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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宏伟

温州雁荡山，是一座充满传奇色彩的
世界名山。

传说雁荡山的开山祖诺矩罗原是一
名勇猛的武将，后来出家成为护法罗汉。
佛祖为了让他摒弃当兵时的粗野性格，让
他到震旦东南寻找圣地，静坐修行，安心
养性，诺矩罗最后选择了雁荡山

无独有偶，当代中国著名政治人物蒋
介石一生曾经历三次下野，每次下野后他
都会回到自己的家乡浙江奉化溪口，在秀
丽的山水间缓解内心的压力，安静地思考
如何“东山再起”。其中第一次和第二次下
野回奉化溪口期间，媒体都有蒋介石游雁
荡山的报道，事后实现“东山再起”。第三
次下野，蒋介石没有去雁荡山，最后败走
大陆，亡故台湾。

这或许是蒋介石的一种人生巧合，也
是雁荡山的一个传奇。让我们穿越时光，
一起回望近百年前的那段历史。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
变，大肆屠杀国民党左派，引起了内部的强
烈不满。于是，以汪精卫为首的势力，以何
应钦为首的桂系嫡系部队，和冯玉祥领导
的十万大军，都对蒋介石展开讨伐。1927
年8月12日，蒋介石被迫向南京国民政府
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宣布下野。

这是蒋介石第一次下野。下野后，他
在家乡奉化溪口整整住了一个多月。期间
1927年9月13日，上海《申报》刊登了一
则来自浙江奉化的消息：“奉化电，蒋介石
总司令文（十二）晨赴雁荡山游览。”

9月18日，上海《申报》在另一则报道
蒋介石行程的报道中，称蒋介石14日尚
在雁荡山。

9月30日，天津《益世报》刊发了《庐
山之游——汪氏欲效蒋游雁荡耶》新闻，
称“汪兆铭因武汉各方面纷纷挽留，颇不
耐烦，昨夜已赴庐山避嚣。按此举，与一月
前游雁荡山之蒋氏，颇有相映成趣之妙”。
这则新闻不但肯定了蒋介石游览雁荡山
一事，还道明其中缘由是“避嚣”。

其实早在8月底，奉化当地的教会报
纸《通闻报》就刊发过来自宁波的通讯《蒋
介石将游雁荡山》，详细报道蒋介石下野
返奉化后，要人来往络绎不断，为避嚣烦
连带修养，拟定日内往游天台、雁荡山。
1927年蒋介石游雁荡山一事，显然不是
空穴来风，而是事出有因，面上是避嚣烦，
实则是反思求进。

1927年9月22日，蒋介石从雁荡山
回奉化溪口不久，就离开家乡经上海去日
本。23日，蒋介石一到上海就去见宋美
龄。28日，启程前往日本，求得宋母对他
们婚姻的首肯。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
龄在上海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蒋介石这次下野回乡反省，游历雁荡
山后，不仅赢得了宋美龄的爱情，还收获
了宋子文对他的支持，成功地把中国最富
裕的江浙财阀纳入自己的阵营，进一步用
财力巩固自己在国民政府军事阵营的统
帅地位，并于1928年1月重新担任总司
令一职，实现了东山再起。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的
不抵抗行为再次让国民党内部抓住了把
柄，汪精卫、阎锡山、李宗仁一起出兵征讨
蒋介石。12月15日，蒋介石无奈中通电辞

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等职。12月22
日，蒋介石出席完象征党内团结统一的国
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开幕式后，即离开南京
回到奉化溪口老家。

蒋介石回老家对这次下野做了深刻
的反思检讨。他在日记中总结此次被逼下
野的教训：一些原本不曾关注或关注不够
的重大问题，如“无干部、无组织、无情报”
是“今次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而对“智
识阶级”的忽视和“教育界仍操于反动者
之手”，更是上述因素造成的恶果。

1932年1月12日，上海的《申报》、天
津的《益世报》都在显著位置刊登国民党
要员前往奉化“谒蒋”及蒋介石游雁荡山
的消息。《益世报》的报道标题是《蒋游雁
荡孙中止往谒，张继何应钦携函前去》，报
道称“孙本定 （十一） 下午乘轮赴甬挽
蒋，嗣因蒋之胞兄锡侯自奉化电孙，谓蒋
已往天台雁荡修养，故未行，当与何应钦、
于右任、张继、冯玉祥、吴铁城、李文范、邹
鲁、黄汉梁集议，决先推张继、何应钦即日
赴甬转雁荡，劝蒋入京。孙、于等并联名缮
就一函，交张、何携往……”

