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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

闽 东 特 色 乡 村 振 兴 之 路闽 东 特 色 乡 村 振 兴 之 路

受委托，我司定于2024年3月25日15时在
宁德市蕉城区宁川路东兴花苑 1 号楼 B 梯 302
室拍卖厅公开拍卖：宁德市蕉城区蕉城南路 92
号城南总部经济大厦十层面积 680.33㎡办公用
房伍年期租赁权（保证金 10 万元）；咨询、看样、
报名、保证金截至2024年3月22日17时。联系
方式：宁德市蕉城区宁川路东兴花苑1号楼B梯
302室，黄莉萍：13860535802。

福州市中卓拍卖有限公司
2024年3月18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兹定于2024年4月8日15时在寿宁
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开拍卖:1.堆放于寿宁县
武曲镇象岩村上方公路旁、斜滩镇元潭村西溪河
道滩地、布罗林隧道口及交溪亭公路旁砂石料共
计约52131.08立方米；2.寿宁县南阳镇官洋至含
溪段公路改造工程建设项目剩余砂石共计约
5707.10立方米。看样、报名、保证金缴纳时间截
至 4 月 7 日 16 时，有意竞买者请与我司联系，联
系方式：蕉城南路 40 号锦绣名苑 1 幢 19 层，
18950510987（陈先生）。

福建鸿远拍卖有限公司
2024年3月18日

拍卖公告

本报讯（记者 朱灵塬 通讯员 王婷
婷）3月17日，第十三届福鼎白茶开茶节
暨第二届中国白茶交易大会新闻发布会
在福鼎召开，提前揭秘本届开茶节热点、
亮点，并向社会各界汇报活动具体筹备
情况。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本届开茶节
将于 3 月 17 日至 31 日举行，以“龙年福
鼎·茶和天下”为主题，创新开展融茶文
化、茶产业、茶科技和体育、美食、旅游为
一体的系列活动，设开幕式、中国白茶交
易嘉年华、首届中国茶业百强县域篮球
公开赛（茶BA）、第十三届开茶节全城联
动活动、福鼎白茶品牌建设高峰论坛、胡
润榜单发布系列活动、福鼎茶旅首发仪
式暨“山海仙境·心享福鼎”茶旅活动、甲

辰年中国白茶始祖·太姥祭典、民俗踩街
活动、《春天之约》惠民音乐会等活动，展
现地方特色文化，展示福鼎市民喜悦收
获、以茶会友、热情好客、诚信文明和福
鼎茶产业高质量健康发展的良好风貌，
全力打造世界级白茶主题滨海旅游中心
城市。目前，开茶节各项筹备工作已基
本就绪。

发布会现场，还举行了第十三届福
鼎白茶开茶节全城联动活动启动仪式，
现场推介全城联动活动，同时授予开茶
节特聘主播团聘书、开茶节指定茶馆主
理人“开茶节民间推介官”称号，授予
20 家茶园“福鼎白茶最美茶园”称号，
授予 22 家茶空间“福鼎白茶最美茶空
间”称号。

福鼎是全国十大产茶县（市）和中国
白茶之乡、世界白茶发源地。近年来，福
鼎市着力实施“三茶统筹”提升计划，推
动“五化”共进，积极推进国际与国内交
流合作，推动福鼎白茶品牌保护和产业
发展创新。2023 年，福鼎茶园可采摘面
积约 30.5 万亩，实现茶叶总产量 3.2 万
吨，全市茶产业综合产值达150.13亿元，
比增8%，有效带动38万涉茶人员增收致
富。“福鼎白茶”以 60.7 亿元的品牌价值
连续 14 年进入“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
价值十强”。

