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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
南川规资（土地）告字〔2022〕11号

经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政府批准，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决定公开出让LH组团G-2分区1-1、LH组团H-1分区3地块、重庆市中医药科技产业园组团C05分区03/01地块、LH组团B-30分区8地块、BG组团J-1分区1地块、BG组团F-1分区12地
块、BG组团F-3分区1地块、大观镇综合居住组团D38分区7-01/02地块等7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委托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具体组织实施。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二、报名期限
2022年11月11日12:00至2022年12月1日12:

00止（节假日除外）。
三、申请人资格
（一）同一企业及其控股的各个公司不得参加同一

宗地的竞买。
（二）申请人须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开发

企业资质证书》；联合申请人均须具有《中华人民共和
国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

（三）申请人应具备的其他竞买要求详见《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竞买须知》。

四、购地资金来源要求

竞买企业股东不得违规对其提供借款、转贷、担保
或其他相关融资便利等。购地资金不得直接或间接使
用金融机构各类融资资金，购地资金不得使用房地产
产业链上下游关联企业借款或预付款，购地资金不得
使用其他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借款，购地资金
不得使用竞买企业控制的非房地产企业融资等。竞买
企业应积极配合相关部门组织的购地资金来源审查。
竞买企业应提交购地资金来源审计报告，审计报告结
论中应明确说明上述事项和内容。

对于经审查购地资金来源不符合要求的，出让人
将依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竞买须知》相关
规定或出让合同约定，分别采取取消参与竞买资格、取

消竞得资格、解除土地出让合同、收回已出让土地等措
施，并结合实际限制其在一定期限内参加土地竞买，视
违约情节严重程度决定竞买保证金全部或部分不予返
还。

五、出让资料查阅、下载
申请人可于2022年11月11日12:00至2022年

12月1日12:00止在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南川区）
(网址：https://www.cqggzy.com/nanchuanweb/)，
查阅或下载出让资料。

六、报名方式和程序
本次公开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采取现场报

名：申请人可于报名期限内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到指

定账户，持报名资料到重庆市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
易中心提交竞买申请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竞买承
诺书》等。竞买申请一经提交，即视为对出让文件、宗
地现状情况等无异议并全部接受，并对有关承诺承担
法律责任。报名资料审查通过的，由重庆市南川区公
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确认其竞买资格，并通知其参加
挂牌活动。

七、交易方式
采用挂牌方式出让，挂牌时间为2022年12月2日

12：00至2022年12月12日12：00，挂牌截止时，当有
两个及以上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转入现场竞
价环节，竞价时当有两个及以上竞买人达到最高限价

的，以“摇号”方式确定竞得人，具体方式详见《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公开出让竞买须知》。

八、支付竞买保证金的期限和方式：申请人必须在
报名期限内将竞买保证金缴纳到指定银行账户，具体
缴纳方式和其他要求详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
出让竞买须知》。

九、承办机构联系方式
承办机构：重庆市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
联系地址：重庆市南川区商务中心右副楼二楼，联

系人：赵女士，联系电话：（023）71610555。
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2年11月9日

