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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闽清县人民政府批准,闽清县国土资源局决
定以挂牌方式出让1(幅)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
求:

宗地编号：Z3501242016034008；宗地面积：
0.9008公顷；宗地座落：白中镇梅坂村；出让年限：
50年；容积率：大于或等于1；建筑系数(%)：大于或
等于40；绿化率(%)：大于或等于10并且小于或等
于20；建筑限高：小于或等于30；土地用途：废弃资
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投资强度：1191 万元/
公顷；保证金：68万元；约定土地条件：现状净地；
起始价：132.40万元；加价幅度：0.10万元；挂牌开
始时间：2016年12月07日08时00分；挂牌截止时
间：2016年12月20日15时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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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
可以联合申请。申请人应具备的其他条件：在本县
辖区内仍有用地行为不良者不得参加竞买。

三、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
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
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 2016年12月07日至

2016 年 12 月 15 日到闽清县国土资源局四楼地产
中心获取挂牌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2016年12月07日至2016年12
月15日到闽清县国土资源局四楼地产中心向我局
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
2016年12月15日15时00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
定交纳投标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
2016年12月15日16时0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活动 在闽清县
国土资源局四楼地产中心进行。地块挂牌时间：

2016年12月07日08时00分 至 2016年12月
20日15时00分；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

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八、联系方式与银行帐户
联系地址：闽清县梅城镇台山路108号
联 系 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0591-62300696
开户单位：闽清县国土资源局
开 户 行：中国农业银行闽清县支行
帐 号：13185101040000146

闽清县国土资源局
2016年11月16日

闽清县国土资源局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梅土告字[2016]15号

经闽清县人民政府批准, 闽清
县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拍卖方式出让
12(幅)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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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土地位置：东桥镇过洋村；2、土地用
途：住宅用地；3、出让年限：70 年；4、土地
条件：净地；其它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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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可
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在本县辖
区内仍有用地行为不良者不得参加
竞买。

三、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出
让采用增价拍卖方式，按照价高者得
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拍卖出让的详细资料和
具体要求，见拍卖出让文件。申请人
可于 2016 年 11 月 24 日至 2016 年 12
月05日到闽清县国土资源局四楼地
产中心获取拍卖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 2016 年 11 月 24
日至2016年12月05日到闽清县国土
资源局四楼地产中心向我局提交书
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
间为 2016 年 12 月 05 日 15 时 00 分。

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投标保证金，具
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16年12月05日
16时0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活动
2016年12月06日10时00分在闽清县国土
资源局四楼地产中心进行。

七、联系方式与银行帐户
联系地址：闽清县梅城镇台山路108号

联 系 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0591-62300696
开户单位：闽清县国土资源局
开 户 行：中国农业银行闽清县支行
帐 号：13185101040000146

闽清县国土资源局
2016年11月15日

闽清县国土资源局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梅土告字[2016]13号

宗地编号

过洋村25号地块
过洋村26号地块
过洋村27号地块
过洋村28号地块
过洋村29号地块
过洋村30号地块
过洋村31号地块
过洋村32号地块
过洋村33号地块
过洋村34号地块
过洋村35号地块
过洋村36号地块

用地面
积（㎡）
64.35
110.5
110.5
165.75
165.75
126.37
101.54
97.44
101.54
101.21
101.54
113

占地面
积（㎡）
64.35
104.26
104.26
156.39
156.39
103.52
91.6
87.36
90.96
90.74
90.84
87.95

层数

五层半
六层
五层
六层
六层
六层
六层
五层
五层
五层
六层
六层

建筑面
积（㎡）
321.75
635.31
511.81
985.14
985.14
705.67
559.6
439.87
467.18
456.61
535.3
563.15

