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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试点！ 郸城县 5宗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成功交易
本报讯 （记者 徐松 通讯员 展国

杰） 2023年 12月 29日 10时，郸城县
5 宗（共 40.94 亩）农村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的使用权在周口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交易， 成交金额 663 万元。
据悉，这是该县作为全国农村集体经
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试点县市之

一，持续加大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入市力度的有力实践。

2023 年 3 月 8 日， 自然资源部

办公厅印发《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入市试点工作方案》（自然资
办函 〔2023〕364 号 ），郸城县被确定
为全国 352 个（河南省 17 个）农村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试点县

市之一。 郸城县自然资源局在县委、
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面深化农村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允许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 、租
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

同价同权，有效盘活农村闲置集体用
地，推动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

在这次交易中，郸城县创远置业
有限公司竞得了位于白马镇小王楼村

西部、面积 23.7亩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的使用权，规划用地性质为商业（农
贸市场）用地，成交金额 356 万元；郸
城安康妇产医院竞得了位于白马镇白

马村广场南路南、 面积 7.6亩集体经
营性建设用地的使用权， 规划用地性

质为医疗卫生用地， 成交金额 190万
元；中网国际电力（北京）有限公司竞
得了位于胡集乡大史村西 3宗地块的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 总面积
9.64亩，成交金额 117万元。

据了解，郸城县通过开展农村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工作，将置换
出的土地投放到公共领域和社会保

障领域，全力激发乡村振兴和城乡融
合发展的动力活力。 ②12

招标公告
������一、 项目基本情况与招标范围
1.基本情况：明月滨河前期物业服务
项目， 位于周口市淮阳区淮宁大道
南侧 、 淮中路西侧 ， 总占地面积
49139㎡， 总建筑面积 104078.44㎡。
2.招标范围：该项目前期物业管理的
全部内容。

二、项目资金 招标控制价每年

约 217 万元。
三、 服务期限 按年度计算，从

签订合同之日起至本物业首次业委

会确定物业服务企业， 并签订物业
服务合同之日终止。

四、投标人资格要求 1.有效的
营业执照， 经营范围包含物业服务，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承担民事责任

的能力（包括总公司授权的分公司）。
2.具有履行物业服务合同所必需的物
业服务设备和技术能力。 3.有依法缴
纳税收的良好记录，在经营活动中无
重大违法记录。 4.投标人拟派项目经
理须具有物业经理证或物业管理师

证。 5.投标人须在河南省物业管理综

合监管平台注册登记或纳入周口市

物业服务行业协会监管。
五、报名信息 1.河南省物业管

理综合监管平台线上和实际报名地

点同步进行。2.报名时需提供资料：企
业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被委托人
身份证及投标人资格要求中的全部

资料。 上述证件均需提供原件及盖企
业印章的复印件一份。 3. 报名时间：
2024 年 1 月 2 日至 1 月 8 日 8 时至
12 时、15 时至 17 时，逾期不予受理。
报名地点：周口市文明路北段 35号。

六、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

公告在河南省物业管理综合监管平

台、周口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网站、
《周口日报》同步发布。

七、开标时间及地点 1.开标时间
（即投标文件接收截止时间） 拟定于
2024年 1月 24日 10时。 2.开标地点：
淮阳区物业服务行业协会会议室。

八、 招标联系事项 招标人：周
口市蓝达置业有限公司，盖磊，联系
电话：13526802421。 招标代理机构：
周口聚鑫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邓展
鹏，联系电话：17630831952。

2024 年 1 月 2 日

遗失声明
������●河南益发鼎盛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19 日办理的
馨丽康城一期地下室建设工程规划

放验线通知书遗失，编号：市规监验

字（2014）D05-9号，声明作废。
2024 年 1 月 2 日

●项城市东方永信堂大药房营
业执照正（副）本丢失，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92411681MA44PGEQX3，
声明作废。

2024 年 1 月 2 日

中俄两国元首互致新年贺电
中俄两国总理互致新年贺电

新华社北京 2023年 12 月 31 日
电 2023 年 12 月 31 日 ， 国家主席
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互致新

年贺电 。
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

民， 向普京总统和俄罗斯人民致以
诚挚的祝贺和美好的祝愿。 习近平
指出，2023 年，面对百年变局和动荡
的国际地区形势， 中俄关系始终保
持健康稳定发展， 沿着正确的方向
稳步前行。 过去一年，我们在莫斯科
和北京两度会晤， 围绕双边关系和
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地区问题坦诚