一、基本情况

序号

1

2

3

4

宗地编号

NC2022让
11-1-1

NC2022让
11-1-2

NC2022让
11-1-3

NC2022让
11-1-4

宗地位置

南川区东城街
道北郊社区、
长亭社区

南川区大观镇
龙川村

南川区西城街
道龙济桥社区

南川区东城街
道龙岩河社区

地块规划编号

LH组团G-2分区
1-1、LH组团H-1

分区3地块

重庆市中医药科技
产业园组团C05
分区03/01地块

LH组团B-30分
区8地块

BG组团J-1分区
1地块

土地用途

R2二类
居住用地

R2二类
居住用地

R2 二类
居住用地

R2 二类
居住用地

土地出让面积（㎡）

62441

21012

111003

69072

总计容建筑面积（㎡）
≤272550

≤9517.2

≤42024

≤277507.5

≤172680

规划主要技术指标
容积率：≤5.0（不得小于1）；

建筑密度：≤45﹪；绿地率：≥25﹪；
建筑地上限高：100米。

容积率：≤1.2（不得小于1）；
建筑密度：≤45﹪；绿地率：≥25﹪；

建筑地上限高：20米。

容积率：≤2.0（不得小于1）；
建筑密度：≤35﹪；绿地率：≥30﹪；

建筑地上限高：45米。

容积率：≤2.5（不得小于1）；
建筑密度：≤40﹪；绿地率：≥35﹪；

建筑地上限高：54米。

容积率：≤2.5（不得小于1）；
建筑密度：≤30﹪；绿地率：≥35﹪；

建筑地上限高：80米。

出让年限

商业40年
居住70年

商业40年
居住70年

商业40年
居住70年

商业40年
居住70年

出让价款起始价（万元）

47426

3152

33300

11398

竞买保证金（万元）

9500

3152

7000

2300

最高限价（万元）

52168

3467

36630

12537

备注

具体建设规划指标以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出具的《建设用地
规划条件》（南川规资条件〔2022〕0023号）为准。

具体建设规划指标以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出具的《建设用地
规划条件》（南川规资条件〔2022〕0025号）为准。

1.该地块建筑最高点高程原则上不能超过对应位置的永隆山上山
公路高程。2.具体建设规划指标以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出具
的《建设用地规划条件》（南川规资条件〔2022〕0024号）为准。

具体建设规划指标以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出具的《建设用地
规划条件》（南川规资条件〔2022〕0022号）为准。

5

6

7

备注：土地面积以实测为准。

NC2022让
11-1-5

NC2022让
11-1-6

NC2022让
11-1-7

南川区东城街
道龙岩河社区

南川区东城街
道龙岩河社区

南川区大观镇
观溪村

BG组团F-1分区
12地块

BG组团F-3分区
1地块

大观镇综合居住组
团D38分区7-01/

02地块

R2 二类
居住用地

R2 二类
居住用地

R2 二类
居住用地

57596

125133

41561

≤86394

≤250266

≤41977

容积率：≤1.5（不得小于1）；
建筑密度：≤35﹪；绿地率：≥35﹪；

建筑地上限高：24米。

容积率：≤2.0（不得小于1）；
建筑密度：≤30﹪；绿地率：≥35﹪；

建筑地上限高：54米。

容积率：≤1.01（不得小于1）；
建筑密度：≤40﹪；绿地率：≥30﹪；

建筑地上限高：18米。

商业40年
居住70年

商业40年
居住70年

商业40年
居住70年

13000

28200

6234

3000

5700

1300

14300

31020

6857

具体建设规划指标以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出具的《建设用地
规划条件》（南川规资条件〔2022〕0020号）为准。

具体建设规划指标以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出具的《建设用地
规划条件》（南川规资条件〔2022〕0020号）为准。

具体建设规划指标以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出具的《建设用地
规划条件》（南川规资条件〔2022〕0027号）为准。

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地票公开交易公告 渝农地司告字〔2022〕7号

现对以下拟供应地票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22年11月11日12时—2022年11月22日12时。
11月11日12时开始在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领取竞买须知等资料。公告期满，申请购买
总面积大于可交易总面积，且有两个及两个以上购买人申请购买的，以拍卖方式交易；申请购买总面积
小于或者等于可交易面积，或者仅有一个购买人申请购买的，以挂牌方式交易，未成交的，继续公告。

详情请登录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门户网站（https://www.ccle.cn/），在地票专栏中
查询。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永平门街14号·金融城2号T3塔楼8楼，联系电话：63836045、63830059
（FAX），联系人：王先生

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11月11日
备注：保证金账户名：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开户银行：重庆银行人和街支
行，账号：550101040006819。

