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漫山遍野的竹林风起潮涌， 雄伟壮观的楚长城矗立千年， 走进旬阳市铜钱关
镇，让你眼前一亮的不仅仅只有这些。 在“陕南竹乡”，在以“朝秦暮楚”盛名的陕西
省旬阳市铜钱关镇，如果你的脚步愿意踏寻，如果你的目光未曾停留，那么，隐藏在
大巴山深处的一个个国家级传统古村落，一定会像一颗颗没入尘土的明珠一样，尘
埃落定，在你的面前显露出来她本来的璀璨光芒。

“大家看看横亘在我们面前的山像什么？ 是不是像一条卧溪饮水的巨龙？ 就像
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如果我们接近巨龙并循小路深入，看到的就绝不仅仅是一
座山，一条龙，而是一个隐藏在巨龙身后、始建于明代的国家级传统古村落，旬阳市
铜钱关镇庙湾村。 ”站在铜钱关镇七里村的便民桥上，土生土长的身兼铜钱关镇文
化和图书两馆馆长的石佩一边介绍一边引导着我们走下便民桥， 穿过一片格桑花
田，来到巨龙身下。

芒种时节的夏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 秀丽的赤岩河披上了一层乳白色的薄
纱，雨雾弥漫，远山朦胧，密林掩映，石径斜长。 陕西省散文学会安康分会一行人在
会长李焕龙的带领下，或撑着雨伞或披上雨衣，驻足在一棵高大的青檀树下。 青檀
树老干虬枝，伞状的树冠浓荫蔽日，两人合抱粗的树干疙疙瘩瘩，给人一副饱经风
霜的模样。 铜钱关镇组织委员沈蕾介绍说，这棵青檀树已经 600 余岁，与古村落一
起栉风沐雨，历经沧桑，是古村落兴衰的直接见证者。

顺着沈蕾手指的方向， 我们看见了散落在山坳里的一栋栋带有明显徽派风格
的房屋，这里正是庙湾古村。 石头垒砌的高而齐整的房屋根基，浑厚的夯土墙面，
石板覆盖或瓦片覆盖的房顶，尽显古朴厚重。 房屋多为一层建筑，也有二层结构。
木质的门窗，开在堂屋为双开大门，开在偏厦是单开小门；窗是格子窗，镶嵌在厢房
或者偏厦的为竖立方形，也有镶嵌在大门上方的，为横向长方形。 镶嵌在厢房或偏
厦的格子窗有插销可以开关，有左右两扇对开的，也有整体向上撑开的，不同窗户
中间分别雕刻上“福”“禄”“寿”“喜”等字样，寓意幸福吉祥。 镶嵌在大门上方的格
子窗不能开关，只起到通风换气的作用。 房屋的立柱、房梁、檩条、椽子等皆为木头
制作，雕梁画栋，古色古香。 这些房屋或独立成户，被农田水塘包围，尽显富足与安
宁；或聚而成群，挨挨挤挤，这面山墙对着那家正门，那家椽头又对着这家檐尾，几
进几出，形成错落有致的建筑群落。

庙湾古村落的布局可分为上中下三层院落。 远观气势恢宏，近看各具特色。 在
上院，我们看到了“退堂式”或者叫作“退门式”风格的房屋，这是一种流行于湖广安
徽等地的清代建筑，一般为高门大户的住宅。 房屋为二层建筑，一米多高的石坎砌
成的地基，大门前的步行台阶或是三级或为五级，多为 1.5 至 2 米长、15 至 20 厘米
厚、30 厘米宽的整块石条铺就。 主体建筑时将堂屋的大门后退一至二米，让一层堂
屋两侧的厢房突出来， 到了二层又整体建成平直的一横排。 这样门前便有了一个
带顶的露天阳台，人们可在下雨天或农闲时坐在门前喝茶休憩，或者在夏收和秋收
时堆放需要晾晒的粮食等。

近观庙湾古村，人家的房前屋后，要么是一方波光粼粼的水塘，要么有石头粘
接的水缸，相信平时都是蓄满了水，作为灭火应急之需。 古村排水设施完善科学，
古井、石碾、石磨、石臼等生活设施也是一应俱全。 晾晒粮食的院坝，储存粮食的仓
房，更是将人的思绪拉回到了热火朝天的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

