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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潭综合实验区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局关于2023G007号宗地公开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公告
岚资环让告字〔2023〕8号

经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批准，平潭
综合实验区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局（以下
简称出让人）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 1 幅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出让地块基本情况和主要规划条
件（见附表）

二、竞买申请人范围
竞买人须具备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及

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必要条件。
三、出让方式
采取在“福建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网上交易系统”挂牌的方式进行。竞买
申请人登录“福建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网上交易系统”（以下简称网上交易系
统）注册登记，提出竞买申请，经挂牌人审
查确认，获得登录网上交易系统的竞买号
和初始交易密码，在规定的期间内登录网
上交易系统进行网上报价和竞买等。

四、出让活动的时间
（一）竞买申请的报名起始时间：2023

年 11 月 13 日 10 时 0 分 0 秒至 2023 年 12 月
5日 10时 0分 0秒。竞买保证金截止到 2023
年 12 月 5 日上午 10 时 0 分 0 秒。（二）挂牌
交易期限：2023 年 11 月 28 日 10 时 0 分 0 秒
至 2023 年 12 月 8 日 10 时 0 分 0 秒。（三）网
上交易系统接收、确认数据信息的时间以
系统服务器自动记录的时间为准。

五、保证金及给付成交地价款方式
保证金按出让起始价的 20%设定（如

果以美元缴纳竞买保证金的，以缴款日人

行公布的汇率结算），竞得人在合同签订之
日起 30 日内一次性缴清土地出让价款，成
交价款币种为人民币。

申请人支付竞买保证金（人民币）的银
行账户为：（一）户名全称：平潭综合实验区
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局，开户银行：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自贸试验区平潭
片 区 分 行 ，账 号 ：35050161720709123456；

（二）户名全称：平潭综合实验区自然资源
与生态环境局，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福建自贸试验区平潭片区分
行，账号：1402090129601089289；（三）户名
全称：平潭综合实验区自然资源与生态环
境局，开户银行：福建海峡银行平潭支行，
账 号 ：100045852340010002；（四）户 名 全
称：平潭综合实验区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
局，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平潭综合实验
区支行，账号：13165101040026582；（五）户
名全称：平潭综合实验区自然资源与生态
环境局，开户银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平潭分行，账号：118360100100122849，数
字 人 民 币 钱 包 ID：0112010000830962；

（六）户名全称：平潭综合实验区自然资源
与生态环境局，开户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 公 司 平 潭 金 井 湾 支 行 ，账 号 ：
432575054141。

六、其他事项
（一）出让地块按“净地”交地，标高按

场地现状交付，在竞得人按约定支付全部
土地价款之日起 15 日内由区自然资源服
务中心交付。（二）竞得人须在平潭注册项

目公司，项目公司股权比例须在竞买申请
材料中予以明确。项目公司须在平潭依法
缴纳企业所得税，承建项目的建设施工企
业须在平潭依法纳税。（三）本次出让设有
保留价。（四）宗地项目须在交地之日起 1
年内开工，开工之日起 3 年内竣工。开工以
取得施工许可证为准,竣工以取得竣工验
收报告为准。（五）受让人未按出让合同约
定 缴 交 土 地 出 让 价 款 或 未 按 期 开 、竣 工
的 ，出 让 人 将 以 发 函 等 方 式 督 促 履 约 。

（六）宗地行业类型为计算机、通信和其他
电子设备制造业、物流贸易-现代物流业

（商业仓储、工业仓储），投资强度大于等
于 300 万元/亩。宗地内项目投资强度由区
经济发展局审核并出具审核意见。若未达
到约定的投资强度，受让人应向出让人一
次性支付相当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价款总额 10%的违约金,并责令受让人
限期整改到位。（七）项目达产后土地产出
率最低标准不低于 400 万元/亩，由区经济
发 展 局 审 核 并 出 具 审 核 意 见 认 定 为 准 。

（八）达产后年缴纳税收应达到 26 万元/
亩，由区经济发展局审核并出具审核意见
认定为准。若未达到约定的税收要求，出

让人按年缴纳税收不低于 26 万元/亩差额
追加土地出让价款。（九）在土地成交后，
区经济发展局、区资源生态局与竞得人三
方签订《产业发展监管协议》，作为区资源
生 态 局 签 订 土 地 出 让 合 同 的 前 提 条 件 。

《产业发展监管协议》中明确：在办理交地
手续前竞得人须与区经济发展局、存款银
行三方签订《资金监管协议》（监管资金中
的投资总额含土地出让起始价，土地出让
溢价部分不作为投资总额纳入资金监管）,
约定在平潭综合实验区开办的银行设立

“项目开发建设资金专用账户”，并在土地
出让合同所约定的开工之日前，存入不低
于该产业项目总投资额（按投资强度乘以
亩数测算）30%的资金，竞得人若逾期存入
资金，且开工逾期半年，区自然资源部门
有权收回土地。（十）竞得人应严格执行

