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备注：1、该地块产权要求整体自持，不可分割销售、不可

分割转让。2.绿色建筑要求：该项目按《绿色建筑设计标准》

（DB33/1092-2021）一星级设计标准进行建设；根据《瑞安市

绿色建筑专项规划》相关规定，装配式建筑按住宅建筑面积的

50%执行；太阳能光伏配置按《关于加快推进新建建筑太阳能

光伏系统建设应用工作的通知》（温住建发[2022]43 号）执行。

3.其它具体各项规划指标和要求详见瑞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规划条件》（瑞规条字〔2022〕98号）。

二、参加竞买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

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

外），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联合申请的应当

签订联合竞买协议书。

竞得人为自然人或竞得人的企业登记注册地不在瑞安

的，须在成交后 6 个月内，在瑞安市内登记成立由竞得人全额

经瑞安市人民政府批准，瑞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瑞安市滨海三单元（0577-RA-BH-13）05-30 号

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瑞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受瑞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组织公开出让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出资的独立法人新公司（如联合竞买的，新公司的出

资比例构成与竞得人在申请书中约定的出资比例构

成必须一致），并进行税务和统计登记，接受本市有关

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与管理；独立法人新公司需符合

法律法规规定，具有相应开发资格。出让人可以根据

公开出让结果，先与竞得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在竞得人办理新公司登记注册手续后，

再与新公司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变更

协议》，由新公司申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竞

得人对新公司履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变

更协议》项下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三、本宗地拟以挂牌方式出让，不设保留底价，按

照地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竞得入选人通过资

格审核后，即为本地块的竞得人，签订《成交确认书》。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

牌出让须知，可登录浙江省土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

浏览或下载。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在浙江省

土 地 使 用 权 网 上 交 易 系 统（https://td.zjgtjy.cn/

view/trade/index）进行。申请人须按照挂牌须知要

求提前办妥数字证书，符合竞买要求，并按要求足额

交纳竞买保证金，方可参加网上挂牌出让活动。

六、本次挂牌报名时间：2023 年 3 月 14 日 9 时至

2023年3月22日16时。

七、本次挂牌时间：2023 年 3 月 14 日 9 时至 2023

年3月24日9时10分。

八、本次挂牌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2023 年

3月22日16时。

九、挂牌申请人应详尽了解本次出让地块现状，

提交挂牌申请视同对本次出让地块的现状无异议并

全面接受。

十、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1.本次挂牌不设出让底价。

2.根据《浙江省地质灾害防治条例》的规定，竞得

人承担地质灾害防治义务。项目如需要单独进行地

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的，竞得人应委托具有灾评资质的

单位进行建设项目灾评，并应自觉落实地质灾害防治

措施。

十一、联系方式
现场咨询：瑞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土地产权交

易科（瑞安市滨江大道满庭芳大楼三楼）、瑞安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审批科（瑞安市安阳街道文庄路 777 号

市审批服务中心H区资规309办公室）

联 系 电 话 ：0577-65879516（交 易 中 心），

0577-65827295（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咨询时间：工作日上午8:30-11:30

下午2:00-5:00

瑞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瑞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3年2月22日

瑞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瑞土告字〔2023〕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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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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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横河以南，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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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高度

≤2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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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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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菜饭飘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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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 州 有 句 俚 语 叫 做“ 嬉 嬉 吃 吃 眙 眙

戏”。正月里，走亲访友、吃吃喝喝习以为

常，这样的慢节奏充盈着我们的生活，新春

的日子过得充实而有趣。

温州话“嬉嬉”就是“玩”的意思，在很多

温州俚语中都带有“嬉”字，既体现当地人对

自由自在、快乐休闲生活的向往，又告诫人

们“业荒于嬉”的道理，如“嬉嬉当将息，睏睏

当补食”“越嬉越懒，越吃越口淡”等。

在往年的春日里，我喜欢和朋友相约去

登山，寓意新的一年更上一层楼、生活步步

高。圣井山、白岩山等景点风景优美，是登

高望远的绝佳去处。尤其是圣井山，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据《瑞安市地名志》记载：