庙湾古村落周围可耕地面积广大，加之土质肥沃，物产丰富，600 年前陈氏先
祖袁道岗携妻带子自湖北麻城迁居于此，刀耕火种，繁衍生息，全盛时期的人口达
到了 200 余人。

行走在庙湾古村， 参天大树随处可见：200 岁的桂花树，300 岁的皂荚树，600
岁的青檀，一棵棵挺立在风雨中，迎着岁月风霜雨雪的洗礼，站成了让人们仰望的
姿势。 一棵棵古树扎根于厚土，站立在云端，深刻诠释了什么是根深叶茂。 如果将
“根深叶茂”看作一种哲学思想的话，那它就不仅仅局限于树木，也可以是人，是家
庭，是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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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陕南紫阳县城，你不妨到乡镇去转转，到乡镇去转
转，你最好不要错过蒿坪镇，与蒿坪镇擦肩而过，也许会是
你紫阳之行的一件憾事吧。

如果说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蒿坪镇是一位清瘦的少年，
那么现在的蒿坪镇则是富贵壮实的中年汉子。 沿着包茂高速
公路而行，汽车进入安康市以后，风驰电掣，穿越长长的隧道，
进入紫阳县境内。 扑入眼帘的是高低错落的高楼大厦，红砖白
墙，端正耸立，密集的现代化建筑群，直插云霄。 宽阔光滑的柏
油马路、崭新的乡村社区安置点、体育器材设备齐全的游乐公
园，长方形、椭圆形、梯形的广场，不同年龄的男男女女们，身
着五颜六色的运动装，在录音机铿锵有力的音乐伴奏下，扭动
灵活的身形，迈动矫健的步伐，载歌载舞，锻炼身体。

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充满朝气； 一切都是那么健康向
上，充满青春的活力。

如今的蒿坪镇也就是昔日蒿坪河的升级华丽版。 曾经
的那个出门两脚黄泥巴，土墙灰瓦、低矮房屋的蒿坪河，早
已被现代化高大气派的建筑群所取代。 曾经为蒿坪镇几代
人吃饭取暖带来方便的石煤碳如今为了节约资源， 已经被
电能所替代。 那一盏盏陪伴我们昏黄摇曳的煤油灯，早已躲
进了地方博物馆。 1996 年 10 月蒿坪河开始由宝狮乡、复青
乡、北陡乡、蒿堰乡合并成蒿堰镇，1997 年更名为蒿坪镇。

蒿坪镇交通发达，包茂高速公路穿境而过，省道和县乡
公路恒紫路、蒿汉路、蒿大路形成交通网络；村级公路连通
全镇 19 个行政村，通村水泥路入户率达 85%以上。

如今，当我们徜徉在宽阔平整的蒿汉马路上，我们会惊
奇地发现， 在原来的沿途景点基础上， 又新增了微景观 20
余处，绿化面积 12 亩，200 盏新安装的路灯，把漆黑的夜色
照彻得如同白昼一般。硬化的蒿汉路铺设成了柏油路。 田园
综合体彩虹观光步道，全线贯通，消除了曾经空中“蜘蛛网”
式的电网。

近些年，蒿坪镇着力打造“紫阳味道”品牌，成立了兴硒
旺联合总社，推动产业从“卖种植原字号”向“卖加工制成
品”转变。 培育丰产茶园 1280 亩，莲藕 500 亩，让产业发展
与景观互利互助，相得益彰。 仅 2023 年，蒿坪镇就完成了乡
村振兴示范镇项目 20 个，累计完成投资 1.8 亿余元，签约资

金 5.6 亿余元……
从一个个喜人的数据上，我们不难看出，今天的蒿坪镇

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当年那个伛偻着背脊，弱不禁风的
蒿坪河，如今已经变成扬眉吐气、一路鲜花、一路果实、昂首
阔步向前挺进的蒿坪镇。老百姓的消费水平，文化旅游硬件，
正在逐步飙升。 居住在蒿坪集镇的居民们手头上不只是揣
着几个叮当作响的零花钱，而是日进斗金，生活在这方山水
的老百姓，他们的生活水平正在芝麻开花节节高。