交流，达成广泛共识。 在我们的共同
引领下，双方政治互信进一步深化，
战略协作愈加紧密， 互利合作不断

取得新成果。 中俄双边贸易额提前
达到 2000 亿美元目标 ，体育交流年
圆满收官， 两国关系的物质和民意
基础更加牢固。

习近平指出 ， 我同普京总统已
经共同宣布 ，双方将于明后年举办
中俄文化年 。 我们还将隆重庆祝两
国建交 75 周年 。 中俄关系四分之
三个世纪的风雨历程表明 ，不断巩
固和发展永久睦邻友好 、全面战略
协作 、互利合作共赢的中俄关系符
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符
合国际社会期待 ，顺应时代发展的
潮流 。 我愿同普京总统保持密切交
往 ， 以庆祝两国建交 75 周年和举
办中俄文化年为契机 ，引领两国不

断增进互信 ，拓展合作 ，传承友好 ，
确保中俄关系沿着正确的道路行

稳致远 。
普京总统向习近平主席致以

衷心的节日祝贺 ，祝愿友好的中国
人民幸福安康 。 普京表示 ，即将过
去的一年 ， 我们两度举行会晤 ，为
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

系全方位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两国
经贸合作蓬勃发展 ，双边贸易额提
前突破 2000 亿美元目标 ， 创下新
纪录 。 俄中体育交流年成功举办 。
俄中文化年蓄势待发 ，两国即将迎
来建交 75 周年 。 相信在双方共同
努力下 ，两国各领域富有成效的合
作将取得更大成果 ， 双方在联合

国 、二十国集团 、上海合作组织 、金
砖国家机制框架内合作也将取得

新进展 。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俄罗斯

总理米舒斯京互致新年贺电。 李强表
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
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
伴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各领
域务实合作不断深化。 中方愿继续同
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

识，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为两国
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 米舒斯京表
示，2023 年， 俄中总理第二十八次定
期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俄方愿同中方
保持建设性沟通，推动双边合作迈向
更高水平。

中美两国领导人互致贺信庆祝两国建交 45 周年
新华社北京 1 月 1 日电 1 月 1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拜登
互致贺信，祝贺两国建交 45 周年。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中美建立外
交关系是两国关系史和国际关系史上

的大事件。45年来，中美关系历经风雨，
总体向前发展，不仅增进了两国人民的

福祉，也促进了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
荣。 历史已经并将继续充分证明，坚持
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中美
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理应成为新
时期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方向。

习近平指出，我同拜登总统在旧
金山会晤，开辟了面向未来的“旧金

山愿景”， 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
向。 双方要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
重要共识和成果，以实际行动推动中
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习近平强调，我愿同拜登总统共
同努力， 继续为中美关系把舵领航，
造福中美两国和两国人民，促进世界

和平与发展事业。
拜登在贺信中表示，1979年建交以

来，美中之间的联系促进了美国、中国和
全世界的繁荣和机遇。 我致力于负责任
地管理这一重要关系。 我期待在我们的
前任们以及我们多次会晤和讨论取得进

展的基础上，继续推进美中关系。

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互致新年贺电宣布启动“中朝友好年”
新华社北京 1 月 1 日电 1 月 1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
正恩互致新年贺电，共同宣布将 2024
年确定为“中朝友好年”并启动系列
活动。

习近平指出 ， 中朝是山水相连
的友好邻邦 。 中朝友谊由两党两国
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 ，在血与火
的革命斗争中凝结淬炼 ，在社会主
义建设历程中持续深化 。 近年来 ，
在双方共同努力和推动下 ，中朝传

统友好合作关系步入新的历史时

期 。 双方密切战略沟通 ，深化务实
合作 ，在国际多边事务中加强协调
配合 ， 推动中朝关系不断发展 ，捍
卫了两国共同利益 ，维护了地区和
平稳定 。

习近平强调， 新时期新形势下，
中国党和政府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

远角度看待中朝关系，维护好、巩固
好、发展好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是
我们坚定不移的方针。 中方愿同朝方
一道，以两国建交 75 周年暨“中朝友

好年”为契机，弘扬传统友谊、深化战
略互信、增进交流合作，推动中朝关
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共同谱写
中朝友好新篇章， 更好造福两国人
民，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不断作出新
贡献。

金正恩在贺电中表示 ，2024 年
是朝中建交 75 周年 ， 具有重要意
义。 当前朝中两国各自社会主义建
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国际形势复
杂演变 。 朝中两党和两国政府将
2024 年确定为 “朝中友好年 ”，根据

时代要求进一步升华发展朝中传统

友好合作关系， 符合两国人民的共
同期待和愿望。 朝中友谊是在社会
主义斗争中建立并巩固发展的 。 我
坚信，在新的一年，朝中友谊牢不可
破将得到充分彰显。 朝中两党和两
国政府将通过举办“朝中友好年”活
动 ，加强政治 、经济 、文化等各领域
交流往来，增进友好感情，拉紧团结
纽带， 在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的共同斗争中进一步加强协作 ，谱
写朝中关系新篇章。

