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省淮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

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规定》 等法律、 法规， 经淮南市人民政府批准， 淮南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一宗地块的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详见 《出让
宗地具体情况一览表》。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
参加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竞买活动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
外）。

三、本次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出让文件。申请
人可于 2025 年 3 月 3 日 9:30 至 2025 年 3 月 10 日 17:00 前，
请在淮南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网注册账号，下载出让文件。

四、 申请人竞买挂牌地块的， 申请人须于 2025 年 3 月
3 日 9:30—2025 年 3 月 10 日 17:00 前， 按指定账户交纳履约
保证金， 并在淮南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网提交报名材料。 经
审查， 申请人按规定交纳履约保证金， 提交的报名材料具备

申请条件的， 淮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在 2025 年 3 月 12
日 12:00 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法定节假日除外）。

五、挂牌时间和地点：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
活动定于 2025 年 3 月 3 日 9:30—2025 年 3 月 12 日 16:00 在
淮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一楼开标四室（山南新区政务中心 F
楼）举行。

六、 价高者得，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
遵循价高者得的原则。

七、 工业项目在签订土地出让合同， 一次性缴清土地出
让金和相关税费后， 实行 “交地即发证”。

八、 如挂牌公告的内容与挂牌出让文件的内容不一致，
以挂牌出让文件为准。

九、 联系地址： 淮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联系电话： 0554———2699135

淮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淮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5 年 2 月 8 日

出让宗地具体情况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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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盛景：中国“叙事”与世界共鸣

在这个活力满满、 热气腾腾的蛇年
春节， 8 天假期内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
动量超 23 亿人次， 国内出游超 5 亿人
次， 1436.6 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
春节档上映新片总票房破百亿元……透
过春节的窗口， 世界全景式观察今日中
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从这一承载
着深厚文化内涵与历史价值的重要传统
节日中解码“何以中国”。

春运被外媒称为“全球最大规模的
年度人员迁徙”。 2025 年春运 40 天里，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到 90
亿人次。 保障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流动，
折射出如今中国交通系统日益发达、 运
力不断提升， 社会治理、 公共服务等方
面的能力不断增强。 “复兴号” 高铁飞
驰原野， C919 大飞机翱翔蓝天， 新能
源汽车驶上“快充” 路……越来越多国
产交通工具助力春运， 让世界看到了中
国科技创新的力量。 多家外媒注意到了
今年春晚节目中的智能机器人扭东北大

秧歌。 法国 《费加罗报》 网站刊文指
出， 这场机器人完美惊艳的演出， 展现
了中国的科技雄心和进步。

春节带来大量人口流动， 也带动消
费市场活力涌动， 一幅幅红火的消费图
景， 折射出中国经济的澎湃动力。 欧洲
《现代外交》 杂志网站报道称， 全球的
企业都意识到春节所蕴含的巨大商机，
很多国际知名品牌专门推出营销活动，
发布春节主题的限量版商品、 制作与春
节相关的广告等。 中国商务部数据显
示， 节日期间， 食品、 年俗商品、 绿色
智能家电、 手机、 平板等商品热销， 重
点监测零售企业家电、 通讯器材销售额
同比增长 10%以上。 聚餐、 旅行、 观
影、 看剧等服务消费需求集中释放， 重
点监测餐饮企业营业额同比增长 6.2%。
冰雪游、 文博游等热度不减， 春节假期
国内出游总花费 6770 亿元， 同比增长
7.0%。 春节档电影票房创历史新高， 观
影人次刷新历史纪录， 爆款影片热度持
续走高。 路透社报道说， 中国电影行业
在这个春节档迎来了丰收， 这一成绩

“令人鼓舞”。 俄新社刊文指出， 今年春

节假期消费支出的增长表明， 中国经济
不仅在数量上， 还在质量上有新的提
高。

春节申遗成功， 进一步扩大了春节
的世界影响力。 越来越多人从春节的热
闹场景中， 找寻到春节传承的和平、 和
睦、 和谐等中华文明理念， 承载的家庭
和睦、 社会包容、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等全人类共同价值。
巴基斯坦智库全球丝绸之路研究联盟创
始主席阿万认为， 春节蕴含着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理念。 “人们在欢迎春天和
新一轮自然周期的到来中， 懂得尊重规
律、 善待万物的重要性， 并积极致力于
实现可持续发展。”

