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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下午，为纪念陈旸
诞辰955周年，福建艺术职业学院
国艺学院古琴表演专业在我县文
化馆举行教学成果展音乐会。本
次活动由中共闽清县委宣传部、
福建省艺术职业学院国艺学院主
办，闽清县文体旅局、闽清县融媒
体中心协办。

在悠扬的古琴声中，音乐会
拉开序幕。为了缅怀陈旸这位伟
大的先贤，一场别开生面的古琴
表演专业教学成果展音乐会在此
精彩呈现。

陈旸，字晋之，北宋熙宁元年
（1068年）生于福州闽清县宣政里
漈上（今云龙乡际上村），世称“陈
贤良”，是北宋著名乐学家，古代
八大音乐名人之一。他用40年时
间编著了一部 200 卷的音乐百科
全书《乐书》，系统阐述儒家乐学

理论，是世界上第一部音乐百科
全书、表演艺术百科全书，对世界
音乐学、表演艺术学产生了巨大
影响，其堪称世界音乐学第一人，
被后人尊称为“乐圣”。

《离骚》《广陵散》《梅花三弄》
等一首首经典古琴曲目轮番上
演，动听的旋律在演奏者的指尖
倾泻而出，扣人心弦，带领现场观
众穿越时空，与古人对话，感受他
们的情感世界，领略古琴的独特
韵味。

福建艺术职业学院国艺学院
古琴表演专业的学生们，为大家
呈现一场高水平的古琴演奏盛
宴。这些表演者们用自己的琴声
诠释陈旸音乐的精髓，展现出古
琴艺术的独特魅力。

（记者 陈琪 刘晗嫣）

高校古琴专业师生走进闽清

我公司为了完善孵化器园区，
入驻企业员工的后勤保障工作，决
定将闽清县陶瓷科技孵化器园区
内的食堂及园区超市的经营权，向
社会免费公开招租一年（暂行）。
欢迎有实力的经营者向我司报名，
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地 址：位于白中镇白金工
业园区科技孵化器内。

二、报名方式：现场报名，同时
向我司预交保证金 12000 元人民
币及索要具体招租条件。中标者
12000元作为合同期间经营押金，
无中标者开标后 10 个工作日内
退还。

三、报名时间：2023年11月18
日—2023 年12 月2 日。逾期不再
接受报名。

四、具体解释权闽清县陶瓷科

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五、报名地址：闽清县陶瓷科
技孵化器有限公司（白中镇白金东
路3号）；

联系人：林文锦；
联系电话：18850389936。

闽清县陶瓷科技孵化器有限
公司

2023年11月16日

招 租 公 告
招标人闽清县二轻工业总公司对

梅城镇解放大街 22-5 号，二轻工业总
公司店面 22-1、22-2 号店面及梅城大
街 22 号 2 楼办公用房的经营权将举行
公开招标活动。现就相关招标事宜，公
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本招标项目位于梅城镇解放大街

22-5 号，二轻工业总公司店面 22-1、
22-2号店面及梅城大街22号2楼办公

用房，经营承包期3年。本次招标按各
宗场地的具体位置招标（详见列表），报
价最高的投标人为中标人，中标人须按
中标价与招标人签署具体的承包经营
合同。

二、投标人的要求及报名方式

投标人为企业或自然人（全国法院
失信被执行人或限制消费人员除外）；
有意参加者请于本公告刊登之日起至
2023年12月1 日，期间（每日报名时段：
8：30 至 12：00，15：00 至 17：00）持有效
身份证原件、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到
闽清县二轻工业总公司办公室报名并
缴交报名费100元。

三、竞买保证金
经审核符合条件的企业或自然人

应于 2022 年 12 月 4 日 17 时前（以资金
实际到账时间为准）支付竞买保证金至
指定银行账户。

四、公开竞标

闽清县二轻工业总公司拟定于
2023年12月8日10时在公司办公室进
行公开招标活动，经审核满足条件且已
提交竞买保证金的投标人应准时到场
参加。

五、其他未详列事项，以现场文件、
通知为准，本公告的最终解释权为闽清
县二轻工业总公司。

公司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梅
城镇梅城大街22号二层

联系人：陈先生
联系方式：15377933085
22332149，22350555

闽清县二轻工业总公司
2023年11月17日

招 标 公 告

标的

闽清二轻工业总公司店面22-1、22-2

梅城镇解放大街22-5号店面

梅城大街22号2楼办公用房

总面积
（㎡）

40

20

166

竞买底价
（元/月）

5850

3800

5000

竞买保证金
（元）

15000

20000

15000

11月10日上午，闽江学院劳
动教育实践基地在上莲乡丰达生
态农庄挂牌成立。

在上莲乡下丰村，闽江学院
法学院与福建省闽清丰达生态农
业大观园有限公司举行闽江学院
劳动教育实践基地挂牌仪式。仪
式过后，闽江学院法学院"第二课
堂"调研组一行实地走访调研了
丰达生态农庄的中鳗养殖基地、
航天育种基地等，深入了解农业
农村发展现状，并与丰达生态农