元旦假期 乐享时光

②②

������元旦假期期间， 人们用各种方
式乐享时光，迎接新年，欢度假期。

图① 1 月 1 日， 在安徽省淮北市科技
馆，孩子们在体验科普装置。

李鑫 摄（新华社发）
图②为 1 月 1 日，一名小朋友在福建厦

门科技馆内体验 \"钝角六面体镜 \"。
曾德猛 摄 （新华社发）

图③为 1 月 1 日，跑步爱好者在河北正
定古城参加元旦长跑比赛。

梁子栋 摄（新华社发）

镜观中国丨遇见新年第一缕晨光

1 月 1 日， 位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南涧彝族自治县的无量山樱花谷迎
来 2024年第一缕阳光（无人机照片）。

冬至阳生，岁回律转。 人们迎接 2024年的第一缕阳光。 适志宏 摄（新华社发）

①①

2024 年元旦假期全国预计发送
旅客超 1.2 亿人次

新华社北京 1 月 1 日电（记者 叶
昊鸣） 记者 1 日从交通运输部获悉，
2023年 12月 30日至 2024年 1月 1日
（2024年元旦假期期间）， 全国铁路、公
路、水路、民航预计发送旅客总量 12812.64
万人次，比 2023年同期增长 78.4%。

具体来看 ， 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4420.2 万人次 ， 比 2023 年同期增长
177.5%；公路预计发送旅客 7699.8万人
次，比 2023 年同期增长 46.1%；水路预

计发送旅客 173.64万人次， 比 2023年
同期增长 72.9%；民航预计发送旅客 519
万人次，比 2023年同期增长 140.3%。

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1
月 1日是元旦假期最后一天， 全国将
普遍迎来返程高峰。 面对车流人流高
峰， 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将采取积极措
施，全力做好路网调度、运输组织、安
全应急、疏堵保畅等工作，切实保障旅
客安全、有序、温馨出行。

（上接第七版）
中国和印尼共建雅万高铁 ，让

东南亚有了高速铁路 ； 中老铁路助
力老挝实现从 “陆锁国 ” 到 “陆联
国 ”； 中欧班列 1 月至 11 月累计开
行 16145 列……“共建‘一带一路’源
自中国 ， 成果和机遇属于世界 ”，习
近平总书记的讲话 ，彰显 “为天下谋
大同”的大国胸襟。

立己达人。中国始终把中国人民利
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紧紧相系———

5 月初夏，古都西安，中国－中亚
峰会， 党的二十大之后首场重大主场
外交活动。 习近平总书记同中亚五国
元首种下 6棵寄托着美好期待的石榴
树，共同展望明天；

7 月盛夏，成都大运会。 青春盛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表示“以团结的姿态
应对全球性挑战”；

9月仲秋，杭州亚运会。 习近平总
书记宣示 “以体育促和平”“以体育促
团结”“以体育促包容”……

国际媒体评论，2023 年是属于中
国的“盛会之年”。中国以实际行动，推
动经济全球化更加开放、包容、普惠、
平衡、共赢。

博鳌亚洲论坛，发出“团结合作迎
挑战，开放包容促发展”强音；新冠疫
情之后， 进博会首次全面恢复线下办
展；举办首届链博会，为维护全球产业
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主动担当……

在世界经济低迷背景下， 中国仍
是促进全球发展的“主引擎”。

应变解困，彰显大国担当———
11 月 21 日， 金砖国家领导人一

场“云聚首”牵动世人目光。彼时，新一
轮巴以冲突已造成上万人伤亡， 民众
祈盼止战与持久和平。

“中方呼吁尽快召开更具权威性的

国际和会， 凝聚国际促和共识……”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停火止战等主张，
以正义之声、 和平之声为动荡的世界
注入希望。

这一年，越来越多中国智慧、中国
理念、 中国贡献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光
彩———是中国，成功促成沙特、伊朗在
北京对话并恢复外交关系；是中国，和
其他金砖国家一道， 积极推进金砖扩
员；是中国，在 11 月主持安理会巴以
问题高级别会议……

“不搞意识形态对立， 不搞地缘
政治博弈，也不搞集团政治对抗”“让
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 、 生机盎
然”……中国式现代化带给世界的是
和平而非动荡，是机遇而非威胁。不论
新朋还是老友、远亲还是近邻、发展中
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有目共睹。

“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
全球倡议 ” “愿同中方密切在联合
国 、 金砖机制等多边框架内的沟通
协作 ” ……外国政要在不同场合纷
纷表达赞许和钦佩之情。

在世界处于十字路口的重要关头，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
议、全球文明倡议，在国际社会上愈加
显示出强大的影响力、感召力、引领力。

大道如砥，壮阔无垠。
2024年，新中国成立 75周年，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70周年，实施“十四
五”规划进入关键一年，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任务艰巨，前景壮阔。让我们更加
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周围，坚定信心、团结奋斗，爬坡过
坎、攻坚克难，坚定不移朝着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新华社北京 1月 1日电记者张旭
东张晓松赵超林晖朱基钗安蓓 孙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