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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0日

公告
2021 年 12 月 11 日 16 时

许，在古田县城西街道罗华部
队旁边的一个庙里拾到一个
男婴，男婴用大衣包裹着放在纸箱里；该
男婴的出生日期：2021 年 12 月 11 日。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请该男婴的生父
母或其他监护人前来认领，逾期不来，该
男 婴 将 依 法 给 予 安 置 。 联 系 电 话 ：
0593—3999037。

古田县民政局
2023年1月10日

本单位遗失福建省村集体专用收
款票据，票据号码：7341594—7341600。
声明作废。

宁德市蕉城区霍童镇吴松村民委员会
2023年1月10日

本单位遗失2015年7月2日由周宁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3350925345138937L。声明作废。

周宁县龙潭种植专业合作社
2023年1月10日

本人遗失中药师专业资
格 证 书 ，证 号 ：闽 C214—
01890。声明作废。

挂失人：林克已
2023年1月10日

遗失
声明受委托，定于 2023 年 1 月 31 日上午

10 时在福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会议室举
行拍卖会，拍卖标的：福安市城北街道中兴
东路 96—2号店面五年的租赁使用权。咨
询、看样、报名、保证金缴纳时间截至 2023
年 1月 29日下午 5时。联系地址：福安市冠
后路华联园 4号楼 4B201—1号，联系电话：
13850308703。

福建省晨至信拍卖行有限公司
2023年1月10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兹定于2023年2月16日15时30分在福

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大厅（自然资源局办公大
楼二层）举行拍卖会，拍卖标的：位于福鼎市山前百胜
新区8#—1台地壹宗剩余碎石，数量约37818.5m3。有
意竞买者请与我司联系，标的展示、办理竞买登记手
续及缴纳竞买保证金截至2023年2月15日17时。

联系地址：福鼎市海口路 21号二层，联系电话：
0593—7962210、13950508222、18805030910，联系人：
陈女士、赵女士。

福建国拍拍卖有限公司
2023年1月10日

拍卖公告

本人遗失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书
（助理工程师证书），证号：闽 C509—
18007。声明作废。

挂失人：王健
2023年1月10日

谢伏帮（已故）遗失房屋所有权
证，证号：福安市房权证城区城北字
第0010966号。声明作废。

挂失人：黄宝眉 谢伏帮
2023年1月10日

谢伏帮（已故）遗失国有土地使
用证，证号：安政国用（2005）第 1033
号。声明作废。

挂失人：黄宝眉 谢伏帮
2023年1月10日

黄宝眉、谢伏帮（已故）遗失房屋所有
权证，证号：安房权证福安字第 0104564
号。声明作废。

挂失人：黄宝眉 谢伏帮
2023年1月10日

谢伏帮（已故）遗失国有土地使用
证，证号：安政国用（2002）第 3160号。
声明作废。

挂失人：黄宝眉 谢伏帮
2023年1月10日

遗失
声明

拍卖公告
受委托，兹定于2023年1月19日上午10时，

在中拍平台（https://paimai.caa123.org.cn/）举行拍
卖会，拍卖标的为：扣押罚没的冻品壹批（数量约
329.8吨，主要品类为：冻牛肚、冻牛百叶、冻金钱
肚、冻牛筋、冻牛心管、冻熟猪肚、冻熟猪大肠等，
具体详见标的清单）。拍卖成交后的冻品仅限用
于食品加工，未经加工处理的冻品不得直接流入
市场。买受人须在拍卖成交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
按拍卖数量先行预缴拍卖成交款，并在交款后7
个工作日内提清标的，最终以移交的实物数量为
准进行结算，实行多还少补原则。

竞买人资格及竞买保证金：
1、竞买人须为注册年限不少于 3年，注册

资金不少于 1000万元，具备储存冻品的冷库
（冻库）面积不少于 500平方米，且取得食品生
产加工许可的市级或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
法人企业。

2、竞买人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失信
被执行人”；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
会计制度；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
良好记录；具备加工冻品所必需的生产设备和
专业技术能力。

