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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讯（记者 唐明亮）
继 8月 7日，福州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发布《关于2024
年第三次公开出让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的公告》后，8

月26日，福州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再次发布《关于2024
年第三次公开出让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的补充公告》
（以下简称《补充公告》）。

据了解，今年第三次公
开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涉及4幅住宅用地、3幅商
业商务办公地块和1幅产业
地块。其中，4幅住宅地块

分 别 是 宗 地 2024- 28 号
（住）、宗地2024-29号（住）、
宗地 2024-30号（住）、宗地
2024-31号（住）。

《补充公告》对上述 4

幅住宅地块划片小学进行
明确。其中，宗地 2024-28
号（住）划片小学为福州市
屏山小学；宗地 2024-29号
（住）划片小学为福州市金

山实验小学；宗地 2024-30
号（住）划片小学为福州市
金山小学；宗地 2024-31号
（住）划片小学为福州市鼓
山苑小学。

海都讯（记者 周婉怡
毛朝青 文/图） 日历已经
翻到 8月底，可连日来的
高温天气，让福建人感觉
仍处在盛夏一般。 28
日，福建多云到阴，午后
最高气温在35℃以上。

记者从福州气象台
获悉，按照往年情况来
看，福州地区常年平均

“秋老虎”的持续天数为
11.9 天。福州市气象台

气象专家介绍，在气象学
上，“秋老虎”指处暑节气
后，持续 5天最高温度在
35℃以上的气候现象。
目前福州从 8月 23日起
已连续五天日最高温度
超过 35℃，这标志着今
年福州的“秋老虎”正式
上线。未来两天，福州高
温虽略有回落，但闷热始
终在线，30 日高温再次
升高。

银发志愿者 讲述古宅深巷故事
三坊七巷旅游热的背后，有一群来自福州市老年大学的志愿者，日复一日

为游客们免费讲解坊巷景点

教职工伙食费 与学生同菜同价
新学年福州学校食堂管理新办法出台，中小学食堂原则上不再引入

社会力量承包或者委托经营

福州将公开出让4幅住宅地块 划片小学已明确

“秋老虎”上线
福州天气闷热

28日 中雨 27℃~34℃
29日 小雨转多云 28℃~34℃
30日 小雨转多云 28℃~35℃

具备条件的中小学食堂原则上不再引入社会力量承包或者委托经营；校长是第一责任人，对食堂
及校外供餐管理工作负总责；学校食堂经营权不得分包或转让，合同约定的服务期限一般不超过3年
……记者26日从福州市教育局获悉，由福州市教育局、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福州市卫生健康委员
会联合印发的《福州市中小学食堂及校外供餐管理办法（试行）》近日出台。该办法适用福州市公民办
中小学校、中职学校、特教学校等学校的食堂及校外供餐管理，该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两年。

N海都记者
齐榕

该办法提出，学校食
堂饭菜一律实行明码标
价，切实维护师生合法权
益。在食堂就餐教职工的
伙食费，与学生同菜同
价。承包或委托经营食堂
的房屋和经营设施由学校
提供、维护修缮费用由学
校承担，并严格执行“零
租赁”、免收管理费；不得
向承包方或委托经营方
转嫁食堂建设、修缮等非
合同约定的费用，防范企
业转嫁运营成本，损害学
生利益。

学校对承包或委托经

营食堂单位实行退出管
理，严格量化考核，建立信
用档案。学校在与承包或
委托经营方签订的合同中
应明确退出机制。承包方
或委托经营方出现应退出
情况的，应立即停止其食
堂经营活动。

按照规定，学校应建
立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制
度。学校食堂采购食品或
者食用农产品后，应当在
24 小时内通过省级部门
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系统
接收确认供货者推送的追
溯信息。

该办法提出，学校是食
堂及校外供餐管理的责任主
体，校长是第一责任人，对食
堂及校外供餐管理工作负总
责。学校食堂要坚持公益性
经营，具备条件的中小学食
堂原则上采用自主经营方式
供餐，不再引入社会力量承
包或者委托经营食堂，不再
签订新的承包或者委托经营
合同。确需引入社会力量承
包或委托经营的学校，应向
本级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
请。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
营养改善计划的学校，学校
食堂原则上必须自主经营、

统一管理，不得对外承包或
委托经营。学校食堂经营权
不得分包或转让，合同约定
的服务期限一般不超过 3
年；经营服务合同须报教育
行政部门备案。严禁学校只
包不管、以权谋私、暗箱操
作、收受回扣、优亲厚友等问
题，确保学校食堂的公益性
质不受影响。