另外，从台湾地区“国史馆”公布的蒋
氏电文档案中，也可以搜索到多通蒋介石
在此期间游雁荡山的电文。这些电文全部
由蒋介石同父异母兄弟蒋锡侯在奉化发
出，受电人分别为张群、何应钦（2通）、孔
祥熙（2通）、吴铁城，并涉及孙科、陈铭枢、
胡汉民、汪兆铭等人，尤以孙科为多（5
次）。如1931年12月31日蒋锡侯致张群
电文为：介弟前日游雁荡，待其回，交阅后
再奉告。再如1932年1月10日孔祥熙致
电蒋中正称：孙科与胡汉民已裂，今后愿
接受指导，与汪兆铭合作。蒋锡侯复电谓：
蒋中正往游雁荡，待其回舍再行转达。

蒋介石第二次下野时间才一个多月，
从上述电文资料来看，他在雁荡山的日子
竟长达14天，即从1931年12月29日至次
年1月11日。按常理，当时蒋介石是不可
能避居雁荡山达半个月之久，其中虽有故
作姿态的托词，但也不免有借游雁荡山反
省修行，谋划东山再起之嫌，待11日张继、
何应钦受一干人委托，公开声明要面劝蒋
氏回南京之时，冠冕堂皇地回去执政。

1932年，蒋介石针对“无干部、无组
织、无情报”状况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伴随
着他在干部与组织建设方面的变化，并透
过与知识界的“感情联络”和学习，他的政
治视野和治国能力也得到提高，对国情的
关注也进一步扩大到军事领域以外的方方
面面，完成了其从军事领袖向政治领袖的
转型。

1949年元月21日，伴随着国民党军
队在解放战争战场上的节节失败，蒋介石
被迫以“因故不能视事”的名义宣告引退，
第三次下野。有过前两次“下野”经验的蒋
介石仍然幻想“以退为进”，东山再起。22
日，蒋介石回到奉化溪口，然而这一次下
野期间，再也没有见到蒋介石游雁荡山的
媒体报道。三个月后，南京失守。不久，蒋
介石败走大陆，前往台湾，再也没有东山
再起。

蒋介石二次下野是否有游雁荡山？据
周美华编注的《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
本2（民国16年9月至17年3月）》介绍，蒋
介石第一次下野期间，曾发表《谢客启
事》，称“山居简僻，游踪靡定，续有惠顾，

恕失款接。”其内容与蒋介石为“避嚣”游
雁荡山历史高度吻合。虽然有人怀疑蒋介
石没到过雁荡山，但专家和民间对蒋介石
游雁荡山还是持肯定态度。

《蒋介石三次下野》的作者王舜祁是
宁波市奉化区地方志办公室的民国研究
专家，年逾九旬，从事蒋介石研究和对台
工作60多年。他在接受作者采访时认为，
新闻是历史的真实记录，当时并没有发生
什么事件需要蒋介石发布假新闻。

溪口旅游集团民国史研究室主任裘
国松介绍说，蒋介石是个政治人物，经历
丰富，交游甚广，研究者忽略了蒋介石复
杂人生中的这些细节，或者是蒋介石为了
维护形象有意淡化这些记录，都是有可能
的。以前没看到并不等于没发生。

在雁荡山灵峰、灵岩、能仁一带上年
纪的人，在口耳相传中也有蒋介石游览雁
荡山的印象，包括当时蒋介石长衫着装、
乘轿而来、灵岩品茗、往游大龙湫等等。据
参与《雁荡山志》编撰的本土文史专家阮
伯林介绍，早年他曾听大龙湫外东园自然
村一个老人说起过蒋介石游雁荡山一事。
蒋介石第一次来大龙湫时，这位老人还是
小孩，记得蒋介石戴“大帽”，穿长衫，手握
拐杖，步行到大龙湫。从什么地方过来，老
人没有说，他好象也没有问。第二次来时
是乘轿，同行的有十八乘轿。

