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块编号 地块位置 地块面积（m2）用地性质
规划条件

出让年限起始价（万元）竞买保证金（万元） 加价幅度
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地率(%)

霍国土出[2022]11号 城关镇七里庙村 3591 工业 ≥1 . 0 ≥40 ≤15 50 43 . 1 43 . 1 1万元/亩或整倍数

霍国土出[2022]12号城关镇七里庙村 12234 工业 ≥1 . 0 ≥40 ≤15 50 146 . 9 146 . 9 1万元/亩或整倍数

霍国土出[2022]13号 长集镇柿园村 79739 工业 ≥1 . 0 ≥40 ≤15 50 957 957 1万元/亩或整倍数

霍国土出[2022]14号 长集镇柿园村 29410 工业 ≥1 . 0 ≥40 ≤15 50 353 353 1万元/亩或整倍数

霍国土出[2022]15号 长集镇柿园村 22617 工业 ≥1 . 0 ≥40 ≤15 50 271 . 4 271 . 4 1万元/亩或整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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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作为“未名社”骨干、最早一批中
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的韦素园，拖着病体依然
坚持文学创作。优秀的文化传统和革命精神，是
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开拓未来的丰富
资源和精神动力。一百年后，在韦素园故乡———
安徽省六安市叶集区，专家和学者齐聚，共同探
讨并总结提炼“未名精神”，希冀很好地将其传承
和发扬，激励新时代的青年奋发向上。

源——— 未名文化与叶集
沿着时间的轨迹一路走来，未名，一直与叶

集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一百多年前，韦素园、台静农、韦丛芜、李霁

野四个人先后出生在叶集老街，他们共同经历了
幼年时代的平凡岁月。再后来，他们次第来到北
京，聚集在鲁迅的麾下，从此与“未名”二字结下
了不解之缘。

1925年8月，由鲁迅发起成立的“未名社”，

在国家民族前途晦暗，文学运动波澜壮阔的历史
背景下，积极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以丰硕成
果赢得了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席之地，成为“五四”
后期的重要文学社团之一。“未名社”六名成员中
除鲁迅和曹靖华外，韦素园、台静农、韦丛芜、李
霁野都是叶集人。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霍邱
县志》中专章记述了“未名社”，把韦素园、台静
农、韦丛芜、李霁野合称为“未名四杰”，这是“未
名四杰”一说的最初来源。

从同一个集镇同期走出一批青年作家、翻译
家、教育家，又同时聚集在鲁迅麾下，这是一种罕
见的地域文化现象，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
奇迹。“未名四杰”也因为一度与一个文学巨人站
在了一起，受到了他的关心爱护和指导，加上自
己脚踏实地的努力，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自己
的足印。

说起“未名四杰”，有一个地方不能不提，那
就是四人曾共同就读过的明强小学。1914年，叶
集成立了第一所公学——— 明强小学。后来，韦素
园、台静农、韦丛芜、李霁野就是在这里，开始接
受中西融合的新式教育，并一步步成长，最终完
成了从小镇青年到文学革命先锋的觉醒之路。

几经风雨变迁，如今的明强小学原址已经成
为叶集老年大学。时间不语，唯有院内几株粗壮
的梧桐树默默站立，见证了岁月的沧桑。

一个世纪风雨兼程，一百余载春华秋实。如
今的叶集明强学校承载着明强小学、叶集二小、
叶集二中、叶集中学等诸多老校的深厚底蕴，肩
负着传承明强精神、弘扬未名文化的重要历史使
命。漫步校园，教学楼、走道旁、操场上，有关“未
名”的标语标牌标识，随处可见。

据叶集明强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杨兆银介
绍，近年来，明强学校通过整合历史资料、专家授
课等形式，挖掘“未名四杰”的生平轶事特别是在
明强小学里点点滴滴，并通过主题班会、德育课、
道德讲堂的形式向同学们讲述“未名四杰”与鲁
迅结下的浓厚友谊以及他们以未名社为阵地追
求光明、与黑暗势力斗智斗勇的故事。

“学在明强，志在四方。明强学校将追索叶集
文化之根，以传承明强精神、弘扬未名文化为己
任，矢志不渝地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明白国家富
强之道理’，让未名文化薪火相传。”杨兆银说。

薪——— 始终坚守的民间力量
文化越有乡土气息，越有自然吸引力，叶集

区有这么好的未名文化资源，如何去深入挖掘与
研究、积极传承与发扬？

原六安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会长朱德奎和众
多民间文艺家一起，怀着对未名文化研究极大的
兴趣，自发地组织起来，收集整理资料，并多渠道
筹集资金，尽力而为，不计得失，为未名文化的挖
掘做一些沧海拾贝的工作。

