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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地坐落

吴起县周湾镇和长城镇

吴起县周湾镇

吴起县铁边城镇新寨社区

吴起县白豹镇

吴起县金佛坪村徐家湾

吴起县吴仓堡镇

吴起县张坪村

吴起县城壕湾

吴起县城壕湾

吴起县城壕湾

吴起县迎宾大道

宗地总面积

16080㎡（合24.12亩）

20989㎡（合31.48亩）

17466㎡（合26.2亩）

13782.53㎡（合20.67亩）

35213.33㎡（合52.82亩）

2597.4㎡（合3.9亩）

47300.81㎡（合70.95亩）

20408.65㎡（合30.61亩）

7538㎡（合11.31亩）

1533.34㎡（合2.3亩）

1587㎡（合2.38亩）

出让用途
及年限

工业

工业

工业

工业

公用
设施
商业

工业

商业

住宅

商业

住宅

商业

商业

住宅

50年

50年

50年

50年
50年
40年
30年
40年
70年
40年
70年
40年
40年
70年

容积率

升压站≥0.19
风机基桩及箱变≤1.0

升压站≥0.23
风机基桩及箱变≤1.0

升压站≥0.17
风机基桩及箱变≤1.0

升压站≥0.14
风机基桩及箱变≤1.0

≤0.1
≤0.16
≥0.5
≤4.2

≤4.84
≤3.75
≤2.5

建筑
密度

≥13.56%

≥14.22%

≥30%

≥30%
≤23.02%
≤26.13%
≥30%
≤36.6%

≤39.09%
≤58.9%
≤34.34%

绿地率

≤20%

≤20%

≤20%

≤20%
≥48.28%
≥16.56%
≤20%

≥20.15%

≥35%
≥12%
≥13%

保证金
（万元）

95

120

90

75
380
15
250
845

325
72
52

起始价
（万元）

455

592

442

351
1888
75

1226
4223

1625
360
262

增价幅度
（万元）

5

6

5

4
20
1
13
42

16
4
3

吴起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吴自然告字【2022】01号

经吴起县人民政府批准，吴起县自然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以下十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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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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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国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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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4 月 7 日至
2022年5月9日到吴起县自然资源局获取挂牌出让
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 2022年 4月 7日至 2022年 5月

9日到吴起县自然资源局向我局提交书面申请。交
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 2022年 5月 9日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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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局将在2022年5月9日17时30分
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在
吴起县自然资源局进行。挂牌时间均为：2022
年 4 月 27 日 9 时 00 分至 2022 年 5 月 11 日 12 时
00分。

七、其他需要公告事项：

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
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八、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联系地址：吴起县新城东街277号
联系人：马增举 屈锋
联系电话：0911-7612197 15829116666

吴起县自然资源局
陕西圣融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4月7日

2022年4月7日 星期四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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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气东输工程 2000年 2月 14日
启动，2002年 7月 4日全线开工，2004
年 10月 1日，全线投产。西气东输工
程创造了国内外管道建设的最好纪
录，填补了我国管道建设的多项技术
空白，使我国天然气管道建设水平向
前迈进了一大步；同时，也带动了国
内相关产业的技术升级，拉动了国民
经济的增长。

20世纪末，我国能源消费增长速
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3倍，但能源结
构很不合理，煤炭在一次能源生产和
消费中的比重均高达72%。调整固有
的能源结构、发展清洁能源迫在眉
睫。

我国西部地区塔里木、柴达木、
陕甘宁和四川盆地蕴藏着丰富的天
然气资源，约占全国陆上天然气资源
的 87%，其中塔里木盆地占比高达
22%。为了更好地促进西部地区经济
社会发展，改善东部沿海地区的生态
环境，助力我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
展，一项令世人瞩目的宏伟工程被提
上议事日程。

1998年 3月,中国石油在多年论
证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全国天然气
管道干线框架及与之相配套的局部
管网方案，其中就包括要建设的新
疆——上海东西主干线，并开展了
涉及塔里木等六大盆地的天然气资
源研究。