容积
率
5

5.75
4.63
5.94
5.94
5.58
5.51
4.51
4.6
4.51
5.27
4.98

拍卖起始
价（万元）

7.45
13.99
12.07
21.43
21.43
15.68
12.5
10.48
11.05
10.89
12.14
13.04

竞买保证
金（万元）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加价幅度：

1000元的整倍数
1000元的整倍数
1000元的整倍数
1000元的整倍数
1000元的整倍数
1000元的整倍数
1000元的整倍数
1000元的整倍数
1000元的整倍数
1000元的整倍数
1000元的整倍数
1000元的整倍数

本报讯 11月13日，由县民政局牵头，携手晋安区检察院、闽清县委文明
办、团县委、双拥办等单位，与福建蚂蚁公益力量、闽清7997公益群、福建江夏
学院、闽江学院的学生志愿者一道，分赴东桥、坂东、塔庄、省璜、三溪等乡镇，
慰问革命五老人员及参战退伍困难老兵代表，激励广大青年不忘初心，传承长
征精神、走好新的长征路。

每到一处，志愿者们都关切地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生活情况，为他们送
上了慰问金及小家电、牛奶、食用油等慰问品。向他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和美好
的祝愿，感谢他们为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所作出的伟大贡献。

现已86岁高龄的老游击队员杨忠彬与大家伙儿聊起自己的经历，显得十
分激动。红军将士的长征故事也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位青年志愿者，让他们深
切感受到自己所肩负的使命与担当，立志要把“长征精神”融入到实际行动当
中。怀着对革命前辈的崇敬之情，志愿者们表示将学习前辈们不怕苦、不怕
累、甘于奉献的长征精神，不忘初心, 继续前行，用自己的力量帮助更多需要帮
助的人。

“我们这次开展了一次弘扬长征精神、展现青春担当的团日活动，是为了
纪念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缅怀革命先烈的壮举。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能够
让当代的大学生更多地关注到抗战中，带动大家更多地参与到这次公益活动
中，让社会人更多地看到我们新一代的崛起与担当。”闽江学院爱恩国际学院
学生沈梦菲说。 （姚丽荧）

追忆红色历史 传承长征精神

在闽江上游，有个叫雄江的小镇，山层叠，水
湛蓝，房屋依山而建，错落有致。红红的屋顶点
缀在青山绿水中显得特别精致和耀眼。

80后建筑师林情一直梦想着建造一个文化
旅游小镇。一年前，林情和她的朋友在一次偶然
的机会邂逅雄江，一踏进小镇，林情就被这里得
天独厚的自然风光所吸引。“当时我跟朋友坐船
从水面上看到这个小镇，很像台湾九峰的感觉，
层层叠叠、错落有致，我们觉得很美，就想在这里
留下来做一些东西。”林情说。

没过多久，林情和她的设计师朋友们再一次
来到雄江，向投资方新加坡华讯集团绘制她们心
中的创客小镇。让林情高兴地是，她们的方案获
得了新加坡华讯集团的认可。紧接着，闽清创客
小镇项目也正式立项。

江边一栋崭新的楼房是林情和设计师朋友
们一手改造的民宿。一年前这栋小楼还是一个
破旧的办公楼，而今这里有了大庭院、阳光房和
大露台。今年10月，民宿试营业期间就吸引了八
方游客前来观光游玩。林情告诉我们，改造旧民
房只是他们打造创客小镇的第一步。接下来，她
们还会依托福建省青年建筑师协会这个平台，深
度挖掘雄江自然资源，引入以设计师及艺术家为
首的创客集群，合力打造一个集设计师艺术家创
客聚落、有机自然农社、旅居营地、水上娱乐配套
及游艇俱乐部为一体的南中国最美江流创客小
镇。

福建省青年建筑师协会是致力于美丽乡村

建设的青年建筑设计师、文化从业者一起组成的
一个非盈利的社团组织，对于协会来说，协会连
接了海峡两岸，包括众多的设计机构和乡村创客
资源，所有的这些机构通过连接，可以助推在地
的项目建设。比如说，连接各个村子打造骑行的
项目，基于黄楮林这样一个深厚的森林资源可以
去设计许多好玩的营地的项目，等等。

