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刘 洋

“青铜之都，地脉水香；八宝之

地，溢彩流光”“中华白姜，根扎江

南 ；传 世 上 品 ，名 扬 四 方 ”…… 近

日，记者在位于铜陵市郊区大通镇

金华村的佘家贡姜厂内的佘家贡

姜非遗馆看到，这里专门设有书法

院 ，展 出 关 于 白 姜 题 材 的 书 法 作

品，其中的一幅《铜陵白姜赋》书法

作品引人注目。

“白姜是铜陵‘八宝’之一，风味

独特，拥有厚重的历史文化。”佘家

贡姜厂负责人、铜陵白姜制作技艺

省级非遗传承人金如林告诉记者。

种姜、腌姜、吃姜，在铜陵有着

千百年的传承。在非遗馆内，一幅

流程图清晰明了地展示了佘家贡姜

的制作技艺。

“从起姜种、抹姜芽，到最终白

姜装瓶、封口、检验、贴标，我们生产

的白姜要经过 29 道工序才会面向

消费者。”金如林说，佘家贡姜品牌

最早可以追溯至明嘉靖年间，如今

已成为安徽省著名商标、安徽老字

号、安徽特色旅游商品。

今年 2 月，佘家贡姜厂的“佘家

贡”品牌成功入选“中华老字号”名

单，成为铜陵市首个“中华老字号”

品牌。

为 传 承 利 用 好 铜 陵 白 姜 这 一

独特的农业资源，近年来，铜陵市

制定了《地理标志产品铜陵白姜》

省级地方标准、《铜陵白姜栽培技

术规程》市级标准，出台了一系列

政策举措，加强对铜陵白姜产地、

种 质 资 源 、种 植 技 术 的 保 护 。 同

时，开发特色产品、弘扬白姜文化、

培育特色品牌，多渠道提升铜陵白

姜影响力、知名度，推动产业不断

发展壮大。如今，长三角区域以及

福建省都成为了铜陵白姜销售重

点区域。

“我们根据市场需求，尝试开发

出每克 6 元的正宗白姜粉，延伸出

了多种使用场景，推动白姜产品体

系不断丰富，让它更好地面向市场、

‘飞入’千家万户。”金如林告诉记

者，他们将在重传承、守匠心、做好

姜的同时，创新思维助力白姜塑形

象、拓市场，努力把铜陵这张农业名

片擦得更亮。

培育“老字号”打好白姜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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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溪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
郎自然资规告字[2024]2号

经郎溪县人民政府批准，郎溪县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决定公开出让 2023-63 号地块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宗地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见下表）

二、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
竞买，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凡在本县范围内逾期欠缴土地出让金的单位和

个人及法律等另有规定者不得参加竞买。

三、上述地块出让均设有底价，按照价高者
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出让地块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
见出让文件。

申请人获取土地出让文件、提交书面申请

和交纳竞买保证金时间为：2024 年 3 月 22 日-

2024 年 4月 10日 16时。

经审查，在 2024 年 4 月 10 日 17 时前确认

竞买资格。届时，该宗地取得竞买资格的申请

人超过 2 人（含 2 人）的，将公开拍卖该宗地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不足 2 人的，采取转为挂牌方

式进行。同时，竞买申请和交纳保证金时间顺

延至 2024 年 4 月 18 日 16 时。挂牌时间截止时，

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通

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五、拍卖的时间和地点
拍卖时间：2024 年 4月 11日 10时；