徜徉在蒿坪镇的百亩茶园里，阡陌纵横的茶带，郁郁青青
的茶叶，蔚为壮观。 那些亭台楼榭，那些具有茶叶元素别致造
型的装饰，以及前来茶园观光的大批游客，无不诉说着一个乡
镇由衰到盛的巨变。 星罗棋布的农家乐，以蒿坪莲藕炖猪蹄、
紫阳蒸盆子、春芽炒腊肉、油糍等地方美食招揽生意，热情地
撩拨着天南地北的宾客。 那些汉剧在锣鼓铿铿锵锵的敲打声
中，在唢呐二胡的演奏下，一幕幕汉剧正如火如荼地演绎着一
个小镇的前世今生、一个小地方的风土人情、一段历史故事的
迂回与高潮的层层递进，情节婉转凄怆动人。 那些故事，那些
传奇，无不向人们诉说着，一个小镇的人们从贫穷走向富庶，
从愚昧走向开放包容的二十一世纪辉煌的进程。

炎炎夏日，游客可以乘坐漂亮的游览车，喝着蒿坪镇自
产的矿泉水，吃着蒿坪镇特色美食魔芋干，去双星社区欣赏
百亩莲花亭亭绽放的盛况，也可以在当地人的引导下，赏荷
花，采莲蓬。

华灯初上，霓虹闪烁，繁华街头，人流如织，美景尽收眼
底，让人深切地感受到蒿坪镇快节奏里的工作与生活。 青年
男女的新潮打扮，玫瑰园中火爆的玫瑰花，立秋后喝上的第
一杯奶茶……不得不令人感叹，一个小镇一点也不逊色于大
都市应有的城市标配，拥有城市的富贵气质。

有人把蒿坪镇戏称为紫阳县的“小香港”，由此可见，今
天的蒿坪镇再也不是头戴破草帽，脚穿烂草鞋，趁着集市未
开，偷偷刮干净茅厕大粪的农二哥，而是发展茶叶、魔芋，把
特色土菜通过网络抖音销售到全国各地上去的产业大老板。

现在，一次刷卡就能完成一次远行，一摁电钮就直达摩
天高楼，一次扫码就能完成一次报销……这就是脱胎换骨的
蒿坪镇，这就是与时俱进，一年年靓丽的蒿坪镇。

看到这一身粗粝的树皮， 如是见着了饱经风霜
的历史老人。

叶沟的村民看它， 是个看一辈子都不变相的老
样子，而它却目睹了这里数十代人的生离死别、数百
年的社会变迁、过百个物种的兴衰更替。 为此，村人
称它为村史，意即：藏满村人记忆的无字史书。

树主姓余，其后人如今九成都已移居山下、迁居
山外。 78 岁的陈元琴现为留守老人中的老大，是个
自食其力的精干人， 脸上的笑纹和这树身的纹路一
样抢眼。她被石梯镇的干部请来，笑盈盈地走到树冠
下的浓荫之中，仰起头颅，伸出食指，边指点边开玩
笑：前些年，我只知道它是叶沟村最大的树；后来听
驻村干部说，这是石梯镇的树王；再后来，听说它是
汉滨区最大的银杏树；前年秋天，才知道它是安康市
的银杏王，在陕南名列前茅！我的妈呀，这棵老树，简
直老出名望，老成神了！

陈大娘生于 1946 年， 是 1964 年嫁到叶沟村老
余家的。 到婆家的第二天清晨，她依规起早，开门扫
地，抬眼见到这么大的一棵树，她兴奋地跑到树下，
围着树转。 转了三圈，也弄不清树有多高多粗，就想
抽空找人丈量一下。 关于高度，隔壁的婶娘说：我家
爷爷的爷爷在年轻时量过了，九丈九尺。她问后来长
到多高，婶娘说她爷爷临死的头一年又叫人量了，还
是那么高。

我想知道现在有多高，陈大娘说还是那么高。关
于树围，她说是三人合围。我们叫人去试，果然，三个
成年人合拢一抱，还露三寸。 我问是不是树又长了，
陈大娘说：树没长，是坡度斜了一点点。