《福建省矿产资源监督管理办法》（福建省
人民政府令第 226 号）、《平潭综合实验区
管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平潭综合实验区
砂石土自然资源管理办法〉的通知》（岚综
管办〔2022〕29 号）相关要求，对建设项目
场地内多于自用的砂石土自然资源，应就
近运输至指定堆场，交由区海峡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依法依规公开有偿化处置。不得
将砂石土资源转包、作价给其他主体，不
得私自对外销售获取非法营利。（十一）建
设项目须符合国家、省、区环境保护法律、
法规和有关规定要求，竞得人须出资建设
相关环保设施，确保做到各种废弃物达标
排放。（十二）竞得人须按《成交确认书》约
定时间签订出让合同。竞得人超过约定时
间 10 个工作日未签订出让合同的，出让人
有权终止供地，没收保证金，解除《成交确
认书》。（十三）出让土地成交价款包括征地
补偿费、地上物的拆迁安置费用,以及地段
差价、“三金”（土地收益金、工业用地成本
调节金、农业土地开发金）及土地出让业务
费等政府的土地收益。城市基础设施配套
费、契税由竞得人另行缴纳。地块出让成交
价款币种为人民币。（十四）受让人可凭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依照有关规定
向省、市、区有关部门申请立项（或增资、增
项）及公司的营业执照，申报建设用地规划
许可及房地产开发等有关手续。（十五）本
次公开出让地块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
公开出让文件，本次公告与出让文件内容
不一致的，以出让文件为准。

联系地址：平潭金井湾商务营运中心
7#楼 8层平潭综合实验区自然资源与生态
环境局自然资源利用处

联系人：许女士 卓先生
联系电话：0591-23163230
网址：http://www.pingtan.gov.cn

平潭综合实验区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局
2023年11月7日

宗地主要规划条件

宗地编号

2023G007

宗地位置

兴港东路北侧，
吉祥南路西侧

土地面积

94738 平方米（不含规划城
市道路，约合 142.1亩）

土地用途

工矿仓储用地-工业用地（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业）、工矿仓储用地-仓储用地（工业仓
储）、商服用地-其他商服用地（商业仓储）

主要规划条件
容积率

不 小 于 1.41，
不大于 2.0

建筑系数

不小于 40%

绿地率

不小于 10%，且
不大于 20%

出让年限

工 矿 仓 储 用
地 50 年，商服
用地 40年

保证金
（万元）

1200

出让起始
价（万元）

6000

加价幅度
（万元）

50

平潭综合实验区2023G007宗地位置图

木兰溪畔，秋意盎然。莆田工艺美术城
一角，有一间人气老店，说它“老”是因为最
早一批入驻。同时，它也是极“新”的，店主
来自宝岛台湾，两岸的创意在这里碰撞、融
合，又让它“常看常新”。

门脸上一幅醒目的宝岛地形图，一个
“陈进财沉香收藏馆”大红招牌，背后就是
台青陈俊豪的一方天地。身为“台二代”，他
接过父辈的事业，在“妈祖故里”一待就是
20年，他乡早已变成故乡。

“大陆给了我们机会”

苗栗是台湾远近闻名的“木雕之乡”，
以三义乡、通宵镇最为兴盛。走在街道上，
随处可见木艺品商店，陈俊豪的父亲陈进
财打小闻着木头香长大，对木雕的喜爱刻
进了骨子里。

小学毕业后，陈进财就辍学学习木雕
手艺。长大后，他的雕刻技术已露“尖尖
角”，开始跟人合伙创办公司，主攻檀香木
及沉香木市场，因为这一行对手艺要求严
苛，非常人可以胜任。25 岁那年，陈进财自
立门户，通过几年的打拼，成为岛内最大的
檀香木批发商。

上世纪 80 年代末，两岸恢复民间交
往，“大陆投资热”不断升温，让陈进财看到
了商机。1990 年，常来湄洲妈祖祖庙进香
的陈进财，把事业重心搬到莆田。“莆田离
台湾近，木雕工艺历史悠久，货运到台湾也
方便。”陈进财说。

从“试水温”开始，陈进财的步子越迈
越大。1999 年，他在涵江区创办了台湾鸿
艺雕刻厂，有工人近百名，主要加工檀香、
沉香佛像及组雕。莆田传统的雕刻技艺和
理念不断给予陈进财新的养分，同时他也
把台湾先进的营销理念和经验带了过来，
赢得许多顾客的青睐。

“由于生意越来越好，2003 年父亲把
我从台湾喊来帮忙，我主要负责车间生产，
同时也跟着老师傅学雕刻。”陈俊豪说，他
们不断汲取莆田、台湾两地的工艺精华，并
借鉴日本工艺美术的成功经验，产品做到
精益求精，创作的作品屡获大奖。