转 为 挂 牌 时 间 ：2024 年 4 月 11 日 11 时 -

2024 年 4月 22日 16时。

地点：郎溪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关于土地出让合同的签署及出让金

的缴纳。土地出让成交后，必须在 10 个工作

日内签订土地出让合同。签订合同时竞得人

必 须 交 足 成 交 价 的 20% 作 为 签 署 合 同 的 定

金 ；合 同 签 署 后 1 个 月 内 必 须 缴 纳 出 让 价 款

50%的 首 付 款 。 土 地 出 让 金 余 款 50%的 缴 纳

方式：合同签订时，受让人可选择合同签订之

日 起 4 个 月 内 缴 纳 全 部 土 地 出 让 价 款 ，不 支

付 利 息 ；或 选 择 在 成 交 之 日 起 1 年 内 分 期 缴

纳 的 ，受 让 人 在 支 付 第 二 期 及 以 后 各 期 国 有

建 设 用 地 使 用 权 出 让 价 款 时 ，按 照 支 付 第 一

期土地出让价款之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

款 利 率 ，向 出 让 人 支 付 利 息 。 受 让 人 不 能 按

时 支 付 国 有 建 设 用 地 使 用 权 出 让 价 款 的 ，自

滞纳之日起，每日按迟延支付款项的 1‰向出

让人缴纳违约金。

（二）关 于 新 建 人 防 工 程 。 根 据 宣 政 办

〔2023〕7 号 文 件 要 求 ，上 述 出 让 地 块 依 法 配

建 的 人 防 工 程 及 其 独 享 的 口 部 建 筑 ，建 设 单

位（个人）在竣工验收备案后，将人防工程无

偿 移 交 给 县 政 府 确 定 的 国 有 全 资 企 业 ，由 国

有 全 资 企 业 依 据 相 关 规 定 办 理 不 动 产 首 次

登记。

（三）竞得人承诺不得以股权转让方式转让

土地。

（四）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土地出让文件。

七、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联系地址：郎溪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建平

镇中港东路与亭子山路交汇处）

联系方式：张先生 0563-7022169

13966229260

开户单位：郎溪县数据资源管理局

开 户 银 行 ：徽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郎 溪

支行

账 号：2610501021000011118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宣城分行郎溪支行

账 号：184214785276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郎

溪县支行

账 号：12072001040011661

开户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郎溪县支行

账 号：934005010002720022

开户银行：安徽郎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账 号：20000244866666600000023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郎溪支行

账 号：34001756208053005297

郎溪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郎溪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4 年 3月 22日