我问树龄，陈大娘说不低于五百年，原因是：她
的婆家、老余家迁居至此，已经扎根五百多年。据传，
此树是他们先祖在这里建祖宅时栽下的护宅树。

另有一说，十分浪漫。 余家祖爷、祖婆来自不同
地域，带来了异地风俗：生儿时在堂屋埋一坛子桂花
酒，到结儿媳妇时好喝那奇香四溢的开坛酒，讨个吉
祥；生女儿时在门外栽两棵银杏树，供女儿出嫁时做
陪嫁厢柜，结实耐用，美观漂亮，留个传家宝与长久

的念想。
然而， 老祖爷的大姑娘出嫁前，看

着木匠伐了树正给自己做大立柜、大箱
子和八仙桌、火盆架等一应陪嫁，便自
己到门东栽下两棵银杏树，说是给父母
留个念想。 树大了，成材了，她捎信回
来，叫伐了卖钱，给弟弟打家具，成家好
用。弟弟仁义，坚决不砍，让给大姐留个
纪念。 这树就留了下来，一代传一代地
传下来，传成了如今的古树，传播了孝
义文化，并给此地传出一个响遍四方的
地名：老树下。

家业可以传宗接代，可是这树怎么
传的呢？

在余家人的记忆中，它始终是公共
财产，其地位和那座辟石为基、石头砌
墙、石板盖顶的祖屋一样，属于公产。当
祖屋成为祠堂， 这银杏树就是守护神，
静静地站在门前，如是门神，日夜不息。
于是，族人、家人祭祖时，也给银杏树焚
香烧纸。久而久之，这树就如祖屋一样，
成了祖树。 除夕夜里，人们在给祖坟上
香时，也给它点上。 若干年后的一个午
后， 陈大娘她太爷的太爷做了个梦，就
把这树梦成了神树。

太爷的孙子放牛时，把一头大犍牛
丢了，找了两天都没找到，一家人心急如焚。 太爷午
睡之后拄着拐杖出了房门， 颤巍巍地挪步半天来到
银杏树下，东张西望好久，连个牛毛都没看见，人却
困了。 他即靠在树上休息，竟迷迷糊糊入了梦境。 梦
中，他清清楚楚地看见：大黄犍牛将肩头抵在银杏树
上，使劲搓了一阵皮，深情地望了他一眼，就扬起尾
巴，跑步过了高垭子，沿着前梁到了关家地域，入了
一间牛圈。 家人听了这梦，似有什么暗示，就一路找
去，果然找到一间牛圈，发现自家的犍牛正在给人家
的母牛舔伤，咋拉都不分离。 那家主人见状，要出钱
买下这头犍牛，余家人则双手一拱，含泪将牛送给了
人家。两家厚道之人，成就一段姻缘。由此，银杏树下
就传出了一头犍牛的爱情故事， 两户人家的仗义美
谈。

说银杏树是爱情树，有两个来由：其一是树叶，
一叶两柄，形如情侣，且是心形，心心相印；其二为雌
雄相依，雄树身材高大，雌树冠体宽阔，雄树为雌花
授粉，雌树才会结果。

那么，这棵银杏树，为何是孤身？
陈大娘向左移了几步，指着麦地的边缘说：这儿

有一棵，一样大的。歇了口气，抹了把心口，大娘哼了
两声，才慢慢讲道：听我爷说，那年春上，石梯来了国
民党部队，啥都要，啥都抢，简直是土匪！见这银杏树
高大、端正、木材上等，就要砍了，锯成板材运进安康
城去卖钱。 砍了头一根，一家人哭得东倒西歪，用泪
水浇灭火气。要砍第二棵时，忍无可忍的几位老人扑
上去，手牵手地扑在树身上，死死地挡住。 大当家的
怕闹出人命，就舍去粮食、果酒、蔬菜、腊肉，甚至猪
牛羊等所有家当，把这树买下来，留住了。 可恶的土
匪，硬是连猫儿、狗儿都拉走了，才留下这孤零零的
一棵银杏树。 为此，当家老太太像丢了魂似的难受，
天天晚上焚香咒骂，整整骂了三年，硬是把国民党给
骂垮台了！ 没吃没喝的，日子咋过呢？ 好在，村人友
好，你一升粮、他一把菜地伸来援手。老天有眼，那两
年的白果特别繁，家人精心炮制成中药，又泡了十几
坛子药酒，乘汉江航运船下汉口，过秦岭子午道到西