朱德奎与20多位专家学者，耗费一年的时
间和精力后，2 0 1 2年 1 1月，未名春秋系列丛
书———《叶集“未名四杰”追忆》正式发行。书中收
入了当代学者对20世纪20年代，从叶集走出的

“未名社”四名主要创办者韦素园、台静农、韦丛
芜、李霁野的回忆文章。可以说，这是六安民间文
艺家深入挖掘未名文化的一份成果。然而，受种
种条件限制，大家自费编撰的丛书，也就陆续推
出了两本。

在朱德奎眼中，“未名社”那种艰苦创业、开
拓进取，脚踏实地、不尚空谈的精神，仍然值得年
轻一代去传承与践行。“当前，我们所有的努力，
都是些基础性的工作。在未名文化传承方面，最
终要靠一代代的年轻人，特别是我们校园的师
生，在一代代的孩子心中，打下良好的思想基础，
从初中到高中，从知晓到喜欢，然后才谈得上弘
扬与传承。当然，在城市地标、文化场馆、公园道
路上，也要留足空间，去体现未名文化元素，在潜
移默化和徐徐熏陶中，让大家把传承当成一种自
觉，然后我们才有信心将其打造成地域特色的文
化产业。”对于未名文化的传承，朱德奎建议道。

每一种文化，都蕴含着特有的精神力量，未
名文化，也同样如此。打开由叶集区作协主席黄
圣风编写的《韦素园传》，越深入地看下去，就越
为那一代如韦素园一样的青年身上的可贵精神
所深深触动。1920年8月22日，中国社会主义青
年团宣布成立，作为最早一批团员之一的韦素
园，在负责接管未名社社务期间，患有严重的肺
结核，但是他坚持拖着病体从事编辑、校对、出版
等工作，甚至在咯血中还依然坚持文学创作。他

是“未名社”的骨干，也被鲁迅称为“守寨人”，他
的精神始终鼓励着其他成员，正如鲁迅先生在

《忆韦素园君》中所说的那样，“韦素园却并非天
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
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
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

时光流转，情怀依旧。在《韦素园传》的后记
中，黄圣风深情地写到：“我写这部书，就是因为
心中的情怀。多年来，我研究未名文化，挖掘未名
遗存，把地方文化的记忆、弘扬和传承当成一种
义不容辞的责任。未名文化是皖西宝贵的文化资
源，是一种精神财富，它蕴含的力量，只有在不断
的挖掘中才能闪耀更加夺目的光彩。”

虽然“未名四杰”自离乡后很少回到故乡，但
是无论他们走到哪里，身处何地，始终没有忘记故
乡。叶集区的街巷、河流、美食、乡情乡音，一直印
刻在他们的脑海中，留在他们的诗歌、散文、小说、
图画中。“未名四杰”对于叶集潜移默化的影响，可
谓无处不在。在未名文化的熏陶和长期影响下，叶
集本土文学创作空前繁荣，目前正在创建全国文
学之乡。薪火相传，代代相承，叶集的文脉，如悠悠
史河水，源远流长。

当年，“未名社”的文学精神，也得到了鲁迅
的高度赞誉。作为一个文学社团，“未名社”在浩
如烟海的中国文学史上，或许只留下鸿爪雪泥，
但是，这些未名人的救亡图存和启发民智的理想
及实践，却始终坚定有力、矢志不移。抚今追昔，

“未名社”仍是中国文坛不可磨灭的印记。如今，
100年过去了，“未名社”先贤们所创立的“艰苦创
业、开拓进取，脚踏实地、不尚空谈”的精神依然
如一盏明灯，指引着当代青年的前行之路。

火——— 文化传承迎来时代契机
新的历史时期，未名文化的弘扬、传承、发展

迎来了新的契机。2020年8月18日，叶集区委书记
赵珞在区委一届十次全体(扩大)会议上指出：“深
入挖掘叶集的红色文化、未名文化、商贸文化和改

革文化，让特有文化元素加持叶集城市内涵。”
如今，走进叶集区，随处可见以“未名”命名

的地标性建筑。未名湖、未名广场、未名路……未
名文化同红色文化、改革文化、商贸文化一道作
为城市建设和发展的丰厚底蕴和内涵，已成为地
域文化的一张靓丽的名片。

在叶集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台运
中的带领下，我们走进叶集红色文化展览馆。在
馆内醒目位置，有一个关于“未名四杰”的版
块——— 觉醒年代。从“未名四杰”幼年期间的思想
启蒙，到青年时代的艰苦创业，一幅幅充满年代
感的历史图片，一段段动人心弦的历史记录，把
我们的思绪瞬间拉回到了百年前那个风雨如晦
的历史时期。

近年来，叶集区推出了一批丰硕的未名文化
研究成果，也搭建了众多传承弘扬的载体，但是
目前，未名文化仍缺少全国性的、常态化的、有影
响力的未名文化学术研讨会，对未名文化精神内
涵的提炼还处在百家争鸣阶段，没有统一起来。