编号

2023-63

土地位置

郎步街道党校北侧

面积（m2）

49276

出让方式

拍卖

土地
用途

住宅用地

容积
率

≤1.5

建筑
密度

≤26%

绿地率

≥30%

出让
年限

70

起始价
（万元）

13305

保证金
（万元）

5320

■ 本报记者 张玉芳

日前，宿州市埇桥区组织党政代表

团赴江苏省徐州市沛县、宿迁市沭阳县

两地学习考察，为埇桥区奋力追赶苏北、

冲刺千亿强区“求真经”、谋实路。记者

跟随前往，感悟到眼热之下的冷思考。

“奋力追赶苏北、在皖北全面振兴

中走在前”，去年底，在省委常委会宿州

现场办公会上，省委赋予了宿州新的使

命任务。该市埇桥区提出，对标宿迁市

沭 阳 县 。 两 地 虽 然 分 居 皖 北 、苏 北 两

地 ，但 在 地 理 位 置 、人 口 规 模 、资 源 禀

赋、产业基础等方面都高度相似。沭阳

县 1996 年设立，埇桥区是 1998 年，组建

时经济规模也大致相同。2023 年，沭阳

县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1411.7 亿元，埇桥

区是 765.1亿元，拉开了差距。

今年埇桥区“新春第一会”上，埇桥区

委、区政府提出，作为宿州市唯一的区，要

主动拉高标杆、找准参照，以五大行动为

抓手，在全市奋力追赶苏北的高质量发展

大局中提高首位度、争当排头兵。

“这次考察的主要目的就是开阔思

路 眼 界 、加 强 交 流 合 作 ，学 经 验 、找 差

距、补不足。”宿州市政协副主席、埇桥

区委书记彭飞告诉记者。

两天时间，从沛县到沭阳县，12 个

考察点……既有特色产业园区、高新技

术企业，也有科研创新平台、乡村振兴

项目，行程满满，收获多多。

纺织产业在沛县和沭阳县都是主

导产业之一。近年来，两地都在创新打

法 ，加 快 产 业 转 型 升 级 ，打 造 高 端 纺

织。沛县招引苏州一家科技公司，联合

本土 5 家龙头企业共同出资组建五誉兴

新材料集团，总投资 55 亿元，项目全部

投产后，年开票销售收入 40 亿元，税收

8000 万元；沭阳县依托头部企业桐昆集

团的带动，聚力打造全产业链体系，力

争 2025 年产值超千亿元，建成中国纺织

产业特色名城。

“纺织产业也是埇桥的传统主导产

业 ，现 在 朱 仙 庄 镇 仍 有 七 八 家 纺 织 企

业 。 但 是 一 对 比 ，能 感 受 到 巨 大 的 差

距。”埇桥区朱仙庄镇党委书记王钦元

告诉记者，埇桥不仅是纺织产业，在其

他的传统产业上都应该引入工业互联

网思维，通过数字赋能、科技赋能守好

传统阵地，让老树焕发新生机。

今年全国两会上，“新质生产力”成

为高频热词。考察过程中，处处都能感

受到新质生产力的强劲动能。

沛县发展壮大新能源、新型铝材两

大优势特色产业，转型升级煤焦电、冶

金铸造、纺纱纺织三大优势传统产业，

构建出结构合理、层次高端的“2+3”优

势产业。2023 年，沛县新能源产业产值

同比增长 86%，新型铝材产业突破 100

亿元，“2+3”优势产业产值占全县比重

近 80%。

对老的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激发新

活 力 ；在 中 间 布 局 相 对 成 熟 的 光 伏 产

业，铸造新的增长极；在前端布局氢动

力等未来产业，抢占新风口。考察团成

员们纷纷表示，沛县和沭阳县这种全方

位、广维度的产业布局值得借鉴。

一路走来，参观的企业体量之大更

令考察团感到震撼。

“年产值几十亿元、上百亿元的大

项目比比皆是。相比之下，埇桥就缺少

这种辐射带动能力强的，能够引领全产

业链发展的大企业。”埇桥区经信局局

长纪丰收说。

“沛县、沭阳两地优良的营商环境、

踏实干事的工作作风，令我印象深刻。

符离镇将尽心竭力优化营商环境，提振

干部的精气神，加快镇区规划和建设步

伐，充分展现‘皖北重镇’的担当。”符离

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马世明说。

宿徐产业发展促进中心党工委书记、

主任许从龙则对宿徐合作的空间充满期

待：“加速宿徐现代产业园区埇桥园融入

徐州世界级装备制造产业中心，今年力争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到15%以上。”

“ 我 们 将 充 分 发 挥 毗 邻 徐 州 的 优

势，进一步提升承接产业转移能力，一

方面招大引强，提升产业能级，一方面

积极支持培育中小企业从小做大，由弱

变强。既推动形成大企业‘顶天立地’

的崭新气象，也形成中小企业‘铺天盖

地’的良好局面。”许从龙告诉记者。

日前，宿州市埇桥区赴苏北学习考察，为奋力追赶苏北“求真经”、谋实路——

向苏北学什么？
■ 本报记者 张敬波

本报通讯员 曾雪晴

3 月 20 日，在广德市卢村乡笄

山竹海风景区，2024 年“卢村好味

道 ”年 度 农 家 乐 榜 单 争 夺 赛 火 热

举行。

“这个周末带家人来尝一尝。”

