我和姐妹们一起扭秧歌都好
多年了，一听说村里要举办春节
文化活动，我们就来报名参加了，
大家跳得都非常卖力，希望在演
出时把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
也祝愿新的一年，我们的生活红
红火火。”

龙年将至，2月 7日～26日，
二七区马寨镇申河社区将联合申
家大院举办丰富多彩的传统民间
文化艺术展演，为群众呈上一场

丰富多彩、身心欢畅的乡村文旅
盛宴。

说起今年的民俗活动，申河
社区党委副书记赵建辉打心眼里
高兴：“这次活动是社区和企业精
心筹划组织的，得到了群众的积
极响应。舞狮、旱船、扭秧歌都是
我们村的传统特色，希望通过这
次活动，把我们村的文化特色展
现给大家，吸引广大市民游客来
到申河过大年，进而带动我们村
的旅游业发展。”

除此之外，将于大年二十九
晚上上演的“村晚”也令人期待。

“此次‘村晚’的一半节目都是村
民自排自演的，来自 13个社区的
150 余名村民与民间艺人一起，
用反映群众身边人、身边事、身边
情的节目，展现当地的乡土气息、
民风民情，共同唱响村民美好新
生活。”赵建辉介绍，为了让游客
玩得尽兴，玩得舒心，申家大院内
还设置萌宠区域，为小朋友们提
供“专属乐园”，以及独具特色的
乡村美食，让游客可以品尝到农
家美味。

近年来，马寨镇依托春节、元
宵节等节日，举办各类具有民俗
特色的文化惠民活动，凝聚人心，
涵养民风。马寨镇社会事务办主
任付春丽表示：“下一步，我们将
继续挖掘辖区文化特色，大力引
进文旅项目，激活乡村文旅市场，
以文旅产业带动乡村振兴。”

据悉，春节期间，二七区还为
广大市民游客准备了一系列的文
旅“大餐”——樱桃沟景区的龙游
瞻园游园系列活动、建业大食堂
小镇的中国年、特兰斯童话世界
的梦里雪乡，瑞光创意工厂的巷
子里逛新年，德化步行街的福龙
闹元宵，郑州万象城的国风盛典
非遗霓裳秀，二七万达的龙年国
风汉服文化节，中铁·泰和里的执
灯上元烟火中国年等，欢迎五湖
四海的游客欢聚一堂，感受地道
的河南年味儿。

新岁将至，年味渐浓。近
日，中牟县大孟街道普罗社区联
合普罗市集开展年货节活动，为
期 4天的极具烟火气的“年货集
市”，为社区居民打造了一个便
民的采购平台，大力营造喜庆热
闹的新年场景。

为满足社区居民购置年货
的需求，方便居民就近采购，社
区积极联系商家，在家门口办起
了年货节。胡麻饭店面点摊、云
南小吃摊、烧烤摊、青松白鹭点
心铺等品牌摊位，各类云南风味
零食，牛肉干、豆腐干、椰子块、
山楂条、酸角糕、饼干、饮料、果
酒……大家纷纷驻足挑选购买，
好一番热闹的场景。

“这年货市场办得真好啊，都
开到家门口了，对我们社区的居民
来说，买啥东西都方便，你看这浓
浓的年味，啥东西都有，啥东西都
全！”李阿姨开心地对记者说。

年货节期间，社区还邀请到
手工工坊、毛线编织铺、鲜花商
店、缝纫手作铺、米酒摊等许多
创意摊位参与。此外，集市还融
合了非遗文化活动，特色花馍、
非遗糖人、工艺摆件，各种新鲜
好玩的产品和体验，居民不仅在
家门口挑选到物廉价美的年货，
还可以重温热闹的年俗记忆。

无联不成春，有联春更浓。
“龙腾虎跃迎新岁 人寿年丰谢党

恩，幸福美满人琴畅 无边春色金
缕春……”一副副脍炙人口、寓意
吉祥的春联在行云流水间新鲜出
炉，一个个饱含神韵、风格迥异的

“福”字跃然纸上。书法家运笔流
畅娴熟，字体苍劲有力，吸引了众
多群众求对联、求“福”字。

在众多摊位中，有一个特别
的“旺铺”——画龙写福春联小
铺。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丰富
居民文化生活，营造喜庆欢乐的
节日气氛，普罗社区党支部特别
邀请中牟县书法协会的老师，开
展义写春联送祝福志愿便民服
务。在社区志愿者的引导下，大
家有序挑选自己心仪的春联和

