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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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临海市范围内有闲置土地行为或
目前尚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的、法
律法规及有关政策另有规定的除
外）,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
合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
卖出让采用“竞价+竞返还住宅建筑面

积”的方式拍卖出让。设定最高限价
85600万元，在最高限价内按照价高者
得原则确定竞得入选人。当有两个或
两个以上竞买人报价达到最高限价
时，转入竞报返还住宅建筑面积阶段，
并以竞报返还住宅建筑面积最多者为
竞得入选人。超过最高限价后所竞返
建筑面积的土地、建安等成本由开发
企业承担，不计入房价备案组价成

本。竞买人要知晓本市土地出让房地
联动机制并理性竞价。

竞得入选人须 5 个工作日内，到
临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利用科接
受资格审查，通过资格审查后即视为
成交，须当场与出让人签订《网上交
易成交确认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非临海房地产企业须
在1个月内在临海市内按有关规定注

册成立具有相应资质的新公司，并签
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补
充协议》。

竞得人在竞得土地后一个月内须
与临海市大田街道大田桥村村民委员
会签订《大田街道大田桥村旧村改造
合作开发管理协议书(一号地块、二号
地块、四号A地块)》, 方可到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及公证处办理《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相关手续。并按
项目开发履约协议书约定的双方权利
与义务对本宗地进行开发利用。若竞
得人逾期签订上述《大田街道大田桥
村旧村改造合作开发管理协议书(一
号地块、二号地块、四号A地块)》,则视
为违约，无权要求退还竞买保证金。

有返还住宅建筑面积的，竞得人
须在《网上交易成交确认书》签订后10
个工作日内与监管方、产权接收方签
订《移交监管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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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d.
zjgtjy.cn），填报相关信息，按要求足额
缴纳竞买保证金，方可参加该地块的

网上拍卖出让活动。
办理数字证书请参阅“浙江省土

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使用帮
助/常见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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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出让时间安排
（一）公告时间：2021 年 12 月 2 日

至2021年12月11日。
（二）报名时间：2021年12月12日

9:00 时至 2021 年 12 月 21 日 15:00 时
（竞买保证金缴纳截止时间为2021年
12月21日15:00时）。

（三）拍卖时间：2021年12月22日
9:00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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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拍卖出让的详细资料请参阅
拍卖出让文件。有关拍卖出让文件资
料，竞买人可以登录浙江省土地使用权
网上交易系统（https://td.zjgtjy.cn），浏
览或下载网上拍卖出让文件，并按上述

文件规定的操作程序参加网上竞买。
六、未竞得人缴纳的竞买保证金，

在拍卖活动结束 2 个工作日内退还，
不计付利息。竞得人缴纳的竞买保证
金，在《网上交易成交确认书》签订后
转作受让地块的定金。

竞得人须于2022年1月21日前到
税务部门缴纳余额出让金。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本公告同时在临海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网站（www.linhai.gov.cn）
上公布。

（二）咨询电话：
1. 实地踏勘联系人：金先生（电

话：0576-85980369）
规划联系人：王先生（电话：0576-

85952166）
2.临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利用

科：0576-85112056、0576-85112057、
0576-85112058

咨询时间：工作日上午8:00-11:30，
下午14:00-17:00

特此公告
临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2月2日

临土告字[2021]036号
经临海市人民政府批准，临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拍卖方式出让大田街道一幅国有建设用地的使用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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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地号

33108200420
1102

建设项目规划条件和建设要求:本地块涉及大田街道大田桥城中村改造，详见临自规设〔2021〕164号、《大田街道大田
桥村旧村改造合作开发管理协议书(一号地块、二号地块、四号A地块)》《移交监管协议书》。

土地位置

临海市大田街道柏叶
东路两侧、铁路大道
北侧、大钓线南侧

出让面积
(㎡)

68932㎡

土地
用途

商服、
城镇
住宅

规划指标要求

建筑密度

≤35%

容积率

二号地块：
＞1.0且≤2.8、
四号A地块：
＞1.0且≤2.7

绿地率

≥30%

出让
年限

商服
40年、
住宅
70年

起始价
(万元)

66000

竞买保证
金(万元)

20000

临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本报记者林 立文/摄
青铜器的制造与利用，在人类文明

进步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绍兴是 2500年前的越国古都，是古

越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於越民族
在这里繁衍生息，创造出璀璨文明，使之
成为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

绍兴出土的青铜器，将古越国的辉煌
凝结于青铜之上，是中华青铜器中的珍宝。

台州市博物馆联合绍兴市越中艺术博
物馆，将151件（套）涉及越国的青铜礼器、兵
器、农业生产工具等藏品，请进了台博展厅，
举办於越吉金——越国青铜文化艺术展。

越国青铜器的发展，与该地区的矿
产资源分布和冶铸业发展密不可分。从
历年绍兴出土的青铜器情况看，这一时
期的青铜礼器，小而薄，工艺先进，装饰
精美，体现了当时的先进国力。越国人把
最珍贵的青铜原料用在耕战上，既形成

