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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7日

兹定于2024年3月15日13时30分在福鼎
市太姥山镇金安路 115 号文化体育中心（影剧
院）举行福鼎市太姥山农贸市场43间店面、27间
仓库一年租赁使用权拍卖会（每间店面、仓库独
立拍租)。有意竞租者请自公告之日起向本公司
咨询、看样、了解《拍卖会资料》。

报名、保证金缴纳时间自2024年3月12日
至13日每天早上8时至11时止，在标地所在地
看样，看样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 2024 年 3 月 14
日17时止。报名地址：福鼎市太姥山农贸市场
管理所办公室。

联系电话：0593—7269150、18059389885
福鼎市商贸业服务中心

宁德市诚信拍卖有限公司
2024年3月7日

拍 卖 公 告

受委托，兹定于2024年3月15日下午3∶00，
在霞浦县下浒镇中心街1号四楼会议室举行拍
卖会，拍卖标的：霞浦县前洋三级渔港后方陆域、
下浒陆岛交通码头后方陆域，共计2处渔港、码
头运营管理权，运营管理期限至2026年11月29
日止。竞买人须为具备物业管理或码头、港口经
营管理等经营范围的法人企业；竞买保证金：1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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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3月15日上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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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6999
福建国拍拍卖有限公司

2024年3月7日

拍 卖 公 告

福建三都澳凯顺游艇工业有限公司，工商
注册号：350902100010793，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50902683080934F）；遗 失 公 章（编 号 ：
3522010002893）、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法
定代表人章（章文：谢永乐印）。声明作废。

福建三都澳凯顺游艇工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4年3月7日

遗失声明

日前，在周宁县浦源镇上洋村的羊肚
菌种植大棚里，一朵朵羊肚菌破土而出，
撑起褐色“小伞”，长势喜人。村民们穿梭
在菌垄间，小心翼翼地采摘，丰收的喜悦
映满脸庞。

“这是我们第一年在周宁试种羊肚
菌，面积有50多亩。”据羊肚菌种植户黄玉
强介绍，此前，他长期在省外从事菌菇种
植相关工作，有丰富的种植经验。在周宁
县政府相关部门的牵线搭桥下，了解到该
县平均海拔 800 米，气候凉爽、土壤肥沃，
冷凉作物种植气候优势明显，很适合羊肚
菌种植。去年10月，黄玉强与朋友带着技
术与新驯化出的菌种来到周宁，在浦源镇
上洋村花卉种植基地租赁大棚，开始了羊
肚菌种植。

据了解，羊肚菌种植周期短、效益高、

见效快，具有不与人争粮、不与粮争地、不
与地争肥、不与农争时等特点。在农闲
时，利用“冬闲地”种植，租金低、前期设施
建设投入少，且 2 个月左右就能进入采收
期，还不影响来年3、4月份的种植计划，很
适合与水稻、土豆、花卉等作物进行轮作，
让休耕的“空白期”成为增收的“黄金期”，
大幅度提高种植效益，让种植户实现“双
赢”的同时，增加了群众的就业机会。“我
们已经做了4个多月，在这里上班，工作简
单轻松，每月能赚 3000 多元，家庭也能照
顾得到，生活上班都不耽误。”正在采摘羊
肚菌的当地村民郑大姐说道。

“目前来看，在周宁种出来的羊肚菌
菌肉肥厚、干品厚实、产量高，成熟时间
早，效果很不错。年前我们已经采收过一
批菌菇，‘错峰上市’的干菇每公斤售价可

达800到900元，鲜菇每公斤售价可达160
元。结合年后干菇每公斤800元左右的售
价，今年这一季的羊肚菌产值预计能达
100余万元。”黄玉强介绍，下一步，将成立
合作社，在周宁大力推广羊肚菌种植技
术，与村集体、合作社、农户等合作，吸引
更多农户参与羊肚菌产业发展，带动周边
农民致富，助力乡村振兴。

近年来，周宁县不断优化农业产业布
局，积极探索推行轮种新模式，在提高土
地利用率的同时，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同
时，依托“3+N”特色农业产业体系构建，充
分利用资源优势，通过支部领办合作社、

种植大户牵头，引导和鼓励村民积极调整
产业结构，开展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轮
种、套种的模式，推动以经补粮、稳粮增收
新方式，提高农户种粮积极性。据了解，
该县通过探索推广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
轮种、套种这一以经补粮新方式，提高了
土地利用效率，实现肥料的共享，减少病
虫害发生，有效降低了化肥、农药等农业
面源污染源对土地等环境的影响。截至
2023 年，周宁县连片轮种、套种面积达 1
万多亩，集中连片面积达 3336 亩，大大提
高了农民的收益。
□ 本报记者 张文奎 通讯员 汤文娟