“笄山贡笋锅好好吃呀！”直播间内，

数千名观众表示要来现场尝尝特色

美食。

此次“卢村好味道 ”争夺赛以

美食为媒，宣传、推介康养饮食文

化，呈现丰富多彩的康养资源，聚

人气、引财气，助力文旅产业融合

发展。

在现场烹饪区，大厨们亮出各

自绝活，拿出精湛的刀工、明火旺炒

的颠勺技术，从控火候、翻炒到出

锅、摆盘，每个步骤游刃有余。鸡、

鸭、鱼等普通食材，加上当地名特产

笄山笋，经过妙手烹调，呈现出冬笋

炖腊肉锅、卢湖有机鱼头汤、鸡汤过

桥云吞等香飘四溢的特色美食。经

专家评委和大众评委甄选品鉴，最

终评选出 2024 年“卢村好味道”年

度农家乐乡域特色菜榜单和店域特

菜榜单。

此次指定参赛作品之一的“笄

山笋”，壳薄、肉嫩、味甜，获国家地

理标志商标认证，被誉为“广德四

绝”之一。

活动现场设置了卢村乡非遗展

区，高庙米酒、建平竹篮、五伍宝山

绿茶、金氏手工竹扇等非遗文化发

展成果汇聚在一起，从不同角度展

现本土非遗文化。

据介绍 ，卢村乡现有民宿、农

家 乐 114 家 ，通 过“ 餐 带 游 ”“ 餐 带

住”“餐带购”“餐带娱”等方式，当

地美食影响力不断扩大，美食与文

旅产业的融合发展持续推进，2023

年全年接待游客超 75 万人次，实现

旅游综合收入达 9000 万元，旅游服

务业已成为拉动该乡经济增长的

重要引擎。

“我们将依托丰富的文旅自然

资源，以卢湖竹海国家级旅游度假

区创建为目标，重点推进长三角（广

德）康养基地建设，全力打造‘竹乡

画廊’示范工程和民宿小镇，推动全

域文化旅游活力四射。”卢村乡党委

书记石家敏说。

美食串起竹海旅游“一条龙”

樱花烂漫

▲ 3 月 19 日，巢湖市苏湾镇寨山村樱花园，游客在赏花。近日，巢湖市苏

湾镇寨山村樱花园 200 多亩樱花绽放，灿若云霞，成为春日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前来踏春赏樱的游客络绎不绝。 本报通讯员 马丰成 摄

▶ 3 月 19 日，芜湖市湾沚区江南（芜湖）樱花园，樱花绽放，春意盎然，众

多市民、游人前来赏花踏春，沐浴美好春光。

本报通讯员 邢朝明 摄

本报讯（记者 罗晓宇）记者从省

红十字会了解到，3 月 21 日上午，来自

安徽理工大学的许梓强同学捐献二次

淋巴细胞，成为我省第 600 例造血干

细胞捐献者。2023 年 3 月 3 日，他曾为

同一患者捐献过造血干细胞。

据介绍，这是自 2023 年 4 月 28 日

我省造血干细胞捐献数达 500 例，历

经 11 个月后，我省造血干细胞捐献数

达到 600 例，这标志着我省造血干细

胞事业踏上一个新的征程。

从 2007 年 第 1 例 捐 献 志 愿 者 赵

金 霞 ，到 如 今 第 600 例 捐 献 者 许 梓

强。17 年间，587 名“热血英雄”先后

挽起衣袖义无反顾捐献造血干细胞，

还有随时等待伸出手臂、拯救生命的

6.9 万 名 入 库 志 愿 者 。 他 们 赠 予 希

望，让生命的种子“髓”缘遇见另一个

生命，让一颗颗即将熄灭的生命火种

再次被点燃。

“17 年间，600 次‘生命与生命’的

‘相遇’见证了安徽造血干细胞事业

的高质量发展。”省红十字会相关负

责人表示，近年来，省红十字会坚持

精品建库方向不动摇，积极推动造血

干细胞捐献流程服务关怀升级，让造

血干细胞捐献数字增长背后实现“硬

支 撑 ”，为 传 递 生 命 希 望 点 燃“ 主 引

擎”，跑出了造血干细胞捐献的“安徽

速度”。

我省造血干细胞捐献达600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