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竞买人资格与要求
凡符合条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自然人、法人和
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
申请参加竞买，竞买人须单独申请。

三、本次砂石资源挂牌出让为有
底价出让，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
竞得人。

四、竞买申请和竞买保证金交纳
1、有意竞买者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向永靖县自然资源局咨询，自行现场
踏勘。

2、本次挂牌公告日期为2023年12
月26日至2024年1月23日（工作日）。
申请人于2024年1月15日至2024年1
月23日（工作日）到临夏州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一楼交易服务大厅（地址：临夏市
青年路2号）提交相关材料，领取挂牌出
让文件及申请报名，本次挂牌出让不接
受电话及传真申请。

3、经永靖县自然资源局资格审查
后，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按出让文件的有
关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竞买保证金到
账截止时间为2024年1月23日16：00

（指银行交换到账时间）。竞买保证金到
账后，申请人方确定为竞买人，有资格参
加竞买活动。出让成交后，竞得人交纳
的竞买保证金抵作砂石资源出让成交价
款不再退还。竞买未成交者，竞买保证
金在挂牌截止后5个工作日内如数退还
（不计利息）。

五、挂牌出让期限、地点
1、挂牌竞价期限：2024年 1月 24

日至2024年2月6日（工作日）
2、报价时间：挂牌竞价期限内的每

日9：30－11：30；14：30－17：00
3、报价地点：临夏州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
4、挂牌出让会时间：2024年2月6

日（星期二）下午15:00
5、挂牌出让会地点：临夏州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七楼多媒体开标室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1、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竞买申请

人可自行现场踏勘出让标的，费用自理。

2、本次出让的砂石资源为河道砂，
按现状进行出让。申请竞买人须自行查
验并核实砂石质量及品质，对本次出让
砂石资源作出独立判断，并对自己参加
竞买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3、出让成交后，竞得人须现场签订
《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并按期签订《砂
石资源出让合同》，按照《砂石资源出让
合同》规定的时间、方式缴纳成交价款。

4、出让砂石资源所涉及的相关税、
费等均由竞得人承担，具体费用请竞买
人自行到相关管理部门及涉及收费单
位咨询。

5、在挂牌期限截止前30分钟仍有
竞买人要求报价的，挂牌出让转入现场
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6、本公告规定的出让事项如有变更，
将发布变更公告，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出让详细情况以《永靖县洮河流域保护耕
地和沟道综合治理等5个工程产生的砂石
资源挂牌出让文件》载明的为准。

永靖县自然资源局对本公告有解释权。
七、银行账户
开户单位：临夏回族自治州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
开户行：甘肃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

夏分行
账号：6630 0101 3577 9000 20
缴款方式：电汇、转账、网银（不支持

现金缴付）
八、联系方式
1、永靖县自然资源局
联系人：马培荣
联系电话：0930-8832272
2、甘肃正大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黄淑琴 牟笛
联系电话：0931—8470330

18919056831
18910113180

永靖县自然资源局
2023年12月26日

序号

1

2

3

4

5

注：以上5处工程产生的砂石资源整体出让。

出让
标的

永靖县洮河流域保护耕地和沟道治理工程
产生的砂石资源
永靖县三条岘乡青和村拉排沟道治理工程
产生的砂石资源
永靖县盐锅峡库区航道养护疏浚工程产生
的砂石资源
永靖县刘家峡镇尕庙沟沟道清淤整治工程
产生的砂石资源
永靖县盐锅峡镇牙沟沟道清淤整治和刘家
峡镇前（后）整治工程产生的砂石资源

地理
位置

三条岘乡

三条岘乡
青和村

盐锅峡镇

刘家峡镇
大庄村
盐锅峡镇
刘家峡镇

砂石资源量
（万立方米）

45.00

16.5

17.22

1.2

5.8

砂石资源量合
计（万立方米）

85.72

起始价
（万元）

135

加价
幅度

2万元或2万
元的整倍数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35

永靖县洮河流域保护耕地和沟道综合治理等5个工程产生的砂石资源挂牌出让公告
编号:LXTK219202383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矿业权出让交易规则》及《探矿权采矿权招标拍卖挂牌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经永靖县人民政府批准，永靖县自然资源局决定对以下砂石资源进行公开挂牌出让，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出让砂石资源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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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甘肃积石山12月 24日电
（记者 贾钊 王铭禹）12月18日23时
59分，一场震级为6.2级、震源深度为10
公里的地震突袭甘肃省积石山县，截至
22日8时，已累计造成当地117人遇难，
781人受伤，近1.5万间房屋倒塌。