周宁：

一地两用促增收 农闲地如此“生金”

闽东特色乡村振兴之路

本报讯（陈永远 毛显局 文/图）连日来，
福鼎养殖户正忙着将大黄鱼苗从育苗室投放
到渔排上（如图）。 今年福鼎培育大黄鱼苗
在 12 亿尾至 13 亿尾之间，预计在 3 月底投放
结束。

福鼎大黄鱼育苗量占全国 50%以上，也是
福建闽东地区最大的大黄鱼苗交易场。3 月 4
日，在沙埕港郑顺利育苗场内，1月份培育的鱼
苗已长至四五厘米，达到了下海养殖的标准。
一条条大黄鱼苗顺着海底人工搭建的软管，从
育苗室游至运输船上，随后被运往渔排，投放到
海上养殖。

随着鱼苗陆续下海，福鼎科技特派员也陆
续走访各养殖户，并就鱼苗科学投喂、水质调
控、鱼病防治及养殖技术等进行指导。

“今天水温还是比较低，差不多12度左右，
鱼苗活力相对会差一点。”福建省科技特派员、
福鼎市水产技术推广站站长王朝新说，投放鱼
苗时要注意流水，如果流水稍微大点，鱼苗容易
被渔网擦伤，因此渔排要做好挡流，让渔排里面
流水变小，让鱼苗能够更快地适应。下苗也要
尽量选择小潮水阶段。

从事新闻工作13年，他从一名新闻战
线的新兵成长为综合素质过硬、能力突出
的业务尖兵，他用手中的镜头传递社会正
能量，用鲜活的报道讲好宁德故事，他就
是宁德市广播电视台记者、全媒体工作室
召集人郑晓晖。一路走来，他初心未改、
热血犹存，采制的稿件主题导向把握准
确，报道角度形式新颖，创作作品先后 17
次获得省级以上新闻奖项。

“讲好闽东故事，是我不变的追求。”
作为一线记者，郑晓晖时常不分白天黑
夜，不畏艰险奔赴新闻一线。

宁德是台风多发地区，每每台风到
来，郑晓晖都奋战在“追风”第一线。2016
年，超强台风“莫兰蒂”袭击宁德，郑晓晖
与同事挺进受灾地区，在风雨交加中，报
道台风洪水灾情和干群抗灾自救情况，将
灾区的真实情况及时传播出去。2016年9
月15日，获悉古田县卓洋乡庄里村党支书
周炳耀在防抗台风中为保护村民生命财
产英勇牺牲，郑晓晖当天第一时间赶赴现
场，深入采访，全面报道了周炳耀同志的
感人事迹。

这样的采访经历，只是郑晓晖十几年
新闻从业生涯的一个场景。无论是在全
市重点项目攻坚等中心工作的宣传中，还
是在疫情防控、台风等灾害发生时，他总
能冲锋在前，出色完成采访任务。郑晓晖
还连续多年放弃第一时间回家团圆的机
会，奔走在采访一线。在“新春走基层”

中，记录城乡百姓的中国年，在山林田间，
见证乡村振兴的喜人成果，及时捕捉新

“亮点”，传递正能量，数次获评福建省“新
春走基层”活动先进个人。为了将节目制
作精美，郑晓晖更是常常“以台为家”，自
入职以来，他在本单位新闻发稿的数量、
质量每年均名列前茅。

“拍摄真实的镜头，采写真实的声音，
新闻报道才更鲜活。”这是郑晓晖作为记
者所坚持的信念。

在媒体融合发展突飞猛进的今天，
郑晓晖争当媒体融合的弄潮儿。他与时
俱进，在发掘特色题材的同时，积极结
合新媒体特色和优势，率先尝试新颖的
表现形式，尤其在重要时事活动报道
中，开创性实践“把工作站搬到现场”的
工作模式，不仅做到了对现场信息的快
速捕捉、对“首发”“先发”的精准把握，
还创作出一批“爆款”融媒作品，为宣传
造势。经过多年探索，郑晓晖创作的

《宁德新能源锂电池产品销售额全球第
一》《中华白海豚归来啦！》《丽美人生映
初心》等多个媒体融合作品，在省级以

上专业奖项评选中获奖。他还主动参与
《主播带你游》等精品短视频 IP 打造与
创新升级工作，创作的作品还获得 2022
乡村振兴优秀融媒体作品、2023 年“美
丽乡村我代言”乡村振兴大型公益活动
导演奖等全国性奖项。

