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
表下载网盘链接：https://pan.baidu.com/
s/1MZlNgQTs_YRDaCw5UCXI3Q?pwd=
me5h。

二、公众可至屏南县宏源矿业有限

公司查阅纸质报告书。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项目周

边评价范围内居民及相关组织。
四、单位和个人可以通过以下联系

方式向我公司反馈对项目环评的意见。
联系地址：政和县熊山街道元峰庄

联系人：薛盛铿
电话：13809587642
五、征求意见期限为 2023 年 6 月

6 日—2023年6月19日。
公示单位：屏南县宏源矿业有限公司

2023年6月13日

屏南县宏源矿业有限公司屏南县秋园矿区
西矿段银矿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受委托，定于 2023 年 6 月 21 日上午 10 时在
本公司拍卖大厅举行拍卖会，拍卖标的：福安市
碧桂园铂悦府小区所属地上停车场 97 个地上停
车位（整体出租）三年的租赁使用权。咨询、看
样、报名、保证金缴纳时间截至 2023 年 6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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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93—6508588。

福建德佳拍卖有限公司
2023年6月13日

拍卖公告 公 告
2015年6月29日福安市公安局

在福安解救男性儿童一名，出生日
期：2014年4月7日，身体健康，被拐
时间不详。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其
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到福安市民政局认领，联系
电话：0593—2130521，即日起 60 日内无人认领，
孩子将被依法安置。

福安市民政局
2023年6月13日

本单位遗失由周宁刺桐红村镇银行有限公司开户
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4038000349401。声明作废。

周宁县辉辉餐饮部
2023年6月13日

本人遗失车号为闽 J35817 车辆道路运输证，证号：
350982201102。声明作废。

挂失人：郑祖官
2023年6月13日

本人遗失刘长电的骨灰寄存证，证号：5 排 A 架 A 面 76
号。 声明作废。

挂失人：刘绍景
2023年6月13日

黄和鼎、吴小芬夫妇遗失儿子黄宇恒的出生医学证明，证号：
R350103283。声明作废。

挂失人：黄和鼎 吴小芬
2023年6月13日

魏绍、黄燕玉夫妇遗失女儿魏雨桐的出生医学证
明，证号：A350290475。声明作废。

挂失人：魏绍 黄燕玉
2023年6月13日

本人遗失残疾人证，证号：35222919490506351023。
声明作废。

挂失人：陈以其
2023年6月13日

遗失声明

苏丛、郑月荣夫妇遗失女儿苏雅静的出生医学证
明，证号：N350011186。声明作废。

挂失人：苏丛 郑月荣
2023年6月13日

本公司遗失2022年6月24日由福建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发
的执业药师注册证，证号：352222090174。声明作废。

宁德市蕉城区鑫鑫德润大药房有限公司
2023年6月13日

本店遗失 2018 年 7 月 23 日由宁德市蕉
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
副本，证号：JY23509020050559。声明作废。

宁德市蕉城区金涵谢添花快餐店
2023年6月13日

王宗清、布几木夫妇遗失儿子王柏
然的出生医学证明，证号：T350452792。
声明作废。

挂失人：王宗清 布几木
2023年6月13日

本店遗失2022年9月9日由宁德市蕉城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证号：JY23509020140007。声明作废。

宁德市蕉城区蕉北一味先餐饮店
2023年6月13日

本单位遗失由周宁县玛坑农村信用
社 开 户 的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4038000338301。声明作废。

周宁县玛坑中心小学
2023年6月13日

遗失
声明受委托，我司定于2023年6月21日（星期三）下午3∶30在中拍平

台(https://paimai.caa123.org.cn)公开拍卖：
依法扣押须报废拆解处置的车辆总计830辆。竞买保证金：2万元。
竞买人资格要求：须为注册在宁德市范围内，具有报废机动车