一叶兴一业，一品富一方。近年来，
福鼎白茶产业发展有效带动了全国16个
省数十个县白茶产业发展，乃至世界其
他产茶国也开始制作、销售白茶，白茶产

业规模不断扩大，白茶也从原来的小众
茶类一跃成为当前备受广大消费者青睐
的代表性茶类，呈现出“福鼎白茶，引领
时尚”的新态势。

“福鼎白茶一直是中国白茶产业的
领军者。特别是近年来，在福建省委省
政府、宁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帮助下，在
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福鼎市委市政
府引领福鼎白茶产业，坚持‘三茶’统筹，
充分发挥中国白茶核心产区的应有作
用，为中国白茶产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相信福鼎白茶开茶节及白茶交易大会将
以鲜明的特色、创新的思维、务实的举
措、卓著的成效，成为全国茶事活动中的
一道亮眼的风景。”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副
会长梅宇表示。

3月17日，“南岩探索与实践”座谈会
在福安市潭头镇南岩村召开，来自全省各
地的专家学者、基层工作者、媒体记者齐
聚一堂，共同探讨、梳理乡村振兴的“南岩
探索”。

说起南岩，曾是老龄、空心、破败、边
缘的“难言”。近年来，乘着乡村振兴的

“东风”，通过乡贤理事会反哺桑梓，将“闽
东明清历史建筑博物馆”的南岩打造成集
研学、文创、文旅等为一体的“网红村”。

打着雨伞，徜徉在春雨浸润的南岩
村，远处青山环抱，近处林竹摇曳，古朴
而又宁静。一座座青砖黛瓦、飞檐斗拱
的古建筑出现在眼前，42 座形态各异的
明清建筑，错落有致地分布在村子四
周。村子里，文创民宿、书院、咖啡屋、手
工皂坊精致“摆放”，不时有游人驻足流
连、打卡拍照。

从“难言”到“网红”的转变，关键在
人。记者了解到，南岩村从美丽乡村建
设、传统村落保护到乡村振兴的 10 多年
来，乡贤理事会始终在发挥“参谋团”的作
用，村党支部将解决“人”的问题摆在各项
工作的首要位置，将每一项决策和建设的
起点都是通过调动每一个人的积极性来
汇集集体智慧、凝聚全村共识。

乡贤依托熟知各项支农惠农政策的
优势，不断为村集体争取项目资金。同
时，配合村党支部组织发动群众从自身能
做环境整治这件小事入手，把近期工作与
长远目标统筹考虑，一件接着一件做，循
序渐进，久久为功。

“2014 年，我们仅用 92 万元的美丽乡

村补助资金，引领村民投工投劳和集资，
组织村民清理外运和分类处理垃圾 200
多吨，清污肥田 200 多吨，拆除旱厕 63
座、猪圈鸡棚 27 处、临时搭建简易建筑
11 座；乡贤捐赠、群众自筹资金 200 多万
元，开展房前屋后整治、户厕改造、公厕
建设，布设污水管网，雨污分离，建设化
粪池，建设步道和田间绿道。”潭头镇镇
长万里翔介绍。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基础。南岩村乡
贤理事会自觉充当“红娘”角色，努力发挥

“姻缘牵线”作用，引回人才、引入资金、引
来资源，促进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研
学、文创、旅游新产业。

为调动村民的积极性，“全员经济合
作社”的概念应运而生。合作社的成立，
让每个村民都成了南岩村的主人，南岩
村资格村民每人 200 元平等入股，这人人
参与的“主人翁”感，点燃了南岩村的创
业热情。

闲置已久的古民居摇身一变成了咖
啡屋、轻食空间、台货店，村口长廊打造成
了露天卡拉 OK，利用林下空间建造瑜伽
训练棚，利用学校旧校舍改建成民宿客
栈。台湾文创人才陈柏菁更是留驻南岩，
创立福人号召文创社，用创意盘活闲置建
筑、古民居，注入文旅新业态。

文化赋能，文旅兴村。通过乡贤的
搭桥引线，争取到阳光学院、宁德职业
技术学院、福建省和宁德市两级陶行知
研究会等智力支持，依托闽东二三革命
时期安福县上中区苏维埃政府旧址和闽
东红军反“围剿”战斗遗址的红色遗迹、