乙巳蛇年春节所展现的红火兴旺，
让世界看到今日中国的满满活力和勃勃
生机， 更从春节所蕴含的传统文化和价
值观中看到了中国的光明未来。 春节，
是一个新起点， 也预示着新希望。 新的
一年， 中国将以蛇行千里的劲头， 凝神
聚力搞好自身发展， 在憧憬祝福中携手
各国书写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新华社北京 2月 9日电 记者 谢彬彬）

后备箱是家乡 方向盘是远方
———蛇年春节返岗见闻

春节假期结束了。谢周凡打开网约
车后备箱，和妻子合力将一大一小两个
行李箱拎放进去，又把一个密封严实的
泡沫箱抱进车里。 告别了海口老家，两
人坐车前往机场，向广州出发。

两口子离家前，父母准备了两瓶山
柚油、 两条大咸鱼、5 瓶糟粕醋等土特
产，谢周凡一一装进行李箱，有几样实
在放不下的， 就用泡沫箱打好包带走。
“出门在外打拼，这些味道就是家乡。”身
为广药集团白云山制药总厂的一名专业
技术人员，谢周凡熟记各类药物功效，在
他眼里，家乡是治愈人心的一剂良药，总
能将游子心中的烦恼化解清扫。

每个塞满的后备箱都是压缩的乡
愁，每个握紧的方向盘都朝着追梦的方
向。高速路上，年后返程的车灯连成一
条流动的星河，从家乡到远方，照亮一

个个奋斗者前行的路。
江苏盐城的“90 后”姑娘程潇整理

行李离家返程时， 家人准备的一大堆
“爸妈牌预制菜” 把汽车后备箱装得满
满的。“恨不得把半年的饭菜都备好让
我带着，细致到连生姜、蒜、葱等配菜都
切好，就差帮我炒了。”她说。

行囊里的家常味道，浓缩着父母最
真挚的牵挂和祝福。在教育行业打拼多
年，家人的鼓励就是程潇克服困难努力
奋斗的底气。“新的一年，我要更努力踏
实工作， 争取带家人一起看世界。”她
说。

从家乡到远方，返程的人们在追梦
路上笃定前行。带着满满的行李，29 岁
的广东汕头小伙翁溢楷与妻儿和父母
话别，回到 200 多公里外的深圳市深汕
特别合作区建设项目工地。 对他而言，

工程建设不仅是混凝土的垂直生长，更
是怀着守护万家灯火的使命和期待，用
汗水浇筑城市骨骼。

两个多月前，他所在的由中铁建工
集团承建的深汕科技生态园 B 区项目
顺利封顶。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这栋
地上 53 层、地下 2 层的大厦以“7 天 1
层楼” 的建设速度向上攀升至 248 米，
刷新了深汕特别合作区的天际线高度。

“亲身参与见证这片热土快速发
展， 我与有荣焉。” 翁溢楷登上大厦俯
瞰， 四周已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向
南 3 公里外，沈海高速、厦深铁路两条
交通“大动脉”正在南粤大地并行涌动，
日夜不停运送年后返程的人们奔赴他
乡———他们把乡愁装进行囊，将理想握
在手上。 （新华社广州 2 月 9 日电

