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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台土告字【2023】081号

经台州市人民政府台供地[2023]20076号批准，台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拍卖方式出让一（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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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及有关政

策另有规定的除外）。本宗地仅可单独报名。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按

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竞买申请人须办理或持有有效的数字

证书（CA认证），登录浙江省自然资源智慧交

易服务平台（https://www.zjzrzyjy.com/），填报

相关信息，按要求足额缴纳竞买保证金，参加

该地块的网上拍卖出让活动。

五、出让时间安排

1.公告时间：2023年10月31日至2023年

11月20日。

2. 报名时间：2023 年 11 月 10 日 9：00 至

2023年11月20日1600（竞买保证金缴纳截

止时间为2023年11月20日1600）。

3. 拍卖时间：拍卖起始时间为 2023 年 11

月21日1000。

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以银行系统记录到

账时间为准，其余均以浙江省自然资源智慧交

易服务平台服务器时间为准。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1. 本公告同时在台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

站（https://tzztb.zjtz.gov.cn/tzcms/）及台州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zrzy.zjtz.gov.cn）上公布。

2. 办理数字证书（CA 认证）服务电话：

400-0878-198；受理单位：杭州天谷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地址：杭州市西湖区西斗门路3号

天堂软件园D幢19层。

3.咨询电话：

（1）台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土地业务问题：0576-89177977

84032767

规划业务问题：0576-84032708

手续办理问题：0576-88685126

88685127

（2）系统网络技术咨询：400-0878-198

（3）咨询时间：工作日上午830-1200，

下午1400-1700

特此公告

台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3年10月31日

地块编号

台土告字
【2023】
081号

备注

土地
位置

黄岩区江口街道
永椒路北侧、进港路

东侧地块

1.该宗地块按《黄岩区永椒路北侧、进港路东侧地块项目开发建设协议（样本）》执行，实行产业园区建设，竞得方签订《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整体自持年限不少于5年(自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计算),自持年限内不可分割转让，整体自持年满后，

允许按规划确定或自然层作为最小单元进行产权分割销售。该宗地产业类型为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通用

设备制造业，容积率、建筑系数、绿地率等控制指标下限应符合《浙江省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2014）》规定标准。

2.建设项目规划条件详见台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建设用地规划条件（台自然资规条331003202310030号）。

3.该地块带建（构）筑物出让，地上建（构）筑物评估价5777.5744万元，不包含在土地价款中，地块成交后由土地竞得方另行支付

给台州市黄岩经开科创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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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视点”记者

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
于11月5日至10日在上海举行，这将
是新冠疫情后进博会首次全面恢复
线下办展。目前，已有超过 3400家参
展商和39.4万名专业观众注册报名，
全面恢复到疫情前水平。

本届进博会将有哪些看点值
得期待？“新华视点”记者带你先睹
为快。

看点一：参展的世界
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数量
均超过历届

据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第
六届进博会企业商业展展览面积约
36.7万平方米，参展的世界 500强和
行业龙头企业数达 289家，均超过历
届水平。

特装展占比是衡量展览质量的
重要指标。据介绍，本届进博会企业
商业展特装展台面积占比近95%。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是中国首个
自贸试验区——中国（上海）自由贸
易试验区建设十周年。中国馆面积增
至 2500平方米，规模为历届之最，将
设立“自贸试验区建设十周年成就
展”，全面展示自贸试验区的探索实
践和建设成就。

“展会的质量和水平不断提升，
体现出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持续性
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心，也展现出
中国同世界经济良性互动的发展态
势。”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
研究院研究员王孝松说。

看点二：进博会“朋友圈”
持续扩大

本届进博会预计将迎来 154 个

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来宾，涵盖
最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
国家。

——“老朋友”纷纷回归，约 200
家企业连续6年签约参展。

罗伊·范登克是新西兰纽仕兰乳
业有限公司执行总裁，今年准备展出
的新品很有“进博缘分”。他说，纽仕
兰牛奶在首届进博会上受到欢迎，如
今依托贸易便利化政策诞生的“新西
兰72小时鲜奶”有了升级版。

——“新面孔”不断加入。本届进
博会，国家展有 11个国家首次参展，
34个国家首次线下参展；企业展吸引
了近 20家世界 500强和行业龙头企
业，以及 500多家中小企业首次签约
参展。

美国科技企业亚德诺在技术装
备展区一口气拿下 300平方米展位，
计划重点展示边缘智能等前沿科技。

“中国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推动产业
升级，以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
化，这为我们提供了大机遇。”亚德诺
中国区销售副总裁赵传禹说。

看点三：超400项新产
品、新技术、新服务将集中
亮相

超400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
将集中亮相，进博会成为各国创新创
造的大秀场。

