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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闽清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闽清
县“7·9”洪灾城镇住房灾后重建工作实施方案》
（梅政办〔2016〕95号）文件精神，按照县灾后恢复
重建指挥部工作部署，我办认真按照相关政策规
定，精心组织开展全县城镇住房灾后重建对象调
查摸底工作，经“户报、居评、公示、乡审”，并经县
公安、民政、国土、住建等部门联合审核，现将3户
新增拟列入城镇住房灾后重建对象名单和在第一
批公示过程中有异议，经县直有关部门和所属乡
镇、村进一步调查核实后11户拟不列入城镇住房
灾后重建对象的名单予以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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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7
日至 10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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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祥
附：城镇住房灾后重建对象新增及核减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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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5日

闽清县“7·9”特大洪灾救灾暨灾后恢复重建指挥部办公室
关于对城镇住房灾后重建新增及核减对象进行公示的公告

新增拟列入城镇住房灾后重建对象名单(共3户）

序
号

1
2
3

乡镇

坂东
（3
户）

居别

白中社区
坂东社区
坂东社区

重建对象

户主姓名
刘规文
刘雪英
刘积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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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拟不列入城镇住房灾后重建对象名单(共11户）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乡
镇

坂
东
（11

户
）

居别

坂东社区
南门社区
坂东社区
坂东社区
城北社区
坂东社区
坂东社区
坂东社区
坂东社区
坂东社区
坂东社区

重建对象
户主姓名
黄文琳
李孔泉
刘卫东
刘宜藩
刘仲元
刘铁峰
刘步松
柯国贞
刘东寨
刘正冰
林美娇

重建原因
住房倒塌

√
√
√
√
√
√
√
√
√

√

严重危房

√

地灾威胁
不列入重建对象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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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住房倒塌
无住房倒塌
无严重危房
无住房倒塌

为加强城市供水管理，保护居
民合法权益，保障水质安全，解决
供水安全最后一公里的问题，现就
梅城镇广宇小区供水“一户一表”
改造的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广宇小区供水“一户一
表”改造是在大部分小区用户申请
的前提下开展的，即以户为单位，
在户外独立水表，以表计量，让用
户清清楚楚用水，明明白白消费，
体现公平正义的原则，更好地保护
居民的合法权益。

二、改造范围：一是广宇小区
A区户表改造；二是广宇小区B区
户表改造；三是广宇A、B区临时消
防管道铺设。 三、具体方案：1、
根据现场实地勘察情况，由闽清水
务公司负责铺设市政供水管道至
三楼（过道处），集中立表计量。2、
表后进户管由用户自行负责实施
安装。3、临时消防管道铺设分为
A、B 区单独计量。在 A、B 区（路

面）东西两头各安装一个消防栓，
在三楼A区（过道）东西两头各安
装两个消防栓，在三楼B区（过道）
东西两头各安装三个消防栓。A
区临时消防设施产生的水费由 A
区用户分摊。B 区临时消防设施
产生的水费由B区用户分摊。

四、改造资金来源：一是依照
《福州市城市供水管理办法》、《福
州市二次供水管理办法》、《物权
法》，经广宇小区业主代表与闽清
水务公司友好协商，在征得大部分
业主同意后，广宇小区“一户一表”
改造小区业主每户出资 1050 元，
其他不足部分改造资金由闽清水
务公司负责筹资。