“圣井山石殿，坐落于马屿镇圣井山，在海拔

748.6 米的圣井山之颠，坐西朝东偏北。始

建于南宋景定元年（1260），是浙南时代最

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全石构建筑群，

现存建筑群为明代万历至清光绪年间的建

筑，占地 410 平方米，建筑面积 229 平方米

⋯⋯石殿神座前正中有一口泉眼井，终年不

溢不涸，水位不变，泉水清洌甘甜，故誉为

‘圣井’”。待到仲春时节，圣井山那漫山遍

野的映山红次第开放，争奇斗艳，令人流连

忘返。南宋诗人陈则翁曾有诗云：“白云护

危壁，遥隔世人家。野径不多竹，幽兰自作

花。”

今年初春，我却选择了去郊外散心，欣

赏一下家门口的风景。江南多小桥流水，环

境清幽，清澈灵动的塘河水，倒映着一片红

砖黛瓦，极具水乡风情。我驱车来到了位于

瑞平交界处孙桥社区的栏杆桥，据《瑞安市

志》（2003 版）记载：“栏杆桥，位于飞云镇

（现为飞云街道）孙桥村，建于南宋绍兴十六

年（1146），南北相向跨架，为五孔梁式石

桥，跨度 22.20 米；中孔跨度 4.55 米，南首 2

孔 4.35 米和 4.20 米，北首 2 孔 4.55 米和 4.20

米。桥面宽 3.10 米。原有石栏杆，现栏杆仅

剩留望柱 1 根，高 0.82 米，青石制作，该桥保

持南宋原建风格，是研究浙南水乡古代桥梁

建筑史的重要实物。”漫步在古石桥上，抚摸

着粗糙的栏杆，仿佛感受到厚重的宋韵文化

气息⋯⋯

温州人对“吃”尤为讲究，俗话说“吃饭

大似官”，又有“吃糕儿也着灡配”“鏖糟吃鏖

糟大，了滞吃变猴头”等有趣的俗语。说起

春节期间的时令美食，无外乎年糕和汤圆

等。先说年糕，年糕是我们传统春节食品，

因为“糕”与高谐音，年糕便成了“年年高”的

象征。通常年糕分为两种，一种为不加任何

调料的原味白色年糕，可以浸水贮藏；另一

种是加红糖及桂花等调料的称之“糖糕”。

过去打年糕，往往是放在石臼里捣，叫做“捣

年糕”，捣年糕可是个“苦力活”，一根捣杵少

说也有三十多斤重。再说汤圆，吃汤圆也叫

吃元宵，源于北宋时出现的“煮糯为丸、糖为

臛”的年俗，有着“团团圆圆”的寓意。如果

你吃腻了正月里的油腻食品，不妨去忠义街

逛逛，尝尝新鲜的瑞安风味，如甜而不腻的

藕粉、松脆可口的炒米、香喷喷的炊糕等，但

我最爱的还是李大同的糕点和老艺人现场

制作的糖金樱（杏），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

穷。

如果说“吃吃”属于物质文化需求，那

么，“眙眙戏”就是精神文化追求了，“眙眙

戏”就是看戏。正月里去城里邂逅一场南

戏，也是人生乐事。今年元宵，我约上朋友

一家去忠义街闲逛，刚好赶上南戏馆上演

经典剧目《白兔记》，剧情讲述五代时期刘

知远从一个藉藉无名的流浪汉逆袭成为后

汉开国皇帝，以及他与李三娘之间悲欢离

合的爱情故事，其中咬脐郎井边认母的情

节令戏迷们动容落泪，年轻演员吕佳容的

精彩演绎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回想往年春

日，我曾陪母亲去南戏馆看戏，她最喜欢越

剧《五女拜寿》，剧中“忠与孝”主题引起了

我的强烈共鸣，母亲还与我分享了“贪富欺

贫”“智斗严嵩”“不离不弃”等故事桥段，使

我在耳濡目染中领悟了传统曲艺的独特魅

力。

农历二月二，传说是龙抬头的日

子，是民间“敬龙祈雨”的传统节日。为

了讨一个“好兆头”，各地都有吃“龙食”