——首秀引领创新升级。美国医
疗科技企业 GE 医疗是进博会的常
客，今年将有近30款融合全球智慧和
中国创新智造的产品，其中有10款在
中国首发首展，诸如在癌症诊断上可
全核素精准定量的光谱数字 PET/
MR，可揣在社区医生口袋里的小型
口袋超声Vscan Air……

“本届进博会上，多种先进医疗
器械、创新药、能源低碳设备、智能工

业装备、新能源汽车、高科技美妆产
品、高品质食品等将进行全球首发、
亚洲首秀、中国首展。”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局副局长孙成海说，新款氢燃料
电池换热器、全球首款主动提供动力
的假肢膝关节、基于分子影像技术的
胰腺癌精准诊治解决方案等将精彩
亮相。

——智能科技刷新体验。这次参
展的观众，将有机会与机器人来一场
乒乓球“人机对抗”。欧姆龙第八代乒
乓球教练机器人，借助双向语音沟
通，能与人类沟通训练想法，智能规
划对打方案，像专业乒乓球运动员一
样，打出高质量的上旋球、下旋球。

透过进博会这扇窗，全球智能创
新成果变得触手可及。高通将带来第
三代骁龙 8旗舰移动平台，进一步呈
现5G和AI为手机、汽车、可穿戴设备
等各类终端带来的新体验。

——绿色理念加速传递。本届进
博会上，施耐德电气将通过覆盖14大
行业的零碳应用场景和升级版的“零
碳城市”图景，全方位展示企业最新
数字化技术。“我们将继续携手产业
链上下游，以绿色‘加速度’迈向高效
与可持续，共同推动数字化与绿色低
碳‘双转型’。”施耐德电气执行副总
裁、中国及东亚区总裁尹正说。

作为塑料和橡胶机械制造商的
克劳斯玛菲，将展示新能源汽车制造
领域的一系列解决方案。克劳斯玛菲
集团首席执行官李勇说：“通过进博
会平台，我们将进一步了解用户需
求，持续进行技术研发，为中国市场
提供优质的产品、服务和解决方案。”

看点四：与最不发达
国家分享发展红利

通过进博会，喜马拉雅山南麓孟
加拉国的黄麻手工艺品，受到了中国

消费者的青睐。
黄麻编织的地毯、箩筐、装饰品

等手工艺品，具有浓郁文化元素和天
然可降解特点。“在孟加拉国，很多乡
村的贫困家庭没有工作机会，尤其是
妇女几乎找不到有收入的工作，但通
过编织黄麻制品，她们有了让孩子上
学的收入，有机会以教育告别世代的
贫穷。”孟加拉国达达公司创始人萨
夫说，进博会和中国市场让这些家庭
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萨夫说，更重要的是，进博会帮
助孟加拉国引进了服装投资贸易公
司，中国面料可以在孟加拉国进行加
工，服装销售到欧美国家，从而提供
更多就业岗位。

进博会是国际公共产品，也为最
不发达国家提供机遇。在今年国家展
中，69个国家里面有 16个是最不发
达国家，企业展里面有29个最不发达
国家。来自最不发达地区的各色农副
产品、手工艺品，将悉数登场。

对于最不发达国家，进博会还通
过提供部分免费展位、补贴和展品留
购税收优惠政策等方式，推动当地特
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从首届开始
提供两个免费展位，到目前的四个标
准展位，政策支持的力度进一步增
加，让最不发达地区的产品更有关注
度。”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党委副书
记时煌军说。

“许多产品从刚开始默默无闻到
名声大振，正是借助进博会找到了
广阔的发展空间，提振了发展的信
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冯
文猛表示，进博会向最不发达国家
发出邀请函，旨在与其分享中国发
展红利，以求合作共赢、共同繁荣，
彰显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
理念。

（记者梁 军 谢希瑶 周 蕊
魏玉坤） （新华社上海11月1日电）

参展商和专业观众报名恢复到疫情前水平！

第六届进博会
有哪些看点值得期待？

新华视点

新华社记者宋 晨

11月1日，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
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
将天绘五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
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
功。其中星箭均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八院抓总研制。

记者采访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相关专家，对本次发射的长征六号改
运载火箭亮点进行解读。

可适应更多任务需求

执行本次发射任务的长征六号
改运载火箭是新一代固液捆绑中型
运载火箭，7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运
载能力不低于 4 吨。火箭采用模块
化、组合化、系列化发展途径，将来可
通过助推器的调整形成多种构型，满
足未来卫星多样化的密集发射需求。

在传统火箭中，整流罩通常采用
金属材料结构或复合材料蒙皮加金
属加强筋结构，它们的“钢筋铁骨”让
火箭整流罩显得格外沉重，而长征六
号改运载火箭整流罩的内部结构却