安，辛辛苦苦卖了个好价钱，才让一大家人度过了荒
年，又慢慢让日子盈实起来。

我有点不解： 不是说这银杏树要雌雄相依才能
生存吗， 那这棵独树何以更加繁盛地开花、 结果的
呢？

赶到树下看热闹的村民， 争先恐后地向我们介
绍：这银杏树，是砍不败、毁不掉的！它的自繁能力特
别强，果能繁殖，根能繁殖，方圆几里就繁衍了成百
上千棵。 因为它的叶子密、树冠大，村人担心树荫影
响了庄稼，没让它在土地里生长，可这四周的房前屋
后、山坡密林之中的银杏树多得很，随便就能见到水
桶粗、一抱粗的大树。 所以，门前虽然只有这孤身一
棵银杏树，但整个叶家沟却是银杏的天下，老树根本
不缺花粉。因而，孤树并不孤独，具有很好的生存、繁
殖、发展环境，常年生机盎然，洋溢着旺盛的青春气
息。

村人惯常称其为白果树， 只因他们每年秋季能
分享的果子是白色的。树主余家，信奉“和气生财，吉
庆有余” 的为人处世之道， 不仅与远亲近邻和睦相
处， 而且在每年白果收获时节像过喜事一般招待乡
亲。 菜是时令的山野菜，酒是刚烤的苞谷酒，院坝打
灶煮一大锅白果炖腊肉，树下摆开长桌宴，帮忙采果
的、左邻右舍的、赶场过路的，均请入席，同吃同喝同
庆丰收，走时再拿一小竹篮子白果。独乐乐不如众乐
乐，如此广泛地分享，让这白果的美名、白果人家的
名气，就如这温和的山风一样飘向四面八方，传播着
美德，传成了口碑。

一道偏僻的山沟，因为名声好、名气大而吸引着
他人的迁入、嫁来，渐渐的，叶沟村由余氏一姓发展
到二十多姓， 由一户独庄发展为人口稠密的一个大
村。 人们在这里和睦相处，繁衍生息，把山沟变成了
名村。

村人称其为银杏树，是六年前的事。 那年立秋，
金黄的树叶如同往年一样随着秋风的到来而纷纷飘
落，一夜之间，树下是厚厚的一层金黄，周边的土地
上铺满了金黄，连同附近的道路上、房屋上、树木上
都是点点金黄。村人习以为常的场景，却于第二天早
晨把从城里下来的扶贫干部给震惊了， 他用手机一
连拍了十几张照片发在朋友圈。 从他的手指一按开
始，连续一周，到此打卡的人络绎不绝，这树当下成
了“网红”。而推波助澜者，当属石梯镇领导的闻风而
动，迅速反应。镇上邀请全市网络达人，来了一场“金
秋之约”，他们或直播、或访谈、或拍照，一番忙碌，不
过个把小时， 竟让这棵银杏树刷爆全网， 以至福建
的、山东的、西安的银杏迷们吵开了：难道安康这棵
山野银杏树，大过了我们的市树、县树、银杏王？

这一吵闹，胜过炒作，“山野银杏树”自此走红。
由此，叶沟村民便把叫了数十代人的“白果树”改称
“银杏树”。 作为树主人的余家后代，理应带头改口，
可有些老年人却老是觉着拗口。 陈元琴老大娘微笑
着批评那些不太习惯改口的人：银杏就是白果，一回
事嘛；你看，因为这白白儿的杏子洁白如银，它才叫
银杏；咱们直接喊成银杏，更有味道的嘛！

今天，我路过此地，见到了叶沟垴半山腰上一湾
埫地的边缘， 十分醒目地耸立着一棵树冠如同山包
般的大银杏，两座石头砌墙的老房子。古树的苍劲和
石屋的苍老，如一部厚重的史书，让我的神经为之震
颤。

