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百 姓 家 园

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
发福建省农村住房灾后恢复重建实施方
案的通知》（闽政办〔2016〕116 号）、《福州
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福州市农村
住房灾后恢复重建实施方案的通知》（榕
政办〔2016〕130号）和《闽清县人民政府办
公室关于印发闽清县“7·9”洪灾农村住房
灾后重建工作实施方案》（梅政办〔2016〕
80号）等文件精神，按照县灾后恢复重建
指挥部工作部署，我办认真按照省、市、县
相关政策规定，精心组织开展全县农村住
房灾后重建对象调查摸底工作，经“户报、
村评、公示、乡审”，并经县公安、民政、国
土、住建、卫计、农业、残联等部门联合审
核后，我办分二批对全县农村住房灾后重
建对象进行了公示。针对公示过程中有
异议的情况，经县公安、住建、国土等部门
和有关乡镇、村进一步调查核实，现将核
实后拟列入农村住房灾后重建对象的34
户名单和拟不列入农村住房灾后重建对
象的21户名单予以公示。

公示情况在闽清电视台、闽清政府
网、《梅城报》等媒体公示。公示期为5天
（自2016年10月5日至10月9日），公示期
间，对重建对象有异议的，请及时向我办
反映（周末照常受理）。

联系电话：0591—22370630 联系
人：林耀锋

附：拟列入农村住房灾后重建对象名
单（共34户）

拟不列入农村住房灾后重建对象
名单（共21户）

闽清县“7·9”特大洪灾救灾暨灾
后恢复重建指挥部办公室

2016年10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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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

坂
东
镇
（
共2 2

户
）

三溪乡
（共1户）

塔
庄
镇
（
共1 1

户
）

村别

墘上村
墘上村
墘上村
墘上村
墘上村
新壶村
李坂村
溪峰村
塘坂村
下洋村
下洋村
朱厝村
坂东村
坂东村
坂东村
坂东村
坂东村
坂东村
坂东村
车墘村
新壶村
溪西村

前光村

龙池村
梅寮村
炉溪村
炉溪村
炉溪村
炉溪村
炉溪村
炉溪村
炉溪村
炉溪村
塔庄村

重建
对象

刘雪香
黄希加
许云珍
黄德初
黄美珠
许秀珍
张碧兰
池孟侠
黄玉娇
叶明凤
许赞针
朱祥水
刘宜惠
刘宜梓
刘铭

刘旺森
龚玉珍
刘忠火
刘时桂
黄灼仁
蔡宝须
张维恩

许水仙

张洪杰
詹友安
池政天
池政春
池东庭
池志庭
邱道雄
詹月莲
柯贵英
邱育铿
黄长新

重建原因
住房倒塌

√

√

√
√
√
√

√
√

√

√
√

严重危房
√
√
√
√
√
√

√

√
√
√

√
√

√
√

√

√
√

地灾威胁

√
√
√
√
√

√

本县内是否
另有住宅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拟
列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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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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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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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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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34

户
）

乡
镇

云
龙
乡

（
共1

户
）

白
樟
镇
（
共5

户
）

坂
东
镇
（
共8

户
）

塔
庄
镇
（
共7

户
）

村别

后垄

樟山村

樟山村

前庄村

前庄村
前庄村
楼下村
楼下村
坂中村
坂中村
坂中村

坂中村

坂中村

塘坂村

龙池村

龙池村
林洞村
溪东村
溪东村
溪东村
溪东村

第一批、第二批公示情况
重建对象
户主姓名

陈淑琼

黄宝珠

林菊云

吴赛珍

刘兰珍
谢启院
许步伟
许步生
黄桂光
刘东锦
陈爱娥

刘积彬

刘孟镜

陈天枝

黄忠飞

黄勤基
涂礼容
黄本志
黄敬珍
林礼英
黄声耕

重建原因
住房倒塌

√

√

√

√

√
√
√

√

√

√

√

√

√
√
√
√
√
√

严重危房

√
√

地灾威胁

√

本县内是否
另有住宅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不列入重建对象

原因

系城镇居民

本县内另有住宅

本县内另有住宅

本县内另有住宅

本县内另有住宅
本县内另有住宅
本县内另有住宅
本县内另有住宅
本县内另有住宅
本县内另有住宅
本县内另有住宅
户籍地址与受损
房屋地址不一致
户籍地址与受损
房屋地址不一致
受损房屋不属于

