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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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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

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及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宝鸡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决定对以下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进行公开出让。现将有关事宜公

告如下 ：
一、出让地块概况( 见下表)

二、竞买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公司、

企业、其他组织和个人，除法律政策另

有规定外，均可参加竞买。
三、出让方式及竞得人确认

本次公开出让，具备拍卖条件的

宗地采取现场拍卖竞价，出价最高且

达到拍卖底价者为竞得人。拍卖会定

于 2020 年 6 月 22 日 10 时，在宝鸡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土资源服务大厅

进行。地址 ：宝虢路 125 号市行政中

心 6 号楼C 座 7 楼。

不具备拍卖条件的宗地，采取挂

牌出让，挂牌时限 ：自 2020 年 6 月 11

日8时30分至2020年6月22日17时。

挂牌地址 ：宝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国土资源服务大厅。地址 ：宝虢路 125

号市行政中心 6 号楼C 座 7 楼。
四、竞买申请的办理

凡有竞买意向者需于 2020 年 6

月 10 日 16 时前到宝鸡市土地收购

储备中心办理申请竞买手续，地址 ：

宝虢路 125 号市行政中心 6 号楼C

座 7 楼。

经审核符合竞买资格的竞买申请

人方能参加竞买。出让成交后，竞得者

交付的竞买保证金转为履约定金，未

竞得者交付的竞买保证金 5 个工作日

内予以退还，不计利息。
五、相关问题说明

出让宗地上有附着物及已有投

资的，其所有权随土地使用权出让同

时出售（土地出让合同另有规定的除

外），竞买人在缴纳竞买保证金时，需

按照评估（出售）价值缴纳附着物和已

发生投资的补偿款。旧城改造、城中村

改造宗地还必须满足相关主管单位提

出的参与条件 ；所需拆迁安置、代征

道路（绿地及教育用地）等成本支出，

市财政部门、市旧城改造办公室除按

照规定额度返还外，不足部分由土地

竞得人自行承担，直至履行完上述义

务。为切实保护被拆迁人和竞买人的

合法权益，涉及拆迁补偿安置事宜的，

竞买人在报名前须与被拆迁人达成补

偿安置协议。企业兼并土地资产处置

宗地，竞得人必须承担兼并方应承担

的债务偿还和人员安置补偿的责任。

根据《宝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宝鸡市装配式建筑建设发

展实施细则（暂行）的通知》（宝政办

发[2020]1 号）文件要求，每宗招拍挂

土地中装配式建筑项目供地占比为

16%。

有关出让宗地的未尽事宜详见

《宝鸡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文件》，

竞买人在报名前应认真阅读文件，认

可竞买条件，在竞得后要切实履行相

关义务。

竞买保证金（含附着物和已发生

投资的补偿款）及拍卖成交价款均以

人民币作为结算基准货币。
六、竞买申请人需提交的材料

1. 竞买申请书 ；2. 营业执照副

本（复印件）；3.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身

份证复印件）；4. 公司董事会或者股

东大会关于参与竞买的决议 ；5. 联

合竞买的需提交联合竞买协议文件 ；

6. 个人竞买者只需提交竞买申请书

及其有效身份证复印件 ；7. 无行贿

犯罪记录查询结果 ；8. 竞买保证金

交付凭据。

出让人 ：

宝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地  址 ：

宝鸡市宝虢路 125 号（行政中心）

咨询电话 ：（0917）3260372 

       3262668 3262228
宝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 年 5 月 21 日

