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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房屋座落 房屋结构 建筑面积（㎡） 租赁用途
年租金
（元）

租赁期限

1 秦邮路118号1-2

砖混

267.02    

（二层）
营业 50000 1-3年

2 秦邮路118号5-8
521.68    

（二层）
营业 101000 1-3年

3 秦邮路118号11-16 砖混
787.41    

（二层）
营业 149000 1-3年

4 三垛中心路9号 砖混

办公室124.06 

大厅152.88  

走廊21.36  

（一层）

营业 15000 1-3年

5 北门大街67号 砖混
30      

（二层）
营业 3000 1-3年

6 府前街111号 砖混
75.85    

（二层）
营业 35000 1-3年

报名时间为 :2017 年 11 月 29 日 至
2017年 12月 3日 16:00时前

地点：高邮市公有房屋管理所。

咨询、报名电话：0514-84649048 陈女士
高邮市公有房屋管理所
二 0一七年十一月九日

房屋招租公告

双河村将坚持“绿色生态”发展主基
调，以发展现代农业为统领，以园区建设为
载体，以农业绿色品牌为抓手，优化特色种
植业，规范规模养殖业，发展休闲观光农
业，始终致力在提高土地效益上做大做强
富民文章，努力提升百姓的幸福感和获得
感。

注重解放思想，不断激活创新富民思
路。一是走“大农业”之路，大力流转土地。
我村共有耕地面积 5323亩，截至目前共
流转 4657.94 亩，其中苗木果树种植
2424.05 亩、水产养殖 728.06 亩。今后将
继续加大土地流转步伐，解放农村劳动力，
增加二次分红。二是走特色发展之路，发展
旅游项目。重点打造“中景生态园”乡村旅
游核心区，通过规划建设占地 80 亩的晏
小庄生态旅游项目，计划一期投入 500 万
元打造集休闲、观光、采摘、垂钓、民宿、风
情于一体的乡村旅游示范点，与“吕氏生态
农庄”、吴堡美丽乡村、周山红色文化旅游
点、风力发电等一批有观光旅游价值的项
目有机结合，做靓乡村旅游的名片。三是走
高效发展之路，坚持“什么赚钱种什么”“什
么效益高调什么”。目前，我村有 60%的土
地用于高效农业项目建设，主要集中于花
卉苗木、特种水果规模种植和大闸蟹、黄金
泥鳅等规模养殖。下一步，将继续做好农业
结构调整，计划 2018年新增黄金泥鳅规
模养殖 500亩。

注重上下联动，不断拓宽富民增收渠
道。继续做好农业招商，每月召开一次招商

信息交流会，积极引导在外成功人士返乡
创业，反哺家乡。对新 S302沿线土地进行
整合，积极招引现代生态休闲观光农业项
目落户本村。实施“互联网 +农产品”销售
模式，加大雪梨、黄金泥鳅、猕猴桃等特色
农产品的网上销售力度，力争实现销售额
超 200 万元。加快特色农产品的品牌建
设，提升电商销售模式的附加值，目前“老
晏家”生态优质稻米品牌正在申报注册。鼓
励有创业愿景和产业基础的种养大户转型
成农业产业发展的新型经营主体。通过新
办家庭农场、牵头组建农业合作社，重点扶
植艺定红“黄金泥鳅”项目走合作社发展之
路，从苗种、技术、研发、销售等服务入手，
扩大养殖规模，提升养殖效益。同时，做好
爱达荷花卉苗木合作社的服务工作。

注重环境打造，不断提升百姓生活品
质。进一步美化村庄环境，整合集体闲置空
地、菜地、村民家前屋后的拾边地等，种植经
济树种，实现绿色生态与村民收入双收益。
加快园区之间的串联，配套民宿、3A级旅
游厕所、木板栈道及道路桥涵建设，打通园
区与园区间的通道。对现有的桂花园进行提
档升级，加大内部基础设施投入，打造二分
支沿线休闲绿色风光带。规范村级公园使
用，定期对健身器材进行检修和维护，确保
各项器材正常使用。充分利用幸福会堂，打
造老年活动室、文化健身室、图书管理室、妇
女儿童活动室，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做好绿色文章 实现强村富民
□ 周山镇双河村党总支晏道军

高邮党建·支部书记微讲坛

阴 记者 管玮玮

哪里有生民聚居，哪里就有劳动，哪里就
有原始歌谣。11日至 12日，由省文化厅指导，
省非遗保护中心、扬州市文广新局和我市人民
政府主办，市委宣传部和市文广新局承办的全
国优秀非遗民歌邀请展演在邮成功举办了三
场，来自全国各地的民歌团队通过这一特别的
方式，美妙展现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各种民歌
的独特魅力，唱响了“中国民歌之乡”的夜晚，也
为邮城市民送上了一道丰盛的民歌盛宴。