2000年 2月 14日,朱镕基亲自主
持召开国务院总理办公会，听取了国
家计委和中国石油关于西气东输工
程资源、市场及技术、经济可行性等

论证汇报。
2000年 3月 25日，国家计委在北

京召开西气东输工程工作会议。会
议宣布，经国务院批准成立西气东输
工程建设领导小组。

2000年 8月 23日，国务院召开第
76次总理办公会，批准西气东输工程
项目立项。自此，西气东输工程正式
落地，并成为拉开“西部大开发”序幕
的标志性工程。

西气东输工程于 2002年 7月正
式开工，2004年 10月 1日全线建成投
产。2004年 12月 30日，西气东输工
程全线正式商业运营,比原计划整整
提前一年。

西气东输管道是迄今国内距离
最长、管径最大、管材等级最强和设
计压力、输气能力、自动化控制程度
最高的管道。主干线西起新疆塔里
木油田轮南首站，途经新疆、甘肃、宁
夏、陕西、山西、河南、安徽、江苏、浙
江和上海十省区市，到达上海市白鹤
镇末站，线路总长约4200公里。西气
东输先后 6次穿越古长城，3次过黄
河，1次过长江，跨越其他大型河流 3
次，铁路、公路 118次，是国内自行设
计、建设的第一条达到国际水平的天
然气管道工程。

西气东输东段工程的启动气源长
庆气田，天然气资源丰富，先期担负了
西气东输陕西靖边—上海段供气任
务。塔里木盆地的克拉2气田供气后，
长庆气田将作为西气东输的储备气
源。西气东输的主力气源地——塔里
木盆地，天然气资源充足，开发潜力巨

大，已探明天然气储量仅占天然气总
资源量的 7.8%，实现年输气 200亿立
方米、稳定供气30年具有可靠保证。

西气东输工程浩大，仅挖填土石
方量就达 3000多万立方米，相当于
铺设一条一米见方的道路环绕地球
一周；所用钢材达 174万吨，制成的
钢管如果用火车装运，需要 8万节车
皮；西气东输管道全长 4000公里左
右，共有焊口约 35万道，仅焊口圆周
焊接累计长度就长达 1100多公里。
西气东输工程仅用 4年多时间就建
成，创造了世界同类管道建设史上的
奇迹。

西气东输工程汇集8家专业设计
院、30多家科研院所、近 2000名科技
人员，展开700余项科技攻关，填补了
30多项国内空白。在国内第一次采
用 10兆帕高压输送、1016毫米管径、
X70高钢级管道、30兆瓦压气站；第一
次采用内涂减阻、优化的压缩机组增
压系统、干空气干燥工艺；第一次采
用长江盾构和黄河顶管、定向钻等穿
越技术；第一次在管道工程中大规模
运用全自动焊接技术、全自动超声波
检测技术；第一次在天然气管道上推
广应用卫星遥感选线技术和先进的
自动化控制系统；第一次全面系统地
制订了我国大口径天然气长输管道
技术标准等等。大大提升了我国长
输管道建设和运行水平。

西气东输工程质量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实施全过程质量控制体系、
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工程质量终
身负责制。管道安装焊接平均一次

合格率达到 98.3%，比以往同类工程
建设提高近10个百分点，创造了我国
管道建设史上的新纪录。工程实施

“给戈壁多留点绿地、给动植物一片
蓝天”的绿色计划，强调工程完工后
的地貌恢复，并取得明显成效，创造
了能源与自然的和谐。

西气东输工程创建了一套适合
工程建设实际的完整的项目管理模
式和运行机制，采取国际现代项目管
理模式，实行了适应市场经济规律的
项目法人责任制，全方位、全过程中
外合作监理制，公开、公正、公平的招
投标制度，以经济法律为手段约束甲
乙方行为的合同制，派驻第三方进行
项目监督的异体监督制度。

