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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丘县自然资源局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灵自然资（集）告字〔2024〕3号

经灵丘县人民政府批准，落水河乡落水河村、武灵镇韩

家房等 5 村拟以挂牌方式出让 8 宗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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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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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三、本次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

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

文件。申请人可于 2024 年 10 月 18 日至 2024 年 11 月 19 日到

灵丘县自然资源局获取挂牌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 2024 年 10 月 18 日至 2024 年 11 月 19 日

到灵丘县自然资源局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

止时间为 2024 年 11 月 19 日 16 时 00 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

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将在 2024 年 11 月 19

日 18时 0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以上 8 宗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时间

为：2024 年 11月 7日 08时至 2024 年 11月 21日 10时。

出让地点：灵丘县自然资源局三楼会议室。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受入市村集体经济组织委托，本次挂牌出让活动由

山西坤源欣图科技有限公司（拍卖公司）组织实施。

（二）有竞买意向者自行实地踏勘。

本次公开出让不接受电话、邮寄及口头竞买申请。

（三）如有其他事宜发生变更，另行通知。

八、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联系地址：灵丘县平型关大街4077号（灵丘县自然资源局）

联系人：杨程远 冀秀娟

联系电话：0352-8522114 13994283394

单位名称：灵丘县财政局专户管理资金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灵丘县支行

账号：04233001040003144

行号：103162023303

灵丘县自然资源局

2024年 10月 17日

地块编号

LOJT2024-03
LOJT2024-04
LOJT2024-05
LOJT2024-06
LOJT2024-07
LOJT2024-08
LOJT2024-09
LQJT2024-10

土地位置

落水河村西、荣乌高速南侧
武灵镇韩家房村南
武灵镇韩家房村东
武灵镇韩家房村南
武灵镇弋家坡村南
赵北乡王城庄村北
武灵镇大作村西侧
武灵镇大作村西侧

土地出让面积（平方米）

31967.41
6163.85
19633.53
1545.35
9523.73
23821.33
12228.18
3046.45

土地用途

其他交通设施
工业
工业
工业
工业
工业
工业
工业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0.9
≥1
≥1
≥1
≥1
≥1
≥1
≥1

建筑密度
≤30%
≥45%
≥45%
≥45%
≥45%
≥45%
≥45%
≥45%

绿化率
≥35%
≤20%
≤20%
≤20%
≤20%
≤20%
≤20%
≤20%

出让年限（年）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竞买保证金（万元）

400
70
225
18
110
250
150
40

挂牌起始价（万元）

450
80
250
20
120
280
165
42

增幅价（万元）

5
2
3
1
2
3
2
1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7 日电 （记者
宋晨） 我国专利密集型产业创新能力
强、发展潜力大，集聚了全国企业近五
成的研发经费投入，产出了七成左右
的发明专利。

这是记者从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
发布的《中国专利密集型产业统计监
测报告》中了解到的信息。

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知识产权是新质生产力中的关键
要素，不仅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
展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也在以科
技创新为引领、协同发展的现代化产
业体系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大力
发展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是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十四五”
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更

好保护和激励高价值专利，培育专利
密集型产业。

报 告 显 示 ，2022 年 ，我 国 专 利 密
集 型 产 业 规 模 稳 步 壮 大 ，专 利 密 集
型 产 业 增 加 值 突 破 15 万 亿 元 ，2018
至 2022 年 ，年 均 增 速 为 9.36% ，作 为
新 兴 产 业 代 表 的 信 息 通 信 技 术 服 务
业 及 信 息 通 信 技 术 制 造 业 增 加 值 年
均增速达 14.86%和 10.23%，实现两位
数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专利密集型
产业吸纳就业不断增加，劳动生产率
日益提升。2022 年，我国专利密集型
产业就业人员共 4916.65 万人，比上年
增加 46.01 万人，占全社会就业人员的
6.70%，比上年提高 0.18 个百分点，较
2018 年提高 0.52个百分点。

4000 多家企业首次参展、首次设立
储能专区、首次推出虚拟数字人……作
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正
在举行的第 136届广交会持续上“新”。

这些“首次”传递什么信号？记者
近日在广交会展馆探寻答案。

4000 多家企业首次参展，
创造外贸新增量

首次参加广交会的广州三晶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带来 20 多款产品，提供
定制化工业自动化产品与解决方案，新
品率达三分之一。