凭实力“圈粉”的鸿艺雕刻在两岸小有
名气，尤其是檀香及沉香作品被北京、上海、
台湾等地的企业家、收藏家竞相收藏。“这个
成绩在台湾是不敢想象的，是大陆给我们这
个机会，才把企业做大做强。”陈俊豪说。

“当时台湾市场渐趋饱和，父亲还当起
了领路人的角色，介绍一大批台湾雕刻业
者 过 来 发 展 ，他 们 纷 纷 投 资 兴 办 工 艺 企
业。”陈俊豪说，随着一批台商创办雕刻企
业，莆田成为台商在大陆来料加工、设厂生
产和设点贸易最多最集中的地点。

创业热土生活乐土

在陈氏父子的示范带动下，莆田木雕
业越来越红火。

“进入新世纪，莆田工艺美术加速发
展，成为支柱产业和富民产业，工艺美术城
随之应运而生，台商再掀投资热潮。”台盟
莆田市支部主委陈暄告诉记者，2008 年，
莆田工艺美术城开业，陈俊豪父子成为第
一批“吃螃蟹”的商户，在他们等一批知名

手工艺者的示范带动下，两岸的工艺美术
名家、企业纷纷入驻开店，莆田工艺美术城
渐渐成为大陆的工艺品集散中心。

提起陈进财，莆田工艺美术城服务中
心主任陈国涛打开了话匣子。“美术城入驻
的商户中，很大部分都是陈进财当年的工
人或者客户，发展到今天，很多人的事业都
做得很大。可以说，陈进财等台商为莆田工
艺美术业发展作出了贡献。”陈国涛举例
说，自陈进财将事业重心落地莆田后，一方
面聘用大量工人承接海内外订单，并无私
传授台湾的雕刻技艺，学徒如今遍布莆田
各地；另一方面，他还将台湾工艺品行业管
理运营、市场营销和文创理念带到莆田，带
动当地工艺美术业走上规模化发展之路，
如今莆田木雕早已扬名海内外，正向千亿
产业集群发展。

2008 年 5 月，陈进财沉香收藏馆开门
迎客，主要展示及销售沉香原木料和雕件，
其中原木大多从台湾进口，木雕件则是在
莆田加工完成。颇具创新思维的陈俊豪，接
班成为这家店的“掌柜”。

“莆田是木雕之城，工艺素以精微透雕
著称，无论是雕工还是底蕴都是一流的，而
且市场又面向全球，如果加上台湾的好创
意和理念，一定可以双赢。”对于市场前景，
陈俊豪信心十足。

徜徉馆内，一趟神奇的文化体验之旅就
此展开。造型各异、栩栩如生的木雕作品扑
面而来，一段段木头经过精雕细琢，展现万
千世界，令人叹为观止。从石窟佛像到一花
一树，从石桥长堤到绿柳楼阁，沉香馆集中
了陈进财从艺数十载的精华，也不乏莆田工
艺名家的作品，两岸文化元素相逢于一处，
让人充分领略方寸之间“大千世界”的魅力。

“工艺城店面是我们的根据地，也是事
业转型的出发点，见证了我们一家人在大
陆的雕刻时光。”工艺美术城是大陆最大的
檀香木、沉香木加工交易基地，为此在寸土
寸金的黄金旺铺中，陈进财父子一口气购
买了 3间分别超 300平方米的店铺，得益于
对台胞台商的优惠政策，每间店面的价格
不到市场价的一半。

市场有活力，业者吃红利。“我们以老
客 户 和 高 端 客 户 群 为 主 ，加 之 良 好 的 口
碑，产品不愁卖。”陈俊豪坦言，之前受新
冠疫情影响生意有所下滑，但一年销售几
百万元不成问题，“高峰时一年利润翻好
几番”。

看好大陆广阔的市场，陈俊豪的大哥
也过来发展。如今，不仅自己开店经营，他
的 3 个子女也都在莆田读书，从小学到初
中，享受各种优惠政策。

从“闯一闯”到“扎下根”，陈俊豪早已
把莆田视作第二故乡，湄洲岛、东圳水库、
古谯楼、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妈祖故
里”的一草一木，给了他创作灵感，也成为
他心中“新乡愁”的寄托。

如今，见证大陆 20 年巨变的陈俊豪早
已融入当地生活，乐享美好的雕刻时光。

“我很喜欢这里的慢生活节奏，回台湾反而
不习惯，待一两个月
就 想 着 赶 快 回 来 。”
他 说 ，莆 田 虽 然 不
大，但却是一座包容
开放、活力无限的城
市，让他的梦想之花
绽 放 ，“ 希 望 有 更 多
台胞来这里追梦，爱
拼一定会赢”。