6.2 级地震为何导致大量房屋倒
塌？如何进一步提升农村自建房抗震性
能？24日，甘肃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有
关负责人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回应。

甘肃省住建厅副厅长王勇介绍，此
次地震震源非常浅，又是逆冲型地震，
本身释放的能量要更大一些。同时，积
石山县坐落在沉积地层上，处于黄土高
原和青藏高原交界区域，在黄土高原的
西部边缘上。相关研究表明，在黄土高
原地区发生地震，都会有比较显著的场
地放大效应，造成更大的地表破坏力。

据应急管理部发布的《甘肃积石山
6.2级地震烈度图》，此次地震最大烈度
达到Ⅷ度（8度），Ⅷ度区面积达331平方
公里，主要涉及积石山县大河家镇、刘集
乡、石塬镇、柳沟乡等重灾区。

王勇说，这个最大烈度超过了国家标
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相关附件中确定
的积石山县7度设防烈度，同时农村住房
以自筹自建自用为主，抗震性能参差不
齐，这都是导致房屋倒塌的主要原因。

地震发生后，甘肃省住建厅组织多
方力量赴灾区对受灾房屋进行应急评

估，目前评估工作已全部完成。
甘肃省住建厅村镇建设处处长马

筵栋介绍，从评估情况来看，此次地震
中倒塌及受损严重的农房大多建成年
代较早，以村民自建的偏房、辅助用房
为主，该类房屋多为土木或砖木结构，
承重墙为土墙或者砖墙，墙与木构架连
接的部位不牢固，整体性不强，抵抗高
烈度地震的性能弱。

“近年来，积石山县推进农村危房
改造，解决老百姓主要居住用房安全问
题，对验收合格的予以补助。”马筵栋
说，这些新建或改建过的农房基本没有
整体倒塌情况，出现的问题主要是墙体
开裂和外闪。

此外，一些农户虽然建了新房，但
冬季更倾向于住在带有火炕的旧房，相
较于用取暖炉的新房，旧房的火炕取暖
更方便更经济。评估发现，很多伤亡是
由于住在旧房导致。

专家表示，此次地震灾情凸显了提
升农村房屋抗震性能的紧迫性。

王勇等人指出，提升农村住房的抗震
性能需要多方努力，要进一步普及、提升
农户建房抗震意识，加强农房抗震的技术
指导和建设管理，推广使用抗震性能更好
的建材，培训合格的农村建筑工匠。

专家还建议在农村房屋质量安全提
升工程中，加大对偏远地区农房抗震改
造的支持力度，持续提高农房抗震能力。

专家详解积石山6.2级地震农房大量倒塌现象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预拨4亿元支持甘肃、青海抗震救灾

积石山6.2级地震发生后，省卫生健
康委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全省卫生
健康系统迅速行动，全力做好灾区伤员
救治、卫生防疫、心理疏导等工作。

针对当前抗震救灾工作重心已转
向受伤群众救治和受灾群众安置，省
卫生健康委再次强化统筹调度、狠抓
责任落实，调集全省医疗资源全力开
展救治，保障群众救治工作平稳、有
序、有力推进。

12月20日起，在省卫生健康委统一
安排下，我省紧急调派21辆救护车和63
名医护人员，组建 21个巡回诊疗队，分
赴地震受灾最严重的积石山县大河家、
刘集、柳沟、石塬 4个乡镇的 35个村，逐
村逐户开展巡回诊疗及伤者转运工作，
每日巡回诊疗达500人次左右。

“我们在保障积石山县人民医院平
稳、高效运转的情况下，抽调省级专家团
队成员组成工作小组，与州、县、乡医护
人员一道走村入户、细致摸排，确保各类
伤者、患者第一时间得到救治。”甘肃省

人民医院副院长、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
周晟介绍道。

走进位于大河家镇的大河家广场安
置点，甘肃省野外流动医院正夜以继日
运转。野外流动医院配有放射车、检验
车、手术车及水电供应保障车。在预检
分诊处，医护人员在一侧搭建的药房、处
置室、病区3顶帐篷内，为前来问诊治疗
的群众忙碌着。

“我们将野外流动医院设置在灾情
最严重的地方，将优质的医疗资源送到
灾区群众身边，为及时救治伤者及各类
患者赢得宝贵时间。”甘肃省野外流动医
疗队队长郝相勇说。

12月 21日上午 9时许，作为巡回诊
疗队的一员，甘肃省人民医院、野外流动
医院医务人员祁晶手提诊疗箱，与其他
成员“逐门逐户”走进大河家广场安置点
的帐篷内，询问群众健康状况，宣传普及
灾后防病知识。

