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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丰县自然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公告
清网拍告字〔2019〕9号

经清丰县人民政府批准，清丰县自然资源
局决定以网上拍卖方式出让 2 幅地块国有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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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右表）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
人和其他组织，符合网上拍卖出让公告和出让
须知中明确的资格条件，均可申请参加本次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活动。申请人
可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联合申请的须
提交联合投资协议书）， 凡欠缴土地出让金的
单位和个人不得参加竞买， 不能获取竞买资
格。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
让，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竞买申请人可于 2019 年 7 月 11 日至
30 日登录河南省自然资源网上交易系统（以下
简称“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申请。 竞买保证金
到账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7 月 30 日 16 时整。

五、拍卖网址：网上交易系统（http://www.

hngtjy.cn /home.jsp）。 竞买申请人须办理数字
证书（usbkey），办理数字证书地址为市城区中
原路与振兴路交叉口西 200 米路北阳光大厦
一楼 109 窗口，联系电话为 15639396342，完成
网上注册后在网上进行竞买操作。

六、本次网上拍卖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
要求，见拍卖出让须知及其他出让文件。 拍卖
出让须知及其他出让文件可从网上交易系统

查看和打印。
七、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

让实行竞得入选人资格后审制度，即竞买申请
人在网上交易系统按规定提交竞买申请，并按
时、足额缴纳竞买保证金后，网上交易系统会
自动根据资格确认书模板生成资格确认书，确
认其竞买资格，出让人只对网上交易的竞得入
选人进行资格审查。 如因竞得入选人的资格审
查未通过，造成本次出让地块不成交的，由竞
得入选人自行承当相应责任。

八、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活动在
网上交易系统进行。 本次拍卖地块具体时间：

清地 2018-C-98：2019 年 7 月 31 日 10
时 00 分；

清地 2018-C-99：2019 年 7 月 31 日 10
时 10 分。

九、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 本次网上拍卖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不接受电话、邮寄及口头竞买申请。
（二）网上拍卖时间截止时，有 2 个以上竞

买人参与竞买时， 系统自动转入限时竞价，通
过限时竞价确定竞得人。

（三） 本次网上拍卖最高价格的且不低于
起始价加增价幅度的出价人即为竞得人，出让
地块的缴款期限为合同签订之日起 60 日内
（成交价款的 50%须 30 日内缴清）。

（四）竞买人须全面了解《河南省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管理办法》。

联系电话：0393-7236600
特此公告

清丰县自然资源局

2019 年 7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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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片 冰 心 在 伊 吾
———记濮阳市援疆人才、伊吾县人民医院医务科副主任王冰

本报记者 杨少军 贺德敬 周源 文/图

■ 豫哈情深·出彩援疆人

王 冰

做 一 名 坚 强 的 追 梦 人

■ 援疆感悟

时光如流水般飞

逝，离三年援疆任务结
束的时间越来越近了。
回想起这近三年的时

光， 因为心怀梦想、奋
力追梦，我才有勇气和
毅力克服高血压、心脏
病 、关节疼痛 、口唇干

裂、咽喉肿痛、鼻子流血和高原反应、语言不通、夜不能寐、
思乡思亲之痛等种种不适，才能砥砺坚韧意志，激发继续
奋斗的责任与担当。

一次次的下乡义诊、急救培训，一趟趟冒着风雪和生
命危险接送危重病人， 都将成为我脑海里永不磨灭的记
忆。 从每例手术麻醉和带教徒弟精心制订麻醉方案，到手

把手地教当地医生正规的医疗技术操作；从小学生的紧急
突发群体性癔症诊治，到多起车祸病人的抢救；从每一次结
亲入户，给“亲戚们”带去党的政策和关怀，到精心准备的文
艺作品得到当地干部群众的认可好评……都将成为我一生
的骄傲。

伊吾县人民医院有这么一组数据： 截至 2018 年 12 月
18 日，援疆医生共接诊病人近 1.85 万人次，实施各类手术
550 多台，下乡义诊 70 次，开展新技术新项目 27 项，培训
及讲课 124 多次，应急救护培训 3000 多人次，创作文艺作
品 5 个，参加文艺演出 10 多次。伊吾县卫计委主任说：第九
批援疆医疗队是最刻苦、最努力的医疗队，做出的成绩可以
用三个满意来总结：医院满意，县里满意，人民满意！

援疆是我的梦想，有梦想就有目标，我会在接下来援疆
工作中，继续追逐我的梦想，做一名坚强的追梦人。

王冰在指导医院急诊室医生进行急救演练。

濮阳市人民医院麻醉科主治医生王冰， 最大的梦想就是
在退休之前能到祖国的西部边陲， 把自己大半生的医疗经验
播撒在那块魂牵梦绕的热土上。

河南省组织第七批援疆队伍的时候，他就报了名，但因为
多种原因未能如愿。 第九批援疆， 他毫不犹豫地再次主动请
缨。这一次，他终于圆了自己的梦，在距濮阳 2700 多公里的伊
吾县人民医院，一干就是三年。