就在前不久，福建省青年建筑师协会的几名
归国建筑师在福建省青年建筑师协会微信公众
号上发起了一场为雄江留守儿童搭建水上记忆
馆的爱心守护活动。活动通过协会的平台导入
了包括了COV水上印象馆，通
过这个记忆馆，将会给雄江的
孩子留下他们在当地的影像，
通过这些记忆的影像去链接世
界各地的人们，让世界可以在
这里看到雄江，也可以让雄江
通过这个记忆馆去链接世界各
地的人们。

林情说，她很希望当地的
农民朋友们加入到她的队伍
中，她可以利用手上的资源帮
助乡亲们一起做旅游。橄榄湖
创客小镇首先会吸引一些建筑
师、艺术家在这边工作生活，造
成类似一种乌托邦的形式。后
期还会打造一些样板，包括民
宿还有一些餐饮的空间，帮助

村民把自己家打造成特色餐厅、旅馆。当地的一
些特产，比如说闽清橄榄、手工艺，她也会帮助他
们进行包装，推向市场。大家合作互惠，共同来
带动这块乡村的发展。

谈到创客小镇项目，雄江镇梅雄村支部书记
说，这是我县打造大旅游的一个特色和亮点。后
期梅雄村还会积极争取上级支持，完善乡村旅游
配套设施。在未来的几年，雄江镇将会充分整合
库区、生态、温泉等多重旅游资源，结合美丽乡村
建设，为创客小镇的创客们造梦。

（吴丹红、刘景伟、李东澄）

橄榄湖小镇——“创客”梦想中的乌托邦

读书，也是读人，亦是解读一种精
神。细细读完《茶叶人生》一书，可以感
受到张天福立己立人的情操、孜孜不倦
的追求以及艰辛而荣耀的峥嵘岁月。怀
着钦佩的心情，一行人踏着青石台阶，穿
过狭窄小巷，去寻访百年前的张家到底
是个怎样的家庭。

初冬，闽清后洋已是寒意渐浓。走
进坐落于青山秀水中的张家祖宅，镂花
门窗、青苔石阶上沾满岁月的痕迹。虽
然古宅颜色逐渐消退，却越发的古色古
香，处处透露着沧桑与沉淀的韵味。从
牌匾、雕刻不难看出其考究、雅致，想必
张家一定家境殷实、家风良好。
虽然张老出生、成长均在异地，
但这是张老父亲从小生活长大
的地方，家风可以代代相沿，陶
染后辈，父亲的言传身教一定在
潜移默化中给他以影响。我想，
这对了解张老此后的人生经历
乃至一生的茶情是有所裨益的。

弃医学农 以身许茶
张老的父亲和母亲皆是医

生，当然很是希望儿子能够继承
父母的职业，踏踏实实的做个医
生，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里谋得一
时的安稳。但是青年的张天福
亲身感受到了社会的黑暗和落
后，他深知农业关系到国计民
生，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
的发展必然离不开农业的发展，
要救中国何不从发展农业上下
手，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
的。在父母的反对下，他毅然报
考了金陵大学农学专业。

毕业后，他回到了福建，想
通过自己所学的知识为家乡茶
叶的发展贡献力量。先是在福
建协和大学创办了农业试验场，
之后数次去日本、台湾考察茶
叶，研究茶叶生产技艺，回来后
对茶树的栽培、改良反复试验，
总结经验，为发展福建的茶叶提
供了很多参考。后来，他又把科
研与教学结合起来，创学校，办
茶场，他“建教合一”的努力为茶
叶的发展作了良好示范。以身
许茶，一生事茶，能与茶叶为伴，
他是幸运的。

21年厄运 宠辱不惊
然而，不幸总是伴随着幸运而来。

1959年，张老稀里糊涂地被划进“右派”
行列，送往崇安茶场劳动改造，1980 年
才正式被平反。21 年中，他没有失志、
没有灰心，下定决心要把全部精力用在
发展茶叶事业上。只要心中有追求，哪
里都可以实现梦想。这之前张老曾三次
到崇安工作，他对崇安的人事草木很有
感情，对崇安的武夷茶叶更是魂牵梦
绕。满怀茶情地来到这里，他几乎忘记

