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杨为民 记者 赵汗青 文/图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8名连云港人凭借着百年前的家书，通过不懈努力寻找，终于
找到了位于马鞍山花山区濮塘管委会宋庄村，来自连云港的杨志柱仍沉浸在初次回到故乡的
喜悦当中。

安徽省产权交易中心项目公告
一、安徽中医药大学梅山路70号沿街房

产招租
出租方：安徽中医药大学
项目简介：出租标的为安徽中医药大

学梅山路 70 号沿街网点三间房产，地理位
置优越，商业气息浓厚，标的具体情况详
见公告。

出租底价：详见公告。
咨询电话：0551-62871622
联系人：姚女士
二、合肥市包河大道252号教学恢复楼

部分房产招租
出租方：安徽省公路工程技工学校
项目简介：出租标的为合肥市包河大道

252号教学恢复楼1-8层、11-18层，出租面
积约15000㎡，中心繁华路段，交通便利。

租金底价：360万元/年

咨询电话：0551-62871604
联系人：俞女士
三、合肥市安庆路268号8间房产招租
出租方：安徽博物院
项目简介：出租标的为合肥市安庆路

268号（安徽博物馆老馆）8间房产，周边商业
气氛浓厚、交通便利。

出租底价：详见公告。
咨询电话：0551-62871622
联系人：王女士
四、合肥市徽州大道万通大厦1208室

房产招租
出租方：安徽省农机安全监理总站
项目简介：拟出租标的合肥市徽州大道

万通大厦 1208 室房产出租，位于合肥市徽
州大道紧邻省经信委和省军区，周边商业网
点、住宅小区、高档写字楼众多，地理位置优

越、交通便利。
出租底价：7.56万元/年。
五、安徽省国土资源信息中心报废资产

转让（降价挂牌）
转让方：安徽省国土资源信息中心
项目简介：本次转让标的为安徽省国土

资源信息中心一批报废资产,包括:空调、计算
机、扫描仪、资料柜等，整体转让。标的详情
参见《安徽省国土资源信息中心拟处置资产
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皖中联国信评报字
【2015】第153号）。

挂牌价格：1.125万元。
咨询电话：0551-62871609
联系人：武女士
六、安徽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报

废资产转让
转让方：安徽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项目简介：本次转让标的为安徽省产品
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报废资产，主要为油漆
恒温恒湿实验室设备（含空调）。标的详情
参见《安徽省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中心委
托安徽省质检院资产报废项目单项资产评
估报告书》皖新评（2015）124号。

挂牌价格：0.23万元
咨询电话：0551-62871604
联系人：葛女士
以上项目详情，请登录安徽省产权交易

中心网站（www.aaee.com.cn）。
联系地址：合肥市屯溪路 239 号富广大

厦17楼。

安徽省产权交易中心
2016年1月12日

安徽省建材工业设计院
51%国有产权转让公告

一、转让标的基本情况
1、转让方：安徽省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2、转让标的：安徽省建材工业设计院51%国有产权
3、转让标的基本情况（详见安徽省产权交易中心网

站www.aaee.com.cn）
二、公告期限
自公告之日起20个工作日
三、挂牌价格
人民币530.9027万元
四、公告其他内容详见安徽省产权交易中心网站

www.aaee.com.cn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人：高翔
联系电话：0551-62871617
特此公告。

安徽省产权交易中心
2016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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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菊磊 许建军 星级记者 俞宝强

76岁的胡正保老人，自小长在大蜀山脚下。从2006年开
始，有着多年护林经验的他，开始义务护理周边回迁小区的树
木。修剪、松土、刷白……在胡正保的精心“呵护”下，几个小区
里的1000多棵树木茁壮成长。

义务守护回迁小区的千余棵树

今年 76 岁的胡正保，土生土长在大蜀山脚下，从小就在树
林中长大。

“上个世纪 80 年代，在家附近有个林科所，里面招临时工，
主要工作就是植树造林，自那开始，我的人生就跟树木紧紧相
连”。1 月 11 日，胡正保告诉记者，因为工作勤奋，当时年轻的
胡正保还被推荐到市区的一家教育学院里做林业护理。