“大娘，血压降下来了吗？头晕不
晕？”祁晶格外耐心和细致，听心率、测血

氧、量血压……经过检查，确定老人健康
状况良好。祁晶再三叮嘱：“若是再感到
有胸闷、头晕等血压升高症状，一定及时
到野外流动医院来找我。”

积石山县人民医院医务人员安玉
佩也早早出发，乘救护车奔波于各安置
点。她介绍说：“此前，受伤群众已全部
转运至医院接受救治。现在，我们巡诊
的重点人群是有基础疾病的老人和年
幼的孩子，防止他们再感染疾病。”一天
下来，尽管累得腿脚发酸，但她觉得，再
累也值得。

看着医护人员忙碌的身影，大河家
镇大河村群众马国林心里暖暖的，“家里
遭了灾，有这么多好心人帮助，生病了有
医生上门来看病，还免费发药，我们真的
非常感激。”

巡回诊疗团队中，不仅有各级医
疗机构的医护人员，还有经验丰富的
心理学专家。

地震发生后，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
省精神卫生中心的医务人员，星夜赶赴

积石山县及救治医院，以线下、线上相结
合的方式开展灾后心理援助工作。

“我们对住院患者及陪员、遇难者
家属、受灾群众、救灾人员等，进行面
对面心理疏导，帮助他们尽快走出阴
霾。”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副院长、心
理救援队队长何蕊芳介绍，巡诊特别
注重对少年儿童的心理疏导，通过组
织游戏、绘画、唱歌、折纸等，帮助他
们摆脱焦虑。

在积石山县各救灾安置点内，甘肃
省第二人民医院、省精神卫生中心的工
作人员向群众发放心理健康科普读物。
群众使用手机扫描“甘心爱聆”小程序二
维码并填写调查问卷，工作人员在后台
进行评估后，对发现有心理方面问题的
群众上门服务。

夜幕降临，积石山县各安置点内升
起袅袅炊烟，由各级医疗机构医务人员
组成的巡回诊疗队仍不停穿梭于农户家
中、安置点内，确保不漏一户、不少一人，
为群众提供及时有效的医疗服务。

不 漏 一 户 不 少 一 人
——全省四级医疗机构联动开展震区巡回诊疗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睿君

新华社北京12月25日电 记者25日
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当日
再次预拨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
持甘肃、青海抗震救灾，重点用于受灾群众
应急救助、过渡期转移安置、遇难人员抚
恤、倒损住房恢复重建等工作，确保受灾群
众生活得到妥善安置，有地方住、有热饭
吃、不挨冻，尽快恢复灾区生产生活秩序。

财政部要求两省财政厅抓紧将资
金拨付灾区，切实加强资金监管，充分
发挥资金效益，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放在第一位。

此前，财政部已会同有关部门下达甘
肃、青海两省地震灾害救灾补助资金7亿元，
加上此次预拨的4亿元资金，共下达两省11
亿元，其中甘肃8.45亿元、青海2.55亿元。

“济南市援助的第一批物资20日就
到了，都是受灾群众急需的帐篷、棉被、
大衣等物品，第二批物资也马上到了。”
12月23日，在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援
助物资接收点，济南市章丘区挂职积石
山县委常委、副县长单希峰正忙着接收
赈灾救助物资。

12月18日23时59分，甘肃临夏州
积石山县发生6.2级地震，震源深度10
公里。灾情严重，牵动众人心。地震发
生后，来自全国各地的援助车辆满载救
灾物资一车一车地来到灾区，让当地受
灾群众真正体会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
援”这句话的含义。

来自济南的援助让已经连续5天坚
守在抗震救灾一线的单希峰倍感亲切。

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支援

临夏州是济南市东西部协作帮扶地
区，积石山县是济南市章丘区协作结对
县。积石山县地震发生后，济南各级各
部门迅速行动，第一时间组织跨省援助
工作。章丘区委、区政府也第一时间向
积石山县委、县政府发出慰问信，并在地
震当天紧急拨付100万元救助资金，积
极筹措物资开展救援帮扶工作。

“灾情发生后，上级部门第一时间响
应、第一时间慰问。”单希峰介绍，地震发
生后，济南市委市政府立即确认济南在
积石山县援派人员的生命安全。同时情
系灾区群众，立足济南市东西部协作与
对口支援工作领导小组工作职能，由济
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协调济南市应急
管理局、红十字会等部门单位筹集抗震
救灾物资支援灾区。

