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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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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

规及有关政策另有规定的除外）。如竞得

人为路桥区外企业（自然人）的，须在《网

上交易成交确认书》签订后 2 个月内在路

桥区按有关规定注册成立新公司。

三、本 次 国 有 建 设 用 地 使 用 权 挂 牌

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竞 买 申 请 人 须 办 理 或 持 有 有 效

的数字证书（CA 认证），登录浙江省土地

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www.zjgtjy.cn），填

报 相 关 信 息 ，按 要 求 足 额 缴 纳 竞 买 保 证

金，参加该地块的网上挂牌出让活动。

五、出让时间安排

1. 公告时间：2021 年 8 月 5 日至 2021

年 8 月 27 日。

2. 报 名 时 间 ：2021 年 8 月 28 日 9：00

至 2021 年 9 月 6 日 16：00（竞买保证金缴

纳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9 月 6 日 16：00）。

3. 挂 牌 时 间 ：挂 牌 起 始 时 间 为 2021

年 8 月 28 日 9:00，挂牌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9 月 8 日 10：00。

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以银行系统记

录 到 账 时 间 为 准 ，其 余 均 以 浙 江 省 土 地

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服务器时间为准。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1. 本公告同时在台州市公共资源交

易 网 站（(https://tzztb.zjtz.gov.cn/tzcms/)）及

台 州 市 自 然 资 源 和 规 划 局 网 站（zrzy.zjtz.

gov.cn）上公布。

2. 办 理 数 字 证 书（CA 认 证）服 务 电

话：400-0878-198；受理单位：杭州天谷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地址：杭州市西湖区西

斗门路 3 号天堂软件园 D 幢 19 层。

3. 咨询电话：

（1）土地业务问题：0576-82525022

（2）规划业务问题：0576-82441980

（3）交易中心：0576-88685126、

88685127

（4）系 统 网 络 技 术 咨 询 ：400-0878-

198

咨询时间：咨询时间：工作日上午 8:30-

12:00，下午 14:30-17:30

特此公告

台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 年 8月 5日

台土告字【2021】055号

经台州市人民政府台供地 [2021]30028 号批准，台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一（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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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块编号

台土告字
【2021】
055号

备注

土地
位置

台州南铁路
智慧陆港新

区地块

1.建设项目规划条件及建设要求详见：台自然资规条331004202100003号及其附件（1.用地范围图；2.台州市台州南铁路智慧陆港

新区总平面图；3.鸟瞰示意图）。

2.该宗地土地使用权不得分割，十年内不得转让。

3.该地块亩均税收15万元/亩（具体详见《台州市路桥区铁路物流项目建设用地履约协议》）

土地面
积(㎡ )

134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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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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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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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
用途

二类
物流
仓储
用地

规划指标要求

地上建筑总面积

（㎡）

地上总建筑面积≤
107897㎡，其中办公

管理建筑面积≤
23000㎡；宿舍建筑

面积≤8000㎡

建筑
密度

≤50%

建筑高度

物流仓储
用房≤24
米；办公
管理建筑
≤50米

容积率

≤0.8

绿地率

≥10%

出让年
限（年）

50

挂牌
起始价
（万元）

7081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1420

新华社记者于佳欣 胡 璐 魏董华

“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
队。”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
距，是探索实现共同富裕的主攻方向。

经过多年发展积累和实践探索，
浙江成为全国区域发展最均衡、城乡
收入差距最小省份之一。然而，浙江山
区26县依然与全国、全省存在发展差
距，其中一些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差距即是潜力。深入推进山海协作
工程，念好新时代“山海经”，解决好山
区26县跨越式高质量发展，正是浙江
探索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中之重。