庄负责人陈谟凑就后续学生劳动
实践进行讨论。

闽江学院法学院党委副书记
何华锋告诉记者：“这次挂牌劳动
教育基地的目的，在于帮助学生
落实五育并举中劳动教育这一个
重要环节，同时通过这种校企合
作的方式，帮助学生增加就业的
能力，与企业一起合作，共同助力
乡村振兴。”

（记者 许永鑫）

闽江学院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在梅挂牌

列表：

十一月中旬开始，闽清各地
的脐橙，开始进入了成熟期。闽
清北部的雄江镇凭借独特的地
理优势，通过发展“脐橙产业”，
找到了一条增收致富好途径。
脐橙成为雄江名副其实的农村

“致富树”。
池秀容是雄江镇的脐橙种

植户，她家的脐橙园正喜迎丰
收，放眼望去，漫山遍野都是金
灿灿的脐橙。据了解，池秀容家
的果园总共有 46 亩，种植了
1800多棵脐橙。只要进入到脐
橙园，就会被浓浓的脐橙芬芳

“包围”。据池秀容介绍，她家的
脐橙园现在主要有纽荷尔和脐

橙 52 号两个品种销往市场，广
受顾客喜欢。除此之外，池秀容
的脐橙园也成为了当地有名的

“无公害绿色食品示范种植园”。
如今，脐橙产业已成为雄江

当地绿色富民的优质产业，全镇
共有 3000 余亩脐橙，这让曾经
的 撂 荒 山 坡 变 成 了“ 金 山 银
山”。全镇脐橙年产量预计在
6000 吨 ，年 生 产 总 值 大 约 在
5400 万元左右。每到果香时
节，“橙色”便成为闽江边上一道
靓丽的风景线，这道美丽的“橙
色”，带动了当地群众长效稳定
增收。

（记者 吴玉晶 郑新润）

雄江脐橙迎来丰收季雄江脐橙迎来丰收季雄江脐橙迎来丰收季雄江脐橙迎来丰收季雄江脐橙迎来丰收季雄江脐橙迎来丰收季雄江脐橙迎来丰收季雄江脐橙迎来丰收季雄江脐橙迎来丰收季雄江脐橙迎来丰收季雄江脐橙迎来丰收季雄江脐橙迎来丰收季雄江脐橙迎来丰收季雄江脐橙迎来丰收季雄江脐橙迎来丰收季雄江脐橙迎来丰收季雄江脐橙迎来丰收季雄江脐橙迎来丰收季雄江脐橙迎来丰收季雄江脐橙迎来丰收季雄江脐橙迎来丰收季雄江脐橙迎来丰收季雄江脐橙迎来丰收季雄江脐橙迎来丰收季雄江脐橙迎来丰收季雄江脐橙迎来丰收季雄江脐橙迎来丰收季雄江脐橙迎来丰收季雄江脐橙迎来丰收季雄江脐橙迎来丰收季雄江脐橙迎来丰收季

转眼间，又到了一年一度油茶果
成熟的季节。记者走进三溪乡溪源
村，看到漫山遍野的油茶树苍翠欲滴，
圆润的油茶果挂满枝头。洁白无瑕的
油茶花争奇斗妍，构成了一幅“满山茶
果满山花”的美丽画卷。

三溪乡地处闽清县东南部山区，
平均海拔365米，土壤多为红壤土，气
候温和，非常适合种植油茶树。

三溪乡副乡长（挂职）陈澜告诉记
者：“溪源村种植油茶果大概 2000 到
3000亩，一年大约收获40吨成品油。”

此外，三溪乡还立足可持续发展
的角度，设计了两个可爱的IP卡通人
物“小茶”和“小油”，打造三溪的特色
乡村名片。

据了解，近年来在“龙头企业+基
地”“合作社+农户”生产模式的带动
下，三溪乡得天独厚的油茶生产优势
得以充分发挥。当地引进闽优“43”、
闽优“48”等11个油茶新品种，推广种
植面积6700多亩。目前，全乡种植油
茶面积1万亩，农业总收入1.2亿元。

（记者 林钰颖 廖瑾）

深秋采油茶 花开满山香



神龙井景区位于白中镇继善村，这里人文气息浓厚，自
然风光优美，可坐看林木葱郁，静听鸟雀啾鸣。目前，景区正
积极按照国家4A级景区标准开发建设，基础配套设施建设
已日益完善。

穿过幽静的小道，眼前便是继善村的“神龙井”平安泉，
神龙井泉水清澈，长流不断，是当地人心中的“神泉”。清泉
顺涧而下, 将半山腰崖石冲出一眼口径约九尺的如井水潭，
这就是“神龙溪”九龙潭。

走过九龙抢珠长廊，便来到了观音阁，在继善村有这么
一个说法，“亿万年神龙井，千年观音阁”，当地居民常来此处
祭拜神明，祈求神明庇佑。继善村的茶马古道，是一条有近
千年历史的古邑道。

现如今，在继善革命纪念室还收藏有手榴弹、子弹、砍刀
等抗战时期留下的宝贵物件。

此外，神龙山景区还设有闽清县妇联家国家训教育实践
基地、牛拳非遗传承基地、百忍山等研学基地和观光景点以
及60余间民宿，是集度假、养生、娱乐、研学等功能于一体的
旅游度假养生综合体项目，据悉，景区占地面积约5200亩，总
投资约5亿元。