五、改造后的管理建议：1、广
宇小区依法成立业主委员会，实施
小区管理职责，负责缴纳今后的公
益用水费用。

2、业主委员会应对原小区总
表所欠的水费负责，依法向小区全

体业主收缴，并及时缴纳改造前所
欠水费。

3、上述措施没有办法解决
的，我司将采用户均公摊的方式予
以解决，并写入供水合同条款。

六、改造程序：
1、改造时间：改造期为 2016

年 11 月 10 日——2016 年 12 月 10
日，

2、立户登记办理：请各位广宇
小区用户互相转告，对于长期不在
家的未办理一户一表登记的用户
可委托亲属（或朋友）到闽清水务
公司营销服务部登记办理。

3、改造完成后切断原供水管
道。

六、经现场勘查广宇小区消防
管道老化严重，大部分消防管道没
水。为满足一户一表改造，特铺设
临时应急消防管道用于消防使用。

七、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执
行。

特此通告
福建省水利投资集团（闽

清）水务有限公司
2016年 11 月 7 日

关于实施梅城镇广宇小区
供水“一户一表”改造的通告

本报讯 “注意把银行卡和密码分开
存放，我们对设置了密码的客户来银行取
钱是认密码不认人的。”11月10日，闽清农
信社的工作人员对来咨询的李大妈这么解
释说。原来，李大妈看到了人民银行闽清
支行组织的安全支付宣传，很随意的问了
几句。当银行人员了解到李大妈的习惯后
赶紧提醒她要注意卡密分离。

近十年来，中国的银行卡产业高速发
展，银行卡支付消费日益成为广大群众必
备的支付结算手段。但伴随着银行卡的频
繁使用，一些不法分子便把银行卡作为犯
罪目标，特别是老年人群体防范意识较差，
很容易成为犯罪分子的目标。闽清县各大
银行针对社会特点，针对老年人特别进行
了现场讲解。

银行人员提醒：整治无证经营支付业
务、整治电信诈骗、维护支付市场秩序等是

目前国家正在推进的工作。个人更要注意
自己的支付安全，注意个人信息的保护。

银行卡防范知识要点：
一、提升持卡人信息安全防护意识
提升安全意识，保护个人信息。输入

密码用手遮挡，视线不要离开卡片；手机交
易时，不要向任何人透露动态密码；手机银
行卡丢失立即挂失；远离办卡中介，严守个
人信息。

银行卡交易前要查明周遭的支付环
境，避免手机验证短信的泄露，谨防陌生人
的“热心肠”，多一份小心换一份安心。

二、维护银行卡网络支付安全
注意用网安全，维护个人权益。拒绝

扫描来源不明的二维码；拒绝连接不加密
的 wifi；拒绝在网吧等公共场所进行网上
交易；拒绝点击来历不明的查询链接。

（吴广钟）

注 意 安 全 支 付 “ 钱 是 自 己 的 ”

本报讯 近日，由闽清团县委牵头，铿
哥爱心志愿队与福清市青年创业促进会
等爱心团队共同举办的“天灾无情 人间有
爱”阳光助学活动走进闽清天儒中学，为
在7·9洪灾中受灾的坂东籍学生送去了爱
心。

活动中，铿哥爱心志愿队向天儒中学
受灾的坂东籍学生捐赠了一万八千伍佰
元的爱心助学款，福清市青年创业促进会

也委托闽清团县委给同学们送
来了学习用品。希望这些凝聚
着关爱和祝福的助学款和学习
用品能够给同学们带来鼓励和

帮助，希望他们能珍惜机会，发愤图强，刻
苦学习，自立自强。

据悉，爱心团队还为闽清一中、闽清
高级中学等学校的受灾学生送去了助学
款和学习用品。闽清团县委也将持续开
展阳光助学活动，通过多方筹措资金、物
资，为受灾学子提供切实的帮助，帮助他
们顺利完成学业。 （姚丽荧）

举办阳光助学活动

闽山苍苍，闽水泱泱，山海之
间，还绵延着古老的传统和纯朴。

“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拥有许多
美丽的村落，藏于深山人未识，却又
是多少游子魂牵梦绕的故乡。

昨日，住建部公示了拟列入第
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名单，全国
1602 个村落中福建就占了 105 个。
它们或豪放，或婉约，系乡愁留梦
中，既有传统的文化，又有历史的沉