公告批次

22007（总第
160批次）

拟供应地票面积

平方米

723565

亩

1085.3475

交易起始价格

元/平方米

298

万元/亩

19.8667

保证金标准

元/平方米

45

万元/亩

3

机构名称：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永川中心支公司新城营业部
机构负责人：伍分江 机构编码：000018500118800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永川区昌州大道东段985号1幢2-1、2、3、4、5、6、7、8、9、10、13、14、

15、16、17、18、19、23-1、24、25、26号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永川区昌州大道东段985号1幢2-14部分房屋、15、16、17、18、19号
批准日期：2009年08月24日 邮政编码：402365 联系电话：023-49820711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

他规定批准并经上级管理单位授权的业务，经营范围以上级管理单位授权文
件所列为准。

发证日期：2022年09月20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永川监管分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本报记者 彭瑜 通讯员 陶开星

“倍感荣光，弥足珍贵。”11月11日凌
晨，重庆日报记者连线采访了赴日内瓦参
会领取“国际湿地城市”证书的梁平区区长
陈孟文。他表示，梁平生态文明建设和湿
地保护的共识已成、未来可期，荣誉属于全
体梁平人民。

梁平“国际湿地城市”这一来之不易的
金字招牌，是如何立起来的？

陈孟文称，几年来，全区精心组织推
动，设立了湿地保护专职机构——梁平区
湿地保护中心，建立区镇村组四级监管网
络，构建多元保护机制，齐抓共管协同发
力；编制完成《湿地保护与合理利用总体规
划（2019-2035年）》《实施小微湿地保护
与合理利用示范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出台
了《梁平区湿地保护管理办法》《双桂湖国
家湿地公园管理办法》等多个管理办法；组
建了由杨志峰院士领衔的湿地保护专家委
员会，携手国家湿地保护与修复技术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等科研院所共建水环境模拟
国家重点实验室梁平实验基地、长江上游
湿地保护研究中心、智慧湿地生态环境大
数据中心。

与此同时，梁平推进全域治水，全面落
实河（湖）长制，突出城镇污水治理、农村面
源污染治理、湿地生态保护治理“三个示
范”，实施龙溪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与可
持续发展试点PPP项目，实施河湖、库塘连
通工程，着力留住水、涵养水、治理水，努力
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

在重构农林湿地系统上，梁平聚力建
设全国首个城市湿地连绵体，充分利用“一
湖四库六水”优质水生态资源，以双桂湖为
核心，大力实施河、湖、塘、库、溪连通，引水
进城区、进社区、进小区，贯通城市水系绿
系，构建了约30平方公里结构完整、功能
连续的城市湿地连绵体，让湿地融入城市，
实现“推窗见绿、处处见湿”。同时，示范建
设乡村小微湿地，充分发挥长江上游乡村
湿地研究中心作用，采用“湿地+环境治
理、生态保育”方式，涵养境内80万亩稻田
等湿地生态系统；深入发掘利用沟、塘、渠、
堰、井、泉、溪、田等小微湿地资源，有序构
建乡村湿地生命共同体。

此外，梁平还探索湿地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途径，将小微湿地保护与可持续利用
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在全国率
先探索推广“乡村小微湿地+有机产业、民
宿康养、生态旅游”等模式，建成400余个具有典型示范效应
的小微湿地，大力发展小微湿地经济，逐步形成经济作物种
植、水产养殖、湿地康养、湿地旅游四大生态产业。

“‘国际湿地城市’既是一个金灿灿的招牌，也是一份沉甸
甸的责任。”陈孟文称，梁平将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湿地保护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巩固深化拓展“国际湿地城
市”创建成果，擦亮“国际湿地城市”金字招牌。

具体说来，梁平将坚持“全域治水·湿地润城”工作思路，
进一步完善湿地保护修复长效机制，构建稳定的湿地生态系
统；进一步做靓双桂湖城市客厅，打造国家重要湿地、国际重
要湿地，全面推动生态之城、品质之城、魅力之城建设；进一步
广泛推广“小微湿地+”模式，助力城乡融合发展，让“小微湿
地+”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经济致富的活水源、美好生活
的幸福泉；进一步加强湿地科学研究、湿地科普宣教，让湿地
保护成为人们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共同描绘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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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维灯