西气东输工程已经使部分下游
地区 3亿人受益，对促进这些地区经
济发展、环境保护和人民生活水平提
高起到了积极作用。全线正式商业
运营后，中国石油将加大勘探开发力
度，保障西气东输工程资源供给。加
强管道安全管理，保障管道安全平稳
运营，提高供气质量和服务水平。按
计划增加输气量，加快投资回收，创
造更好的经济效益。

西气东输工程是中国管道建设
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是中国石油上市
以来投资建设的最大工程。西气东
输工程的建成投产，标志着中国石油
在国内的天然气骨干管网已初步形
成，天然气业务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
阶段。

（供稿单位：中共延安市委党史
研究室）

2004年：“西气东输”工程全线
建成并正式运营

到延安前

方纪 1919年生于河北省辛集市（束鹿县）一个农民家庭。
童年的方纪经常听外祖母讲一些民间故事与自身经历，对文艺
产生了兴趣。1931年，方纪考入辛集中学。九一八事变后，曾
参加中学生的请愿游行。1934年毕业，同年夏秋之间，方纪来
到了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北平，先在一家商店当学徒，后因
反对售卖日货而被解雇。失业后曾给《益世报》写稿，后由曹盼
之介绍到北京大学历史系旁听，此后开始从事文学活动。参加
了魏伯、魏东明、牧风等共同集资创办的《泡沫》《浪花》两个文
艺刊物的编辑和撰稿，并参加了北平地区的中国左翼作家联
盟。1935年底，他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和天津市民的游行，任中
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冀南中心地方队队长。1936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同年夏，方纪接受组织派遣，回到家乡，在党的地下直南
特委里工作，他的外祖母家就成了当时直南特委的一个联络
点。方纪曾担任中共河北省深泽县、宁晋县、束鹿县三联县县
委书记，东北军工委抗日游击队第五大队政治委员。

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奉命南下，曾在武汉、重庆等地与周
恩来接触。历任中共湖北省委武汉青年救国团服务部部长，武
汉、长沙、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干部等职。

延安时期

1939年，方纪从重庆到延安，进行短期学习后，初任陕北公
学教师，后到文抗与陕甘宁边区文协工作，担任马列学院教
员。1942年进中央党校，最后到《解放日报》担任编辑。在此期
间，他曾多次听毛泽东的讲演，并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毛
泽东还曾亲自修改和增补了方纪为中央党校三部的墙报所写
的文章。

在延安，方纪与泰国华侨黄人晓恋爱。1940年初，黄人晓
毅然离别家人回到祖国，同年春天辗转到达延安。黄人晓写了
一篇题为《毛主席看望关向应同志》的通讯，发表在《解放日报》
上。作品情节感人，文笔生动，方纪读到这篇文章后采访她，两
人一见钟情。1942年8月1日，二人喜结连理。

离开延安后

1945秋，抗战胜利，方纪到承德，担任热河省文联副主席，
参加土改工作团，写下了反映冀中人民抗日和土改运动的长篇
小说《老桑树底下的故事》和中篇小说《不连续的故事》。从张
家口撤退后，他又先后被调到冀中区党委宣传部、冀中文联任
冀中文联委员，又在《冀中导报》等处工作。

1949年 1月 15日天津解放后，方纪历任《天津日报》编委、
文艺部主任、副刊部部长，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天津分会秘书长，
中苏友好协会天津分会总干事，天津市文化局局长、市委宣传
部副部长，天津市文联党组书记、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天津
分会主席等职务。

1956年春，方纪随长江三峡地质勘查队在长江中上游工
作、采访，直至同年秋天。这次旅行，他写了《长江行》《到金沙
江去》《三峡之秋》等散文。他的代表作《挥手之间》记录了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参加国共和平谈判这一重要
的历史时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文革”中，方纪受到迫害，被投入监狱，造成严重病残。“文
革”后获得平反，1979年担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理事。先
后被选为天津市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届政协常委，市委第
二届候补委员。