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作为一
名党员记者，郑晓晖坚持在学习中成长，
在工作中积累，他始终保持高度新闻敏
感性和强烈的责任感，热爱党和人民的
新闻事业，积极践行党的群众路线，自觉
践行“四力”要求。从业以来，郑晓晖坚
持用自己手中的摄像机记录闽东的发展
成就，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栉风沐雨，
不曾后悔。

因为这份热爱与信仰，新闻也深情
拥抱着他。13 年来，他采写和创作的新
闻作品几乎每年都有获奖，其中，《霞浦

法院裁决国内首例对钓鱼岛海域行使司
法管辖权案件》获福建新闻奖一等奖；

《1008 亿元！青拓集团成我省首家年产
值超千亿元民营企业》《中华白海豚归
来啦！》获福建新闻奖二等奖；《宁德新
能源锂电池产品销售额全球第一》《下
党“新”事》获福建新闻奖三等奖……他
个人也获得 2016 年度福建省防抗台风
新闻舆论工作先进个人；2016 年度“宁
德向上向善好青年”；第四届宁德市文
化新闻体育艺术社科类市管优秀青年人
才等诸多荣誉。

“荣誉是肯定，也是鞭策。”从业13年，
他始终以“和为贵、诚为本、干为先”的精
神鞭策自己。“坚持往基层去，到现场，采
实情，用镜头见证闽东发展，讲好百姓心
中的闽东故事。”郑晓晖坚定地说。

□ 本报记者 陈祎凝

“收垃圾啦！谁家有湿垃
圾……”连日来，熟悉的吆喝声
在福鼎叠石乡库口村响起，一辆
蓝色垃圾车准时出现在村道上，
早已等候在家门口的村民们纷纷
提着垃圾桶走向垃圾车，并熟练
地将垃圾倒进车斗里。随后，村
民们的手中便多了一张湿垃圾收
集积分卡。

这是库口村推广运用乡村
治理积分制的一个生动场景。
2022 年，作为福鼎首批乡村治理
积分制管理试点村，库口村正式
开始实施乡村治理积分制，实行

“一月一审核、一季一公示、一年
一核算”的工作机制，每年开展
一次积分兑换活动，通过积分兑
换将积分变成各类生活用品，引
导村民积极参与志愿服务、人居
环境整治、美丽庭院建设等，充
分调动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
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进一步培
育文明新风，助力乡村振兴，建
设和美乡村。

积分如何获取？“积分采集方
法分为‘家庭积分’和‘家庭成员
个体积分’，参与人居环境整治、
移风易俗、邻里互帮互助、家庭和
睦等得积分，乱搭乱盖、乱扔垃
圾、大搞封建迷信等则要扣分，无
论是积分规则，还是兑换细则，都
结合村民想法与需求进行制定。”
库口村副主任倪吉丹说，希望用
积分量化村民的日常行为，让村
民有“镜”可照、有“尺”可量，最大
程度发挥积分制的积极作用。

“有了积分制以后，大家都逐渐养成了垃圾分类
的好习惯，村容村貌得到大幅提升，而且还能兑换一
些生活用品，真是一举多得。”作为累计积分最高的
家庭，去年村民薛棠生一家共积了 277 分。薛棠生
说：“今年我们家要继续努力，不仅要积极参与垃圾
分类，还要主动参与村里组织的各类志愿服务活动，
争取再拿第一。”

看似简单的积分制，不仅“兑”出了文明乡风，也
不断为乡村治理注入了新活力。自积分制在库口村
实施以来，村民由“站着看”转变为“跟着干”“自觉
干”，由原来的以村干部为主体的乡村治理逐渐转变
为以村民为主体的村民共治，稳步推动乡村环境得
到长效治理，乡风文明建设水平明显提高。

“小积分”兑出“大文明”。近年来，在福鼎市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福鼎市文明办的指导下，库口村
通过推广运行乡村治理积分制，持续提高村民参与
乡村发展的主观意识，不断凝聚乡村发展合力，让乡
村治理跑出“加速度”。从 2022年的53户常住村民
参与，扩大到去年的148户，“以行动换积分，以积分
化新风”的良好局面正在库口村逐步形成。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落实好乡村治理积分制
的推广工作，以‘小积分’撬动乡村治理‘大效能’，
不断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助推乡村振兴发展。”
倪吉丹说。 □ 温丽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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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鼎：大黄鱼苗入海 为丰收撒良种

最美新闻工作者郑晓晖：

用镜头讲好闽东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