回收、拆解经营范围的法人企业。报名须提供竞买人本企业营业执
照、报废汽车回收企业资格认定书及拆解场所排污许可证复印件，
并持原件核对。

看样时间：2023年6月19日—6月20日（9∶00—17∶00）
保证金缴交及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3年6月21日上午12∶00止
联系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嘉禾路388号永同昌大厦8A
咨询电话：17706930769、0592—5552806
查询网址：www.hmqpm.com

厦门华茂青拍卖有限公司
2023年6月13日

拍 卖 公 告

受委托，兹定于2023年6月21日上午10∶00，在中拍平
台（https://paimai.caa123.org.cn/）举行拍卖会，拍卖标的：位于
霞浦县龙首路280号7—8层办公房地产（建筑面积：276.375
㎡/层）5年租赁使用权。

有意竞买者，请与我司联系看样、了解详情，缴纳竞买
保证金、办理竞买登记时间截至2023年6月20日下午6∶00。

联系地址：宁德市蕉城区天湖路祥和楼二层
拍卖热线：0593—2566666

福建国拍拍卖有限公司
2023年6月13日

拍卖公告

分 类 广 告

为有效保护辖区水域生态和渔业
资源，日前，宁德海警局霞浦工作站执
法人员深入辖区开展伏季休渔巡防检
查行动。期间，该站采取警力前移、登
临检查等方式，围绕伏季休渔期间港口
渔船监管、海上巡航检查等方面，对辖
区渔船返港休渔情况进行全面摸排，重
点查处违反伏季休渔规定、无证捕捞、
套牌和假冒船名船号等违法违规行为，
掌握海上渔业生产动态，有效威慑休渔
期海上违法捕捞等行为。同时，该站通
过挂设横幅、发放宣传手册等方式，向
渔船民宣传国家伏季休渔方面的相关
政策法规。

伏季休渔仅是霞浦县海洋渔业工作
的其中一项，发展来之不易。早些年，霞
浦海上养殖一度出现无序无度的状况。

“在‘清海’前的一段时间内，养殖户习惯
用木质踏板加白色泡沫浮球的传统渔排，
使用年限一久，泡沫在海域上四处飘散，

而且木质结构的渔排不仅抗台风的能力
较差也易造成木材资源过度消耗。更为
严重的是，部分海域养殖密度过大，导致
海水流动性变差、水产养殖得病率高。‘清
海’刚开始时，一些海域甚至连航道都被
养殖网箱挤占了。”霞浦县海洋与渔业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

2018 年 7 月以来，霞浦县举全县之
力，攻坚克难。在“清海”行动中，该县藻
类养殖升级改造任务35.7万亩，占全市的
75%；渔排养殖升级改造任务 64.9 万口，
占全市的73%；霞浦县海域面积2.89万平
方公里，海岸线 511 公里，大小岛屿 442
个，均居福建省沿海县份的首位。整治工
作任务艰巨、工作量大、时间紧迫，但志不
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再难也要上。
为了守护这片海，霞浦县组建11支海上养
殖管理队伍以及 4 个海洋渔业执法中队，
全面落实养殖证持证管理、海区日常巡查
等各项工作。同时，成立宣传工作组，进

村入户、上渔排宣传相关政策，提高渔民
依法用海意识。

源头管控，不留死角。为做到对海
上养殖问题的及时发现、及时反馈、及时
整改，该县成立海上养殖综合整治指挥
部，指挥部下设 9 个工作组，沿海乡镇（街
道）相应成立指挥分部；县分管领导每周
召开例会，研究解决重难点问题，县主要
领导每月组织召开一次现场会，亲临一
线研究部署海上综合整治工作；县级单
位每日海上一巡查，乡镇单位每周不少
于3次海上巡查。2018年至今，霞浦县已
累计投入资金 19 亿元，完成官井洋、东吾
洋和西洋岛主航道及其 7 条支线航道建
设和 322 个航标布设，共计 58 公里；完成
禁养区清退渔排 7.7 万口、藻类 5.4 万亩；

