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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台土告字【2022】078号

经台州市人民政府台供地[2022]30032号批准，台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拍卖方式出让一（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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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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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浙江省自然资

源网上交易系统（https://td.zjgtjy.cn），填报

相关信息，按要求足额缴纳竞买保证金，

参加该地块的网上拍卖出让活动。

五、出让时间安排

1. 公告时间：2022 年 11 月 21 日至

2022年12月12日。

2.报名时间：2022年12月2日9 00至

2022年 12月 12日 16 00（竞买保证金缴

纳截止时间为2022年12月12日16 00）。

3.拍卖时间：拍卖起始时间为2022年

12月13日 10 30。
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以银行系统记

录到账时间为准，其余均以浙江省自然资

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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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路桥

分局）：

土地业务问题：0576-82525022；
规划业务问题：0576-82441980；
手续办理问题：0576-88685126

88685127；
系统网络技术咨询：400-0878-198
咨询时间：工作日上午8 30-12 00，

下午14 00-17 00
特此公告

台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1月21日

“五选一”地块准入产业、投资强度及产出效益指标表

地块编号

台土告字

[2022]
078号

备注

土地位置

台州市路桥区金

清镇三友工业园

区出让地块三

一、该宗地为工业用地“标准地”出让，地块有五项可选择的准入产业：1.汽车制造业(行业代码36）；2.橡胶和塑料制品业(行业代码29）；

3.通用设备制造业（行业代码34）；4.专用设备制造业（行业代码35）；5.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行业代码38）。

二、受让人可在五项准入产业中选择一项产业进行建设投产，并执行该产业对应的“标准地”指标。

三、建设项目规划条件详见台自然资规条331004202200023号。

土地
面积
(㎡)

6990

出让
面积
(㎡)

6990

土地
用途

二类工

业用地

出让地块规划指标要求

地上建筑
面积（㎡）

≤13980

建筑密度

30%-50%，

特殊产业项

目可放宽至

60%

建筑总高

（自室外地坪算起）≤24m，建

筑物最高点高程（含屋顶构筑

物及附属设施）应符合机场净

空限制高度要求

容积率

≤2.0，下限应

符合浙江省

建设项目用

地控制指标

出让
年限
（年）

50年

拍卖
起始价
（万元）

900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180

序号

1

2

3

4

5

地块准入产业

汽车制造业(行业代码36）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行业代码29）

通用设备制造业（行业代码34）

专用设备制造业（行业代码35）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行业代码38）

固定资产
投资强度
（万元/亩）

≥344

≥262.55

≥270

≥357.07

≥331.95

亩均税收
（万元/亩）

≥31.7

≥18.6

≥22.6

≥24

≥32.1

亩均
增加值

（万元/亩）

≥154.5

≥87.7

≥100.2

≥99.4

≥130.9

全员劳动
生产率 (万
元/人.年）

≥26.6

≥16.2

≥17.7

≥18.3

≥16.9

单位能耗增
加值 (万元/
吨标煤

≥4.4

≥1.3

≥4

≥4.8

≥4.1

单位排放
增加值
(万元/吨)

≥4872.05

≥1180.05

≥2593.04

≥5259.48

≥1969.03

研发经费支
出与主营收
入之比（%）

≥1.83

≥1.88

≥2.66

≥3.22

≥2.25

容积率

≥0.7

≥0.9

≥0.8

≥0.8

≥0.9

·台州最美乡贤““身边的感动身边的感动””

本报讯（通讯员陈胡萍）11月17
日上午，临海市白水洋镇清水坑至大
泛道路扩建提升工程施工现场一派忙
碌：几台挖机正轰鸣作业，对路基进行
拓宽，装载车也忙着运输石料……

据了解，该扩建提升工程总投
资 3000余万元，是白水洋镇黄坦片
区近年来投资最大的单体工程，全
长超 11公里，于今年 7月 30日正式
开工，预计工期24个月。

黄坦办事处（原黄坦乡）四面环
山，仅有清水坑一个出口，呈类似火
山口的相对封闭地形。经行政村规
模调整后，目前仍有12个行政村1.8
万人口。原先的黄坦公路道路狭窄，