3、竞买保证金：350万元。
具体报名资料要求及本公告未载明的事

项，以拍卖文件为准。
有意竞买者请与我司联系看样、了解详情，

看样时间：2023年1月13日、17日及18日（正常
上班时间）。

缴纳竞买保证金、办理竞买登记时间截至
2023年1月18日下午5时。

联系地址:宁德市蕉城区天湖路祥和楼二
层、霞浦县松港街道体育北路 8号中央公园小
区8号商业楼第二层西侧

拍卖热线:0593-2566666
福建国拍拍卖有限公司

2023年1月10日

“上汽的带动作用很强，我也回来找
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工资待遇很好，收入
也稳定，在家门口解决就业的感觉真好。”
日前，刚入职宁德振华的陈小明高兴地告
诉记者。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去年全年，我市
围绕保民生、兜底线、稳大局、促发展总体
目标，积极主动抓落实，全力以赴保主体
稳就业，精准释放政策效应，为高效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
献。截至 2022年 11月底，全市城镇新增
就业 3.78万人，就业局势持续稳定，我市
在全省促进就业工作目标责任制综合考
评中连续三年获得优秀等次。

稳企稳岗稳就业，政策是“组合拳”的
先招。“我们联合财政、工信、税务等部门
出台《关于促进2022年一季度工业生产稳
定运行有关措施的通知》《关于积极应对
疫情影响援企稳岗促就业九条措施的通
知》《关于推进受疫情影响就业困难人员
就业帮扶六条措施的通知》《关于做好失
业保险稳岗位提技能防失业工作的通知》
等政策措施，全力援企稳岗促就业。”市人
社局相关负责人说。

同时，我市持续推动援企稳岗政策
落实加力加效，去年已为企业减负 3.7亿
元，其中减免失业保险费 2.55 亿元，为
8709 家次企业发放稳岗扩岗资金 1.1 亿
元，为 159家次企业缓缴养老、工伤、失业
保险费 667万元。如，向 305家春节当月
连续生产的企业发放稳就业奖补 4433.75
万元，全省力度最大；向 5573家单位发放
失业保险稳岗返还 3430.79万元，受益企
业和返还资金分别是前年的 1.3倍和 2.5
倍；向 2050家受疫情影响企业发放留工
培训补助 2208.9 万元，发放量位列全省
第二。

真金白银补助，真心真意帮扶。我
市人社部门积极优化企业用工服务，研
究出台《宁德市服务制造业企业用工八
条措施》，开展人力资源服务提升专项
行动，通过创建“无忧就业城市”，打出
招工“组合拳”,全力破解企业用工短缺
问题。同时，在全省率先开展“万人回
归”工程，鼓励村（社区）参与劳动力输
送，建立企业用工服务小分队，组织乡
（镇）、村（居）干部走访动员，开展春风
行动等就业服务专项行动，举办招聘会

133 场次，实现本地劳动力就近就地就
业 10167人。

福鼎市产业服务公司总经理杨丰
说：“2022年以来，我司承办福鼎市人社
部门主办的招聘会共计 7场，其中大型主
题招聘会 3场、主题招聘会 2场、常规招
聘会 2 场。特别是正月初十 2022 年‘春
风行动’专场招聘会举办效果显著。全
年招聘会提供了 7000多个就业岗位，涵
盖了工程师、主播、行政文员、技术工、普
工等 220 多个职业工种，共吸引了 6000
多名求职者前来应聘，集中为高校毕业
生、城乡劳动力、返乡务工人员、就业困
难人员等重点帮扶对象实现与企业‘求
职’‘揽才’精准对接。”

此外，拓宽劳务协作范围，组建6支精
准招工小分队，分赴山西、贵州、云南、河
南、湖南等 5省 45个县（市、区）开展劳务
协作和精准招工。人社部门与外省签订
劳务合作协议145份，设立劳务工作站11
个，首次提供“点对点”包机运送服务、设
立“免费食宿”中转驿站，引进省外劳动力
44805人，其中“以工引工”20992人。

“市人社等部门通力协作，暖心帮扶，

让我们在招工方面有了很大的便利，确保
招聘工作顺利，为稳定生产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上汽宁德基地人力资源相关负责
人李平弟介绍。

通过促进创业带动就业，依然是我市
保障就业的一大工作亮点。去年以来，已
发放一次性创业补贴、开业补贴等各类创
业补贴 830.74 万元；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1440笔2.65亿元，发放量连续三年位列全
省设区市第一；福安市大学生创业园获评
第三批省级创业孵化示范基地；举办第三
届创新创业大赛和初创三年项目评审活
动，共有 84个项目获得资助 400万元；推
荐优秀项目参加省级大中专毕业生创业
资助项目评审，获奖数量实现“七连冠”。
此外，还通过市场渠道为难以就业的脱贫
劳动力就近就地开发保洁员、护林员等公
益性岗位予以兜底安置，目前已安置1528
名脱贫劳动力。