18支民歌劲旅诠释不同风格

11日晚 7点 30分，全国优秀非遗民歌
邀请活动首场演出在盂城驿景区如期拉开帷
幕。尽管深秋的邮城夜凉如水，但记者在现场
看到，当天有许多观众从四面八方赶来，品尝
市委、市政府为百姓送上的这道精彩绝伦的
文化大餐。

在表演现场，伴随着一首首别具风格韵
味的民歌曲调悠然响起，来自不同地区、不同
民族的民歌手开始纷纷登台亮相。他们中既
有身穿哈萨克民族传统服饰的中年演唱组
合，也有头戴苗族个性化头饰的青年男女歌
手；既有打扮极具江南水乡特色的农村劳动
妇女歌手，也有展现塞北草原风光魅力的蒙
古壮汉团队。这些风格迥异的民歌传承人们，
在近两个小时的展演活动中，先后为高邮的
市民表演了重庆民歌《川江号子》、福建民歌
《永远的闽南》、贵州方召情歌《想你痩身材》
等十多首当地民歌代表作，赢得了现场观众

的阵阵掌声。
“为了将这次活动真正办成全国各地优

秀非遗民歌的大聚会，这次的民歌展演，我
们经过前期多方甄别、反复商讨，最终选择
了 18支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民歌劲旅来
邮参加演出。这当中，除了有高邮百姓十分
熟悉的宝应民歌、兴化民歌、苏州民歌、镇江
民歌之外，还有许多百姓不常接触到的省外
民歌，分别来自新疆、宁夏、内蒙古、福建等
多个地区。”市文广新局局长魏道智表示，从
我市先后举办的三场重量级演出来看，百姓
表现出了对非遗文化的喜爱之情以及对这
一淳朴而自然的情感表达方式的认可。

各地民歌团队相互交流学习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此次民歌展演活
动在让市民体验到非遗民歌独特魅力的同
时，也让来自各个地区的民歌手有了一次极
好的学习和交流机会。

蔺承新是此次来邮表演重庆民歌《川江
号子》的重庆演出团团长，他在接受采访时
表示，尽管这些年他带领自己的演出团队先
后赴全国各地进行过多场民歌演出，但像这
次参加高邮举办的全国性民歌展演仍是第
一。“此次的高邮行，不仅让我见识到了许多
少数民族兄弟们带来的特色民歌演唱，更欣
赏到了江南水乡民歌所展现出的魅力，真是
不虚此行。”蔺承新说，尤其是蒙古族、哈萨
克族的民歌乐队将本民族的民歌进行了全
新的改版，用当地一些特色的乐器演奏后，
使原生态的民歌多了一些现代元素，这样的

创新方式值得他们好好学习和借鉴。
同样有此感受的还有贵州省台江县文广

新局苗岭神韵组合负责人和新疆伊犁州歌舞
团阿尔兰乐队队长沙肯德克，他们在接受采访
时均开心地告诉记者，这次来邮演出，见识到
了高邮这个中国民歌之乡多年来在传承和发
展民歌方面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比如在 12日

晚的主场演出中，许多来自当地学校的小学生
们就将高邮民歌《数鸭蛋》唱出了不同的风格，
他们的表演方式，让我们这些民歌传承人都感
觉耳目一新。而这样的表演方式，也很好地展
现了高邮在推广民歌进校园方面所取得的卓
有成效的成果。”沙肯德克坦言，结束此行之
后，他们将把这次来邮展演所学习到的诸多经
验带回家乡，充分地加以借鉴和运用，以扩大
当地民歌在百姓中的影响和传承。

非遗文化走进了大众

记者了解到，多年来，高邮民歌一直受到
各方邀请“走出去”进行展示交流，但是这些
年来，将其他的特色民歌“请进来”还是第一
次。而此次大规模的全国性展演活动，也更让
民歌这项非遗文化真正走进了大众，受到了
百姓的欢迎。
“虽然我曾经在电视上听过陕北、福建和

贵州的民歌民调，但这次在家门口现场聆听
还是有生以来的首次。这样近距离感受非遗
文化的魅力，对于我们普通百姓来说，真是太
幸福了。”11日晚，来自琵琶社区的徐友良老
人在听完各地民歌的演唱后，难掩激动之情，
一个劲地夸赞。

来自武安社区的赵女士带着女儿，12日
上午在世贸家居生活广场上观看了全国民歌
展演后，也夸赞连连。“以前，女儿经常问我民
歌和普通的流行歌曲有什么区别，我总是回
答不上来，现在让她现场听一下民歌的旋律
和唱法，感受非遗民歌的不同魅力，这比理论
说教要强很多倍。”赵女士说，看着台上那一
套套鲜艳的服饰，听着一阵阵颇具震撼力与
穿透力的歌声，让她大开眼界。她也非常希望
今后，政府和文化部门能多举办类似的非遗
文化表演活动，让广大市民真正走进非遗文
化、了解非遗文化、喜欢非遗文化。

荟萃民歌经典 传承精彩非遗

全国 支民歌劲旅唱响中国民歌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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