的习惯，吃饺子，寓意“咬龙耳”；吃龙须

面，寓意“扶龙须”；吃春饼，寓意“吃龙

鳞”。各式各样的美食，寄托了人们对

吉祥如意的期望。对我来说，这是一个

吃芥菜饭的好日子。

在我的家乡瑞安，二月二这一天，家

家都要吃芥菜饭。爷爷是制作芥菜饭的

好手，少年时，我吃的每一碗芥菜饭，都是

爷爷亲手烧的。二月二那天，爷爷在清晨

时分起床，为的就是上山采摘最新鲜的芥

菜。种芥菜的田，绿汪汪一片，甚是亮

眼。左手拢住芥菜叶，右手持铲子朝芥菜

根部挖去，一株芥菜便从土里出来了，肥

厚的绿叶上还带着清晨时分的露珠。农

历二月的芥菜呀，经历了寒冬的洗礼，根

部贮存了大量的养分，最为鲜嫩。

主食材有了，次食材当然也少不

了。烧芥菜饭可用糯米，也可用大米。

以糯米为例，买来新鲜的糯米，在水里

至少泡上两小时，沥干后再放蒸屉上蒸

熟，熟透的糯米晶莹剔透，粒粒饱满。

倒出煮熟的糯米备用，随后，清洗芥菜，

去根，分叶，切丁。芥菜丁配上肉丝、香

菇丝、胡萝卜丁，一起装进瓷碗里。

食材都准备好了，只欠爷爷这阵

“东风”了。只见他将五花肉切块，倒进

热好的铁锅里，听得“呲呲”的声音，锅

底冒起一股烟，猪油的香气直往外冒。

爷爷掌勺，依次放入香菇丝、肉丝、胡萝

卜丁，加入煮熟的糯米和其他调料，不

停地翻炒。油脂浸过满锅食材，盖上锅

盖，闷着，等上几分钟。还未出锅，已是

满屋飘香。我和堂弟眼巴巴望着，希望

马上吃上热气腾腾的芥菜饭。

芥菜饭出锅了，最后再撒上一把虾

皮。翠绿的菜叶点缀在雪白的糯米上，

色泽诱人，喷香扑鼻，让人食欲大发。

舀一勺送入嘴中，只觉得芥菜鲜嫩可

口，糯米充满嚼劲，那滋味真是妙不可

言。一大家人围着圆桌谈论生活，谈笑

间，不知不觉将芥菜饭吃得精光，碗底

亮堂堂的，不剩一粒米。

爷爷总说，吃了芥菜饭，能让眼睛变

得明亮。这说法有史可依。《瑞安县志》

记载，“取芥菜煮饭食之，云能明目，盖取

清精之义”。相传古时候，乡里有个美丽

善良的姑娘，聪明又勤劳，可惜她的眼睛

看不见。某年二月初二，芥菜满山野，乡

里的阿伯采了一篮子芥菜放到姑娘家门

口。姑娘把切成末的芥菜拌到米饭中，

吃完之后，突然感觉眼前一亮，她的眼睛

居然看清了世间万物。从此乡间便有了

二月二吃芥菜饭的习俗。虽然这则民间

传说带有浓浓的神话色彩，但是背后有

一定的科学依据，芥菜富含胡萝卜素，确

实具有明目的作用。

直到离开家乡，去外地求学，我才发

现二月二吃芥菜饭是温州地区特有的习

俗。在外的每一年，我寻遍大街小巷，怎

么也找不到有卖芥菜饭的小餐馆。曾经

尝试自己烧了一碗芥菜饭，虽然远比不

上爷爷的好手艺，但总算是解解馋了。

芥菜饭，在爷爷手里生香。那一碗

碗飘香的芥菜饭，成了时间的针线，勾

起了我的莼鲈之思，串起了故乡里的岁

岁年年。

去瑞安体育馆游泳回来，路过瑞安

人民医院门口，蓦地，一担垫箩（箩筐）

映入了我眼帘，尤其是垫箩上一团绿油

油的东西。我止住了脚步，定神一看：

那不是久违了的海苔吗？

儿时大街上总有小贩挑着担，沿街

叫着：卖苔，苔要不？垫箩的盖翻过来，

放着卖的海苔，怕小孩子乱翻，底下才

是满满的海苔。有人买，两分钱给扯一

把，五分钱给扯一大把。今天垫箩依

旧，只是物是人非，我已经不是过去那

个什么零食都能往嘴里塞的人了。我

犹豫了一下说这几年都不买直接入口

的东西了。那人说，你买了炒年糕呀！

“哎呀，你是宁波人！”我脱口而出。他

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海苔炒年糕是宁

波特色，我吃过一次多年不忘。他问

我，你哪儿人，我说我就是瑞安本地人，

他却不信，我才想起来我的普通话已有

北方味了。

这个卖海苔的宁波人，让我有他乡

遇故知的感觉，源于我曾在宁波吃过一