温州市文史馆馆员章方松回忆说，他
1981年秋天在雁荡参加笔会，拜访时年
八十多岁的北斗洞道士时，那道士说蒋介
石曾在雁荡住过，好像说北斗洞菜园里有
蒋写的碑字。还有宁波籍游客游览雁荡山
时，与雁荡乡人道及其父辈曾随蒋介石游
览雁荡的事迹。

那么，雁荡山有什么可以吸引蒋介
石？这是一个今天已无法获得标准答案的
问题。我们只能做这样猜测：

第一，雁荡山有蒋介石喜欢的书中
人。1927年 9月 21日，曾被胡适称为

“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的新文化运动人
物吴虞在《宜隐堂丁卯日记》提到，当时
有报纸报道，戎马倥偬中的蒋介石，随身
所带的书仅有数种，包括《曾文正全集》
《兴登堡成败鉴》一册和《蒋叔南游记》
二册，有空随时浏览。这个记载与蒋介石
第一次下野游雁荡山时间相吻，具有很高
参考价值。而且蒋叔南是蒋介石在保定军
校第一期同学，1911年蒋介石担任沪军
89团团长，蒋叔南是团附。1917年蒋叔
南因政治失意回归家乡雁荡山麓大荆镇，
致力于雁荡山开发与建设，被梁启超誉为

“徐霞客第二”。蒋介石因为这一层关系前
往雁荡山可能性很大。

第二，雁荡山是佛教名山，传说中
静坐罗汉诺矩罗的道场，历史上有许多
高僧大德在雁荡山修行开悟，或在雁荡
山得到高僧指点，如开山祖诺矩罗、元
代高僧古林清茂、近代高僧虚云大师
等。蒋介石也有静坐习惯，自幼受母亲
王采玉影响，颇信佛道，自然有可能喜
爱雁荡山，希望能在雁荡山得到开悟。
1934年，蒋介石亲自选定雁荡山为东南
五省交通周览会的开会所在地，足见他
对雁荡山的偏爱。

其实，蒋介石有没有到过雁荡山，
现在看来已没有必要争论。因为报道蒋
介石二次游雁荡山的新闻是真实存在的。

蒋介石是否游过雁荡山？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叶泱程

11月19日上午，伴随着悠扬的
乐器声响起，“清冬雅集”文艺沙龙
活动在可楼拉开了帷幕。文艺名家们
零距离与市民互动，让更多人享受到
了艺术的美好。据悉，此次活动由中
共乐清市委宣传部、乐清市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联合主办。

“我们表演的节目是鼓词《唱乐
清》，为这节目，我们几个排练了整
整一星期呢！”来自市曲艺工作者协
会的葛建芬介绍说，自己当天4时就
起来为活动做准备，想以最好的状态
演好这出“大戏”，虽然辛苦了点，
但看到台下观众这么热情，觉得非常
值得。

在现场，一曲《越人歌》将活动
推向了高潮。“演出的曲目，我经过再
三斟酌，才敲定了这首歌。”演唱者余
茗湖说，她演唱的是一首古曲，与当天
的文化氛围相呼应，十分应景。

市作协、现代汉诗学会、市书法

家协会、市美术家协会、市摄影家协
会还为本次活动提供了诗文、书法等
展览，引得不少市民驻足欣赏。

一个个精彩的节目、一件件精美
的作品，为到场的市民奉上了一顿典
雅精美的艺术大餐。家住附近的李阿
婆带着孙子也赶到现场，她告诉记
者，虽然自家孙子还小，但还是想带
着孩子感受艺术氛围。

“乐清人文荟萃、底蕴深厚，近
年来，文学艺术更是硕果累累，各个
文艺门类百花齐放、异彩纷呈，为乐
清赢得了荣誉和赞美。” 市委常委、
宣传部长范晓东介绍，结合“山海乐
清·文脉传城”城市文化记忆传承行
动，此次在可楼举办这次文艺沙龙活
动，既是着眼于讲好当下的“名城·
名楼·名家”故事，也是立足于增强
乐清本土知名文艺家之间的交流联
系；既有诗文、书法、美术、摄影作
品的联合展览，也有音乐、舞蹈、戏
剧、曲艺作品的联合展演，使人充满
精神的温度。