宗地编号 位  置 面   积 用途 出让年限 开发建设要求 竞买保证金（万元） 起始价（万元） 增价幅度（万元） 备 注

宝市招拍挂

字[2020]7 号

位于宝鸡市陈仓区县功镇翟

家坡村，宝平公路以东、县功

镇废弃砖厂以南、翟家坡村集

体土地以西、以北范围内。

规 划 总 用 地 面 积 7940m2（ 合

11.91 亩），其中建设用地面积

11.5572 亩，代征城市道路用地

0.3528 亩。

工业 50 年 

容积率 ：不小于 0.7，不大于 1.6 ；

建筑密度 ：不小于 30%，不大于 45% ；

绿地率 ：20% ；

其他执行宝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陈仓分局

提出的规划设计条件。

40 190 10

宝市招拍挂

字[2020]8 号

位于宝鸡市陈仓区虢镇南环
路南规划的商业项目用地以
南、科技二路以西、科技一路
以东、东冠世纪城住宅用地以
北范围内。

规划总用地面积 32225.33m2( 合
48.338 亩)，其中建设用地 38.309
亩，代征城市道路用地 5.515 亩，
代征城市绿地 1.930 亩，代征教育
用地 2.584 亩。

住宅 70 年

容积率 ：不大于 2.5 ；

建筑密度：不大于 22% ；
绿地率：不小于 40% ；
其他执行原宝鸡市城乡建设规划局提出的规划
设计条件。

900 4240 220
该宗地为宝鸡
市城中村改造
项目用地。

宝市招拍挂
字[2020]9 号

位于宝鸡市陈仓区虢镇南环

路以南、规划加油站用地以

西、规划住宅用地以北、科技

一路以东范围内。

规划总用地面积 6143.33m2( 合

9.215 亩)，其中建设用地 5.956

亩，代征城市道路用地 1.862 亩，

代征城市绿地 1.397 亩。

商业 40 年

容积率 ：不大于 2.5 ；

建筑密度 ：不大于 22% ；

绿地率 ：不小于 40% ；

其他执行原宝鸡市城乡建设规划局提出的规

划设计条件。

170 790 40
该宗地为宝鸡
市城中村改造
项目用地。

宝市招拍挂
字[2020]10 号

位于宝鸡市公园南路以东、紫

金名门小区以南、石坝河以西、

博众石景苑小区以北范围内。

规 划 总 用 地 面 积 15720m2( 合

23.58 亩)，其中建设用地 21.967

亩，代征城市道路用地 0.554 亩、

石坝河防护用地 0.992 亩、石坝

河河道用地 0.067 亩。

商业

住宅
40 年
70 年

容积率 ：综合容积率为 3.15。其中商业容积率

不大于 4.0、居住容积率不大于 3.5 ；

建筑密度 ：37.2% ；

其他执行宝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出的规

划设计条件。

1430 6780 340
该宗地为宝鸡
市旧城改造项
目用地。

宝市招拍挂
字[2020]11 号

位于宝鸡市陈仓区水莲东路以
西、大众村用地以北、华岳袜业
厂以东、和平路以南范围内。

规划总用地面积 48838m2（合
73.257 亩），其中建设用地 57.059
亩，代征城市道路用地 12.62 亩，
代征城市绿地 3.578 亩。

住宅 70 年

容积率 ：3.45 ；

建筑密度 ：不大于 20% ；

绿地率 ：不小于 30% ；

其他执行宝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出的规

划设计条件。

1170 5570 280

宝市招拍挂
字[2020]12 号

位于宝鸡市陈仓区虢镇南环路
东段南侧世苑公司开发用地以
南以西、西宝高速以北、育才公
司开发用地以东范围内。

规划总用地面积 46176.67m2（合
69.265 亩），其中建设用地 42.587
亩，代征城市道路用地 11.218 亩，
代征城市绿地 8.71 亩，代征教育
用地 6.75 亩。