完成可养区升级改造贝藻类 35.7 万亩、
渔排64.9万口。

目前，霞浦县已基本将辖区海域海
上养殖的泡沫浮球和木板等更换为可回
收、更环保的塑胶等产品，并加强对辖区
内塑胶产品生产企业及销售单位进行监
督抽查。通过海上养殖综合整治，霞浦
海域养殖乱象得到有效遏制，水产养殖
空间布局得到改善，海漂垃圾大大减少，
海水质量明显改善，海洋生态环境持续
向好，养殖密度降低，困扰养殖户的鱼病
危害得到有效遏制。同时，航道的建设
有力畅通了海区航运，保障了海上交通
和渔业生产安全。

□ 本报记者 兰强 余根坤 陈容
通讯员 林建忠

深化海上综合治理 实现高质量发展

霞 浦

破解“清海”难题 打造“蓝色走廊”

▲眼下正值中稻插秧季节，连日来，霞浦县
农民抓紧晴好天气忙着插秧，确保不误农时。
近年来，霞浦县高度重视粮食生产，采取鼓励发
展规模种粮、联户连片种植水稻、切实防止耕地
抛荒等发展粮食生产十条措施，提高了农民的
种粮积极性，确保粮食稳产增收。

郑培銮 摄

眼下，正是周宁高山马铃薯收获的季节，走
进周宁县浦源镇官司村，一颗颗“金豆豆”格外
喜人，工人们正忙着捡、装、运马铃薯，田间地头
一片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

“今年，我们种了 50 亩马铃薯，产量 5 万多
公斤，预计卖12万元。”6月6日，周宁县恒升农
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郑用寿掰着手指算起了这
笔新账，接下来，他准备种 150 亩水稻，通过轮
作种植的方式，实现一地多收。

别看这块地如今丰产丰收，两年前，这里还
是一片长满杂草、无人耕种的分散撂荒地。官
司村抛荒农田的蝶变换装，源于周宁县整治抛
荒撂荒地行动的开展。

去年以来，周宁县以整治抛荒撂荒地为突
破口，制定出台《关于加快推进抛荒耕地复耕复
种工作的意见》《关于印发<县处级领导、县直
单位挂钩联系耕地抛荒整治乡（镇）村（社区）名
单>的通知》等文件，创新推出“两个一百亩”计
划、实施“千名党员干部助春耕”行动、开展“一
县一品 贷动‘闽’生”专项行动，让原来几近荒
芜的山坡变了样。2022年以来，该县复耕复种
耕地面积7459.85亩。

为有效调动农户复垦积极性，该县通过“党
支部+村经合社+农户”“党支部+合作社+公司”
等方式，联动合作“一起种”，大大提升了土地生
产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竞争力，让抛荒耕地

“动”起来。
同时，出台《促进马铃薯产业高质量发展若

干措施》《稳定农资价格保障实施方案》等文件，
创新推出“垦荒贷”等金融产品，统筹涉农项目
资金，在鼓励规模种植、优质高产示范片建设、
品种繁育与试验示范等方面发力，持续巩固提
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去年，周宁县创新开展“周宁有鲤·邀您来
种田”耕地认领活动，面向县内外广大机关企事
业单位、党员干部及社会各界发出邀请，通过认
领“责任田”的方式，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耕
地“非粮化”。2022年，县内外共185家单位、企
业、个人认领耕地1955.9亩，进一步筑牢粮食安
全根基，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坚实保障。

□ 本报记者 陈容 通讯员 魏知秋

◀6 月 8 日，在寿宁县斜滩镇半岭村，科
技特派员和村民在查看秧苗生长情况。 科
技特派员结合半岭村水稻种植实际，用通俗
易懂的语言分别从水稻播种、水肥管理、病虫
害防治等方面进行现场指导，为稻田早期管
理保驾护航。 见习记者 陈祎凝 摄

周宁：

让抛荒耕地“动”起来

6 月 12 日一早，古田县杉洋镇杉洋村菇农余新
考来到光伏菇棚收拾杂物，为香菇菌棒上架做好准
备。他说：“新菇棚高大宽敞，人在棚里操作很方便，
而且通风性好，可以放下更多菌棒，今年打算扩种到
20万筒。”