“我们持续多渠道扩大就业创业，让
群众手上有信息、身上有技能、就业有服
务、创业有帮扶，千方百计让群众的‘钱袋
子’鼓起来。”市人社局负责人表示。

□ 本报记者 张文奎

本报讯（李何颖）挖沟、打窝、种苗……1 月 4
日，笔者在周宁县七步镇八蒲村看到，20多位村民
正在新开垦的茶园里分工种植茶树苗。

“这是八蒲村加入七步镇联村党委后发展的第
一个产业，准备首期种植茶树 60多亩，年前种植 26
亩，年后再继续种植30多亩。预计这块茶园会带来
30万元的村财收入，带动村民就业增收。”八蒲村党
支部书记兼村主任陈明演说。

八蒲村开山种茶是七步镇充分发挥联村党委作
用的缩影。去年 9月，七步镇三库文旅发展联村党
委挂牌成立，在不改变原有行政划分和自治主体的
情况下，苏家山、后洋、梧柏洋、八蒲、岭头等 5个村
以地缘、人缘、产业等为联结点，推行跨村联建，打破
以往资源分散、各自为政的局面，通过以强带弱、整
体联动，引导大村带小村、强村带弱村，进一步激发
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构建资源联结、力量整合、优
势互补的区域新发展格局。在探索实践中，联村党
委因地制宜，从村情实际出发，从“小支部单打独斗”
变为“大党委聚力出击”。

八蒲村被列为七步镇三库文旅发展联村党委生
态茶园改造示范点，统一规划、一体推进，为八蒲村
乡村振兴注入了新活力。为了破解各村各自为战，
产业效益低，农户参与积极性不高、种植技术缺乏、
销售途径窄等发展难题，七步镇三库文旅发展联村
党委充分利用区域资源优势，以苏家山村的苏氏农
业为龙头，在茶叶生产、加工、出口、品牌打造等方
面，为其他 4个联建村发展茶产业提供全面统一管
护培育、统一技术标准、统一市场营销、统一品牌创
建的帮助，实现抱团发展，提质增效。目前，该联建
村已发展茶园3600亩，建有茶叶加工厂2个。

除了发展茶产业，七步镇三库文旅发展联村党
委还做起了“庭院经济”的文章，在后洋村、苏家山村
打造多肉种植示范点，吸纳脱贫户入股发展庭院经
济，多肉种植成为村集体经济增收和村民致富的新
产业，同时也进一步美化了村庄环境。

同时，苏家山村作为七步镇富民兴村的典型代
表，还依托联建村茶园、苏家山景区等资源优势，打
破村域界限，统一规划，拉长生态茶园产业链条，大
力推进茶产业与旅游业相结合，实现园区景区“一体
化”发展，让联建村变景区，打造集康养、采茶和自驾
为一体的“茶旅一体化”精品旅游线路。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以‘三库+碳库’绿色生态
理念为指引，坚持文旅、农旅融合发展的主线，充分
整合‘三库’生态文明学习实践基地、苏家山景区、八
蒲村的灯笼桥、岭头和梧柏洋的红色资源等资源，发
展文旅产业及林下经济、生态茶园、多肉产业，让我
们的绿水青山真正变成让群众致富的金山银山。”七
步镇党委组织委员林宇说。

春节将至，位于柘荣县的福建袁氏刀剪有限公
司生产车间内依旧一派忙碌景象，工人们正在仔细
打磨福建老字号“袁合兴”剪刀。“自从搬到园区
里，管理方便了许多，不用再像以前小作坊生产一
家一户地跑，厂区里还有物流企业，运输不成问
题。”袁氏刀剪有限公司负责人袁家辉介绍，福建
袁氏刀剪有限公司从 2016年 11月开始逐步退城入
园，目前在园区租赁厂房 2000平方米，形成了规模
化生产。

袁家辉提到的园区系柘荣县砚山洋刀剪产业园，
既是市重点项目，又是山海协作示范园，更是柘荣工
业“一区三园”的重要组成部分，总用地面积3.37平方
公里。产业园区分三期建设，一期项目300亩已全部
建成，现有 93家刀剪、机电、僧服等企业入驻生产。
二期用地631亩，已征迁到位，正在修建给水、园区道
路等基础设施。三期 396亩，已完成征迁，正在开展
企业用地报批组件工作。