了鲜明的地方特色，又快速促进了生产
力的发展和军备的充实。

越地青铜礼器主要出现在春秋战国时
期，与中原地区相比较，越国青铜礼器数量更
少，因为越国用大量的原始青瓷制品替代了
青铜礼器。因而，越地的青铜礼器尤显珍贵。

越地多为水泽地区，近距离肉搏战
和战船的使用比中原地区更为普遍，这
是越国战事的特征之一。在青铜器中，越

国青铜剑最有影响，名闻遐迩。与此同
时，越国原始农业的快速发展，促生了先
进农工具的出现，青铜农工具成了古越
先民垦荒播种、除草收割的得力助手。

本次展览将持续至12月26日。前往
台州市博物馆，近距离欣赏耕战青铜器
具的魅力，感受越民族的艺术创造力和
聪明睿智，这样的青铜展，一定能让你从
中得到启迪。

去青铜展，感受耕战青铜器具的魅力

本报记者元 萌

近日，影片《我的父亲焦裕禄》获第34届中国电影金
鸡奖最佳编剧、最佳男主角、最佳女配角、最佳音乐四项
提名，进入到中国高级别电影奖项的角逐中。

本片由台州华语互联影视有限公司参与制作。为此，
本报记者专门采访了公司负责人、本片监制杜闻伟，请他
谈谈影片《我的父亲焦裕禄》拍摄期间的心路历程。

在电影开拍前的筹备阶段，制片方在心理上首先面
临着巨大挑战。

杜闻伟坦言：“关于焦裕禄这一人物题材，近年来不太有
人敢接拍，因为1990年李雪健老师主演的电影《焦裕禄》太深
入人心了，在影片的思想性、艺术性、可看性上如何做到向前
作看齐，保持作品的思想高度和艺术水准，难度是很大的。”

为了保证影片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精准地向观众传
达焦裕禄精神，杜闻伟表示，无论是在编剧团队、监制团
队，还是在演员的选用上，都要反复斟酌、格外讲究。

他介绍：“本片的编剧高满堂老师，曾担任《闯关东》
《温州一家人》等优秀影视剧的编剧，之前也和我有过合
作。本片的主监制焦守云，是焦裕禄的女儿，由她把关确
保影片细节的真实性，而我则是本片艺术质量的‘把关
人’，负责影片前前后后的统筹工作。”

据他回忆，去年 5月主创人员们便专程赶赴河南省
兰考县，进行实地采风和创作研讨。在影片的选角上，制
片方也再三考量，对演员各方面进行严格考察，最终敲定
郭晓东饰演焦裕禄，丁柳元饰演焦裕禄的妻子。

去年10月，影片正式开机，摄制组辗转山东淄博、河
南洛阳、河南兰考、宁夏银川、宁夏石嘴山、内蒙古阿拉善
等地，历时40余天完成了影片拍摄。

“本片主要根据焦守云的口述回忆改编，以‘洛矿建
初功’‘兰考战三害’‘博山生死别’三段时期回顾了焦裕
禄的舍己为民、鞠躬尽瘁的光辉事迹。”杜闻伟表示，“亮
点就在于表现焦裕禄身为儿子、父亲、丈夫的三重身份，
塑造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动形象。”

作为湖北省委宣传部为庆祝建党100周年重点打造
的精品项目，本片始终将党性置于首位，塑造出焦裕禄为
党、为国、为民服务终生的好干部形象。

“影片的人性之处在于，以焦裕禄子女的视角还原了
他与家人相处时的温情，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回归平凡而
又不凡’的焦裕禄。”杜闻伟说，“他的那句‘要一直做个好
人’，是每一名中国人都应牢记在心的教诲。”

他说，文艺创作中，没有个性就是没有生命力。“大到叙
事结构和节奏，小到演员台词和摄影，本片都力求还原焦裕
禄生活年代的原貌，个性化地展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
质朴关系。这部片叙事节奏快、镜头灵活多变，能够有效地减
少观众的审美疲劳，更易被带入影片所呈现的时代之中。”

在无流量明星加盟、无大量营销宣传的情况下，影片
仍以猫眼评分本年度的最高分9.6分，赢得了大多数观众
的认可。

杜闻伟表示，本片已获第3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四项提
名，有望在年底金鸡百花电影节上冲击华语电影最高峰。

明年，台州华语互联影视有限公司将持续发力电影精
品创作。一部由《长津湖》编剧赵宁宇创作的现代国际军事
题材电影获得吴京青睐，有望执导；还有一部弘扬宋韵文化
的古代动作传奇电影《南宋神探》即将开机，该片讲述了南
宋大儒朱熹在台州赈灾的故事，由香港著名的洪金宝洪家
班子弟创作；还有一部由国家电影局牵头、亚组委唯一授权
的反映明年杭州亚运会内容的喜剧电影也在紧张筹备中。