飞地抱团：优势互补
“飞”出致富新路子

山有所呼，海有所应。
在宁波余姚的中意宁波生态园

里，有一栋不起眼的 4 层小楼，几家
企业入驻其中。这里与远在 300多公
里外的浙西南山区松阳县有着割不
断的联系。

一边是靠海的余姚市，一边是靠
山的松阳县，因这个“消薄飞地”（消除
薄弱）产业园，两地完成了“山”与“海”
的跨区域牵手。

2019年，松阳县整合全县48个有
意愿的薄弱村集体资金2510万元，采
取“飞地抱团”模式，按股集中统一投
入。“前5年以包租固定回报方式给参
股村提供收益，目前已到账2期，总计
金额 592.3万元。”松阳县发改局区域
协作中心主任王骁告诉记者。

“飞地”，顾名思义，打破村域界
限，让“山”的优势和“海”的资源“飞”
起来，实现优势互补。这让发达地区有
了广阔发展腹地，也让加快发展地区
集聚起更多高端要素。

“这两年的分红壮大了我们村村
集体经济，让村子有机会发展多种产
业，农民也有了增收机会。”松阳县大
东坝镇横樟村村支书包召忠说，村集
体收入从过去的一年10多万元，增长
到去年底村总收入80多万元，可谓上
了“消薄”的“快车道”。

“飞地抱团”的受益村里，台州市
黄岩区下方村也是其中之一。下方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袁纪周感慨：
依靠 2017年的“飞地抱团”联合购置
物业项目，下方村每年能拿到 5万元
左右的分红。“第二年我们就摘了经济
薄弱村的帽子！”

如今，下方村村集体经济不断壮
大，村民生活也越来越好。“这几年，村
里路都修好了，家家住楼房，户户接自
来水，还建了文化礼堂！”村民金兴建
满意地说。

为持续深化山海协作工程，浙江
支持山区 26县到省内发达地区投资
建设产业、科创、消薄等 3类“飞地”。
目前，30个“消薄飞地”已实现26县全
覆盖，累计返利超2亿元。

打破常规，创新机制，“飞地”建设
让“山”与“海”深度牵手，走出一条合
作共赢之路。

打造共同体：帮扶结对
让公共服务更均衡

午后的阳光，把温州市实验中学的
教室照得格外亮堂。互联网屏幕两端，
一堂生动别致的数学折纸课正在进行。

用一张纸，折出一个平行四边形，
有多少种折法？

通过电子屏幕，来自温州市实验中
学和泰顺县罗阳二中两个学校的孩子们，
正在热烈讨论，不时碰撞出思想火花。

“通过这样的教学，我体会到团队
协作的力量，就像每个人的想法只是

一滴水，汇聚起来就是汪洋大海。”参
与其中的温州市实验中学初二学生胡
译文开心地说。

从最初的知识交流，到探索教学
方式创新，教育共同体的建设，让城区
优质教育资源“飞”入山区孩子的课
堂，浙江城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不断
开花结果。

实现共同富裕的路上，补齐教育
短板是治本之策。

通过校际结对、联合办学、互派教
师，浙江省推进省内1500所中小学开
展校际结对、8所省属高校与衢州学
院、丽水学院开展结对合作。未来，浙
江还将组建26个“希望之光”教育专家
团，对山区26县开展“组团式”帮扶。

教育、医疗等优质公共资源共享，
才能让山区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进
一步提升。

“未来我们将继续加大教育帮扶
协作力度，全面推进城乡教育共同体
建设。”浙江省发改委主任孟刚说，浙
江还将分层分类推进优质医疗资源精
准下沉，推动全省综合实力较强的省
市级三甲医院下沉，实现山区26县结
对全覆盖。

一县一策：量身定制让
优势资源带来好图景

群山环绕、溪水潺潺，漫步在淳安
县下姜村的石板小路上，宛若进入世
外桃源。

很难想象，眼前这个美丽乡村，20
多年前是一幅土地贫瘠、污水横流的
景象，有着“土墙房，半年粮，烧木炭，
有女莫嫁下姜郎”之称。

沿巷而行，我们在一家民宿前驻
足：楼外阳台摆满鲜花，屋内有高脚
凳、壁炉、咖啡吧、整齐书架……温馨
感扑面而来。

民宿的主人姜丽娟是一名“85
后”，下姜村党总支书记，也是村里返
乡创业第一人。几年前，她辞去在杭州
的工作，毅然回乡创业，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家乡环境的巨大变化。“道路更
美，环境更好，我希望更多人能体验到
这份美丽。”她说。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好风
景”也能带来好“钱”景。