穿村而过，每逢集市日和节假日异
常拥堵。

去年以来，为方便当地村民的
日常出行，改善镇域交通环境，白水
洋镇党委政府破难攻坚，专门组建
工作专班，全力推进黄坦公路扩建
提升。

“全镇所有行政村的‘两委’干
部、党员和广大乡贤自发组建攻坚
团队，协助镇里开展政策处理工作，
黄坦片区的群众也十分支持，形成
了同心推进的强大力量，仅用1个月
全部完成政策处理。目前，涉及该工
程的宣传、测量、施工等各项工作进
展顺利。”白水洋镇相关负责人说。

改善黄坦片区群众出行条件

白水洋：全力建设“民心路”

本报讯（通讯员王燕婷 李佳倩）
“真想不到，粮食公司不收粮食上下
车‘板前费’了，这真是减轻了我们企
业和群众的负担。”近日，仙居县杏村
米业有限公司老板顾某向仙居县粮
食收储有限公司采购 461吨晚稻谷
时，节省“板前费”开支6915元，心情
挺激动。

原来，仙居县杏村米业有限公司
位于下各镇，成立于2001年。老板顾
某与县粮食公司做了多年生意，之前
采购时都要按比例支付“板前费”，现
在不需要了。

今年上半年，仙居县审计局在全
县储备粮管理情况专项审计调查中
发现，该县粮食收储有限公司2019年
至 2021年无依据收取费用 87万元，
涉及粮食购销“板前费”75.65万元和

粮食采购交易费10.92万元。
针对审计部门查出的问题和提

出的建议，仙居县粮食收储有限公司
立即整改，将之前违规收取的 87万
元费用全额上缴财政，并对其他收费
情况进行全面自查。

“我们也对粮食购销合同条款进
行了逐条梳理，明确今后签订的购销
合同中取消相关条款，在粮食轮换环
节不得无依据向对方收取费用。”仙
居县粮食收储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卫
东介绍。

与此同时，为切实保障群众利
益，仙居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还会同
仙居县财政局出台了《仙居县地方储
备粮油财政财务管理试行办法》，规
范粮食购销差价款核算，规范县级粮
食相关公共资金的使用管理。

清理违规无依据收费

仙居叫停
粮食购销“板前费”

11月12日，三门县浦坝港镇金家峙村，柑橘种植大户林利顺正在大棚里
采摘“红美人”柑橘，准备发给杭州客户。金家峙村“红美人”柑橘基地是浙江省
农科院柑橘研究所乡村振兴产业提升项目示范基地，所培植的“红美人”柑橘
在“台九鲜”杯2021台州市评比会上斩获金奖。“红美人”柑橘产业推动了乡村
振兴，促进百姓共同致富。 本报通讯员林利军摄

三门三门：：采摘采摘““红美人红美人””

人物名片

林秉相，1965 年出生，玉环市大
麦屿街道刘园社区人，辽宁苏泊尔炊
电销售有限公司董事长，玉环沈阳商
会名誉会长，大麦屿商会名誉会长，
大麦屿街道乡贤联谊会会长。他积极
履行社会责任，持之以恒投身家乡发
展事业30年，以捐资助学等多种方式
助推共同富裕，展现“最美乡贤”的责
任担当。曾荣获玉环市首届“尊师重
教”先进个人、首届“玉环市最美乡
贤”、“台州市最美乡贤”等称号。

本报记者陈佳乐

在集市摆过副食品地摊、做水产生
意血本无归、办米面厂负债累累……林
秉相从不是一帆风顺的人，上世纪90
年代末，磕磕碰碰十余年后，他离开
成长、生活了30多年的家乡，孤身“闯
关东”，成为了苏泊尔在东三省的总
代理，凭着过人的胆识和气魄，用 20
年时间，让苏泊尔这个品牌在东北打
响名号、站稳脚跟。

事业重心离家千里，但林秉相的
心从未飘远。他不仅对父母孝顺、兄
友弟恭，对于家乡发展和百姓生活也
默默助力。

2006年，他捐款 5万元在山体游
步道旁配套建一座凉亭；2012年，捐
款18万元建造一座广颐长廊，供社区
居民休息谈心；2017年开始，他更是
将公司搬回了玉环，带领大麦屿街道
乡贤联谊会，以各种方式、途径，助力
家乡共同富裕。