“我的想法是，能不能党委、政府牵头，学术
机构主导建立起常态化的未名文化研究平台，支
持一批未名文化研究队伍和学术带头人，形成未
名文化研究的浓厚氛围。然后对未名文化精神再
提炼，形成大多数人认可，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符
合时代要求的精神内涵，进行不断弘扬。同时，围
绕未名文化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形成‘讲
未名、学文化、践精神’的良好局面。”对于下一步
更好地传承、弘扬未名文化，台运中提出了自己
的建议。

“未名四杰”从叶集区走出来，他们创造的精
神财富，展现的未名精神，值得深入挖掘、提炼、弘
扬。总结、提炼、弘扬未名文化精神，必将为助推叶
集区“在中部崛起中闯出新路、在推进省级毗邻地
区高质量发展中做出示范”提供强大精神动力。我
们也坚信，未名文化的影响力，绝不仅仅停留在他
们的故乡和当前，而是将随着历史的车轮进一步
发扬光大，在新时代绽放出更耀眼的光芒。
（本文资料图由叶集区委史志室提供）

沿着时间的轨迹一路走来，未名，一直与叶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从同一个集镇同期走出一批青年作家、翻译家、教育家，又同时聚集在鲁迅麾下，这是一种罕见的地域文化现象。
每一种文化，都蕴含着特有的精神力量，未名文化，也同样如此。

未未名名文文化化““薪薪””与与““火火””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汪汪娟娟 张张少少尉尉 储储著著坤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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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
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
法律法规规定，经霍邱县人民政府批准，霍邱县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以下五宗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进行公开挂牌出让。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

求

二、竞买人资格及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

均可申请参加竞买；以上地块申请人只能单独申
请，不准联合竞买。在报名截止时拖欠县政府土
地出让金、违约金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
以上地块竞买。

霍国土出[2022]11号地块产业类型：新型包
装材料；

霍国土出[2022]12号地块产业类型：年产2

万吨涤纶DTY加弹丝；
霍国土出[2022]13号地块产业类型：特色水

产高科技产业园；
霍国土出[2022]14号地块产业类型：年屠宰

及加工各类家禽1200万只；

霍国土出[2022]15号地块产业类型：年产
6000吨严一品调味料项目。

上述地块中，霍国土出[2022]12号地块采取
“标准地”方式供地，竞得人须与合高产业园管委
会签订《工业项目“标准地”投资建设协议》后方
可签订出让合同；

霍国土出[2022]13号地块依据《关于优化营
商环境全面实行“拿地即开工”举措的通知》(六
自然资函[2022]192号)、县创建一流营商环境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落实创优营商环境对标
提升举措的通知》，该地块带规划设计方案出让
(方案详见公告页面附件)。
三、出让文件获取。本次公开出让地块的详

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出让文件(出让文件见六

安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网站出让公告页面下方
附件)，申请人可于发布公告日起登录六安市公
共资源交易平台(http://ggzy.luan.gov.cn/)进行
网上下载获取，并认真阅读遵照执行。
四、保证金缴纳及网上报名。申请人可于

2022年06月07日至2022年07月06日内登录六安

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电子服务系统 ( h t t p : / /
ggzy.luan.gov.cn/)进行网上报名及上传相关附
件(详见出让文件要求)，六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霍邱县分中心不再受理纸质报名手续。

申请人缴纳竞买保证金和网上报名截止时
间为2022年07月06日17时前，如不成交，保证金
在竞买活动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退还，不计利息。

竞买人须于公开出让现场会60分钟前凭银
行缴款凭证、公司印章、报名回执码及《出让文
件》要求提供的报名资料(二份)到六安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霍邱县分中心现场办理竞买登记手
续，并领取号牌并在指定位置就座。
五、挂牌出让时间、地点
挂牌报价截止时间：2022年07月07上午10时

30分；
挂牌报价地点：霍邱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霍邱县蓼城路与卧阳路交叉口县行政服务中心
四楼)。

竞买人报价必须采用霍邱县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统一制作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报价
单》，进行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口头等报价方
式。
六、成交规则。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设有底价，采用增价出让方式，按照价高者得
原则确定竞得人。本次挂牌成交价款不含契税。
七、公告查询:
六安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http://ggzy.luan.gov.cn/

霍邱政府网.http://www.huoqiu.gov.cn

中国土地市场网
http://www.landchina.com

《皖西日报》
八、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1、霍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联系电话：0564-6025633 联系人：汪 凯
霍邱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电话：0564-2717099 联系人：朱平钧
2、土地竞买保证金账户：
户名：霍邱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霍邱县支行；子账号：

10072271726001000100956

徽 商 银 行 六 安 霍 邱 支 行 ；子 账 号 ：
52074468685100000600081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霍邱政务中心
支行；子账号：34001747408053005783-2955