“清冬雅集”沙龙举行

■见习记者 林智泉

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汉字更
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意义的内容。为更好地传
承汉字文化，让市民近距离了解汉字历史，
品味汉字艺术之美，11月19日-12月3日，
中华汉字展·城东站在城东街道综合文化站
开展，将汉字的生命力、凝聚力传递给前来
观展的群众。

本次展览共展出有30块展板，以图片
展板的形式开设展览。内容包括：汉字的源

流与演变，讲述汉字的起源，以及从甲骨文、
金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草书到行书的
演变轨迹；汉字的构成，从汉字的形体结构、
笔画、偏旁、笔顺、造字法展现汉字形成过程
中的妙趣；少数民族的汉字，我国少数民族
中，有20多个民族的文字直接或间接借鉴
了汉字，如壮文、白文、苗文……充分说明了
汉字对少数民族自身文化的推动作用；汉字
的世界影响力，通过使用汉字的外国文献，
介绍了汉字对周边国家文化和文字产生的
深远影响。

传承汉字文化

城东街道举办汉字展

■秦延安

霜降之后，作为大地常客的西北风，逼
得气温持续下降，让山寒水瘦、万物狰狞，人
们就翘首祈盼一场雪来解围。盼望着，盼望
着，雪终于来了。

“天地灵通万物凉，雨凝霾雾雪飞扬。”
小雪，被人们喻为冬日的清洁工。当它行走
在天地间时，那飞扬跋扈的霾便知趣地走
了。稀稀沥沥的小雪，就像除尘剂似的，不仅
扫去了空气中的灰尘，也扫去了笼罩在人心
头上的阴影。此时太阳远走赤道，北斗七星
开始西沉。《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十月中，
雨下而为寒气所薄，故凝而为雪。小者未盛
之辞。”小雪就像它的名字一样，虽然不起
眼，却满是美好。古籍《群芳谱》中说：“小雪
气寒而将雪矣，地寒未甚而雪未大也。”就在
那琐碎的雪粒中，冬雪之门被彻底开启，似
有似无、隐隐约约，一落地便融化，故称小

雪，也叫“湿雪”；若与雨同行，便叫“雨夹
雪”；有时形同米粒，故又有“米雪”美称。此
时阳气下降，阴气上升，而致天地不通，阴阳
不交，草木凋零，万物失去生机，天地闭塞而
转入严冬。

“小雪雪满天，来年必丰年。”淡淡的、柔
柔的雪粒，如飞天之舞，迷茫了天地。落在鲜
红的彩钢房顶竟有白里透红的感觉，羞得如
少女的脸庞。那习惯了蓝天下舞弄的炊烟，
却不知现在灰黄天际的背景下，已幻化成类
白的形状袅袅地升起，又散尽。喜鹊兀自在
枝头雀跃，倏地又跃到大树上去，临近巢穴，
它伫立枝头，淡然地梳理自己的羽毛，这场
小雪不足以让它担忧。就连曾经灰头灰脸的
城市，也如抹了粉似的，一下子白净起来，让
人的心也跟着亮堂起来。雪捂住的村庄的
嘴，村庄便缄口不语。不知从谁家跑出一条
狗，路上便印满了一朵朵白梅花，兀自暗香。
看着悄无声息满天而下的雪，农人的脸上掠
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就像落地的小雪一
样不留痕迹，因为丰收已被注定。

小雪在文字中穿行，便诗情满怀。“花雪
随风不厌看，更多还肯失林峦。”站在窗前的

戴叔伦，如花的初雪随风舞蹈，让他百看不
厌。“小雪已晴芦叶暗，长波乍急鹤声嘶。”小
雪过后，虽然草木凋零，万物萧瑟，但夜宿孤
舟的陈羽，却满眼风景。诗人们总是把更多的
心事赋予小雪，而乡人则如候鸟般惊觉，他们
知道，小雪之后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去做。

“冬腊风腌，蓄以御冬。”伴随着小雪的
脚步，北方的乡村里满是火热的藏冬情景，
家家户户开始腌制咸菜、风干白菜、窖藏萝
卜，色泽鲜亮的香肠、腊肉更是挂满了屋里
屋外，让漫长的冬天和喜庆的新年食材充
足。而黄河以南的地区，呈现的却是“荷尽已
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的初冬景象。慢
半拍的节令，让南方人并不考虑藏冬，但吃
糍粑的习俗却不能忽略。俗语云：“十月朝，
糍粑禄禄烧。”让小雪的南方乡村也不寂寞。

