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谁家的电器坏了，找陈叔
准能修好，而且分文不收。”
“手机、电动车能免费帮充电，
下雨天还会提供雨伞，陈叔这
些举动让我们觉得很暖心。”街
坊们口中的陈叔，就是狮山镇
狮城社区综合3党支部书记陈
伟光，自从 2012 年开设报刊
亭以来，力尽所能为街坊提供
各类便民服务，获得了街坊连
连称赞。

陈伟光今年 54 岁，1986
年加入原狮山联合总公司工
作，1990 年入党，2000 年下
岗后做过司机、开过士多，后于
2012年申请在狮山镇狮城社
区开设报刊亭，现任狮城社区
综合3党支部书记。

渔民变居民小康奔不停
漂泊在江海上的渔民卢奀仔，在政策扶持带动下上岸安家落户

这位老党员三年来免费为街坊修电器
把报刊亭变为“服务站”，为街坊提供各类便民服务

报刊亭这个“服务站”的人气

越来越旺，物资光靠居委会一方

支持，便民服务很难走得长远，而

且维修电器换零件也需要费用。

“旧雨伞、旧电器不要扔，拿去

陈叔那里。”陈伟光没想到，街坊们

纷纷将家里不用的旧雨伞、旧电器

拿过来，甚至连收废品的工作人员

也将收购的旧电器放在这里，供他

拆卸有用的零件。

不少街坊还提供一些茶叶、零

食放在这个“服务站”，供其他街坊

享用。“有一次，有位街坊从乡下带

回来两只烧鸭，说一家人吃不完，

便拿过来和大家一起分享，那场面

真的很温馨，就像一家人一样。”陈

伟光说。

“我家风扇的电机安在了你家

的风扇上。”“我家的雨伞跑到你手

上了。”居民们捐出的每一份物品，

都是一份温暖，而这份温暖逐渐在

社区里流转起来。

“作为一个党员，应该尽自己

所能，为邻里街坊、为社会服务，

多年来自己收获了很多快乐，也

更有动力继续做好志愿服务。”陈

伟光说，狮城社区外来人员比较

多，希望通过自己的绵薄之力，能

够带给他们温暖。

狮城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

任梁钻开表示，陈伟光多年来不求

回报为居民服务，无论是熟悉的街

坊还是陌生人，他都乐于帮助，这

种动人的精神让街坊感到真诚，让

社区充满人情味。“陈伟光还很爱

学习，在学习强国狮城社区小组内

排名第三，他爱学习、乐于助人的

精神给党员们树立了榜样。”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李福云

修理好风扇后，陈伟光顾不

上休息，连忙将打气筒、电排插、凳

子拿出来，泡上一壶茶，这时报刊

亭陆续有人来。

“陈叔，我的篮球没气了。”

“陈叔，手机放在你这里充电，打完

球来拿。”“陈叔，我想来装杯水

喝。”……原来，自从2012年陈伟

光的报刊亭营业以来，他一直利

用闲暇时间为居民们提供各种便

民服务，不仅有提供茶水、充电、雨

伞等服务，甚至还为旁边篮球场

打篮球的居民保管物品，俨然成

了周边居民的贴心“服务站”。

“前段时间经常下暴雨，雨

伞送出去了 20多把，附近的居

民都会拿回来。”陈伟光说，有

时雨伞一时短缺，他就将情况

向狮城社区居委会反映，居委

会立刻提供一些雨伞充实“服务

站”库存。

报刊亭变为“服务站”贴心

传递 让温暖在社区流转

“不知谁唱《白铜鞮》，杨柳
村过即大堤。款乃一声风断续，
打鱼人背夕阳西。”

每天清晨，天微微亮，卢奀
仔就会来到位于大沥镇渔业社
区旁码头走一走，这里停留着
40多只渔船，不少都已斑驳。
在珠江捕了一辈子鱼的他，也曾
经漂泊在这些渔船上。

渔民的印记在卢奀仔身上
烙印得很深，除了黝黑的皮肤，
还有各种连带反应。有时，晚上
听到雨声，他还会连忙起身，下
意识地用手摸摸枕边，发现并没
有湿，才反应过来：自己早已下
船。

“那个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
在岸上安个家。”卢奀仔微微看
着眼前的渔船和冷清的码头说，
如今这个愿望已经实现7年了。

备注：本宗地设有保密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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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指标要求
出让年限

起始价
(万元)

保证金
(万元)容积率 建筑密度

TD2020
(NH)

WG0023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
罗村孝德湖东侧、禅西
大道北延线西侧地段

68859.56
人民币：34433
美元：4919
港元：38131

172165
（人民币）

城镇住宅用地柒拾年，
零售商业用地、餐饮用
地、旅馆用地肆拾年

≤35%城镇住宅用地兼容
零售商业用地、餐
饮用地、旅馆用地

＞1.0，且≤2.5

经佛山市人民政府批准，佛山市自然资源局决定委托佛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南海分中心采用网上挂牌方式出让下列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网上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佛山市南海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单独或
联合参加竞买活动。