住宅 70 年

基准容积率 ：2.5 ；

建筑密度 ：不大于 22% ；

绿地率 ：不小于 30% ；

其他执行原宝鸡市城乡建设规划局提出的规

划设计条件。

2500 4670 240

智慧城市的创新实践——

我市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十大实践案例扫描 
◎ 丛声

“过去要查一个信息，得跑几个部

门，还不一定准确，而现在足不出户，就

能完成多个信息的筛查，部门之间的信

息壁垒已经完全打通了。”某单位工作人

员说。

“过去办个营业执照，光资料要拿几

沓子，还不一定能办成。现在带的资料少，

证明之类的东西服务大厅就帮着查了，一

次就能搞定！”一位企业负责人说。

“12345 热线好记又方便，我遇到停

电、停水的烦心事，啥时打都有人接，是居

民的‘连心线’。”市区金陵社区张女士说。

“在畜牧业大数据平台上，全市畜

牧养殖、防疫情况看得一清二楚，谁想作

假，没门。”一养殖场负责人说。

这些，是我市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

有力佐证，是智慧城市建设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服务理念的生动诠释，是对智慧

宝鸡创新实践的点赞。

4264 万条数据
为“一网通办”提供支撑

走进窗明几净的关天经济区大数

据中心工作间，一个个数据柜排成行，红

黄绿灯闪动，不断刷新着数据。据该中心

负责人说，这个中心，是我市新型智慧城

市的中枢。总建筑面积 1600 平方米，有

电子政务服务域、互联网服务域和管理

域等七个功能区。目前，中心安装服务器

87 台、网络设备 29 台、安全系统设备 28

台，部署虚拟主机 447 台，迁移了 30 个

市级部门 86 项业务系统。建成电子政务

外网出口带宽达到万兆、互联网出口带

宽达到 2000 兆。机房满装机容量能满

足全市电子政务未来 5 年以上的发展需

求。去年 12 月，该项目入围由工信部主

办的 2019 年全国智慧城市基础设施领

域十大典型解决方案，也是西北地区唯

一入选方案。

“互联网+ 政务服务”是我市智慧宝

鸡建设的重点。我市先后启动了政务信

息资源共享平台一期、二期项目。现在，

平台共接入了市县两级 174 个部门 783

类 4264 万条库表类数据，与省级平台互

联共享。还对接国家和省上发改、卫健、

民政、人社等 38 个部门 324 个查询服

务类接口，开发建设了人口、法人、空间

地理、宏观经济、电子证照五个基础数据

库和民政低保核查等专题数据库，为“一

网通办”提供了强有力的数据支撑。去年

11 月，该平台项目获“2019 年度数字陕

西建设优秀成果和最佳实践案例”（数字

治理类）。

智慧政务
提高政府办事效能

在十大实践案例中，4 大政务应用

类项目可以说使办公真正告别了笔与

纸，实现了“光”与“电”，为政府行政审

批、企业事中事后监管，搭建起了云上

平台。

党政机关网上办公集约高效。全

市一体化的网上协同办公系统已覆盖

至市、县区、镇街 556 家单位，累计收

发文件总量已达 5.8 万余份，大大提

高了办公效率。无纸化办公，降低能源

消耗，为创建绿色、节能、环保型政府

奠定了基础。

政务服务平台实现全域覆盖。2018

年 10 月，该平台建成上线运行，截至目

前，已有 116 个镇（街），288 个村（社区）

接入平台，纳入市级 36 个部门及 13 个

县区 21187 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了省

市县（区）镇（街）村（社区）五级联通、全

覆盖。

企业事中事后监管云平台实现智慧

监管。围绕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我市研发

建成了全市企业事中事后监管云平台，

搭建起“一云、两库、四平台”，突出数据

共享、双告知、双随机、联合惩戒、信息公

示和大数据分析功能，实现信用监管。解

决了“谁来管”“管什么”“怎么管”三大问

题。这个平台因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成效

显著、落实事中事后监管等相关政策措

施社会反映好，受到国务院通报表彰，去

年 11 月被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列为全国

试点。

智慧信用平台实现有信可查。平台

主要分“一网”，即“信用宝鸡”门户网站；

“三库”，即自然人、企业和非企业法人信

用数据库，归集全市 591 个单位、部门信

息总量达 441.9 万条，实现了信用主体

横向到底、纵向到边全覆盖 ；“一平台”，

即信息采集整合系统、信用评价系统等

六大功能模块，平台即将上线试运行。它