小雪，不仅寒了天，也冷了地。随着“小雪
地封严”，江河也开始封冻。消失的不仅是流
水的声音，还有鱼的身影。城市里的暖气顺着
管道，行走于千家万户。乡村里总是飘起袅袅
炊烟，那是火炉子、烧暖炕、烤火盆的影子。一
缕缕轻烟飘散在小雪中，一股股暖意弥漫在
屋内，暖的不仅是人，还有整个冬天。

小雪丰年

■金维周

清末，来了两只百岱渔船，一家陈
姓，一家翁姓。乐清湾鱼虾丰富，石马
埠离乐清县城又近，海鲜在县城菜市
场能卖个好价钱，因而引来了这两艘
百岱船。

清朝的百岱人，他们是生活在东
南沿海的一支海上游民，没有土地，也
没有地籍，他们的户籍称水籍，大海大
江就是他们生活的地方。一家人一只
船，船就是他们的家，船到哪里，哪里
就是他们的家园。他们开始来到乐清，
只能住在渔船上，因为他们是水民，不
能居住岸上，平时，渔船停靠在石马
埠。到了民国时期，水籍百岱人，终于
可以买房定居岸上了，乐清才有了百
岱汇。

百岱女人不用绕脚，有一双大脚，
当地人称之“大脚娘”。百岱人进县城，
鞋后跟要拉下来，只能拖着鞋子进城，
不然就犯了规矩，会遭衙门捕快杖棍。
老一代的百岱人，在他们自己的群体
中，都是用闽南话交流，不知是为了保
密，还是习惯于闽南话。只有与当地人
交流时，才用本地话。现在的百岱人，
再也不会闽南话了。

百岱人的海洋捕捞技术很先进，
他们是利用风力拖网捕捞，比现在的
机动船环保，大风天的拖力不亚于百
匹马力。他们的渔船较大，船底很宽，
桅帆有三张，主帆很大，位于船中央靠
前一点，船头与船尾都有一张小帆，因
而能最大限度地利用风力。即使是小
风，也能快速行驶；如果碰上强风，即
使拉起满帆航行，也不至于翻船，因为
他们有压舱石稳住渔船。这样的渔船，
小风时只用一张拖网，大风时用两张
拖网。在潮汐前后几个小时内，就能捕
到鱼虾一两百斤。可是，那时候的渔网
太珍贵了，不然渔民太容易发财了。

古代渔网都是用植物纤维编制而
成的。用于网片的植物纤维，要求质地
细腻牢固，是一种叫做“笈”（方言）的
植物皮，先将其处理成丝状，然后纺制
成线，再用线编织成网片。编织网片是
一项非常费时间的事儿，一家人在船

上几乎每天都在编织网片，一年也只
能编织出一张拖网；网纲是用络麻皮
制成的。植物纤维很容易腐烂，编织好
了的渔网，必须要经过防腐加工，不
然，很快就会腐烂掉。防腐剂就是菝葜
或杨梅树根煎熬出来的药汁，俗称“药
烤”，渔网在“药烤”中经过多次浸泡与
晒干，最后染上一层猪血作为保护剂，
以起到防腐作用。渔网在使用的过程
中，猪血会不断地脱落，防腐剂也会不
断地溶解在水中，渔网就会失去了防
腐能力，所以每隔十天左右就得重新
来一次防腐加工，即使这样，其寿命仍
然不长，只能用一两年，因此，古代渔
网很珍贵。

拖网捕捞时，绝对不能让渔网碰
上海底的障碍物，因而只能在熟悉的
海域拖网捕捞，一旦发现障碍物，如果
是小的障碍物，可以打捞上来处理掉；
如果不能打捞处理，必须确定障碍物
的坐标位置，以防下次重犯。东西坐标
位置是看沙头山对岐头山来定位，南
北坐标位置是看南岸山对盖竹山或万
岙山来定位。