次海苔炒年糕。那次独自从北京到宁波

出差，住在月湖附近宾馆。在北京多年

不忘温州海鲜的我，离开宁波前的最后

一顿午饭，必须是海鲜。我向宾馆前台

打听，他们推荐了附近一家石浦海鲜，我

步行前往。点了几道海鲜后，菜单上的

海苔炒年糕唤醒了我儿时的味蕾。明知

独自难饕餮，还是义无反顾地加了一个

海苔炒年糕。那一盘海苔炒年糕一上

来，已经全然诠释了什么叫翡翠白玉

盘。绿油油的海苔，白糯糯的年糕，白绿

相间，一清二白。夹一片裹着海苔的年

糕片放在嘴里，齿颊留香。一个人点菜，

眼大肚子小。那一大盘年糕，也只略动

了几筷子。我犹豫再三没舍得扔，就随

身带上了飞机，这盘海苔炒年糕跟随我

回到了北京。第二天在微波炉里一转，

海苔香味飘出，暗自庆幸把海的味道带

回了北京。打那以后却再也没有见到过

海苔，更别提海苔炒年糕了。直到今天

遇见卖海苔的宁波人，买了一点海苔。

回程途经忠义街，见有卖湖岭的手工年

糕，随手买了几条。一切都刚刚好，一切

怀旧元素都扑面而来。

我把海苔垫箩的照片发在了高中

同学群。我说不敢买直接入口的海苔，

美丽的女班长马上说，可以炒海苔松，

很好吃的。不擅长厨艺的我，不知道还

可以炒海苔松。这也解开了我多年前

的一个谜团，为什么我们在北龙岛劳动

时，她收集很多鲜海苔晾起来带回家。

高中时我们全班到北龙岛劳动了一周，

任务是晒海带。种植的海带一根根都

生长在一条粗绳子上，我们两个人一

组，各拉绳子一头，走在崎岖的山路上，

晾晒在地上。海带从海里拉上来时，有

很多海苔缠在绳子上。女班长就收集

了海苔，用海水荡去泥沙，下工后晾在

房间里的绳子上。因为每天拖海带，每

个人的裤子下半截都挂满了盐花，洗了

不干。所以我们每天把裤子脱下来晾

在绳子上，第二天继续穿。房间里各种

下半截带着白花花盐碱的裤子和深绿

色的湿漉漉的海苔构成了一道奇怪的

景象。

一天夜里，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半夜

起来偷吃女班长晾的海苔。尝过之后，

大失所望，完全没有挑担小贩卖的松松

的香香的味道。可能湿海苔不好吃，必

得太阳晒干才有香味。我俩百思不得

其解，这么不好吃，她费心费力地收集

起来要干嘛？女班长比我们大两岁，生

活能力比我们强。今天她说炒海苔松，

我才恍然大悟。原生态的野生海苔带

回家炒海苔松真是好办法。那时瑞安

人都会炒黄鱼松，居然还有海苔松这种

物美价廉的东西。这次我真后悔没有

多买一些送她。

过去总是把大海的馈赠认为是理

所当然。这次回来才慢慢了解，很多貌

似不起眼的东西其实来之不易。且不

说挑担卖海苔的宁波小贩在瑞安如何

度日，单纯了解采撷海苔的过程就令人

泪目。立春前后的海苔质量最好，早春

的海边寒气逼人，趁着潮水退去，苔农

穿着高筒靴弯着腰，用手采集海涂上薄

薄的海苔。若用耙子的话，附带的泥很

多，很难洗干净。采集到的海苔要到深

水区洗干净，然后晾晒在绳子上。海苔

采集，还让海上交通少了很多潜在的危

害，可谓一举两得。

貌似山野菜的海苔其实是海洋的

产物，入口有大海的咸味，它只不过是

配角，却让食物主角滋味万千，提鲜又

增色，可谓四两拨千斤。有人说：世间

食物无非就是两种，一种是草木味，另

外一种是荤腥味。而海苔恰恰两者兼

而有之。海苔，是大海的馈赠，是地地

道道的海之味。

■林娜

海苔 海之味

从枝头的第一朵蓓蕾出发

那场瑰丽的想象

覆盖平原、溪流与山川

金灿灿，金灿灿

叮叮咚咚

咚咚叮叮

无边无际

无边无际，漫山遍野

到处响彻金属清脆的声音

盛大的合奏

雷鸣海啸般涌来

大地丰饶的胸腔，一一打开

袒露生命的底色

油菜花

■

孔令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