据悉，灾情发生第一时间，济南市东
西部协作与对口支援工作领导小组向市

直各部门、各区县下发了紧急动员通知，
并协调市慈善总会开通了积石山地震专
门捐款捐物渠道。

12月19日中午，满载首批援助物
资的车队从济南出发前往积石山县。首
批援助物资紧贴灾区群众所需，包括
2695套棉被、2500件棉大衣、100顶棉
帐篷、30辆轮椅、100个应急箱及130万
元慰问金。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援助
中，山东永昌物流集团将免费运送济南
市援助积石山县的抗震救灾物资。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12 月 23 日
11时，济南已筹集各界救灾款601万
元，各类物资折合 1050 万元，总价值
突破1650万元。

他们放下捐助物资就走，他们紧急
赶往救灾一线

“来，刚出锅的，吃个饺子暖和一
点。”刚刚过去的这个冬至，积石山县石
塬镇石塬村和刘集乡高李村安置点的受
灾群众也吃上了一碗热腾腾的饺子。

据悉，穆聚斋清真食品有限公司作
为济南市临夏州东西部协作产业合作
落地企业，在灾情发生后，先后两批紧
急运送符合受灾群众生活习惯的清真
水饺到安置点。

“很多爱心企业和个人都是默默放
下捐助物资就走，没有来得及给他们登
记。”单希峰表示，地震发生以后，不少济
南的企业和企业家纷纷与其联系，主动
捐款捐物，帮助灾区群众渡过难关。

据统计，截至记者发稿前，济南市向
积石山县受灾地区捐赠款物超过20万
元的爱心企业和组织已达14家。其中，
漱玉平民、华熙生物、齐鲁制药、正贤（山
东）企业咨询公司、山东德迈国际实业、

济南尚客户外用品、龙山街道商会、金镶
玉茶文化、山东天之锦生态科技、山东星
桥商贸、山东力诺瑞特、山东鸿毅生物科
技、济南泰合应急救援队、山东三生医药
等企业向灾区捐赠了衣物、药品、帐篷等
急需物品。

同时，济南各界的社会组织、爱心企
业、民间力量也积极参与救援工作。

地震发生后，9名济南市消防救援
支队队员第一时间赶往前线。同时，济
南泰合应急救援队携带价值60万元的
物资，紧急赶往救灾一线。

总部位于济南的中铁十四局所承建
的兰永临项目距离此次积石山县震中约
42公里。地震发生后，中铁十四局项目
人员迅速筹集物资向震中受灾群众驰
援，并协调大型作业设备，为受灾地区疏
通救援道路，搭建安置房屋。

“有济南这个强有力的大后方，我们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我和老师们现在都已调整好自己，
系统设计了近期的教学计划，期待和你
们一起进入学习状态。”12月 22日上
午，在积石县中学传达室，校长董洪海在
线上给全县高中学生讲授震后第一课。

今年50岁的董洪海原是济南中学
副校长，在去年参与国家“组团式”教育
帮扶来到积石中学，担任学校校长。

地震发生以后，董洪海与来自山东
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三位援甘教师刘
伟、秦然、王晗，第一时间赶到学校，组织
学生避险疏散。在全校老师的共同努力
下，全校近2000位学生无一人伤亡。目
前，积石山县3所高中以班为单位已开
展线上教学。

不仅是教育战线，地震发生以来，济

南市驻临夏州挂职干部工作队，济南市
选派至临夏州医疗、教育、农技等专业技
术人才，第一时间投入抗震救灾的各条
战线，坚守在工作岗位。25名济南市驻
临夏州挂职干部在震后第一时间赶往震
中地区，配合当地干部逐村逐户排查损
毁房屋和被困人员，帮助群众有序撤离、
转移和安置。

“地震发生以后，济南‘组团式’医疗
帮扶团队的队员迅速返回工作岗位。”

“组团式”帮扶医疗团队队长、积石山县
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刘连忠介绍，
地震发生的5天来，济南医疗帮扶团队
的队员们一直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目
前，积石山县人民医院收治的震中受伤
群众还有80多名，其他患者已陆续出院
或转至上级医院接受治疗。

“有济南这个强有力的大后方，我
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单希峰表示，
地震发生以来，他和济南市派驻在积
石山县的工作人员都收到了来自济南
各方面的关心和支持。他们将竭尽全
力，全力以赴帮助灾区群众尽快恢复
正常工作生活。

跨越山海，守望相助。在济南，
源源不断的爱心救助正向临夏积石
山县汇聚。

济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口支援
办公室负责同志表示，随着搜救工作结
束，后续物资捐赠的重点将集中在儿童
棉衣、活动板房、取暖设备上。希望全市
社会各界继续踊跃参与对积石山灾区群
众的救助活动，保障灾区群众温暖过冬。