中国银行霍邱支行；子账号：18276009313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霍邱县支行；子
账号：12240001040014092000000003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霍邱支行；子账
号：1314060038000170718

公告事项如有重大变更，将另行告之。
特别提醒：1、保证金转账发票请备注***地

块保证金
2、网上报名上传附件前，详细阅读本次出让

文件中的出让须知要求，上传附件不齐全或不符
合规定的为无效申请

霍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霍邱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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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早，天空突如其来地乌云密布，狂风
大作，转眼大雨倾盆，让人们的心里丝毫没有
事前的准备。堵在家中不能外出，便独自坐在
窗前一边看雨，一边翻看手机相册，无意间发
现一张陶锦源先生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
的版画作品照片。这张照片是原件的复印件，
多年前，赠给我县一位知名人士、如今的书法
家丁培基同志的，旁边还有他的题诗和印章。

看见这张发黄的照片，睹物思人，许多难
忘的往事在心中泛起波澜，伤感也油然而生。
这幅作品题目叫《创办未名社》，画的是鲁迅先
生和大家欢聚一堂、开会讨论的场面，画面人
物集中，表情十分到位，栩栩如生。可想而知，
画中的事件是鲁迅先生和几位霍邱的学子们

商议成立“未名社”，集结号在这里吹响，未名
文学的大旗将在民国的天空迎风飘扬。“未名
社”，本是一个小小的民间艺术团体，但它把霍
邱、叶集带进了中国文学史，也给皖西地区的
文学照射一层荣耀的光环。陶锦源先生深知

“未名社”的份量，极力为之推介弘扬。然而，画
中的人物命运各有不同，他们中的后来，有的
成为官场政要，有的成为文化学者，有的成为
文学大家。韦素园和鲁迅先生却过早地离开人
世。陶老师在创作这幅画时，他可能怎么也不
会想到，自己也和画中的文学旗手鲁迅先生差
不多的年纪，早早驾鹤西去。

陶锦源先生是我省声望很高的编剧、霍邱
县文化局老创作组长，也是我文学道路的领路

人。他多才多艺，戏剧、曲艺、小说、诗歌、散文、
歌词、绘画、剪纸等，无所不通。尤其在戏剧方
面，陶老师的影响很大。上世纪八十年代，他编
剧的大戏《爱的不是你》，安徽省电视台全程录
播，一时间，街谈巷议，家喻户晓。后来，又一部

《花仙外史》出炉，安徽戏剧领域，再一次引起
不小的轰动，当时的《文化周报》还专门做过报
道。在霍邱，陶老师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扶持帮
助一大批文学青年成长起来。我和徐贵祥、张
冰、李训喜、陈斌先、张子雨、潘庆农、芜限、李
志、刘鹤群、余春江、侯金雁、史训玉、李胜玉等
众多文友，都不同程度地聆听过先生的教诲，
沐浴过他的阳光温暖和春风雨露。先生去世
时，我们哀感伤怀，集体去姚李镇给他送葬。

《皖西报》“佛子岭”副刊上，连续在头条位置刊
登悼念文章。第一篇，我以“霍文青”的名字，发
表祭文《落花时节悼良师》。接着，史训玉以他
的书斋为题发表怀念文章《拙斋》。再后来，刚
调入北京不久的大作家徐贵祥写了一篇震撼
人心的文章《古蓼文魂》，报纸副刊用了整整一
个版面。可见，陶锦源先生在人们心目中的位
置。“锦上添花，花落芬芳在；源头活水，水断润
泽存。”这则挽联是我的亲戚、姚李中学德高望
重的名师蒋长友先生撰写的，简洁工整，恰如
其分，不仅嵌入锦源先生的名字，也总结了他
甘为人梯的精神。

陶锦源先生英年早逝，可谓天妒英才，让
更多的后来之人失去学习讨教的机会，也是皖
西地区文学艺术界的重大损失。与先生诀别已
二十八年，我曾几次在梦中见到过他。遗憾的
是，他不知我后来也调入文化局工作，继续完
成他未尽的事业，合力打造出蓬蓬勃勃的“霍
邱文艺现象”。先生过世太早，许多艺术成就还
没有来得及收集整理，以致如今关心关注霍邱
文艺的有识之士，很少看见他的作品。先生在
世，倾尽全力推崇“未名社”，“脚踏实地，不尚
空谈”的精神也成为他的人格魅力。

花开花落，物是人非。看见这张意义非凡
的版画作品，先生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感叹
岁月，一些不可名状的痛楚也时时敲打我的心
灵。先生虽去，我们还在，霍邱的文艺大军还
在。您在前面放心地领路，我们将踏着您坚实
而厚重的脚印，前仆后继，生生不息。

一张照片的回忆
穆志强

创办未名社 陶锦源 作

未未名名四四杰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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