“另有玄机”。
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副总设计

师向长征介绍，本发火箭采用加长筒
段复合材料全透波整流罩，应用水平
合罩的总装技术、线性分离的解锁方
式，使得整流罩的透波性、解锁可靠
性得到了显著提高。

“复合材料整流罩全方向透波率
达到90%以上，这样就无需再为每一
颗卫星定制专属的透波口，既简化了
生产流程，还能使整流罩减重30%左
右。”向长征说。

在减重方面，长征六号改运载火
箭在设计之初采用高压补燃液氧煤
油发动机“氧箱自生增压”方案。与常
规的氦气增压方案相比，氧箱自生增
压方案结构简单、重量轻，同时还突
破杂质气体冷凝结冰堵塞安全阀内
部通道、输送系统滤网和地面试验验
证等难题，有效提高系统可靠性。

飞行过程更加可靠

固液捆绑火箭姿态稳定控制是
前所未有的挑战。不同温度下固体发
动机特性迥异，如何实现推力不同步
控制，保证出塔安全、大风区载荷控
制和助推分离稳定？

火箭在空中飞行，犹如巨轮遨游
在海洋中，控制系统是舵手，指挥航
行轨道。对于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而

言，需要一个头脑清晰的“舵手”来作
出指令，准确改变航行方向。

“我们始终在寻求控制系统最优
解。”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副总设计
师辛高波说，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控
制系统实现了架构化升级，不但对可
能发生的故障有超强的适应能力，而
且更可靠、更智能。

辛高波介绍，固液联合摇摆控制
技术、大功率电动伺服控制技术、伺
服系统在线故障诊断和重构技术、

“三总线”冗余技术、单十表故障诊断
及全自主对准技术等，都是研制团队
为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开发的“最强
大脑技术套餐”。

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总指挥兼
总设计师洪刚介绍，长征六号改运载
火箭在芯级液体发动机上特别设置
了“智能”健康诊断系统，可以时刻监
控火箭液体发动机的运行健康状况。
当液体发动机点火后，一旦出现工作
不正常的突发状况，健康诊断系统将
立刻发现险情并作出判断，实施自动
紧急关机，固体发动机不再点火，避
免火箭带着问题和隐患上天。

数字化技术助力火箭研制

面对日益增长的“火箭入轨高精
度”“火箭发射高可靠性”“火箭短研
制周期”等要求，引入数字化技术是
必然趋势。

向长征介绍，型号团队在研制过
程中应用全三维数字化设计平台进
行协同设计，建立了多专业、多层次
的三维数字化模型，同时结合全周期
信息管理平台，实现产品生产、交付
验收、总装集成等各个环节的数字化
信息传递及过程管控，提升火箭研制
效率。

“在数字化环境下，建立厂房、地
面、起吊设备等三维制造资源模型，
将已经建立好的各装配工艺模型放
入厂房中，工作人员就像‘拼乐高’一
样轻松完成火箭装配。”长征六号改
运载火箭副总指挥李红兵说。

为快速适应载荷变化，本次任务
中型号团队首次采用多专业联合仿
真技术，结合弹道学、力学等多个领
域的专业知识，通过在线仿真来快速
设计适应特定任务的火箭。

“通过综合考虑多个性能指标，
可以更好适应不同任务需求，为火箭
设计提供了更大灵活性。”中国航天
科技集团八院运载领域数字化总师
邹薇表示。

（新华社北京11月1日电）

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
发射亮点解析

11 月 1 日，建德市大洋镇三河
村的澳洲淡水龙虾养殖户展示刚刚
捕捞的龙虾。

近日，浙江省建德市大洋镇的
螃蟹、澳洲淡水龙虾、三江鳊等水
产品进入丰收上市的季节，当地
因势利导举办了特色江鲜节活
动，依托特色农产品来提升文旅
消费活力。

建德市大洋镇，地处新安江、
兰江、富春江三江交汇处。大洋镇
依托优质的水域环境，积极引导
特色水产品养殖业及特色农产品
种植业的发展，举办江鲜节、枇杷
节、樱桃节等活动，推动农旅产业
提质升级。

新华社记者徐 昱摄

浙江建德：
特色种养殖产业

助力文旅消费新活力

11月1日，游客在慈城古县城景区内体验水磨年糕手工制作技艺。
秋冬季节制作水磨年糕是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的特色习俗，当地的水磨

年糕手工制作技艺是浙江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体验年糕文化已成为
慈城镇慈城古县城景区的特色旅游项目，游客可以在景区内体验年糕的制作
技艺，购买丰富多样的年糕食品。 新华社记者江 汉摄

宁波宁波：：古镇里的年糕特色旅游古镇里的年糕特色旅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