下一步，济南市将在做好帮助积石山
县灾后恢复工作的同时，加大和积石山县
在产业、人才、劳务及社会协作等方面的
工作力度，不断提高两地协作水平，齐心
协力打造东西部协作工作“升级版”。

济南超1650万元款物驰援甘肃积石山地震灾区
济南日报记者 张静

本报讯 （记者 马博文）12月18

日，积石山县发生6.2级地震，甘肃联通

立即组织临夏州分公司对人员安全、通

信设备安全、网络保障等情况进行巡视

排查，组织力量赶赴震区开展通信应急

抢修工作，确保受灾群众网络畅通。

19日凌晨，临夏州联通网络团队携

带发电机油料、基站设备备件、抢修光

缆、接头盒、熔接机等应急设备赶赴大

河家镇，检查基站、光缆受损情况，并于

19日17时成功抢通39个退服基站。针

对受灾区域业务量激增情况，联通应急

指挥中心24小时对灾区网络指标进行

实时监控调度，通过基站紧急扩容等方

式，解决了用户无法正常使用网络的问

题，确保灾区通话、上网稳定。
在保障网络安全稳定运行的同时，

中国联通积极开展便民通信服务，在5
个临时安置点搭建便民通信服务点，提
供免费上网、免费补卡、免费充电等服
务，并为州内用户开通紧急开机服务，
开辟专属人工服务通道，协助灾区用户
向家人报平安或寻亲服务，累计向全州
用户发送抗震救灾短信161.65万条。

甘肃联通全力保障灾区通讯畅通

12月25日上午9时，积石山县柳沟
乡阳山希望小学迎来了复课后的升旗仪
式。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师生们的注视下，
冉冉升起。震后第7天，经过校园建筑安
全分级评估和排危，阳山希望小学成为灾
后第一个在校复课的学校，因地震中断的
课堂再次响起朗朗读书声。

阳山希望小学五年级的教室里，学
生安雅萍正在和同学互相整理着红领
巾，“昨天班主任通知可以来学校上课
了，起初以为自己听错了，没想到会这
么快复课。今天班里的同学基本都来
了。”安雅萍住在附近的临时安置点，8
点不到，爷爷就将她送到了学校。

该校校长胡万辉介绍，震后，学校
通过三个阶段实现了在校复课：19日，
学校确定87名孩子无一人伤亡；20日，
所有老师下沉到安置点寻找自己的学
生，进行教学辅导；21日，在学校搭建起
了临时帐篷学校，安置性复课；23日，经
过专业团队鉴定评估，学校鉴定为安全
使用建筑，孩子们于25日正常复课。

“灾后短短几天时间，中断的课堂
能再次恢复，真的很不容易。”校长胡万
辉每天忙于灾后工作，“学校完好无损，
孩子无伤亡，孩子能安全快乐地回归学
校，这是老师们最大的心愿。”

晌午，学校内升腾起了牛肉汤的热
气。安置点的爱心餐供应点将牛肉面
送到了孩子们书桌前。负责餐食的班
主任张青青说：“现在天气寒冷，先保证
师生们吃暖吃饱，接下来，营养餐、新鲜
的水果蔬菜陆续都会配送。”

“震后我们第一时间组织转移了所

有学生。仅用7天时间，我们齐心协力
搭建起配有多媒体设备的‘帐篷学校’
152座，快速地为学校复课打好基础。”
临夏州教育局局长张小林说，“为了确
保学生在温暖、安全的环境中学习，我
们统一配备了火炉，同时正在为‘帐篷
学校’安装一氧化碳报警器。另外，孩
子们马上迎来寒假，针对部分受灾严重
的家庭，我们将按照就近便利原则，在
学生及家长自愿的情况下，把学生分散
安置到未受灾地区的中小学集中学习
及开展寒假活动。”

五年级的何彩霞给远在西藏的妈妈
打了通电话。“妈妈，家里人都安顿下来
了，一切都好，地震没有打乱我的学习节
奏，今天在学校上课了，我现在抓紧时间
复习，争取期末考出一个好成绩。”

五年级老师王丽丽说：“现在孩子
们都安全，吃得饱穿得暖，在教室专注
学习，在学校安心上课。”

（新华社甘肃积石山12月25日电）

安下心来，好好上课
——积石山县灾区学校有序复课

12月25日，积石山县柳沟乡阳山希
望小学的老师给学生上课。

新华社记者 陈斌 摄

新华社记者 白丽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