公益帮富
10 月 14 日，玉环大麦屿中心卫

生院新院正式对外开放，林秉相捐赠
的价值120万元的B超高端设备也将
造福一方百姓，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
享受到清晰度、精准度更高的高端仪
器设备。

该院院长黄锡勇对林秉相很是
敬佩。原来，林秉相已连续多年组织
乡贤联谊会任职全省各大医院的专
家，回乡为老乡们义诊，“上次义诊
时，一位专家‘吐槽’原先街道卫生院
的设备较陈旧，‘嫌弃’清晰度不够，
林董立马拍板捐赠新设备。”

采访当天，林秉相带着记者在刘
园社区边逛边聊，路过他大哥家时，同
行的大麦屿街道刘园社区书记杨苏
平，指着隔壁紧邻的一幢四层立地楼
房说：“这间房的宅基地主人叫林万
兵，先天性耳聋，家里条件十分困难，
没钱盖房，一直居无定所。秉相花钱给
大哥盖房时，听说了他的困难，二话不
说就掏钱帮忙一并盖了起来，还附赠
了装修，前后花了近100万元。”

说到这事儿，一旁的林秉相有些
“失忆”，云淡风轻地说：“好像是，举手
之劳。”因为在“公益帮富”这件事上，
他帮过的人太多，多到很多事都“不足
挂齿”了。

2019年 7月，大麦屿成立了玉环
首家“慈善关爱基金”，林秉相个人捐
赠500万元，并带动27家企业（个人）
捐赠善款达4780万元。他说：“企业赚
钱了，就应该回馈社会，街道成立‘慈
善关爱基金’，就是为我们街道弱势
群体搭建了新的慈善服务平台，开辟

又一条救助之路，扩大社会救助范
围，值得我们每个人支持。”

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林秉相向
玉环市慈善总会捐赠50万元，向刘园
社区捐赠 9万元用于疫情防控。他还
长期扶贫济困20余户，根据困难群众
家庭实际情况，每户资助金额从 5万
元到100万元不等。

教育引富
今年25岁的小连（化名），曾因林

秉相的一句话，改变了整个人生轨迹。
六年前的夏天，小连那好赌的父

亲，因生意失败跑路避债，丢下孤儿
寡母。等小连的高考成绩出来后，明
明是可以欢欣鼓舞的好消息，却让母
女俩抱头痛哭——因为付不起学费、
生活费，她准备放弃上大学的机会，
提前出社会打工，以贴补家用。

偶然听人提起小连的遭遇，林秉
相有点愤慨：“怎么能因为父亲的‘不
争气’，连累这么优秀的孩子没书念？”

就是这样一句话，小连的大学四
年，林秉相资助了十几万元，甚至在
她毕业后报考公务员时，花 1.8万元
送她去参加面试培训。

如今的小连，努力工作、积极生
活，是个笑容灿烂、性格阳光的漂亮姑
娘，对林秉相的“再造之恩”铭记于心，
她也主动加入了扶贫帮困的公益事业。

小连只是林秉相多年来资助的
贫困学生之一。粗略数来，他结对的
贫困大学生在 5人以上。在他的发动
下，现有 25位乡贤个人结对了 40多
名大麦屿籍大学生，资助金额达 116
万元。过去四年，林秉相慰问了 60多
位低保贫困中学生家庭。

对于家乡的教育问题，林秉相很
是上心，他曾通过调查研究、撰写教
育调研报告、召开教育座谈会和设立
大麦屿街道“聚贤教育奖”等一系列
措施，助推大麦屿中小学教育质量提
升。五年来，乡贤联谊会累计发放“聚
贤教育奖”325万元。

“不说别的，刘园社区的孩子们
几乎都知道‘林秉相’三个字，这是一
个能带给他们新希望的名字。”对于
林秉相这个发小，杨苏平笑称自己是
其代言人，“他做了好事都不吭声，我
就默默帮他记下来。”

淋过雨的人，更懂得为他人撑伞。
林秉相就是这样的人。他说：“都是苦
过来的人，太知道困境之中有人伸出
援手是什么滋味了。我只是尽自己的
绵薄之力，回馈这片温暖的土地。”