了自己的不幸遭遇，凭着对茶叶的满腔
忠诚，仍然苦苦思索着中国茶叶的发展
前景，全身心投入种茶、制茶的研究中
去。

挺过三年自然灾害，又遭遇“文化大
革命”，承受了太多的冤屈，付出了太大
的代价，但只要还在做与茶有关的工作，
他便宠辱皆忘，心满意足。这种心态必
是一种极致的修炼，胸怀若谷，名利皆
忘，不因取得成绩而得意忘形，不因遭受
挫折而心灰意冷。“宠辱不惊，看庭前花
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空云卷云舒。”这
不正是张老起伏一生的真实写照吗？

俭清和静 如茶人生
张老一生致力于推动中国

茶叶科技和管理创新，后期将
更多精力放在了对茶文化的思
考上。“俭、清、和、静”这四个字
便是他晚年对中国茶礼的理解
和概括，如今已经被茶界广泛
推崇。“每个人的理解不同，从
中感悟也不同。”采访张老的时
候，他指着身后墙上挂着的这
四个大字——俭、清、和、静，向
大家简单阐述自己的理解。“茶
尚俭，勤俭朴素；茶贵清，清正
廉明；茶导和，和衷共济；茶致
静，宁静致远。”

“俭、清、和、静”四字的提
出，体现了张老对茶礼的“悟”，
也是对古今中外茶礼文化的高
度精炼与概括。种茶、事茶、写
茶、评茶是张老一生的工作，也
是他生活的全部。张老的人生
不正恰如一杯茶么，有沉有浮，
有浓有淡，一道苦，二道甜，三
道可回味，人生如此，足矣。

退而不休 探索不止
张老曾在《好趁夕阳赶一

程》一文中这样说，“当我这个
古稀之人领到退休证时，想的
不是在家享受天伦之乐、安度
晚年，而是想着趁着改革开放
的大好时机，将自己的余生都
贡献给社会。我愿在这科学的
春天里，在有生之年，为科技兴
茶再趁夕阳赶一程。”
“人生七十古来稀”，张老在古

稀之年领到了自己的退休证，但这只是
年龄上的退休，他的事业永远不会停
止。“踏遍青山人未老”，已近108岁的张
老依旧耳聪目明、精神矍铄，怀着对茶叶
事业的执著，他依旧坚持接见各方茶礼
爱好者，关注各项茶事活动，退休后还孜
孜不倦地完成了10余篇论文，用自己的
余力无私地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人的一生不
在于你究竟做了多少事，能把一件事做
到极致就已是人生赢家，张老做到了。

（吴俊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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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14日下午，在闽清县首届最美乡村医生表彰大会上，云龙乡
后垅村李廷梅、下祝乡后岭村姚朝金、池园镇池园村薛贤汀、塔庄镇塔庄村黄
茂供、金沙镇乾面村肖武贵、梅城镇城关村谢秀檀、省璜镇官洋村吴元海、桔林
乡伴岭村肖菊明、雄江镇梅雄村郑家潮、梅溪镇榕院村林秀炎等十名乡村医生
荣获“闽清县首届最美乡村医生”称号。

闽清县首届最美乡村医生评选活动从2015年9月启动，由县委文明办、县
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县计生协会联合主办。参加评选的16位候选人，都是经
过各乡镇卫生院推荐、各乡镇党委、政府审核，由县电视台、梅城报、政府网站
等公示无异议后产生的。2015年12月29日，评选组对16名参选“最美乡村医
生”候选人进行无计名投票，从中产生了10名业务熟练、成绩突出、百姓认可
的“闽清县首届最美乡村医生”。县卫计局将10名乡村医生的事迹制作成展
板于2016年春节在乃裳广场展出，并于“十八坂”商贸旅游文化节期间在坂东
展出，最美乡村医生的事迹得到了广泛宣传。