食用菌产业是古田县的富民支柱产业。近年
来，古田县委、县政府聚焦“双碳”目标，创造性实施
食用菌菇棚光伏+现代化农业提升项目，率先在杉
洋镇、吉巷乡等地建设光伏菇棚示范点，积极探索

“县域工厂化+生态种植+绿色能源”融合发展路径，
努力提高食用菌产业生产现代化水平。

根据产业发展需求，杉洋村光伏菇棚示范点按
照“先建后拆、即搬即拆”模式，统一集中土地，引进
企业建设主体和光伏部分，并交由属地镇村运营管
理，农户享有菇棚内部使用权，企业获得光伏发电收
益，村集体取得土地租金收入，实现三方共赢。

据杉洋镇党委书记陈晖介绍，项目共占地237.9
亩，分为两期实施，包括标准化菇棚 190 间、鲜菇烘
干房4座、保鲜冷链房5座。目前，一期已投入使用，
二期将于今年7月完成建设。

不仅如此，按照打造“小微园”理念，杉洋光伏菇
棚示范点配套建设烘干厂、冷链库房等，打通产业链
上下游，使菌菇实现“即采即干”“即干即储”，进一步
方便群众发展生产，提高菌菇生产加工水平。

有着十多年种菇经验的余新考告诉记者，菇农
自建传统菇棚多以木为架、茅草为顶，四周围着黑色
塑料薄膜，既不美观，又存在安全隐患。现在新建的
光伏菇棚采用钢架结构，水电路“三通”，棚顶还安装
了光伏面板，棚顶发电、棚下种菇，一举两得。

随着杉洋镇等地示范点的建设推广，食用菌菇
棚光伏+现代化农业提升项目稳步推进。2021年以
来，古田县共实施9个光伏菇棚项目，打造8个光伏
菇棚基地，总投资3.7亿元，建设香菇棚280间、银耳
棚143间、猴头菇棚27间，并建设相关配套设施。光
伏总装机 30.746 兆瓦，预计年发电量 3174 万千瓦
时，每年可减少碳排放量约2.6万吨，进一步释放了
绿色经济发展潜能。

古田县食用菌产业发展中心负责人表示，“光伏
菇棚模式”不仅提高了土地利用率、产出率，通过

“光伏+”的能源转换，还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有机统一。下一步，该县将持续聚焦

“绿色古田”发展目标，不断探索总结“光伏菇棚”
经验做法，加快绿色低碳循环发展脚步，提高食用
菌产业综合效益，努力打造出可借鉴推广的食用菌
产业发展绿色新模式。□ 本报记者 陈莉莉 龚键荣

本报讯（记者 朱灵塬 通讯员 王婷婷）6 月 10
日，以“聚焦乡村振兴，共筑健康中国”为主题的
2023 年中国（福鼎）栀子健康产业发展大会在福鼎
隆重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栀子生产企业、文化机
构、专家学者相聚一堂，共同参与开幕式、栀子健康
产业发展座谈会、现场参观、《栀子赋》揭幕仪式等系
列活动，共话栀子产业新发展。

近年来，福鼎市高度重视栀子产业健康发展，持
续推进栀子产业园建设和全产业链利用开发，出台

《关于进一步扶持栀子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措
施》，在招商引资、资金扶持、品牌创建、标准制定、非
遗申报等方面给予大力保障。目前，福鼎市栀子种植
面积6万多亩，全产业链产值达10亿元以上，有效带
动3万多农户增收致富。福鼎栀子先后获得“全国名
特优新农产品”“生态原产地产品”“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农产品地理标志”“道地药材示范基地”等公用品
牌及荣誉22项，栀子花、果有关标准5项。

2023年中国（福鼎）栀子健康
产业发展大会在福鼎举行

古田：

“菇光互补”助力食用菌产业提质增效

闽东特色乡村振兴之路闽东特色乡村振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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