文化润富
林秉相是个意志坚定的人，这一

点在他的朋友圈可以看出——内容
非常之单一，从 2017年开始至今，几
乎每天都会分享一张中国象棋残局
破解的图片。

“我没什么特别爱好，打小喜欢
象棋，但没有系统学过，很喜欢跟下
棋好的人交往。”林秉相说起象棋，喜
爱之情溢于言表，他甚至曾独家赞助
中国象棋协会 150万元，在玉环举办
了2018年中国象棋赛，进一步扩大了
玉环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我希望让
台州百姓更加了解中国象棋的魅力，
让他们的精神世界也变得富有。”

2005年至今，林秉相每年都会捐

款 3 万元给刘园社区老龄工作委员
会，丰富老年人的文化生活和关心下
一代成长。2015年，他捐助玉环市江
南丝竹文化俱乐部 6万元，2018年捐
助玉环市慈欣文化服务中心13万元，
2020年捐助大麦屿夕阳红文化团队
12万元，为社区民间文艺送下乡活动
添砖加瓦，丰富了农村文化生活。

“林董对于乡村文化的重视和支
持，真的让我们很佩服。”玉环慈欣文
化艺术中心负责人陈姿英说，现在团
里有近50名成员，大家平常的演出大
多是义务宣传党和政府的相关工作，
包括乡村建设、五水共治、卫生城市
等，“但刚成立时，由于没有资金，我
们连基础的音响设备都买不起，林董
听说我们的难处，主动提出捐助，解
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林秉相说，陈姿英是当地有名的
退休教师，自己对她很是尊重，“陈老
师退休后依旧为家乡的文化事业做
贡献，我理所当然要添一把火。何况，
艺术团的成员们有了我的资助，也将
用这把火温暖更多人，做好事能‘传
染’，这一点让人很欣慰。”

产业致富
得益于多年在外闯荡经商的经

验积累，林秉相很擅长也很乐于在做
一件重要事情前，开展走访调研，用
他的话说：“前期准备得好，让后续工
作进展更运筹帷幄。”

过去几年里，林秉相先后带领乡
贤赴鹭鸶礁、鲜岭开展经济薄弱村消
除和美丽乡村建设调研，通过实地察
看、听取介绍、座谈交流等方式，掌握
第一手资料，形成《“我的村庄·我的
梦”乡村振兴主题活动调研报告》，呈
送街道政府和有关部门；心系民生民
事工程，亲自开展古城片吃水困难调
研并资助；大麦屿街道对29个行政村
进行合并之初，建立了 9个新村 1个
社区，在一年多的工作运行中，出现
了一些问题，街道党委、政府与乡贤
联谊会开展联合调研，十多位乡贤在
他的带领下随同大麦屿街道等工作
人员，对 10个合并村（社区）进行调
研，并提出了很多建议和意见。

林秉相认为，集体的框架打好，运
行顺畅，才能更好进行产业增收致富。

2020年，林秉相投资 1000万元，
成立台州厚积商贸有限公司、台州禾旭
贸易有限公司，为家乡经济发展注入新
动力。同时，他多次帮助和扶持本土多
家小微企业，共计捐赠600多万元。

此外，大麦屿街道乡贤联谊会在
林秉相的带领下，调研指导峰阳村、
福山村于 2021年先后成立村级乡贤
参事会，并分别设立“关爱基金”达
300万元和500万元。

杨苏平还透露，在林秉相的推动下，
刘园社区正联合周边5个村集体一起，开
展总投资1亿元的共富项目，届时，每个
村的年集体收入将增加约300万元。

以上种种，对于林秉相而言，依旧
还是云淡风轻的“举手之劳”或是“绵
薄之力”。“他家里什么情况”“谁上不
了大学”“这个项目我捐”“这件事我
帮”等已成为他的口头禅。

饮水思源，反哺家乡，已刻进林
秉相的心底，是他之前一直坚持的
事，也是今后必定延续的事。

林秉相：“共富”是对故乡最好的回馈

图为林秉相图为林秉相。。（（图片由受访者提供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