严重危房
不符合农村重建

户条件
本县内另有住宅
不属于倒塌房屋
本县内另有住宅
本县内另有住宅
本县内另有住宅
本县内另有住宅

经县公安、住建、国土部门及乡镇村对拟列入农村住房灾后重建对象名单
（第一批）、（第二批）中的重建对象进一步调查核实，云龙乡后垄村陈淑琼等21
户重建户不符合列入农村住房“7.9”灾后重建对象的条件，现予以公示。

拟不列入农村住房灾后重建对象名单(共21户）

闽清旅外青年学生追求进步
1928年，在福州求学的闽清籍专科以上青年

学生刘子崧、黄开修、许昭之、刘宫鹦、卢文年等组
织“旅榕闽清同学会”，推荐刘子崧（时在福建学院
大学预科学习）为会长，聘请许显时（时任福建省
政府建设厅厅长）为顾问。他们曾办起《闽清学
会》月刊，开展反帝反封建宣传。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北京大学法学院
求学的刘子崧积极参加北平学生爱国运动，曾跟
随北平大学学生会组织的请愿团到张学良公馆请
愿，还随大队学生南下南京示威游行。1932年和
1934年，刘子崧还分别在北平和日本东京参加了

“新兴社会科学研究会”和“《资本论》研究会”。
1933年，归国侨生刘村夫在福州地下党员王

助的帮助下，参加了中共福州工委领导的“反帝大
同盟”活动，并参与中共福州工委创办的《工农报》
的编辑印刷发行工作。

1935年，在北平朝阳大学读书的刘我辉，参加
了著名的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又在北平参
加了党领导下的外围群众组织——“中华民族解
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曾加入中国共产党

并担任党小组宣传干事、小组长、支部书记和区委
委员等职。

闽清籍在外进步青年学生不仅以他们的革命
举动直接鼓舞和影响家乡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
争，而且还把各种进步书刊带回闽清。当时在闽
清广泛传播的书刊有：《资本论》、《共产党宣言》，

“创造社”出版珠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王独清
等作品，鲁迅的《呐喊》、《彷徨》，邹韬奋的《生活周
刊》等。这些进步书刊的出现和流传，加快了马克
思主义在闽清的传播，加快了闽清人民特别是青
年学生的革命觉醒。

闽清革命青年参加红军
1927 年 8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南昌起

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随后，毛泽
东领导秋收起义，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开辟了井
岗山革命根据地，并把红色根据地扩展到闽西地
区。红军的影响很快波及到闽
清。

1929 年，家无寸土的省璜
十都坑口村青年铁匠张昌龙，在

古田县地下学员吴XX的教育引导下，和同村的张
亨居、八都的刘吓四等人一起，步行七百多里到崇
安苏区参加红军，先后在闽北、赣东北红军（方志
敏同志》兵工厂里制造大量的枪枝弹药。红军长
征后，张昌龙留在苏区坚持了三年艰苦的游击战
争。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他被编入新四军三
支队军械处，奔赴华东抗战前线。以后他又参加
解放战争直到全国解放。

1931年，旅居诗巫的青年侨生池容江（祖籍闽
清六都下杭），在厦门求学时参加革命。1933年加
入闽西南红军游击队。1934年，在永春战斗中负
伤后，与组织失去联系，辗转来到厦门，因伤势过
重于是年底病逝于鹭岛。

1934年，旅居马来西亚的青年学生刘俊毅（祖
籍闽清六都佛堂前）毅然回到祖国，在福州地下党
组织的帮助下，到永安加入红军队伍，担任无线电
报务员，随后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
后，刘俊毅跟随刘伯承、邓小平大军转战山西、河
北、河南等地，与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殊死的
战斗。后因操劳过度，于1949年7月5日病逝于太
岳军区卫生部政委任上，年仅35岁。