立冬之后，丰都县龙河两岸依旧生机勃
勃，碧水蜿蜒，彩叶漫山。龙河国家级湿地公
园、三建乡绿春坝村保家楼附近，有不少游人
玩耍。

龙河国家级湿地公园只是重庆众多湿地
之一。近年来，丰都通过实施龙河保家楼至
鱼泉子段水生态修复工程，改造大河坝、甘坝
子、鱼沱坝等小微湿地，有效改善了当地生态
环境，野生猕猴、鸳鸯等国家级保护动物时隔
多年后再次在龙河现身。

地处长江上游和三峡库区腹心的重庆，
河流、库塘湿地密集，是中国西南山地湿地的
代表性区域，是长江上游地区湿地的重要组
成部分。近年来，重庆通过实施湿地保护修
复、加强制度建设、开展小微湿地试点、自然
生态教育等措施，不断强化湿地生态资源保
护管理，湿地生态功能明显提升。

加强湿地保护体系建设
生物多样性不断丰富

双桂湖国家湿地公园所在的梁平区，是
西南地区唯一荣获“国际湿地城市”称号的城
市。

都梁飞雪、垂云北观、张桥烟雨……双桂
湖国家湿地公园修复后的湿地示范景观，将
湿地元素与农耕、水利、历史、人文等有机结
合，营建小微湿地生命共同体群落，使城湖相
依相融，让乡愁更浓、乡景更美。

不仅仅是双桂湖国家湿地公园，在生态
优先，全面保护的前提下，重庆积极推进湿地
类型保护地建设，已建成湿地自然保护区10
处、珍稀特有鱼类自然保护区1处、湿地公园
26处、市级重要湿地3处。

11月，巫山大昌湖国家湿地公园陆续迎
来越冬的候鸟。秋水长天之间，落霞与鸟儿
齐飞，美不胜收。

大昌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主任唐威
介绍，作为三峡库区湿地典型代表，大昌湖国
家湿地公园以三峡库区库塘湿地为基本资源
特征，以消落带治理试验示范与巫山文化为
特色，集湿地保护与修复、湿地科普宣教、科
研监测、湿地观光体验和巫山文化休闲游览
于一体，景观风貌独特。

地处重庆中心城区的彩云湖国家湿地公
园，则是城市湿地修复的代表，也是全国12
个首批授牌的国家湿地公园之一。

在这里，山地地形空间与湿地景观有机
结合，通过梯田、溪流、池塘的多重水体治理
净化，彩云湖和扬声桥两个污水处理厂处理
的中水，每天为桃花溪注入源源不断的活水。

市林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重庆统筹山
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通过实施水系连通、
栖息地恢复、退化湿地修复、增殖放流、湿地
有害生物防治等工程，累计修复退化湿地1
万余亩，自然恢复湿地35万亩，建设湿地缓

冲隔离带32万亩，全市湿地生态环境得到
明显改善。

统计数据显示，重庆现有内陆滩涂湿地
1.49万公顷、沼泽草地湿地0.01万公顷、河
流水面8.49万公顷、水库水面10.56万公顷、
坑塘水面7.20万公顷、沟渠0.53万公顷；有
重点湿地动物563种、湿地高等植物707种，
鸟类、鱼类等物种多样性极为丰富，湿地已成
为重庆重要的物种基因库。

开展科技攻关
三峡库区消落带湿地治理实现突破

临近冬月，地处长江北岸的万州区大周
镇，秋风吹红沿江数百亩中山杉，与碧波荡漾
的长江一起，构成了一幅美丽的风景画卷。

“三峡工程蓄水后，在库区两岸形成垂直
落差达30米的消落带湿地，呈冬水夏陆的特
征，为库区带来环境污染、水土流失、生物多
样性降低等一系列问题，极大地影响库区生
态安全。”万州区林业科学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任凭介绍，为确保长江母亲河碧水青山和三
峡库区长治久安，对三峡库区独特的消落带
湿地生态系统开展保护治理尤为紧迫。