跟随父亲的脚步来到大陆，台青陈俊豪扎根莆田学习雕刻手艺，他接手门店，凭着执着和坚韧，闯出一片新天地——

第二故乡的雕刻时光
□本报记者 刘深魁 文/图

新华社北京11月6日电 记者
6 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
局获悉，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
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
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
发展示范区的意见》，该局紧扣两
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规划，聚焦
台胞台商台企所需所盼，研究出台
十 项 出 入 境 政 策 措 施（以 下 简 称

“十项措施”），并将于 2024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进一步促进闽台人员往
来、便利台胞在闽居住生活，深化
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

在便利台胞往来方面，实行台
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以下简称

“台胞证”）“网上办”“口岸办”“集
中办”，办证方式更加便捷，办证渠
道更加丰富，台胞来闽实现“想来
即来”；推动在厦门设立出入境证
件制作中心，厦金、福马“同城生活
圈”人员办理出入境证件时限由 7
个工作日缩短至 5个工作日。

在便利闽台人员和船舶通行
方面，在对台客运口岸增设信息采
集点，方便自愿留存信息的台胞使
用边检快捷通道，同步实现“一地
备案、全国通用”；推出往来闽台船
舶（包括台湾渔船、小额贸易商船）
进出港边检手续网上预报预检，提
供 24小时边检通关保障。

在鼓励台胞来闽定居落户方
面，明确申请在闽定居的台胞，可
以向拟定居地县级以上公安机关
出入境管理机构提交定居申请，审
批时限由 20 个工作日缩短至 10 个
工作日。经批准的，可在拟定居地
办理落户。

在便利台胞在闽生活发展方
面，扩大台胞证联网核验服务范围，
来闽短期旅游、探亲、商务的台胞持
用台胞证也可享有交通出行、电子
支付等公共服务便利；推广设立“台
胞台企专窗”和“出入境服务站”，进
一 步 拓 展 12367 热 线 涉 台 服 务 事
项，为在闽台胞台企提供高效的政
策咨询、业务办理等政务服务；允许
台胞人才随带外籍家政服务人员入
境和停居留，方便在闽安居安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
局 有 关 负 责 人 表 示 ，十 项 措 施 对
服 务 促 进 闽 台 人 员 交 流 交 往 ，支
持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具 有 积 极 作 用 ，目 前 各 项 措 施 正
处于有序筹备阶段。下一步，该局
将 继 续 深 入 贯 彻 落 实 党 中 央 、国
务 院 决 策 部 署 ，不 断 创 新 优 化 往
来 台 湾 出 入 境 管 理 政 策 措 施 ，积
极 主 动 服 务 台 胞 台 商 台 企 ，努 力
保 障 两 岸 人 员 往 来 更 加 便 捷 ，通
关 通 行 更 加 顺 畅 ，台 胞 在 大 陆 生
活发展更加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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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俊豪（右）向客人介绍馆内收藏的木雕精品。

扫一扫，看更多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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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2023 年海峡两岸美人茶大会在大田县举行，吸引了近 400 名来自海峡两岸的嘉宾参加。活动
主要包括开幕式、茶艺表演、茶人代表访谈、闽台茶文化交流、明台职工美人茶制茶技能竞赛、三明市
巾帼美人茶研讨会等。图为开幕式上的茶艺表演《海峡姐妹情》。 本报通讯员 叶长江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刘深魁） 5 日，“福聚海峡 青连两岸”台湾青年
人才就业创业交流营在福州举行，近百名来自省内各大高校的台湾
青年欢聚一堂，通过参观体验、政策讲座、交流沙龙等形式，了解福建
的经济社会发展，感受两岸深度融合活力。

其间，台湾青年先后走进福州历史文化街区、台青创业基地、行
业龙头企业等，了解闽台交流合作历程，并座谈交流，感受福建高科
技发展的勃勃生机，品味榕城多姿多彩的历史文化。

在青年人才就业创业分享沙龙上，在榕台胞们现身说法，分享
了自己的工作、生活感受。“当初西进的决定无比正确。在福建，让我
感受最深的就是这里有很多优惠政策，像台湾教师能进事业编制，
这对岛内优秀人才是一大利好。”台青张钊瑞 2020 年从北京体育大
学博士毕业后，选择来福州发展，目前任教于福建师范大学体育科
学学院。

“大陆舞台很大，希望以后能在这里闯出一片天地。”台青姚子仁
说，这趟实实在在地参观下来，了解了大陆的政策和市场，发现很多
就业创业的机遇，更坚定了她毕业以后留在大陆发展的信心。

本次活动由福建省青联、福州市青联、福州市台港澳办等单位联
合举办。

台湾青年在榕感受融合魅力

2023年海峡两岸美人茶大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