“福”字。书法家现场共书写、赠
送“福”字及春联300余副。

此外，年货现场还设置了
“牟邻优选”摊位，产品主要为县
域内农副和周边文创，由相关企
业生产或社区居民制作，涵盖
20个品牌 60余种单品，打造社
区资源可持续运营的公共品牌
的同时，以产品带动县域乡村振
兴助农事业发展。

普罗社区书记张俊表示：
“下一步，我们将在街道党工委
的带领下，开展更多文化和便民
活动，让优质的社区服务走进千
家万户，共建共享现代美好社
区，提升社区居民的幸福感、安
全感、获得感。”

春节将至，记者近日在中原区
棉纺路街道锦绣城社区遇到一位
步履蹒跚的老人。只见他背着一
个帆布包，面带笑容走进社区。

“来，我手写的春联送给社
区。”老人打开帆布包，拿出一沓飘
散墨香的春联。“春回大地风光好，
福满人间喜事多。”红彤彤的纸上
书法苍劲有力，一副副各具特色的
春联，一句句寓意吉祥的新年祝
福，字里行间充满对美好节日的祝
福和新春的期待与憧憬。大家
看着，心潮澎湃，浓浓的年味儿
扑面而来。

这位老人是锦绣城社区的老
熟人了，社区工作人员都尊称他

“张老师”。张老师名叫张善沿，是
国棉四厂的高级工程师，对四厂有
着深厚的感情。锦绣城社区所在
地是原郑州国棉四厂的老厂区，这
里留下了老四厂人大半辈子的工
作记忆。时代变迁，随着企业的改
制搬迁，昔日的厂区如今已经被高
楼大厦所代替。

“我们再也听不到数千台设备
同时运行而奏出生产交响曲了；我
们再也看不到上下班之时人流如
织，棉纺路上人头攒动的壮观景
象。”张善沿感慨地说，这一切都
成了历史，但是他永远忘不了这
里的一切。回望一切都在变，不
变的是老人对四厂的情怀。

据了解，张善沿每年都会来锦
绣城社区看一看，为大家送上新春

的祝福。他表示，虽然一切都在变，四厂的车间已
经不在了，但从老厂房废墟上拔地而起的现代化高
楼大厦，见证着时代的变迁，老四厂曾经的辉煌仿
佛就在眼前，昔日的纺织工人今天也过上了幸福的
新生活，这是让他感到最幸福的事。

乘警守护“回家路”
本报记者 鲁燕

“旅客朋友们，看管好个人
行李和财物，出门在外要提高个
人安全防范意识。”“不要点击未
知链接，不要给陌生人汇款……”
1月 28日，春运第三天，记者在商
丘开往河南洛阳的K31次列车上
看到郑州铁路公安局洛阳铁路公
安处乘警二大队乘警长张尧一遍
遍提醒旅客。

2024 年春运已是张尧执勤
的第六个春运。为确保值乘列车

“发案少，秩序好，旅客满意”，张
尧每次出发前都要认真分析区段
治安，宣传、防范、巡视、联防多管
齐下，确保列车治安风险隐患防
范在先、发现在小、处置在早。他
发动乘车旅客组建“列车警务团
队微信群”，引导志愿者开展联防
联控，延伸列车警情感知触角，做
到“耳聪目明”。

旅客安全无小事，一枝一叶
总关情。针对每年春运旅客群体
及学生和在外务工返乡人员居多

这一实际，张尧用治安巡视和普
法宣传相结合的工作方式，利用
列车广播、随身扩音器和口头宣
传等方式，对盗窃、猥亵、电信诈
骗、霸座以及酒后寻衅滋事等列
车常见警情的预防和惩处进行宣
传，特别针对电信诈骗警情，设置
法律咨询台，防止有人借机在旅
途中拉“同乡”“校友”等关系进行
诈骗或顺走财物。

近日，值乘期间张尧接到上级
指令参加抓捕工作，张尧带领警组
很快完成排查、核对、抓捕、搜查、
交接等一系列工作。协助抓捕 2
名盗窃嫌疑人，避免了车上隐患。
截至目前，张尧为旅客办理求助服
务200余起，找回遗失物品100余
件，挽回经济损失3万余元。

微信群里，一位女性旅客感
言：难忘的乘车之旅，警察叔叔一
次又一次巡车，凌晨一两点看我的
手机在桌子上放着，提醒我看管好
随身财物……由衷表示感谢！

走，坐地铁去新郑赶大集
见习记者 安欣欣 文/图

村民当主角
“村晚”排练忙

本报记者 刘伟平 景静

社区“年货节”热闹开市
本报记者 卢文军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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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在集市上体验写“福”字

顾客在集市上挑选心仪的春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