为此，万州区开展了以中山杉为重点的
生物性治理试验工作，在消落区试点并推广
栽植中山杉3200余亩。

春天葱绿，夏秋青翠，冬季红黄相间。目
前，长江万州段两岸已形成了70余公里的

“水中森林”景观长廊。
开州区则在澎溪河及汉丰湖消落带实施

了适应季节性水位变化的基塘工程、林泽工
程、鸟类生境重建工程、小微湿地工程，以及
针对水环境保护与生态恢复的多带多功能生
态缓冲系统工程，形成消落带系列治理模式，
实现消落区湿地植被全覆盖，构建了完整的
生态系统，恢复了湿地生态功能。

忠县、云阳等区县采取乔灌草相结合模
式、竹柳纯林模式建设，在不同的海拔高度种
植池杉、水柳、狗牙根、牛鞭草以及荷花、菖蒲
等植物，提高消落带植被的耐淹性。

主城两江四岸同样开展了消落区生态恢
复治理，筛选出枫杨、柳树等12种消落区植
物，达到长期绿化效果。

市林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市持续开
展三峡库区消落带湿地治理技术攻关，编制
完成《三峡库区消落区植被生态修复技术规
程》，探索出乔灌草相结合“池杉+中华蚊母+
卡开芦+牛鞭草”“落羽杉+秋华柳+小巴茅+
狗牙根”等多个消落区植被修复组合模式，在
三峡库区消落带湿地治理难题上实现了突
破。

“湿地+”环境治理、有机产业、民宿康养
助力乡村振兴

11月9日，秋日暖阳下的梁平区竹山镇猎
神村，梦溪湉园等乡村民宿掩映在绿水青山之
间，民宿下的梯塘小微湿地里白鹭徜徉……

近年来，竹山镇利用废弃石膏矿区蓄水，
构建了猎神村梯塘小微湿地群，改善当地生
态环境，助推当地乡村民宿蓬勃发展。2021

年，猎神村累计吸引游客85万人次，实现旅
游收入近2.6 亿元，人均收入由2016年的
1.356万元提升到2021年的3.372万元。

发展湿地生态惠民产业，促进生产、生
活、生态深度融合，竹山镇并非个案。

市林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重庆充分利
用小微湿地分布广、数量大、质量好等优势，
以“湿地+”方式在全国率先探索推广小微湿
地与环境治理、有机产业、民宿康养等结合，
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变。

丰都利用湿地资源在龙河沿岸打造保家
楼美丽乡村示范点，特别是精致别样的“花涧
小厨”，成为丰都市民畅游龙河的网红打卡地。

大足则利用湿地种植太空荷花，对荷叶、
莲子、莲藕进行深加工，连续举办荷花节，成
功打造集湿地生态保护、荷花观赏、莲蓬采
摘、都市休闲旅游为一体的新型农业业态。

黔江冯家街道官村种植落羽杉等绿化树
种和千屈菜等水生植物，打造小微湿地发展
生态旅游，当地居民人均增收近3000元。

不仅如此，重庆还在全国率先建立省级
湿地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对9个湿地公园、湿
地自然保护区开展补偿试点，补偿面积13.4
万亩，补偿对象涵盖40个行政村。

綦江通惠河、合川三江等国家湿地公园
还与周边居民签订社区共建协议，开展湿地
科普宣传和培训，聘用当地居民充当导游、协
调员、管护员等参与湿地公园管理，让社区居
民成为生态保护的践行者、受益者，形成了共
建湿地生境、共管湿地资源、共享生态效益的
良好局面。

共建湿地生境 共管湿地资源 共享生态效益

重庆湿地在保护与发展中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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