台州华语互联影视有限公司参与制作的
《我的父亲焦裕禄》获金鸡奖四项提名

台州电影人冲击
中国电影最高峰

本报记者王佳丽文/摄
岙，意为山间平地。台州多山，于是

山间平地就成了十分宝贵的资源。
岙楼村的楼氏先祖原本是居住在娄

坑。因娄坑村域狭小，楼氏先祖翻越摩天
岭十八窟，来到狮峰山下岙里，建起楼氏
新基业，因而这里被叫作“岙楼”。

据说岙楼是三门乃至台州最早的楼
氏村落。在村里，还留有一座始建于南宋
绍定二年（1229）的岙楼宗祠。宗祠还存
有名匾、长联、戏台等重要文化遗迹，是
楼氏宗族的精神家园。

关于岙楼村，还有另一个关键词，就
是“红色文化研学”。

岙楼村距离亭旁集镇仅 2公里。历
史上，岙楼村曾是亭旁周边最繁华的集
市，如今，它是亭旁镇红色文化教育和旅
游的重要一站。

来到岙楼村，最先看到的便是醒目的
红色村标，上面写着“人人都是护旗手”

“红色文化研学村”等字样。步入岙楼村坑
下片，一幢幢白墙黑瓦的徽派小楼鳞次栉
比，在青山的衬托下，显得格外清秀。

村里拥有红色主题的餐厅、民宿和
户外扩展基地。近年来，在红色旅游蓬勃
发展的契机下，岙楼村吸引了不少团队
前来开展红色研学活动。发展红色旅游，
带动本地村民创业致富的同时，也让红

色精神更加深入人心。
从岙楼村前往岩下潘村，可以驾车

沿着亭流线行驶，沿途都是山路，风光极
美。车子在树林间穿行，常常会遇见“U”
字形、“Z”字形大弯，一个大弯过去，眼
前豁然开朗，溪流、稻田、竹林、村庄、果
实……依次出现在眼前，构成一幅幅美
丽的乡野画卷。

背靠大科山，面向杉树林湾，岩下潘
村就掩映于群山之中。

多山，在从前，意味着贫穷和闭塞，
而在今天，则意味着资源和优势。

十多年的时间，村里早已旧貌换新
颜。一条清溪穿村而过，一座双龙桥横跨
河道。清溪的一边，是统一规划、整齐有
序的新民居，清净雅致，另一边是展示特
色民俗文化的水坊街，热闹喧哗。

就在不远处，还有一个情人谷景区。
景区以牛郎织女爱情故事为主题，不仅
有落差 131.4 米的比翼双飞情侣旱滑
道，还有总长 419 米的玻璃景观悬索
桥。玻璃景观悬索桥又被称为“鹊桥”，
横跨牛郎峰、织女峰之间。站在玻璃桥
上，你可以俯瞰脚下的村庄，也可以欣
赏远处的风光。

挑战玻璃桥，你可能需要一些勇
气。但在另一个高地——龙头山观景平
台，你可以十分“安全”地欣赏到独特美
景——阡陌纵横的海塘，崭新连片的村

落，以及连绵起伏的群山。
下岙方村就在龙头山山脚下。近年

来，下岙方村发展“山湾桔”种植，做强特
色产业。金灿灿、甜蜜蜜的“山湾桔”，是三
门柑橘一块响当当的牌子，不仅是美丽风
光的一部分，也是美丽经济的重要助力。

除了“山湾桔”，村子另一大特色就
是“耕海牧渔”。下岙方村里设有农耕博
物馆，陈列着农耕及捕鱼工具，讲述渔
民们辛勤劳作的故事。来此游玩的游
客，还能亲自体验一把原汁原味的渔家
生活——撑着竹排捞海鲜，在滩涂捡拾
小海鲜，当一回渔民。

而在20公里外的涛头村，则演绎另
一种海塘风情。

千亩海塘连成片，在阳光照射下，每
块海塘呈现不同颜色。这些海塘里藏着

涛头村勤劳致富的秘密——血蛤、青蟹、
小白虾、蛏子等在此安家落户，给渔民带
来了美滋滋的生活。但渔民们并没有就
此满足，他们还在寻找更科学的养殖方
式，建设异地养殖基地，甚至将目光望向
了国外。2016年，青蟹的跨国试养开始。
随后，一批批青蟹远渡海外，先后在马来
西亚和莫桑比克找到了“新家”。

如果说小海鲜是涛头村的“金名片”，
那么畲乡文化就是涛头村的“活招牌”。

涛头村，是全国唯一在海边的畲乡。
漫步村中，墙上、岩壁、长廊……无不体现
畲族文化元素；走在畲街，游人还可体验
畲乡特色美食和当地特色农渔产品。近年
来，涛头村通过举办海上畬乡文化周、海
上畲乡文化旅游节等活动，打响“海上畲
乡”文化品牌，吸引游客纷至沓来。

鲜甜三门之旅：岙楼村-下岙方村-岩下潘村-涛头村

山海协奏，唱响鲜甜生活

去台州乡村，寻找别样风景

左起：本片监制、台州影人杜闻伟，焦裕禄的女儿焦
守云、外孙余音在电影首映式上。（图片由杜闻伟提供）

潘家小镇潘家小镇 岙楼村岙楼村 岩下潘村岩下潘村

岙楼村岙楼村--岙楼楼氏宗祠岙楼楼氏宗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