虽然弄不清这棵古树高寿多少， 但陈元琴老人
的介绍，让我记住了这棵树及那些人，那些事，也记
住了叶沟这部令人荡气回肠的村史。

庙庙湾湾古古村村落落记记
石石昌昌林林

靓靓丽丽
蒿蒿坪坪镇镇

宁陕县自然资源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宁自然资挂告字〔2024〕05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原国土资源部《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规定，经宁陕县

人民政府批准， 受宁陕县自然资源局委托， 陕西浩洋绿洲拍卖有限公司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宁陕县三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宗地的基本情况及规划指标要求如下：

二、竞买人报名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公司、企业、自然人和其他组

织，除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另有规定及经核实有闲置土
地、在以前土地招拍挂出让中有违约行为的单位外，均可参
加竞买。 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竞买。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采取网络报价的
方式进行，按照价高者得且不低于底价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提交申请、保证金缴纳时间及资格确认
1、提交申请
申请人可于 2024 年 6 月 12 日 9 时 00 分至 2024 年 7

月 9 日 16 时 00 分前到陕西浩洋绿洲拍卖有限公司处（西安
市长安区锦湖街绿地 DK1 公寓 15 号楼 1 单元 316 室）索取
挂牌出让文件、进行资格预审。

2、竞买保证金缴纳
线上缴纳保证金的截止时间均为 2024 年 7 月 9 日 16

时 00 分（以到账时间为准）。
3、资格确认
网上报名成功后，通过资格审查且足额缴纳保证金的申

请人，我公司会同宁陕县自然资源局进行资格确认，资格确
认截止时间均为 2024 年 7 月 9 日 16 时 00 分前。 通过资格
确认的申请人，可进行网上报价。

4、挂牌出让宗地报价时间均为 2024 年 7 月 2 日 9 时 00
分至 2024 年 7 月 11 日 16 时 00 分。

五、签订《成交确认书》
挂牌成交后 3 个工作日内，竞得人凭《结果通知书》前往

陕西浩洋绿洲拍卖有限公司获取《成交确认书》。
六、其他事项
1、 本次网上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

出让文件。 "挂牌出让公告"的内容与"挂牌出让文件"内容不
一致的，以"挂牌出让文件"为准。 有意买者可登录全国公共
资源交易平台（陕西省·安康市）安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
站（http://ak.sxggzyjy.cn/）查询并下载本次挂牌出让文件及
附件，按上述文件规定的操作程序参加竞买。

2、本次出让活动过程中，可能出现延期、中止、终止等变
更情况，请在交易开始前随时关注相关公告信息。

3、 竞买申请人应详尽了解本次出让宗地现状及出让文
件所列条件，提交竞买申请视同对本次出让宗地的现状及所
列条件无异议并全部接受。

4、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口头、传真及电话报名。
5、网上挂牌报价截止时，出让宗地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

续报价的，将转入网上限时竞价，通过限时竞价结果确定竞
得人。

七、对本次网上挂牌出让宗地有异议或在出让活动过程
中遇到疑难问题请致电：15771717279 张先生

宁陕县自然资源局 陕西浩洋绿洲拍卖有限公司
2024 年 6 月 12 日

宗地编号 宗地位置 出让面积
（㎡）

宗地
用途

出让
年限
（年）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地率

起始价
（万元）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加价
幅度

（万元）

NS2024G08

NS2024G09

NS2024G11

宁陕县城关镇
寨沟村二组
宁陕县城关镇
关二社区新党校北侧
宁陕县城关镇
老街县公路段东侧

25039.51 平方米
（37.56 亩）

5440.97 平方米
（8.16 亩）

5714.99 平方米
（8.57 亩）

工业
用地
商业
用地
住宅
用地

50

40

70

≥1.0%
≤3.0%
≥1.2%
≤3.5%
≥1.2%
≤3.0%

≥40% \ 1620 1620 20

≤50% ≥20% 680 680 5

≤22% ≥30% 580 580 5

备注：NS2024G08 宗地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不大于工业项目总用地面积的 7%，且建筑面积不大于工业
项目总建筑面积的 15％。

NS2024G11 宗地竞得人取得该宗土地使用权后必须无偿配建 5300評安置房，配建安置房位于本小区东北角区域。

叶叶柏柏成成

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
李焕龙

蒿蒿坪坪镇镇全全景景

银银杏杏树树

古古村村落落一一角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