柘荣剪刀已有近300年的历史，其独特的水磨淬
火工艺享负盛名。刀剪产业是柘荣县最具特色的传
统产业，也是重要的民生支柱产业，产品包括民用剪、
服装剪、园林剪等20个系列106个品种，全县年产碳
钢剪3亿多把，占全国产量的90%。但生产刀剪的企
业大多以民间作坊形式存在，规模小、分布散、污染排
放不达标，一直是柘荣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的问题。

近年来，柘荣县将打造“剪刀特色小镇”提上日
程，紧紧围绕退城入园、整合做强、转型升级三大功能
来开发，研究出台促进刀剪产业发展的专项政策，组
织成立刀剪服务专班，设立刀剪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加快刀剪企业退城入园、抱团整合，有效解决“低、小、

散、乱”问题，切实激活“柘荣剪刀”集体商标品牌，助
力刀剪产业创新发展。

柘荣县城联社主任金衔介绍，为有序开展退城入
园工作，柘荣县刀剪服务专班协调环保、城市管理、应
急管理等部门先后五次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实现对退
城入园企业的走访全覆盖。同时，着力优化营商环
境，专人对接自然资源、住建部门积极开展项目土地
报批、项目报建工作，确保项目推进进度。

在推进“剪刀特色小镇”建设过程中，柘荣剪刀
也在积极塑造品牌形象，进一步提高知名度。去年2
月，“柘荣剪刀制造技艺”列入第七批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4月，福建袁氏刀剪有限公司

“袁合兴”商标获得福建省商务厅认定的“福建老字
号”，福建省永德利实业有限公司所生产的“永德利”
刀剪荣获“中国驰名商标”；6月，柘荣县主要领导亲
自带领柘荣县刀剪行业党建联盟成员参加2022年中
国（春季）跨境电商交易会，取得圆满成功，同时，刀剪
企业还参加了“厦门双赢家居生活用品展”等活动。

“接下来，我们将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加大退城入
园力度，加强优化营商服务，引进中国剪刀行业龙头
企业张小泉股份有限公司落户柘荣，推动建设福建柘
荣张小泉智能制造中心，进一步促进产业融合发展，
努力将园区打造成为全国知名的‘剪刀特色小镇’。”
金衔表示。

□ 本报记者 刘源

打好“组合拳”稳岗稳就业

春节脚步日益临近，在福安市
城阳乡化蛟村昌运红糖作坊里，工
作人员正忙着打包传统手工红糖，
准备发往全国各地。近年来，福安
传统手工红糖通过举办文化节、提
升包装等，不断提升品牌知名度，在
电商渠道上热销。“2022 年，我们的
红糖产量达 2500 多公斤，单价每公
斤 64 元，供不应求。”该作坊负责人
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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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宁七步：

联村党委共奏“富民曲”

强化项目有支撑 退城入园显活力
——柘荣剪刀特色小镇初具规模

本报讯（记者 林鼎 通讯员 杨慈监 陈尧）1月4日，
在阵阵机器轰鸣声中，蕉城区虎贝镇首家现代化大米加
工厂——虎贝镇中洋里大米加工厂正式开机。

虎贝镇中洋里大米加工厂位于“省级森林村庄”中洋
里村。这里海拔超过830米，昼夜温差大，盛产高山原生
态优质大米。为保护虎贝优质稻米品质，2022年，虎贝
镇贯彻落实蕉城区委“粮食安全 蕉城行动”，申请省级乡
村产业振兴示范村补助资金 150万元，建设大米加工新
厂房，并引进先进大米加工设备。

记者在中洋里大米加工厂现场看到，全自动的大米
加工机可以实现自动脱壳、自动分级筛、抛光和色选，最
后形成一袋袋真空包装的大米。据了解，该加工厂占地
477平方米，设有原粮清理间、加工制造间、半成品贮存
及成品包装间等，日加工大米15吨。同时注重引进现代
化加工技术，开展标准化生产，降低加工过程中的抛光程
度，最大程度保留大米营养，让消费者吃到更健康的米。

近年来，虎贝镇高度重视粮食生产种植工作，把粮食
生产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压舱石”，在稳定粮食播种面
积、加大科技支撑力度、调动种粮积极性等方面持续发
力，真正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为端稳粮食饭碗做
出了有益实践。2022年，虎贝镇复垦抛荒地 1043亩，种
植粮食达8738亩，产量约3000吨。

“加工厂的建成成功解决了农户大米收购和销路的
后顾之忧，让更多村民从中受益。今后，我们还将开拓
线上和线下各种销售渠道，提高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
虎贝优势特色农业，打造特色品牌，让群众的‘钱袋子’
与‘粮袋子’实现‘双丰收’。”虎贝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林锋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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