三、参与佛山市国有商住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的购地资金必须为竞买人的自有资金，不得为
银行贷款、债券融资、信托资金、资管计划配资、保险资金、股东借款等。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采用增价方式进行报价，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五、有意参与竞价者可登陆佛山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下称“网上交易系

统”，网址：http://jy.ggzy.foshan.gov.cn:3680/TPBank/newweb/framehtml/onlineTradex/index.ht-
ml）以及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网（自然资源局链接：http://www.nanhai.gov.cn/fsnh/wzjyh/szrzyjn-
hfj/znjj/index.html或交易中心链接：http://www.nanhai.gov.cn/fsnh/wzjyh/ggzyjyzx/znjj/index.ht-
ml）下载相关出让文件。

六、本宗地的公告期自2020年7月24日至2020年8月13日止；网上报价期限为2020年8月14日
8时30分至2020年8月24日10时止。竞买保证金须于2020年8月22日17时之前到达本中心指定
账户后，方可参加竞买。上述时间均以网上交易系统的服务器时间为准。

七、需要到交易地块现场踏勘的竞买人请与佛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南海分中心联系。
八、本次网上挂牌仅接受网上竞买申请和竞买报价，不接受书面、邮寄、电子邮件、电话、传真、口头

等其他形式的申请。
九、自本次公告起至网上挂牌截止期间，如有关于本宗地竞买文件的修改、澄清、说明等将通过网

上交易系统以及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网发布，请有意参与竞买者密切留意。其它未尽事宜，详见本
宗地的网上挂牌出让文件。

十、联系方式
（一）业务咨询：0757-81631272、86369923 （二）系统使用咨询：吴先生0757-83991581
（三）地址：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桂澜北路8号

佛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南海分中心
2020年7月24日

TD2020(N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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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岸咖啡彼岸咖啡

佛山市公安局南海佛山市公安局南海
分局罗村派出所分局罗村派出所

比家美百货比家美百货 三益物流三益物流
仓储基地仓储基地

记者初见陈伟光时，他正低着

头，拿着工具修理居民送过来的电

风扇，地上放着他维修家电用的改

锥、钳子、烙铁和家用电器小部

件。“这个是电压机，这个是定时器

……它们都是我的宝贝。”陈伟光

如数家珍，别人眼中的废品，在他

手里变成了宝，“这台风扇电机坏

了，从废旧电器上拆一个替换上就

可以用了，至少能省50多元。”

忙碌近一个小时后，风扇恢复

正常运作，陈伟光也露出满意的笑

容，“刚开始修风扇可是要花三天

时间。”回忆2017年的夏日，烈日

当空，开设报刊亭的陈伟光看见一

位阿姨牵着小朋友在路上闲逛，便

邀请他们坐下来乘凉喝茶。闲聊

中得知这位张阿姨由于家庭经济

出了问题，空调不舍得开，风扇又

坏了，便出来散步乘凉，于是陈伟

光就叫张阿姨把风扇拿给自己修。

“以前跟别人组装过风扇，所以

就想着试试，实在修不好就让她搬

我的风扇回去用。”陈伟光将风扇拆

了装、装了拆，把所有零件检查换过

一次后，终于在第三天把风扇修好。

“不仅帮忙修好了风扇，还洗

干净了，他还一分钱也不肯收。”

张阿姨说。从此，陈伟光便当起

免费家电维修工，3年多来为街

坊邻居们维修了200多件电器，

维修技术也越来越好。

“陈叔态度好、热心服务，技

术强，我家有两台风扇就是他修

好的，街坊邻居都非常喜欢他。”

狮城社区居民钟远珍说。

免费为居民修家电坚持

1985年开始，为响应中央

关于陆上定居的号召，在南海渔

政部门的支持下，渔业社区利用

村集体的23.64亩土地，以集体

提供土地、村民集资的形式，先后

建设了14幢“农民公寓”，建房总

面积共 31600平方米，共 501
个套间，每间房40至80平方米

不等，基本解决渔业社区中渔民

的住房问题。卢奀仔就是在这个

时候拥有属于自己在岸上的家，

开始了相对较安稳的“水陆”两栖

的生活。

“我没读过书，小时候都是跟

着爸妈出去捕鱼，现在字也不认

识几个，我的孩子可不能这样。”卢

奀仔说，1996年，社区与镇政府

合作建了黄岐第二小学，解决渔民

子弟就读问题，适龄儿童入学率

100%，那时渔民子弟在中学阶段

没有一个因家庭困难问题而辍学，

高考升学率近90%以上。卢奀仔

的两个儿子就留在村里上学，他和

妻子继续捕鱼供一家四口生活。

“起居三米舱，捕鱼换口粮。”