百岱人还会钓黄鱼、钓鮸鱼等等，
用的是金钓，金钓不会生锈，他们早就
知道，被生锈了的鱼钓刺破，有可能会
得破伤风。

百岱人利用风力拖网捕捞，极大
地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其
先进性远胜于本地捕捞技术。比如，县
浦人靠人力在潮汐浅海区推网捕虾，
既费力产量又低。白沙人用“笱”拦捕
鱼虾，技术虽然古老，捕捞效益较好，
可是也很辛苦。古代的“芶”，是用指头
大小的毛竹，编造成竹栅栏，插在海涂
上，形成“人”字型，退潮时，鱼虾被竹
栅栏拦住，最后都进入尾部竹笼。石马
人用固定网捕捞，其先进性可与拖网
捕捞相媲美，固定网的不足之处，是怕
人偷。因为渔网太珍贵了。

1977年 12月，我第一次驾驶机
动船从远洋捕捞回来，捕来了很多不
知名称的鱼蟹，百岱老人见此，犹如久
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的亲热，他们能
叫出各种各样的鱼蟹名称。百岱人，真
是海洋老鹰！

百岱人

「乡土」

根据《温州市贯彻落实浙江省生
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意见整改方案》
和《温州市贯彻落实省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反馈意见整改验收销号工作办
法》，浙江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意见
具体问题整改措施清单问题三十
九-二已完成整改，现将完成情况公
示如下：

一、整改任务内容：乐清市应急
填埋库容仅剩余3万方；

二、整改时限：2020年8月底；
三、整改目标：补齐设施短板，消

除环境安全隐患；
四、整改措施：加快乐清市飞灰

填埋场建设，2019年10月完成2号
坝（副坝）砼浇筑，2020年1月底前
完成1号坝（主坝）砼浇筑，2020年8

月底前竣工投用。
五、整改完成情况：乐清市飞灰

填埋场已完成坝体、飞灰库区、飞灰
渗滤液调节池、综合车间建设与完工
验收，具备投用条件。浙江省环境保
护督查反馈的问题三十九-二已整
改完成。

现对整改完成情况向社会进行
公示。公示时间为2020年 11月 20
日-11月24日。公示期间，乐清市整
改工作协调小组、乐清市综合行政执
法局接受社会各界意见反馈，联系电
话：0577-61887969。联系地址：乐
清市乐成街道宁康西路60号。

乐清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0年11月20日

关于对乐清市贯彻落实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意见
具体问题整改措施清单问题三十九-二整改完成情况的公示

因虹南公路珠山村段路面施工需要，为确
保车辆、行人的交通安全和工程的顺利推进，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
条之规定，决定对虹南公路K16+822--K17+
062（珠山村段）实行交通限制措施，现将有关
事宜通告如下：

1.交通限制时间：2020 年 11 月 22 日至
2020年12月22日

2. 交 通 限 制 路 段 ：虹 南 线 K16 +
822--K17+062（珠山村段）

3.交通限制措施：全封闭

4.绕行方案：生活在限制路段内的民众需
遵循交通指示进出施工路段，其余一切社会车
辆从周边村道绕行。

请过往车辆严格遵守施工路段现场标志标
牌的指示通行，服从现场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
注意减速慢行。施工期间给广大市民交通出行
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支持与配合！

乐清市南塘镇人民政府
乐清市交通运输局

乐清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0年11月17日

关于对虹南公路珠山村段实行交通限制的通告

招标公告
1.招标单位：东厦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2.物业名称：乐清市人民政府〔2020〕031

号地块项目。
3.物业地址：乐清市人民政府〔2020〕031

号地块项目。
4.物业概况：总建筑面积为127884.18平

方米，其中地上计容容积率建筑面积101155.8
平方米，其中住宅面积96778.63平方米。

5.招标内容：前期物业管理。
6.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7.投标单位要求：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物

业管理公司。报名需提供企业营业执照副本、
报名表一份。

8.报名起止时间：2020年 11月 20日－
2020年11月24日止（9：00－16：00）。

9.联系地址：乐清总部经济园区1幢13层
（东厦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10.招标文件领取方式：乐清总部经济园
区1幢13层（东厦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现
场领取。

建设单位联系人：盛先生
联系电话：13868899210
物业主管部门联系电话：61882377、

62550752。
东厦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