建立集中用餐信息公
开制度。学校应利用官网、
微信公众号等公共信息平
台，每周向师生、家长公开
学生餐食谱、食品进货来
源、供餐企业等信息。

学校食堂，校长是第一责任人 学校食堂饭菜一律实行明码标价

福州市区
今起三天天气

N海都记者 郭思琪 吴诗榕 文/图
通讯员 林绿丰

空气中自然飘散着茶香与书香，石
板路轻吟着历史的低语，古宅深巷间藏
着说不尽的故事，只待有心人的脚步
轻轻踏响。据旅游部门相关数据统
计，今年 7 月份，三坊七巷游客量超
200万，迎来一波旅游热。而这股热潮
的背后，有一群来自福州市老年大学
的银发讲解志愿者，他们日复一日穿梭
于坊巷景点之间，只为讲好这些故事。

郑琳大姐就是其中的一员。年
轻时的她从黄巷走出，年近60岁时又
回到黄巷，在讲述三坊七巷故事的六
年间，她总是穿着那身志愿马甲，她
说，那是她的奖章。

郑琳大姐，一位地地
道道的福州人，家住三坊
七巷的黄巷，小黄楼就在
家门口，青砖绿瓦便是她
的童年记忆。

年轻时，郑大姐曾听
说坊巷里有一座教堂，但
四处探寻未果，碰巧遇到

一个老伯，她上前询问，但
老伯只重复着一句“我过
去住在这里”。“我就住在
坊巷，却对坊巷一无所知，
很悲哀。”这份触动，让郑
大姐决定来此“补课”，这
也是她成为志愿讲解员的
初衷。

“游客被安排给志愿
者讲解时，常会对志愿者
的专业度提出疑问。”郑大
姐说，但当志愿者们以生
动的叙述赢得游客信赖
时，一句“今天来三坊七巷
最值得”的感叹就是对他
们努力的回报。

成为志愿讲解员的这
一路，郑大姐并非一帆风
顺。“我们老年人记忆力不
好，总是一边记一边丢。”郑
大姐想了个办法，她利用景
点作为记忆的锚点，观察每
一处景致，将文与景相结
合，每周有四五天都泡在三
坊七巷里，学会“看到什么
说什么”，不再死记硬背，将
讲解变得生动有趣，让游客
们听得津津有味。

“我是个社恐。”一开始
面对陌生人说起话来就磕
磕巴巴的郑大姐，是如何变
得侃侃而谈的呢？一开始，
她试着在游客中心外向游
客推销自己，“我是这里的
志愿者，我可以为你讲解。”
许多游客并不理会，她便换
一种方式，先从搭上话开
始，通过问答和互动的方
式，慢慢再开始讲解。

一对来自北京的年轻夫

妇在聆听完郑大姐的详细讲
解后，与郑大姐互换了联系
方式。当天，他们就在朋友
圈写下“福州的大妈好有情
怀”的感慨。郑大姐十分感
动，她说，是坊巷给了他们太
多值得了解的历史和故事。

郑大姐深知，坊巷不会
嫌弃她，历史不会嫌弃她。
正是这份初心与热爱，让她
在志愿讲解员的岗位上孜
孜不倦地“补课”。

其实，郑大姐身旁还有
10名各具讲解特色的银发
讲解志愿者，他们都是福州
市老年大学的学生。“老干
部局组建了一支庞大的老
干部老党员志愿者队伍，我
们 11人是其中的一支关键
力量。”郑大姐说，他们的
队伍于 2018年 5月成立，经
培训后正式来到三坊七巷

“上岗”。虽然平时都有课

程，但这些志愿者总能忙
里偷闲，也因此做了一份
详尽的每月志愿者值班安
排表。

一年四季，每当游客走
进三坊七巷“福州市老党员
志愿者服务站”，总能看到
始终穿着志愿者工服，胸前
别着党员徽章和福州市老
年大学校徽的志愿者。“虽
然夏天套着马甲会比较热，

但这身志愿者服装就是徽
章，它为我们遮风挡雨。”

他们会同游客一起，来
到严复故居、小黄楼、二梅
书屋等景点进行一小时左
右的免费讲解服务。“一开
始只有几个人听，随着讲解
的进行，跟着我们的游客会
增加到 30 名左右。”说着，
郑大姐带着浩浩荡荡的队
伍，向下一个景点走去。

讲述：“我的初衷是来补课的”

游客：“福州的大妈好有情怀”

11个红衣银发志愿者，免费讲解景点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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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大姐（左一）为游客们讲解坊巷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