（摘自《闽清革命史》）

闽 清 进 步 青 年 革 命 史

台风“鲇鱼”虽已远去，但在抗击
“鲇鱼”中涌现出的无数先进党员干
部和平民英雄，值得我们每个人学
习。其中梅城镇就有这样一群人，非
党员、非干部，却异常活跃、热心，防
汛抗台中总能看到他们忙碌的身影，
他们便是热心的社区志愿者。

24 岁的陈雯静来自梅城镇南门
社区，是抗击台风的志愿者之一。别
看她年纪轻，做事却特别成熟稳重。
台风前一天，就踊跃报名参加了志愿
者服务活动。经过简单培训，便与镇
工作人员一道，走村户、下企业派发
防台风通知单，劝导危险地带的群众
尽快转移。之后，她便来到县实验小
学安置点，帮忙打扫布置房间，照顾
转移来的群众，给他们发放面包、牛

奶等物资，尽自己所能安抚群众情
绪，竭心尽力、毫无怨言。

“我觉得通过自己的努力，能让
大家吃好睡好，我感到特别安慰，觉
得做这一切都是值得的。”陈雯静说。

像陈雯静这样的志愿者，梅城镇
还有很多。他们身穿红马甲，走进群
众，劝说群众，转移群众，安抚群众。
越是危险地带越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低洼的河边、破旧的危房里、危险的
地灾点，那一抹抹红色成了台风天气

里最亮丽的一道风景。有人“不管不
顾”家里，把自己的小孩托给别人照
看，却坚守在安置点不遗余力地照顾
被转移来的老人和小孩；有人一天一
夜没回过家；还有一位志愿者，因为
感冒生病，兜里揣着药，却从没想过
离开，一直跟着队友坚守了最后一班
岗……

这就是我们的志愿者，一群美丽
的人，一群可爱的人。虽然我们叫不
上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

他们都是穿着红衣服的“爱心天使”。
说起这些社区志愿者，实验小学

安置点的群众都赞不绝口，大家都
说：“这里有这么热心的志愿者，这么
事无巨细地照顾我们，我们感到很温
暖。”“他们的细心和耐心真是比自己
孩子照顾地都好。”还有些老人感慨
地说。

“在防台抗台中发动社区志愿者
积极参与是我镇在宣传方面的一大
优势。由于我镇撤离人数偏多，仅靠
工作人员宣传范围有限，我们便大力
发动社区群众进行参与，不仅扩大了
宣传力量，也更易达到宣传效果，营
造文明和谐的社会氛围。”梅城镇工
作人员李曼告诉记者。 （吴俊青）

热心的社区志愿者

受今年第17号台风“鲇鱼”的影
响，9月27日开始至29日凌晨，闽清
县连续普降大雨，引发山洪、内涝、滑
坡和塌方等灾害。在坂东镇，一群女
党员巾帼不让须眉，连续48小时奋战
在抗台抢险的最前沿。

一个都不能回
“赶快转移！台风马上来了，有

大暴雨！”一个沙哑的声音喊道。这
声音来自坂东镇的党委委员刘珂
文。9 月 26 日县防抗台风“鲇鱼”工
作动员部署会议后，她马上来到驻点
联系的秋峰村，挨家挨户地喊，竭力
确保村民们特别是地质灾害点的都
能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28日台风登陆后，已经转移出来
的84岁许家老太太执意要回老厝，眼
看雨还在下，这可急坏了刘珂文。

“许大娘，雨这么大，你家后山就
是水库，真的很危险！不能回去啊！”

“台风过去了，我要回家！”
“您这房子太危险了，真的不能

住啊”经过近1小时的交谈，在村干部
的配合下，刘珂文冒雨陪许老太太回

去取了衣物后，一同回到安置点，直
到警报解除才离开。

一个都不能留
前埔村地势低洼，临近梅溪，面

对狂风暴雨，更是不敢有丝毫大意。
村书记刘雪云用一颗全力以赴的心，
以冲锋在前，身先士卒的实际行动，
为村民筑起一道坚实的“防台墙”。

9月27日，刘雪云书记就带领村
两委干部对梅溪沿溪的留守村民进
行全面的排查，劝导撤离转移，当晚5
点左右2户11人投亲靠友，一户广电
光缆工人居住点 13 人转往高处民
宅。7点多的时候，发现一家箱包厂4
名大人和 2 名小孩仍然滞留在厂区
内，多次联系不上老板，他们不敢离
开。