“细分市场机会不小、空间够大，我
们特别看好中东、非洲等新兴市场。”该
公司工业自动化事业部总经理陈秋蒙
说，“希望用好广交会平台，精准对接需
求，进一步打开发展空间。”

第 136 届广交会线下参展企业超 3
万家，新参展企业近 4600 家，既覆盖电
子、能源等传统优势品类，还有跨境电
商、海外仓等新业态。

首次参展的京东物流迎来不少客
商咨询。京东物流品牌传播部高级经
理陈宝健介绍，公司在全球有近 100 个
保税仓、直邮仓和海外仓，总面积近 100
万平方米，希望借广交会的平台助力中
国品牌更好出海，为全球客户提供一体
化供应链解决方案及定制化服务。

这些“新鲜血液”既代表中国制造
的新力量，又是中国外贸的生力军。

“我们面向省内特色优势产业，把
展位重点投向制造业企业，支持有订单
潜力的新锐企业参展，特别是高新技

术、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先进制造和
科创产业企业。”广东交易团负责人说，
此次交易团新参展企业超过 400家。

广交会的“新面孔”还有青睐中国
市场的外资企业。

开设跨境电商讲堂、“一对一”顾问
提供选品和物流方案……美国电商企
业亚马逊为首次参展做足了准备。

“广交会聚集优秀的外贸厂商和品
牌商，他们出海意愿强，我们提供出口
服务，刚好契合彼此的需求。”亚马逊中
国副总裁邱胜说，“我们希望和更多卖
家、服务商协同创新，探寻更新的业务
模式，寻找更好的创新产品，满足不同
市场的新需求。”

首 次 设 立 储 能 专 区 ，带 来
绿色新动能

共享型氢能自行车、微型制充氢一
体机、低压固态储氢装置……永安行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展位摆满了各式氢能
产品。

“绿色清洁能源颇受海外消费者青
睐，我们希望让大家近距离感受氢科技
给生活带来的便捷，进一步了解市场上
丰富的氢能应用场景。”该公司相关负
责人说，企业的氢能共享自行车项目已
在国内多个城市推广，氢能产品远销欧
洲、美洲和东南亚地区。

绿色化是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趋
势之一。广交会积极顺应这一趋势，丰
富绿色能源展览题材，首次在新能源专
区增加氢能新题材，新设储能产品专
区，共吸引新能源参展企业 110多家。

据商务部门展前调研，本届广交会
参展企业中 55.9％的企业在绿色低碳
领域拥有外观、实用、发明等专利，各类
企业现场展示绿色低碳产品将超过 104
万件。

在深圳市华思旭科技有限公司的
展位，寿命可达 5 年以上的重卡启停锂
电池吸引了不少采购商的目光。

华思旭销售经理陈润秋介绍，企业
2013 年第一次参展时靠两款锂电产品
接到外商订单掘到“第一桶金”，今年多
款新能源产品受到新老客户欢迎，预计
出口额可达 12 亿元，比去年增长近一
倍。

国内外对清洁能源和节能环保的
重视度不断提升，中国企业敏锐感知新
趋势，推陈出新、满足需求。

广东高而美制冷设备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杜伟说：“公司主推空气能热
泵，朝节能、环保、高效、智能等方向创
新研发，不仅在传统的供暖、空调、生活
热水等领域有丰富应用，还开始扩展到
储能等领域。”

虚 拟 人 首 次 亮 相 ，数 智 化
产品成为新亮点

“ 大 家 好 ，我 是 广 交 会 数 字 人 小
惠 ……”在广交会对外宣传短视频中，
虚拟数字人首次亮相，化身一位数字女
主播来播报论坛信息、活动资讯等内
容。按“她”的介绍指引，展客双方可用
手机访问线上平台，实现线上线下统一
认证、一键查找商品、规划采购行程等。

“试着用了一下这个 App，可以进行

中英文翻译、扫码交换名片、添加洽谈笔
记，让我们线下参展又多了一个得力助
手。”来自湖北黄石的一位参展商说。

“双线融合”、大力提升线上平台效
能是近年来广交会致力改革的方向。
本届广交会线上平台共优化 18 项功能，
全新推出广交会 App。目前已有约 4.8
万家企业上传展品约 375 万件，企业数
和展品数分别比上届增长 60%和 50%，
均创历史新高。

国际贸易不断加快的数字化进程，
不仅体现在“数字广交”这一办展模式
上，更体现在参展企业的诸多智能产品
及其背后的数字化制造上。

商务部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储
士家介绍，本届广交会现场展示数字化
智能产品 39 万件，较上届增长 300%。
一批人形机器人、智能设备、无人驾驶
产品等首次亮相。