卢奀仔的渔船面积不过10多平

方米，晴天，满船鱼腥味；雨天，四

面漏风雨。可是，有了岸上的家，

一切就有了奔头。

“休渔期，我就跟老婆在家

里休息，开渔了，我们就一起去捕

鱼。”他知道，风里来雨里去的生

活总有结束的时候。

2013年一天，卢奀仔卸下自

己船上的大乌篷，一根接一根地吸

烟，回望原先能停下300多支渔船

的热闹码头，现在格外寂静。他知

道，他要和以前披星戴月、日晒雨淋

的日子告别了。那年他正好60岁。

“退休”后的卢奀仔开始关注

起自己的社区。他说：“以前总是

在水上漂，却不知道自己的社区正

在发生着变化。”

如今，渔业社区村内道路全

部硬底化，建有公共停车楼、渔

船停泊码头、渔乡文化长廊、风

雨凉亭、行人钢桥、户外健身器

材以及河涌两岸绿化等基础设

施，原本老旧的木质渔船停泊码

头现在也被区镇农业部门修缮

改造得更加安全、实用、美观，行

走在社区里，时不时听到居民发

出爽朗的欢笑声。

“我现在白天就在社区里串串

门，晚上就散散步。当时退休渔民

减船转产也留下了一部分项目补

助，孩子们有自己的工作，我们老俩

口生活挺够了。”卢奀仔感到很满足。

渔业社区还为卢奀仔这样的

渔民购买了医疗保验，实施住院

医疗二次报销制度，居民除享受

社保部门住院医疗费报销外，余

下属社保认定的诊疗费用可再次

回社区报销；集体经济组织每月

向退休人员发放生活补贴金，还

有退休金；每年向本村户籍小学

阶段学龄儿童发放助学金，向中

考、高考升上重点学校考生发放奖

学金。

在党的领导下，通过政府和村

民的不懈努力，渔业社区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从一个一穷二白的珠江

岸边小渔村，发展成一个颇具规模

的新型农村社区。市、区一系列的

文件出台，也惠及每一个渔民，卢

奀仔深刻感受到党和政府对这一

特殊弱势群体的亲切关怀。

离江时，他们难免有所不舍，

因为这曾是他们养家糊口、安身立

命的地方。上岸后，他们有向往的

幸福生活、美好的明天，有比一江

碧水更广袤的空间和发展前景。

“卢奀仔们”坚信，未来的日

子,晚辈们皮肤不再黝黑,前景会

更美好。

享受幸福生活

慢慢回归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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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的夏天，卢奀仔出

生在自家的渔船上，在此之前，

他的父辈、祖辈都是生活在渔

船上。“我几乎所有的记忆都是

跟渔船有关，所以自己真正开

始捕鱼时，一点也不惊奇，仿佛

这就是我天生就会做的事。”那

时的卢奀仔没有想过自己有一

天会离开渔船，他只知道捕鱼

就有饭吃。

在渔业社区有两种渔民：一

种在珠江口附近捕鱼，一种是拼

搏在大海。1969年，初生牛犊

的卢奀仔选择了出海捕鱼，“我们

上午从村里出发，6个小时后开到

珠江口，然后再8个小时开到大

海，当时20多个渔民开着20米
的大渔船去捕鱼，一人带上45斤
大米，这一走就是三四个月。”

捕鱼的人都是白天休息晚上

干活，卢奀仔的海上生活也是这

样。“之所以晚上是因为鱼是追光

的。夜晚，我们在船边放一盏亮堂

的灯，鱼儿就会被吸引过来，这时

候撒下网慢慢等待就会有鱼上网

了。”他说，如果运气好，一晚上能捕

几万斤鱼，凌晨收网是他们最开心

的时刻。当然也有例外，如果那晚

海上的月光也很亮，那么鱼儿就不

一定会被灯光吸引了。

“有时，我们出发时艳阳高

照，晚上捕鱼时海面却狂风暴雨，

那一整夜不敢捕鱼也不敢睡，特

别怕翻船。”海上的捕鱼生活让他

感到既害怕又刺激，《老人与海》

中的搏斗时时发生在卢奀仔身

上。他坦言，收入不稳，加上几次

台风天里“死里逃生”，让他动了

“上岸”的念头。

出生就在“江湖”

文/珠江时报记者肖莎莎

■■捕了一辈子鱼的卢捕了一辈子鱼的卢

奀仔奀仔，，如今已回归岸如今已回归岸

上过着幸福的退休生上过着幸福的退休生

活活。（。（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陈叔帮助居民给篮球打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