然而，1998年的一场车祸，造成他腿部受伤严重，让他不得不放弃
了林业护理的工作。后来，胡正保搬迁到回迁小区。看着附近几个回迁
小区里的新种植的小树苗，没人专职打理，胡正保又开始操起了“旧业”。

胡正保说，从2006 年开始，他就主动当起了周边小区的义
务“护木员”，这一干，就是10年。

曾被邀六安去栽树，一万余棵仅死了三棵
“蜀秀苑，蜀新苑……在如今大铺头周边的每个小区里的每

棵树木，我都能记得清它们的特征和具体的地址。”胡正保告诉
记者，这些小区大部分种植着香樟、红头蛇兰、水杉、广玉兰等
树木。每年冬天，他就自己带着刷子，提着装着石灰粉的小桶，
一个小区一个小区地转，给树木刷白。总共千把棵树木，胡正
保前前后后要忙碌一个多月。

2010年，他还被请到六安去种树，1万多棵树苗最后仅死了
三棵，成活率极高。

10 年来，只要看到有人在树木上晾晒被子，小孩子攀爬树
木，他就会非常心疼地上前制止。即使受到冷言冷语，胡正保
也会爽朗地一笑：“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多留下些绿荫地，为社会
多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也是应该的 。”

在濮塘宋庄村杨氏家谱编撰委员会的
办公室，老人与其子孙经比对《安徽当涂杨
氏简略宗谱》，终于看见了有关其祖父的名
讳记录，也印证了他们与宋庄村杨氏是同门
同宗，同属弘农郡四知堂“杨家将”后裔。

“家书抵万金”！这一张发黄的家书，保
存一个多世纪已属不易，而能将家族记载的
根再次找寻到，就更属一个奇迹。

老人看见祖籍家乡马鞍山的巨大变化，
用大拇指不停地进行比划点赞，不停地说：

“家乡山美水美，家乡人更美。”
杨志柱告诉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

者，父亲杨正铨年纪大了，他坚定地要回到
老家看看。这次回到马鞍山，看到城市建设
这么美好，心里美滋滋的。这次寻亲之旅，
不仅完成了其父交待的寻根心愿，也告诫其
子孙后代——“家就是小时候拼命想逃离，
长大后想回去却回不去的地方”，要常回老
家省亲，认祖归宗不仅是中华传统美德，也
是弘扬家族文化的重要部分。

这封家书立于1910年8位外乡人带着家书寻族亲

2015 年12 月31 日，马鞍山市花山区濮
塘管委会宋庄村走来了 8 位不同寻常的外
乡人，他们操着一口浓重的苏北口音，自称
是江苏连云港灌云县人，此行的目的是找寻
失散了已经一个世纪有余的杨氏族亲。

他们当中最为年长者，是今年已 87 岁
高龄的杨正铨老人，下了非常大的决心，将4
个儿子及侄孙们领来马鞍山宋庄，希望在有
生之年完成其祖父交给的寻亲任务。

杨正铨从身上掏出了一张已略显发黄
的家书，上面是用小楷毛笔书写，约百十字，
规格40厘米见方。文中注明：“宣统庚戌年
仲秋（1910 年），立此凭条”。这可不是一张
普通的家书，他在他们的家族中已珍藏了一
个多世纪，且保存完好。

据杨正铨回忆：他祖父是行医之人，何
年搬迁到连云港已无法查证。由于清朝末
年国家衰亡、民不聊生，担心日后子女走失，
便在 5 个儿子分户出去时，亲自抄写了 5 封
家书，人手一份。这封家书，就是由杨正铨
的父亲杨守仕保存至今的。

家书内容有：“主（祖）籍太平郡当涂县
池（慈）湖乡昇平社上北丈（庄）路图（途）有
南京南门外廿里止西善桥五十里止板桥七
十里止龙木山八十里止六郎桥九十里止桥
到上北丈（庄）村”。“老祖茔墓在宋村祠堂在
老宋村”。“佑启后人-春记秋堂承四知于宋
祖”。“杨氏门中先远历代宗亲位”。

边角外还记录有“业廷芳维学承大德家
守正志绍师永宣贤世绪昌”二十字派辈。

寻根故里只为认祖归宗

七旬“植树达人”
10年义务护树千余棵

“百年家书”珍藏已一个多世纪

一封家书
找回失散百年的族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