打招呼、握手、比心，甚至跳舞蹈、
打太极……深圳市优必选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的人形机器人吸睛无数。公司
相关负责人介绍，历经十多年研发，公
司开发了“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家庭
清洁机器人、“大力士”工厂搬运机器人
等应用在不同场景的各类产品，目前出
口到美国、加拿大、意大利、法国等 50 多
个国家和地区。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研究员周密认为，透过广交会，可以看
到先进制造不仅强化产品的“高质量”，
还展现出流程的“智能、高效和绿色低
碳”，更能感知到中国贸易新动能加速
释放。 新华社广州 10月 17日电

广交会上的这些“首次”传递哪些信号？
新华社记者 詹奕嘉 丁乐

10 月 16 日，在北大荒集团黑
龙江红星农场有限公司第一管
理区，农机在进行耙地作业（无
人机照片）。

目前，黑龙江垦区北大荒集
团各农业生产单位在加快秋收
进度的同时，集中机械力量，推
进秋整地、秋起垄工作，确保耕
地黑色越冬，为明年春播打下坚
实基础。

新华社发 （侯越摄）

黑龙江北大荒：

推进秋整地

确保耕地黑色越冬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7 日电 （记者
于文静）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截
至 10 月 16 日，全国秋粮已收 69.5%，进
度同比快 2 个百分点。分作物看，玉米
已收 72.6%，一季稻已收 69.4%，大豆已
收 83%，双季晚稻已收 6.6%。

这 是 记 者 17 日 从 农 业 农 村 部 了
解 到 的 消 息 。 分 地 区 看 ，黄 淮 海 和
西 北 秋 粮 已 收 过 八 成 ，西 南 过 七 成
半 ，东 北 过 六 成 ，长 江 中 下 游 和 华 南
过半。

同时，各地秋种稳步推进。全国
冬小麦已播 27.5%，其中西北已播过七
成 半 ，黄 淮 海 过 两 成 。 冬 油 菜 已 播
42.8%，其中长江中下游过四成半，西南
过三成。

农 业 农 村 部 有 关 司 局 负 责 人 表
示 ，将 抓 实 抓 细 秋 收 秋 种 各 项 任 务 ，
落 实 粮 食 安 全 党 政 同 责 要 求 ，确 保
秋 粮 丰 收 到 手 ，奋 力 夺 取 全 年 粮 食
和 农 业 丰 收 ，夯 实 明 年 夏 季 粮 油 生
产基础。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7 日电 （记者
王雨萧） 10 月 17 日，国家税务总局发
布《“走出去”税收指引》（2024 年修订
版），将涉税服务事项由原来的 99 个扩
充至 120 个，帮助“走出去”纳税人积极
适应国内外税收环境新变化，助力企业
行稳致远。

记者了解到，新版指引对“走出去”
纳税人在海外遇到的相关税收政策及
覆盖 114 个国家和地区的税收协定进
行归纳整理，从税收政策、税收协定、管
理规定及服务举措四个方面，总结共性
涉税问题 120 项。同时，新增了“外贸
新业态税收政策”和“‘税路通’服务品
牌”两个章节，更新补充了 2021 至 2024
年生效的税收政策文件及税收协定有
关内容。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国 际 税 务 司 司 长

蒙玉英表示，随着现代商业活动全球
化 以 及 新 经 济 、新 业 态 、新 模 式 的 持
续涌现，企业在跨境生产经营过程中
面 临 的 形 势 日 趋 复 杂 。 新 版 指 引 聚
焦“走出去”纳税人关切和需求，及时
对 中 国 与 有 关 国 家 和 地 区 之 间 税 收
政策及税收协定进行更新补充，进一
步 帮 助 中 国 企 业 享 受 国 与 国 之 间 税
收协定待遇、确保协定中赋予的权益
得到实现。

新版指引作为国家税务总局“税
路通”跨境服务品牌下重要的知识产
品之一，旨在为我国“走出去”纳税人
提 供 涉 税 政 策 、管 理 、服 务 内 容 索 引
与辅导，帮助纳税人在海外有效规避
税 收 风 险 ，为 构 建 增 长 友 好 型 环 境 、
推 动 国 际 经 贸 往 来 和 经 济 发 展 作 出
积极贡献。

全国秋粮收获约七成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新版

《“ 走 出 去 ”税 收 指 引》

我国专利密集型产业创新能力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