怎么办，刘雪云立即一边向上级
汇报，一边就近安排民宅住所应急。
这时候，坂东派出所的巡警来了，刘
雪云立即跟巡警们启动强制转移，将
箱包厂的所有工人和小孩带离厂区
住进民宅和宾馆，并将厂区大门紧
锁，防止工人回去。

一刻都不放松
2015 年刚刚参加工作的坂东镇

农业服务中心的黄钟莹，是个90后女
生，是革命老区村洪安村的包村工作
队员。全县启动防台风应急响应后，
她迅速进村入户，挨家挨户地宣传防
御台风工作，叮嘱村民一定要注意安
全；对村部避灾安置点进行布置，铺
上床铺和被子，努力为前来避灾的居
民提供良好的环境。

在7.9洪灾中冲毁的南山下拱桥
还未修复，山洪会加大桥两侧的土石
方塌方，危急周围民房的安全，所以
水情监测十分重要，黄钟莹每隔一段
时间都要去桥头查看水位高低等情
况，特别是在台风登陆前后，15分钟
就去一趟，掌握第一手的情况。

同样是90后也是去年参加工作
的坂东镇党政办何娟和高羚晖，她俩
连续 48 小时不眠不休，26 日起深入
企业、工地，发放停业停工通知书，苦
口婆心动员群众提前撤离危险地带，
27 日和 28 日两个晚上彻夜围着电
脑、电话转，做好各项报告、指令和通
知的上传下达，每个灾情和险情详实
记录，为防汛抗台指挥部决策部署提
供支撑。

这不是战斗，胜似战斗；这不是
战场，胜似战场。镇村两级82名女性
干部用平凡的实际行动，处处彰显出
巾帼英雄的风采，这朵朵铿锵玫瑰，
在风雨中盛开，在百姓的心中绽放！

(池贤桦）

风雨中的铿锵玫瑰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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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墩村位于闽清县三溪乡东南部，距闽清县城43公里，距福银高速金沙
互通口30公里，随着横五、联一线以及福州大外郊环高速的兴建，山墩与外
界的距离将进一步被拉近。全村下辖3个自然村，3个村民小组，人口251户
747人。这里是八闽岳祖白岩山风景区所在地，村庄风景秀丽，空气清新，生
态良好，无工业污染源。目前该村已被省市县列入2016年美丽乡村建设重
点村，现正逐步实施环境综合整治、景观改造、民房立面改造等工程。2015年
以来，村内引进有现代农业综合开发、南拳武术文化恢复性抢救和保护等项
目，包含生态观光、武术文化、农事体验、露营垂钓等内容的乡村旅游将成为
该村今后主要的发展方向。（叶林生摄影，文字由林世烽提供）

美 丽 山 墩

国庆长假期间，山清水秀的白樟镇下炉村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的赏花人。
下溪坪的近百亩波斯菊竞相盛开在田间，紫的、粉的、白的……一垅又一垅的
花儿在蓝天白云、青山绿水的映衬下更加娇艳。这是下炉村在“7.9”灾后复耕
的，对闽清人显得格外珍贵，无不彰显闽清人顽强的斗志，拼搏的精神。

“7·9”洪灾中，福建省羊胜生态发展有限公司种植的百亩花生、黄花菜等
全部被淹，桃树受损。洪灾过后，在8月初，该公司马上组织人员扶正桃树，桃
树间进行套种波斯菊。经过精心培植，近两个月来波斯菊长势良好。国庆期
间，美如画的波斯菊花海呈现在游客面前。截至目前，白樟镇自行复耕1750
亩已全部完成，完成总投资52.5万元，完成总工程量的100%；工程措施复垦已
完成265亩，完成投资92.75万元，完成总工程量的39.2%，预计可提前完成复
垦任务。 （陈艳英）

下炉村波斯菊花海游客如织
白樟镇灾毁耕地复垦进展迅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