目前神龙井景区开发单位正在充分挖掘村中自然资源，
发展特色文旅项目，努力打造属于白中镇和闽清县的旅游新
名片。

（记者 许永鑫 刘晗嫣）

神 龙 井 景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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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小学课间十分钟被
“圈养”的话题登上热搜，引发众
多家长、学生共鸣。那么，闽清的
孩子们课间都在玩什么呢？近
日，记者走进塔庄中心小学进行
了解。

在塔庄中心小学，下课铃响
后，孩子们纷纷走出教室，在走
廊、操场，玩游戏、做运动，尽情嬉
戏，放松身心。每天的上午九点，
是孩子们的大课间做早操的时
间。大家一起运动的时光，是很
多大人对于回不去的校园，珍贵
的回忆。

学生黄铭宇说：“我在课间喜
欢打篮球和踢足球。”学生林诗涵
说：“我特别喜欢课间在楼下阅读
小超市里面看书。”

体育组组长林津告诉记者：
“我们塔庄镇中心小学自办学以

来，一直秉承着让学生‘每天锻炼
一小时，健康生活一辈子’的理
念，在保障课间10分钟的前提下，
我们还进行了以广播操和跑操、
篮球、足球、跳绳等内容为一体的
大课间活动。通过阳光体育大课
间活动，全校师生精神面貌焕然
一新，学生体质也得到了大幅度
的提高，在历届县中小学生田径
比赛中都获得了优异的成绩，今
年我校女篮的队员们参加县小学
生女子篮球比赛还获得了冠军。”

据悉，塔庄中心小学还专门
为学生设置了不同的课间活动区
域，安排老师在教学生运动，让学
生们课间走出教室，保护视力，在
丰富多彩的课间活动中健康成
长，收获更多快乐。

（记者 吴玉晶 郑新润）

塔庄中心小学守护多彩课间

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于11月10日
举行了晚宴，纪念成立十周年，并颁发
第八届陈嘉庚精神奖。

本届陈嘉庚精神奖由张文强和李
斯仁获得。陈嘉庚基金在授奖词中指
出，张文强是马来西亚“极少数跨越政、
经、文、教领域及华人社团、乡团的华社
领袖”。自1982年以来，张文强致力教
育和华人社团事务，为弘扬中华文化、
凝聚华社向心力贡献良多。李斯仁从
2003 年接任马来西亚吉打州吉华华文
独立中学董事长以来，扭转该校办学困
难局面，将在校学生数从百人发展到逾

千人。李斯仁同时还长期担任吉打州
亚罗士打培华国民型小学董事长，迄今
已50年，为马来西亚华文教育长期奉献
心力。

马来西亚教育部副部长林慧英和
陈嘉庚基金主席陈友信、张润安为两位
获奖者颁奖。张润安指出，两位获奖者

在教育领域无私奉献、影响深远，深刻
体现了传承嘉庚精神的意义所在。

林慧英说，陈嘉庚对教育的远见在
今天仍具意义，其精神也影响一代又一
代人为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奉献力量。
她希望各领域人士都能传承嘉庚精神，
助力教育事业。

陈嘉庚先生的长孙陈立人、中国驻
马来西亚大使馆公使衔参赞马翠宏等
出席了颁奖典礼。

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成立于 2013
年，并于 2014 年颁发首届陈嘉庚精神
奖。陈嘉庚精神奖以弘扬嘉庚精神为
主要目标，奖励对马来西亚社会做出杰
出贡献的个人或团体。

(中新社)

马来西亚第八届陈嘉庚精神奖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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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值种植黑木耳的时
节，记者来到塔庄镇的茶口村和
上汾村，探寻这里的黑木耳种植
基地是如何带动农民致富、集体
增收。

走进塔庄镇茶口村和上汾
村，远远地就看到，一排排白茫茫
的菌棒，规则有序地排列在田
间。再走近便可看清，菌棒上的
扇形黑木耳正在争相破袋而出。
再过一段周期，这里便会是黑木
耳团团相簇等待采摘的景象。此
刻，农民们正在田地间忙碌着，取
棒、打孔、搬运、放棒，一派劳作的
繁忙景象。

“我们塔庄种植七十亩黑木
耳，预计年产值三百万元左右。”
福建凤朵生物有限公司总经理曾

宪佐告诉记者。种植户张永云
说：“种植木耳，一天大概需要二
十几个农民，等到采摘的时候，大
概需要六七十个农民。”

据了解，为充分发挥塔庄镇
农业乡镇优势和省级农文旅示范
片区作用，塔庄镇党委、政府积极
引进福建凤朵生物有限公司，合
作开展耳稻（木耳和水稻）轮作项
目。目前第一期已流转70亩土地
用于种植项目。依靠茶口村和上
汾村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良好
的生态环境优势，发展地载木耳
产业。

在土地里种“黑金”，使其成
为农民致富的新路子，带动农民
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记者 林钰颖 刘晗嫣）

黑木耳种植孕育致富新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