通过开展“最美乡村医生”的评选表彰活动，全县医疗卫生计生系统形成
了比学先进、赶超先进的良好工作氛围，同时向社会广泛展示了广大乡村医生
扎根基层、用心服务群众的高尚品格，引起了会各界更加关注支持农村卫生事
业发展和乡村医生队伍建设，进而凝合力量提升我县农村医疗卫生水平，更好
地服务广大群众。 （刘正方）

闽清县首届最美乡村医生受表彰

本报讯 11 月 17 日上午，我县举行陈
祥道陈旸纪念堂重建15周年、文化研究会
成立10周年庆典大会。参加庆典大会的
有县人大主任刘久兴，福建省陈氏委员会
代表，县关工委领导，离退休老干部，马来
西亚华侨代表、二陈先生后裔，南平、闽
侯、尤溪，闽清县内等地宗亲代表等300多
名参加庆典大会。

陈祥道陈旸纪念堂前身为“二陈先生
祠”,是纪念为民族传统文化作出突出贡献
的陈祥道陈旸而建，兄弟二人所著的《礼
书》、《乐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
宝。因原祠年久失修、濒临坍塌。进入改
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迎来又一次新的发
展机遇。经几代人努力，从堂址回归、到
设计、捐资、建设，2001年9月，一座堂皇庄

严的纪念堂重新落成，这是海内外老一辈
宗长们经历心血与汗水铸就。重建后的

“二陈先生祠”更名为“陈祥道陈旸纪念
堂”，成为闽清历史文化名片和文化景观。

如果说纪念堂是承载海内外宗亲血
脉的根，那传承千年的礼乐文化就是纪念
堂的魂。2016 年，我县为了传承先贤精
神，挖掘“礼乐”文化深厚内涵的“陈祥道
陈旸文化研究会”应运而生，开启了陈祥
道陈旸礼乐文化研究发展的新征程。十
年来，经过研究会和纪念堂理事会的不懈
努力，“二陈”文化研究取得了可喜的进
展，被列入闽清“文化三宝”之一，“二陈”
礼乐文化影响力也不断地扩展与提升。

（陈艳英）

礼乐传千载 盛世放异彩
陈祥道陈旸纪念堂重建陈祥道陈旸纪念堂重建1515周年周年

本报讯 11月18日下午，“全民动员，绿化闽清——送茉莉花暨
志愿者服务”活动在乃裳广场举行启动仪式。县领导张文裕出席活
动，县环保骑行、巾帼、“春风送暖”、青年等志愿服务队以及省璜帮
帮团、闽清7997公益协会、闽清微公益等志愿团队参加活动。

就深入贯彻“全民动员，绿化闽清”工作，张文裕提出三点要求，
一要加强宣传，全民动员。二要统筹兼顾，重点突出。三要强化管
理，讲究科学。他希望广大志愿者继续发扬表率的作用，从身边做
起，从点滴做起，以实际行动带动身边人来绿化闽清，提高全社会爱
绿、建绿、护绿的意识，形成弘扬绿色文化、崇尚生态文明的良好氛
围，为把闽清建设成为具有山水、园林、绿色的特色县做出新的更大
贡献。

活动现场还开展便民咨询宣传服务，为群众提供茉莉花、梅花
等植物种植养护知识及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园林绿化问题解答。群
众还可以通过扫描“新闽清”微信公众号或现场签名的形式，免费获
得一盆茉莉花、一袋花种。启动仪式结束后，各志愿服务队分赴森
林、台山、洋桃、溪滨等公园开展清洁绿地志愿活动，环保骑行志愿
服务队开展城区至梅溪白河江骑行宣传活动。

图为免费领到茉莉花的刘先生。 （吴俊青）

全民动员 绿化闽清
举行“送茉莉花暨志愿者服务”启动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