立足生态环境保护，下姜村旅游
火了，村民们腰包也鼓了起来。如今全
村共有 30 多家民宿 600 多张床位。
2020年，下姜村实现旅游收入4626万
元，村里的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也从不
足2000元跃升到4万元以上。

消除发展不平衡，瞄准优势特色
产业做大做强，才能让山区实现蝶变。

找准切入点，瞄准薄弱点，挖掘潜
力点，浙江创新编制了“一县一策”发
展举措：淳安县围绕“生态保护前提下
的点状开发”、磐安县围绕“特色产业
发 展 ”、龙 游 县 围 绕“ 生 态 工 业 发
展”……一系列“量身定制”的政策，让
山区县发展迎来新机遇。

目前，浙江已组建专班，整体谋
划、系统推进、形成合力，推动山区26
县加快形成自我“造血”机制，努力把
山海协作工程、推进山区26县跨越式
高质量发展打造成为建设共同富裕示
范区的标志性工程。

下姜村村口，一块牌子引人注目：
梦开始的地方。

绿树掩映，清澈溪水绕村而过。坐
在自家开的“望溪”农家乐门口，70多
岁的村民姜祖海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
容：“日子越过越好，更好的日子还在
后头……”

在“望溪”，我们听着下姜人逐梦
的故事，看到未来“希望”的模样。

（新华社杭州8月6日电）

——浙江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调研走笔

在山海协作中寻找缩小差距的密码

8月6日，中国队选手
马龙（右一）、许昕（右二）、
樊振东（左一）与教练秦志
戬庆祝夺冠。

当日，在东京奥运会
乒乓球男子团体决赛中，
中国队战胜德国队，夺得
冠军。

新华社记者王东震摄

中国队夺得中国队夺得
乒乓球男团冠军乒乓球男团冠军

（上接第一版）面对何邦前弟弟、弟媳
的殷切希望，刘祖才眉头紧蹙，略有
所思，经过慎重考虑后，他坚定地点
了头：“你们放心，我会照顾好邦前
的，只要我有一口饭吃，就不会让他
饿着。”

看到老刘点头了，何邦前家人心
里的石头落了地，他们感激地握着老
刘的手说道，“谢谢你，老刘，只要你
点头了，我们就安心了……”

就这样，刘祖才扛起了照顾何邦
前的重任，那一句承诺变成了长期的
守护。

不离不弃：“要是没有
老刘照顾，邦前可能早没了”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刚开始照顾的几年，何邦前只有

40多岁，身体还算健壮，虽然痴呆，
但能听得懂话，除了照顾饮食，平时
稍微关照下即可。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何邦前
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痴呆程度也日
益加重，对周围的人没有辨识能力，
还有了攻击性和破坏性。刘祖才及周
围的邻居送来的衣物时常被丢弃，送
去盛饭菜的瓷碗也被摔碎。

面对这些，刘祖才夫妇不弃不
离，像关爱亲人一样，慢慢来、从头
教：衣物脏了，马上给他换洗，天冷
了为其备上冬衣、铺好棉被，天热
了为其准备夏装；瓷碗总被打碎，
就改用摔不碎的塑料碗装好饭菜
送去，一日三餐，按时按点，从未落
下；情绪不对，就像哄小孩一样耐
心地教导；大小便失禁，夫妇俩从
不嫌脏；生病了，就带着他四处寻
医问诊……

就这样，春夏秋冬，年复一年，刘
祖才夫妇照看何邦前起居，照顾他吃
喝，一晃就是16年。

何邦前弟弟对于刘祖才不胜感
激，每逢过节，总会提上生活用品去探
望老刘，但对于他们给的“辛苦费”，老
刘总是婉言拒绝，“对我们来说只是多
一把米的举手之劳，况且邦前他自己
还有低保金和养殖塘收益。”