1998年4月29日，方纪在天津逝世。

（延安精神研究中心研究员 高慧琳）

方纪（1919-1998），原名
冯骥，笔名公羊子、方纪。河
北省辛集市（原束鹿县）人。
现当代著名作家，著有长篇
小说《老桑树底下的故事》，
中篇小说《不连续的故事》，
短篇小说《来访者》，散文特
写集《长江行》《挥手之间》，
长诗《不尽长江滚滚来》《大
江东去》《三峡之秋》，文学评
论集《学剑集》等。代表作

《挥手之间》，记录了1945年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赴
重庆参加国共和平谈判这一
重要的历史时刻。 ● 方纪

方纪

新华社电（记者 解园）王学涛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近日发布最
新考古成果称，考古工作者在运城市稷山县发现了东渠遗址，出土
较多陶器、玉石器、骨器等，对夏时期考古研究起到推动作用。

东渠遗址位于山西省运城市稷山县东渠村北。2020年，为配合
稷山县体育场项目建设，考古工作者在用地范围内勘探时发现了这
处夏时期文化遗存。2021年，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运城市文物保护
中心联合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约 1000平方米，清理
房址1座、陶窑2座、灰坑36座。

其中，2座陶窑大小、形制相同，均为小型竖穴窑，自上至下由窑
室、窑床、火膛组成，周围有操作间。

该考古项目负责人、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华夏文明研究所副所长
崔俊俊介绍，东渠遗址出土遗物以陶器为主，灰陶居多，褐陶次之。
此外，还出土有玉钺、石铲、骨簪、骨针、骨锥等少量玉石器、骨器、蚌
器。

崔俊俊说，此次考古发现不少动物骨骼，初步鉴定有猪、牛、羊、
鸡等。此外，植物考古的初步研究表明，粟、黍是东渠遗址基本的农
作物种类，同时先民可能采集马唐、豆科等野生植物作为动物饲料，
并利用藜科等植物的嫩叶作为人的食物补充。

“这次考古为全面系统地研究夏时期生活在东渠遗址上古人的
手工业生产、生业模式等提供了重要材料。”崔俊俊说。

山西发现一处夏时期文化遗存

新华社电（记者 陈国峰）近日，
山东省诸城市恐龙文化研究中心工作
人员在春季野外化石勘察过程中，在诸
城市的主要化石遗迹区新发现一处较
为完整的水波纹遗迹化石和一些大型
恐龙足迹化石。

据介绍，该化石遗迹区地质地貌
发育及保存比较完整，经过对周围岩
层沉积和遗迹化石点周围地层岩层特

征对比分析，初步断定为早白垩世地
质地层。

诸城市恐龙文化研究中心科研
科普科科长陈树清说，初步确认，这
次新发现的恐龙足迹化石点既有蜥
脚类恐龙足迹化石，也有兽脚类恐
龙足迹化石。前期在距离此处十公
里外的化石点，也发现了这两类恐
龙足迹化石，证明中生代时期曾有

大量蜥脚类恐龙和兽脚类恐龙在这
里生活。

据陈树清介绍，此次新发现的水波
纹遗迹化石点，在当时是一个滨浅湖，
这证明中生代时期诸城地区植被茂密，
非常适合恐龙生存。当时气候干旱，湖
水非常浅，风吹过后，便在湖边留下了
水波纹印痕。

据了解，诸城处于胶莱盆地南部

的断陷盆地，形成于中生代白垩纪，构
造变形复杂，地质地层发育齐全，盆地
凹陷长期连续沉积，为形成恐龙化石
创造了条件。自 20世纪 60年代以来，
诸城先后发现了库沟、掘村、玉皇、臧
家庄、侯家屯等 30多个恐龙化石埋藏
点，埋藏区域近千平方公里。诸城因
恐龙化石资源蕴藏丰富，有“中国龙
城”之称。

山东诸城新发现水波纹遗迹化石和
恐龙足迹化石

群星闪耀延河边
——延安文艺座谈会参与者掠影

人物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