“闽东明清历史建筑博物馆”的古民居
建筑遗存、王氏私塾和书院的重教支教
耕读遗风，以及良好的生态本底，在福
安市率先发展中小学研学产业，每年平
均举办研学活动 20 多期，接待大中小学
师生 5000 人次以上，成为宁德、福安两
级中小学生劳动实践教育和红领巾校外
体验基地。

南岩先后还成为厦门大学、东华大
学、福建理工大学等全国15所高校现场教
学实践基地，宁德、福安两级年轻干部“四
下基层”实践基地，福建省乡村振兴研究
会调研基地，中国油画创作研究院创作基
地，中国写生协会写生基地，上海星光摄
影协会摄影基地等。通过乡贤的支持，开
设了“南岩讲堂”，邀请一批全国各地专
家、学者开展线下农业技术、建筑设计、文
旅开发等现场教学研究，服务福安乃至全
省各地的乡村振兴实践。

引智策划，激活乡土文化基因。南
岩村充分利用高海拔田园风光、自然生
态景观以及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元
素，发挥创意思维，实现旅游、文化和生
态的深度融合发展；配套吃住娱购等旅
游服务，举办原创音乐节、“九月九”登
高、跨年夜等各类乡村文旅活动，打造了
集农耕体验、田园观光、文体娱乐为一体
的乡村文旅产业。

随着乡村旅游的兴起，人流客流的

增加和消费需求，住宿、餐饮、休闲、娱
乐、健身、教育等服务设施也逐渐发展起
来。3 年多来，30 多位在外村民和乡贤返
乡投资 1000 多万元，兴办了多家特色农
乐家和民宿。目前，南岩村占地面积
95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26000 平方米的
25 栋新时代农村社区样板房项目已经完
成总体工程；总投资 1300 多万元的劳动
实践综合楼项目已经完成“三通一平”。
此外，闽王文化展示馆、香草研发楼等乡
建乡创项目也逐步展开建设，发展设施
将日臻走向完善。

一度沉寂的古村慢慢苏醒过来，并催
生了新个体经济，如微电影、短视频、抖
音、一村一播培训、影视留念制作等，将南
岩形象带出大山，将南岩产品推广到全国
各地。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019 年的
19300 元到 2022 年的 27600 元，年均增长
10%以上；村集体收入从 2019 年的 3.2 万
元到2022年的101.5万元。该村入选第三
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获得“全国人居
环境整治示范村”“福建省美丽乡村典型
示范村”“高级版绿盈村庄”“金牌旅游村”

“乡村治理示范村”等称号。如今的南岩
村正描绘“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图景，一
幅宜居、宜业、宜游的新农村画卷正徐徐
展开。

□ 本报记者 兰强 张文奎

乡贤反哺助推乡村振兴的“南岩探索”
本报讯（李文君）“这份是《行政处罚信用修复

提醒告知书》，您可以根据信用修复相关政策，申请
信用修复。”“好的，我已知晓，这对我们企业来说太
重要了。”这段对话发生在古田县市场监管局执法人
员和企业主之间。

近日，古田县一家企业因使用已注销的厂商识
别代码和相应的商品条码被处罚。古田县市场监
管局执法人员在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同时，
向相对人发出了古田县首张《行政处罚信用修复提
醒告知书》，实行“两书同送”机制，主动对接服务
企业信用修复工作。

什么是“两书同送”机制？今年年初，古田县市
场监管局出台《企业行政处罚信用修复主动告知书
送达工作方案（试行）》，并召开“两书同送”工作促
进会，实行“两书同送”机制。“一处罚一告知”，即
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同时，送达《企业行政处
罚信用修复提醒告知书》。具体包括：信用监管服
务前移、实施精准告知指导、加大信用修复宣传、
主动开展修复服务等。该做法是古田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在探索企业行政处罚信息公示信用修复工
作中的创新举措，着力打造包容审慎和宽松有度的
信用监管机制。