“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要是没
有老刘照顾，邦前可能早没了。”西边
村村民林玉英感叹，“照顾吃喝拉撒，
虽然都是琐事，但能每天坚持下来就
是大事，一般人都做不到，只有老刘
这样的热心肠才能做到。”

采访中，何邦前虽然不能用语言
表达对刘祖才的感激之情，但从他的
眼神里，可以感受到快乐和幸福。当
问起刘祖才对他好不好时，他总是憨
憨微笑，一个劲点头……

守护到底：“只要我在
一天，就会好好照顾他一天”

一开始，何邦前没有住所，刘祖
才又怕他在外面乱跑不安全，便带着
他暂时在村大队部落脚，时间一长，
难免不便。

后来，得知政府有“住房救助”政
策，他便帮忙申请，再加上何邦前弟
弟的贴补，兜兜凑凑给何邦前建起了
10多平米的小房子。

这是两间一层楼的平房，小院的
地坪用水泥硬化过，房屋略显简陋，
但被刘祖才打扫得极其干净。每天睡
觉前，老刘都要到邦前的房间查看一
番，有时碰到刮风下雨天气，他不放
心，夜里会起来好几次到他的屋里再
看看。

建了房子，刘祖才又帮何邦前申
请了低保。他拿出何邦前的残疾证，
只见上面写着“智力残废四级”。“上
次想带他去重新评级的，就给他剪了
头发，洗了澡穿上新衣服，哪知道邦
前心情大好，到了检测的地方，说他
精神状态很好，无法重新评更高的级
别。”老刘自我宽慰道，“他就这样，和
我在一起的时候，稍微正常一些，要
是和别人在一起，免不了吵吵闹闹，
让人担心。”

当被问及今后有什么打算，刘祖
才朴素的回答温暖人心：“平时我养
塘赚点收入，时间也还算自由，只要
我在一天，就会好好照顾他一天，希
望他能多活几年。”

刘祖才 16年的付出与守护，承
载的是一颗炽热的“红心”，传递的是
一股朴实的正能量，感染了家人，也
影响了村民。

“从小到大，总记得我爸经常帮
助别人，在我眼里，他就是个活雷
锋。”提起父亲，现任西边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的儿子刘道昶很是钦
佩，“我要向父亲看齐，为百姓做更多
的实事、好事、暖心事。”

多年来，“好人”刘祖才的名声慢
慢传播开来，很多遇到困难的人都找
上他，他也通过各种途径，力所能及
地帮助弱势群体。

刘祖才：一句承诺，十六年坚守

（上接第一版）
一个鸡舍内，养殖户陈美玉细心

巡查照看，顾不上汗水打湿衣服。“和
盈公司管指导，包收购，不愁销路。只
要养好了，每年收入很可观。”陈美玉
是附近村民，她与另一户人家一起承
包下这个养鸡项目，在家门口谋到这
份工作，她很满意。

在这一模式下，公司、集体、低收
入农户、养殖户一同实现了“四赢”。除
了和盈公司给出的租金，养殖户捐赠2
万元，和盈公司捐赠低收入农户2万
元，土地流转补偿费2万元，每年共有
18.4万元收益可供集体和农户分配。

“村集体层面，新寺后村能拿到
租金6万元加和盈公司流转补偿费1

万元，新东村能拿到租金4万元加和
盈公司流转补偿费1万元，其中需要
支付的土地租金约计1万元，由新东
村支付0.5万元，新寺后村兜底；低收
入农户 25户每户每年收益 2560元，
由租金 2.4万元、养殖户捐赠的 2万
元还有和盈公司捐赠的 2万元来支
付。”谢建法说。

“儿子、儿媳身体都有残疾，家里
状况不太好，靠几百元的低保生活。
现在每年能拿分红，2560元说多不
多，但对我们家来说，着实帮了大
忙。”新寺后村村民孙小凤说，无论公
司经营情况如何，都不会影响到这笔
稳定分红，这给她的生活带来了一丝
新希望。

“抱团持股”建鸡舍奔富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