“今年我已经 57 岁了，有高血压病，还患过心梗，家里又
有 80 多岁的母亲和 90 多岁的岳父需要人照顾， 很多人都对
我当时的选择难以理解。回顾我近三年的援疆生涯，我一点也
不后悔。 ”5 月 28 日，王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他成为医院的“全能医生”

第一次采访王冰时， 他正在伊吾县人民医院急诊科指导
医护人员急救演练。 从车祸“伤者”自救护车转送到急诊室抢
救台，再到心肺复苏、气管插管、电除颤、心电监护、中心静脉
穿刺等，一系列抢救流程井然有序，非常娴熟。

“刚开始，我们除了简单的按压，别的什么都不会，很多需
要急救的病人都因此耽误了最佳抢救时机。王老师来了之后，
手把手地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他是我们医院的‘全能医生’，
也是我们的主心骨，有他在，我们心里才感到踏实。”急诊科主
任古丽仙说。

王冰出身于一个“医生世家”，奶奶、父亲、妻子、儿子等都
是响当当的医务工作者。虽然他所从事的只是麻醉专业，但多
年的耳濡目染和丰富的临床经验让他成长为一个医疗 “百事
通”。 伊吾县人民医院领导为发挥王冰最大的潜能，除了让他
肩负手术麻醉等任务之外，还把医务科所负责的急救培训、业
务培训等重担交给了他。

“这既是对我的信任，也是对我的考验。 ”王冰说，从 2017
年 6 月起，他从最基本的简易呼吸器的零部件识别开始，对全
院医护人员进行急救培训。他边讲解边示范，汉族医生很快就
理解和掌握了其中的要领，但由于语言交流困难，很多少数民
族医护人员却记不住复杂的汉语医学专业名词， 甚至产生了
抵触情绪。于是，他改变教学方式，采取“情境教学”法，竟收到
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一天晚上，一位维吾尔族急诊科医生兴奋地告诉王冰，她
在值夜班时，遇到一个需急救的病人，按照他教的方法很快就
把病人抢救过来了。 她希望王冰能再多教一些急救知识。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王冰先后手把手教授了气管插管、电
除颤、心肺复苏、心电图解读、单人和三人心肺复苏等急救技
能，使得县医院的急救能力大大增强，成功抢救、处置了数起
大型群体伤事故。

伊吾县领导对医院急救能力的提高多次称赞， 并决定把
最基本的急救技能培训在全县 15~75 岁的群众中推广。 这一
重任无疑又落到了王冰身上。从此，他走乡串村，以“下马崖一
位老人喂孩子花生豆卡住喉管窒息而亡”“伊吾河一个孩子溺
水死亡”等活生生的事例，向农牧民讲解急救知识的重要性。
每次向各乡镇群众传授心肺复苏急救要领， 他都是双腿跪在
地上，一跪就是两三个小时，双腿都麻木了……一年半的时间
里，他跑遍了全县 5 个乡镇 12 个中心村。

女徒弟把他视若父亲

在伊吾县人民医院，有一个面庞清秀、眼睛大大的维吾尔
族女孩。 她名叫迪拉热·帕尔哈提，是王冰的一位女徒弟。

王冰刚到伊吾时， 迪拉热也从新疆医科大学麻醉系毕业
不久，尽管她专业理论很扎实，但缺乏临床经验，一直难以单
独顶岗。 两人结为师徒后， 王冰从每次手术前麻醉方案的设
计、细针穿刺、可视喉镜的使用，到术中麻醉深度监测等，手把
手地悉心传授。 不到两个月， 迪拉热就掌握了麻醉的基本操

作。 随后，王冰又和濮阳市人民医院联系，把迪拉热送到那里
学习了 3 个月。 如今， 无论是无痛胃镜、 无痛人流等门诊手
术， 还是常规手术麻醉， 迪拉热都得心应手， 已经成为一名
合格的麻醉医生。 很多患者到了医院， 指名道姓要找迪拉
热。

时光让师徒俩结下了非常深厚的情谊。 王冰除了向迪拉
热传授业务技能，还经常给她讲厚重的中原文化，带她到开封
老家做客。 每次探亲回来，王冰都会给迪拉热带一大堆礼物。
去年 7 月，迪拉热要结婚了，王冰特意送给她一件十分珍贵的
汴绣。 迪拉热也经常把自家做的马肠子、馕饼等带给王冰。 逢
年过节，还邀请王冰到家里吃饭。