“监管＋服务”并举，让执法有力度更有温度。
古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执行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发现
市场主体经营存在的违法违规问题时，有针对性给
予行政指导；在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同时，发放
行政处罚事项温馨提示。实行柔性关怀，进一步将
执法监管温度体现在具体的经营指导上，引导企业
纠正不规范行为，督促市场主体合规经营，提升市场
主体法律意识。

该举措也能帮助企业尽量避免因失信公示对企
业在政府采购、招投标、市场合作等方面产生不良影
响。主动告知企业行政处罚信息公示的最短公示
期、信用修复的条件、时限和流程，及时帮助企业重
塑信用，推进监管力度与服务温度相统一，给予企业
实质帮助，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朱灵塬 通讯员 王婷
婷 文/图）3 月 17 日晚，由中国茶叶流通
协会、福建省体育局、宁德市人民政府主
办，福建省篮球协会、福建省篮排球运动
管理中心、宁德市体育局、福鼎市人民政
府承办，宁德市篮球协会协办的首届中
国茶业百强县域篮球公开赛（茶 BA）在
福鼎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开幕。

作为国内首个以茶产业县为参赛对
象的大型篮球赛事，本届“茶BA”也是第
十三届福鼎白茶开茶节的重要活动内
容，共吸引来自全国产茶县域25支球队
参与冠军角逐。

据悉，本次赛事将呈现“白茶+体
育”“文旅+体育”“全民+体育”“音乐+
体育”“品牌+体育”等五大特色。此次
赛事充分植入了中国茶文化的深厚内
涵，做到“以赛为媒、以茶会友”，让群
众与球员一道成为“茶 BA”主角，实现
茶与体育的跨界组合。活动期间将开
展文旅推介、特色美食、“茶 BA”冠军
之夜音乐会、白茶音乐节等活动，打造
沉浸式观赛体验，丰富“+体育”新业
态，孵化更多具有中国茶文化特色的
公共品牌赛事活动，实现文体旅高质
量融合发展。

图为开幕式运动员、裁判员入场仪式

福鼎白茶开茶节将于3月17日至31日举行

首届中国茶业百强县域篮球公开赛（茶BA）在福鼎开幕

本报讯（记者 陈祎凝 通讯员 谢坚同 林雯茜）
“不到半个小时，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都变更
好了。”3月12日，在蕉城区政务服务中心商事登记
综合窗口，蕉城区蕉北刘兴盛小吃店经营者刘先生
高兴地说。这是全市首张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变更

“证照联办”的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不仅让
刘先生办事省心省力，还保留了原店名称，使“老店”
得到了延续。

据了解，以往办理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变更业务，
需要“先注销、后成立”“先办照、后办证”，手续繁琐，
办理时间长。

3 月 11 日，蕉城区政务服务中心商事登记窗口
根据《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在全市率先开展“证照快办”全环节“证照联
办”改革试点，整合简化部分证照办理流程，实现
营业执照与食品经营许可变更手续由原先“先注
销，再设立”转变为并联办理，同时，逐一明确“证
照快办”事项的设定依据、申请条件、申请材料、办
理流程等，对经营条件未发生变化的场所，省略现
场核查环节。此次改革将有助于个体工商户打造

“老店”招牌，能保持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字
号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都不变，同时办事跑动次数
由原来至少 3 次减少到至多跑 1 次，办理时间由 5
个工作日减少至当场办理并领取，办事成本实现

“轻量化”。
改革实施以来，蕉城区政务服务中心通过线

上线下渠道积极开展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变更“证
照联办”政策宣传解读，让更多个体工商户知晓政
策、用好政策。“在落实《条例》要求的同时，我们
将落实整合‘证照快办’事项的办理流程、办理时
限、办理机构等细化事项，制作一张材料清单，方
便群众随时查阅，让个体户最大限度享受改革红
利。”蕉城区政务服务中心商事登记综合窗口负责
人表示。

蕉城区完成全市首例个体
工商户经营者变更证照联办

古田：

“两书同送”工作机制
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