是我市推进信用信息共享，创新市场监

管和社会治理机制的又一创举。

12345 热线
解决市民烦心事

“有困难找政府，请拨 12345 ！”这

句顺口溜生动体现了市民热线为民服务

宗旨。我市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理

念，整合全市 42 部非警务紧急类政务热

线和投诉举报电话，开通微信公众号，在

智慧宝鸡APP、市政府门户网站分别开

设了市民热线专栏，将市长信箱并入热

线平台，40 名话务员 24 小时全天候受

理市民诉求。

不能让任何一名群众的来电无人接

听，不能让任何一个受理的工单落地无

声。这是市民热线管理机构市大数据发

展服务局一直追求的目标。为此，他们对

出现逾期工单的责任单位，及时预警，督

办、考核，提高工单办结率。对需多部门

联合处理的疑难工单，协调督导，加大办

结力度。同时，及时收集整理常见咨询问

题，完善知识库，提高在线答复率，提升

了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市民热线

中心承担起全市疫情防控热线职责，为

打赢全市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强有力

支持。前不久，市民热线中心荣获市级

“三八红旗集体”称号。

“市民热线自 2018 年底建成开通

以来，共受理来电 14.8 万条，办结率

99%，群众对热线服务满意率达 98%。” 

市大数据发展服务局市民热线中心负责

人说。

与市民热线一样，“智慧宝鸡”APP

着眼于解决老百姓办理不同事项就要下

载不同APP 的问题，可以说成了市民不

可或缺的身边“伴侣”。不论本地人还是

外来人，安装这个软件后，可实现感知宝

鸡、畅享服务。

“软件运行一年，已实现了公交、社

保、公积金等多项查询服务，个人行政许

可事项在线服务，医院挂号、网上求助等

30 余项便民服务，成为智慧宝鸡的移动

门户。”相关负责人说。

产业云平台
助力“四城”建设

宝鸡是工业重镇，工业企业门类齐

全，在建设装备制造业名城中，我市积

极借鉴和探索“互联网+”智能制造新模

式，在西部率先构建工业互联网，助推

宝鸡工业企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

化发展。平台由线上云应用服务系统和

线下的“四个中心”组成。目前，平台已

入驻企业 3606 户，上云企业 640 户，线

上累计访问量达258万人次。依托平台，

创建各类国家级示范标杆企业 20 户。

该平台被评为国家制造业“双创”试点

示范平台，在陕西省发展工业互联网推

进大会上，宝鸡作为唯一地市代表交流

了经验。 

相对于工业云平台，畜牧业大数据

云平台的建立，可以说为我市环保模范

城市提供了坚强后盾。

目前，我市畜禽存栏共计 785 万头

（只），防疫管理难度较大。如何管好这些

经营场所，我市下了一番苦功夫，研发建

成的智慧畜牧业大数据云平台，真正使

养殖业实现了科学管理。

笔者从云平台上看到，从猪、牛、羊

到禽类的存栏量、调出量、检疫量、屠宰

量，到养殖场的场名、地址、负责人姓名、

联系电话、所在村镇位置及饲养量，包

括给畜禽防疫使用的疫苗厂家、批号、库

存、入库时间等信息，一览无余。   

市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说，这个

平台的建立，解决了以前想解决而难以

解决的管理难题，对畜禽管理者是一个

很好的约束，群众则可以实时对动物产

品进行溯源。该平台荣获农业农村部全

国农牧渔业丰收奖三等奖。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重视和

各有关部门的支持配合下，智慧宝鸡建

设快速推进，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十大

实践案例’仅是智慧宝鸡建设的缩影。今

年，我们将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智

慧城市建设思路，突出‘数字政府建设、

数据治理应用、数字经济发展’三个重

点，紧紧围绕 5G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应

用，抢抓国家‘新基建’战略机遇，一手

抓应用推广，一手抓产业发展，实施‘基

础设施提升、数字政府建设、智慧应用拓

展、大数据产业发展、网络安全保障、人

才队伍培育’六大行动，推动智慧宝鸡建

设再上新台阶，为宝鸡幸福城市建设加

分，为我市‘四城’建设助力。”市大数据

发展服务局局长李宏发说。

呼叫中心工作人员 24 小时受理市民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