“王老师不仅在业务上对我帮助很大，还教会了我如何做
人，在生活上也处处照顾我，就像一位父亲。 ”迪拉热说，她平
时在单位喊王冰“老师”，私下里与王冰微信交流的时候，都喊
他“大大”。 “大大”在维吾尔语中就是父亲的意思。

让迪拉热敬佩的是王冰的那种敬业精神。 王冰是全医院
年龄最大的，但也是最忙的。 小儿鼻后腔异物取不出来、病人
张力性气胸需要放胸腔闭式引流、 患者前列腺肥大插不上尿
管……只要他接到急诊科的求助电话， 总是第一时间赶到现
场帮助解决。

迪拉热清楚地记得：2017 年 11 月 5 日晚 11 时， 盐池乡
附近突发车祸，其中 1 人多处骨折，造成严重的肺挫裂伤，医
院没有抢救条件急需紧急转送哈密。 当天夜里大雪伴着八九
级大风，通往哈密的道路已实施交通管制。担心病人在路途上
发生意外，医院领导决定由王冰护送。穿着单薄衬衣的王冰向
医院保安借了一件军大衣，立即跳上了救护车。

风越刮越大，雪越下越猛。伊吾县公安局一辆警车在前面
引路，救护车被刮得晃晃悠悠、左右摇摆，随时都有可能滑下
路边的深渊。 车内温度急剧下降， 看到被冻得瑟瑟发抖的病
人，王冰毫不犹豫地脱下身上的军大衣，盖在病人身上。 他强
忍着寒冷守护在病人身边，看到病人突然出现呼吸急促、心率
加快、血压下降的状况，发现是氧气桶的氧气用完了，立即更
换新的氧气桶，病人才慢慢恢复正常。

经过 4 个小时惊心动魄的跋涉， 终于把病人安全送到哈
密。 当迪拉热见到师父平安回到伊吾的那一刻， 眼泪夺眶而
出……

援疆路上的“夫唱妇随”

2018 年 12 月，新疆哈密进入了一年中最冷的雪季，动辄
零下 20 多摄氏度的天气，为河南医疗援疆队员们的出诊和转
诊工作，增添了不少难度。

可就在这个冬天，王冰却感觉暖意融融。 原来，他的妻子
郑百卉，也随他一起来到伊吾县人民医院，参与到对口医疗援
疆工作中。

“妻子来援疆，是从她来伊吾县探亲看我时萌生的念头。”
说起妻子来援疆，王冰仍然难掩兴奋，“当时，她看到伊吾县的
护理管理较为落后，护士们无菌观念较弱，技术操作技能差，
连导尿术、插胃管都不会操作，当即就表示，明年退休了，我也
来援疆，来帮助这里提高护理质量。 ”

郑百卉是濮阳市人民医院的一名护士长。 去年 5 月退休
后， 她马上安排好家庭事务， 主动请缨参与对口医疗援疆工
作，并在当年冬天成了伊吾县人民医院的内儿科护士长。

“让王冰医生的妻子一起来援疆， 起初我还是有些顾虑
的。 因为他们家还有一位 93 岁的老父亲，前些时候还发生了
一次呼吸衰竭。 ”同样是第二次参与对口医疗援疆工作、现任
伊吾县人民医院副院长的高湘玲说。

谈起这件事，王冰至今记忆犹新。 “当时在重症监护室住
院 4 天的岳父带着气管导管无法说话，他示意护士拿笔，给我
写下了几个歪歪扭扭的字，让妻子和我安心援疆工作。老人病
情好转一些后， 又多次叮嘱我们一定要完成医疗援疆的承
诺。 ”

就这样， 有了家庭的支持， 王冰和郑百卉一起回到了新
疆。共同在医疗战线工作了半辈子的夫妻俩，又成了一对医疗
援疆伉俪。 “夫唱妇随”的他们，在当地百姓眼中，成为伊吾县
人民医院的最美医护夫妻。

在伊吾县人民医院采访时，记者还了解到这么两件事：去
年夏天，王冰的儿子休假到伊吾看望他，正赶上医院在热火朝
天地搞业务培训。 看到在濮阳市人民医院心电图室工作的儿
子，王冰眼前一亮，就和儿子套近乎，要求他为医院医护人员
讲几天课。结果，儿子经不住他的“忽悠”，在伊吾呆了 7 天，整
整泡在医院 5 天，天天讲课讲得口干舌燥。还有一次是在濮阳
市人民医院工作的一位老同事来伊吾看望他， 也经不住他的
软磨硬泡，为伊吾县人民医院的医生搞了几场业务培训。

为此， 援疆医疗队的援友们常常调侃他：“濮阳亲友如相
问，一片冰心在伊吾。 ”王冰听了总是嘿嘿一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