记者 徐弘毅 赵紫羽 钟 焯）

在劳务输出集中地阜阳，看春运“三变”
农历正月十二，清晨六点。阜阳西

站站前广场已被密密麻麻的人群填满。
安徽阜阳这座劳务输出大市，迎来

一年一度的春运 “大考”。 数不清的旅
客，带着对新一年的希望，出发远行。

这一天，记者来到阜阳西站，与行色
匆匆的旅客、 坚守岗位的铁路工作人员
一起，感受春运中悄然发生的三种变化。

———客流流向越发多元。
离发车还有半小时，准备前往合肥

务工的孙祥带着行李赶到了车站。
“前几年，我们同乡大多在浙江、江

苏务工。这两年，省内也有许多就业机
会， 不少人选择留在本省工作。” 孙祥
说，今年是他第一年到省会工作，他的
新年愿望是“一家人平平安安，自己能
多挣点钱”。

穆书雯是当日车站值班站长。今年
是她在工作岗位上经历的第 15 个春
运。 对阜阳这个人口大市的春运变化，
她感受格外真切。“阜阳春运客流经历
了从最初向珠三角流动，到长三角、杭甬
地区的多点开花， 再到近年来省内客流
占比提升的变化。”穆书雯认为，这些变
化的背后，折射出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

此外，“反向春运”和春节旅行同样
让客流流向发生改变。穆书雯说，以往
人们的单向过年如今变成了双向奔赴，
春运途中， 有在外务工的人们回乡探
亲，也有不少人“反向过节”，选择去大
城市和在那里工作的孩子过年。

———设施、服务越发完善。

2019 年，高铁阜阳西站启用，阜阳
铁路正式进入“高铁时代”。

曾几何时，春运最高峰时，阜阳站
站前广场上有超过一万名等待进站的
旅客。 为了让旅客们不在寒风中等候，
站前广场搭建了不同颜色的临时候车
大棚，分别代表前往北京、上海、广州三
个方向。

“那时候人多得不行， 在大棚里找
个落脚地都难。 大包小包挤在一起，孩
子的哭闹声、 大人的交谈声， 乱成一
片。”旅客李民俊回忆道。

如今，刷证进站的便捷方式，大幅
缩短了旅客的候车时间。随着城市基础
设施的不断完善 ，2024 年 ， 阜阳站的
“候车大棚”完成了它的使命，彻底退出
了历史舞台。

除了硬件设施的改善，铁路服务也
在持续升级。

“以前坐火车回家， 车厢里空气不
好，座位又硬，一路下来腰酸背痛。现在
坐高铁，不仅速度快，可调节座椅舒适
多了。” 旅客赵女士说。

从拥挤嘈杂的绿皮车到整洁舒适
的高铁车厢，从拥挤的候车室到宽敞的
候车大厅……种种细节的变化，既是经
济社会发展的时代印记，也有铁路人的
不懈付出。

“过去坐火车， 很多人在旅途中不
敢喝水、不敢上厕所，就怕卫生间环境
差。”车站工作人员刘娟说，现在他们白
天进行动态保洁，每晚还会开展深度清

洁，不仅要保证卫生间干净整洁，连座
椅都要仔细刷洗。

———旅客行囊越发轻便。
在穆书雯看来，如果把春运变迁看

作一部时代纪录片，旅客行囊的变化便
是其中最直观的影像。

“2010 年 ，我刚工作那会儿 ，春运
的列车就像一个被塞得满满当当的仓
库，车厢过道里、座位下，到处都是大大
小小的蛇皮袋。”穆书雯说，那些在外务
工的旅客，经常要拖着装满被褥衣物的
包裹，在拥挤的车厢里，艰难地挪动着，
只为找到自己的座位。

“记得有一次， 一位大叔的蛇皮袋
底部开了线，里面的衣物‘哗啦’一下散
落一地，他又着急又尴尬，周围的乘客
纷纷帮忙， 七手八脚地帮他把东西捡
起，又重新塞回袋子里。”穆书雯眯起眼
睛， 仿佛回到了那个场景。

如今， 人们离家的行囊越来越轻。
走进候车大厅， 映入眼帘的是各式各
样轻便时尚的行李箱。

“现在网购都很方便， 绝大多数东
西都能从网上买到。 今年， 我只从家
里带了一些母亲做的腊肉。” 在候车大
厅 ， 即将前往苏州务工的刘子飞说 ，
“带上它出门， 心里踏实， 因为有家的
味道。”

尽管行囊变得轻便， 可那份对家
乡的思念、 对亲人的牵挂， 一如从前。

（新华社合肥 2 月 9 日电
记者 戴 威 何曦悦 胡 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