淀，风光醉美如画。
其中，福州有八个村落被列入

名单：福州市罗源县中房镇岭兜村，
福州市罗源县飞竹镇塔里洋村，福
州市闽清县梅溪镇桥东村，福州市
闽清县坂东镇新壶村，福州市永泰
县嵩口镇溪口村，福州市永泰县嵩
口镇月阙村，福州市永泰县嵩口镇
道南村，福州市永泰县嵩口镇芦洋
村。闽清县梅溪镇桥东村、坂东镇

新壶村榜上有名。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追溯到

三、四代以前，人人皆是从农村走出
来的，我们的根，在农村。”全国政协
委员、海峡出版发行集团副总经理
吴志明说，村落寄托着每个福建人
的乡愁。

“前三批入选了125个村落，这
次又有105个村提名，这是福建的骄
傲。”福建工程学院建筑与城乡规划

学院院长林从华说，这些被列入名
单的福建村落，具有三个特点，首先
是村落的选址，有山有水，融为一
体，自然风光美。其次，古建筑得到
了完整的保留。第三则是非物质文
化遗产得到很好的传承，能体现当
地人的生产、生活特点。

（海峡网）

梅溪镇桥东村、坂东镇新壶村

拟列入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本 报 讯 “ 这 件 橡 皮 衣 还 真 特
别。”——“这是专门用来对付马蜂的。”

“这件破拆斧是无火花工具，可以在
油气现场使用。”

11月9日上午，闽清县消防大队在乃
裳广场举行消防知识普及活动，消防官兵
们对充满好奇的群众一一解释。

当天是全国第 26 个“119”消防宣传
日，主题是“消除火灾隐患 共建平安社
区”。据统计，光是2015年，闽清消防大队
为车祸救援就出动官兵近200次。在全县

各项消防救援中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在
“7.9”特大洪灾面前，闽清消防大队全体官
兵表现出不畏艰险，不怕牺牲，以对人民
高度负责的态度和无私的奉献精神，积极
参与抢险救援，以过硬的素质和顽强的作
风诠释了“人民满意”的深刻内涵，为闽清
县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积极
贡献。为此，闽清县人大常委会授予闽清
消防大队“人民满意消防队”荣誉称号。

（闽清新闻网）

举 办 消 防 知 识 普 及 活 动

根据相关调查显示，目前全球
约有3%的国际游客为乡村旅游者，
并且乡村旅游正在以年均增幅 6%
的速度发展。具体说来，乡村旅游
即为以乡村文化为产品核心的旅
游，其凭借着清新的田园风光、恬静
的自然环境满足了都市人远离喧
嚣、返璞归真的情感需求。

1.1 乡村文化迎合了游客的心
灵需求

陶渊明笔下祥和宁静的山水田
园风情，如今是吸引城市人进行乡
村旅游的重要因素。“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已经成为一种乡村文
化意境的典型，产生着意味深长的
旅游吸引力。基于对桃花源般理想
境界的追寻、田园牧歌般的诗意抒
发，乡村风土人情的感知，乡村特有
的文化资源成为现代都市人
青睐的乡村旅游活动和产品
形态。

乡村旅游的主要服务对
象是城市居民，许多人渴望
返朴归真，融入自然、愉悦身
心。乡村的自然与人文风情皆清新
怡人，远离俗世的纷繁嘈杂，迎合了
游客的审美需求，尤其是心灵需求。

1.2 文化传承是乡村旅游发展
的根本动力

随着乡村旅游模式的日益成熟
和多样化，人们从单纯的观光欣赏
到追求深度的体验，在参与生产劳
作和民俗工艺的活动中习得农耕文
化知识和乡土生活经历。正是在体
验乡村生活和乡村文化的一系列过
程中，人们对乡村再次形成一种认
同感和归属感。

乡村生活方式传承和延续了传
统文化的血脉精髓，这种延续也成
为乡村旅游兴盛开展的先决条件。

脱离乡村文化则乡村旅游业的可持
续性发展将无从谈起。因此，文化
是乡村旅游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是
可持续发展的源泉和驱动力。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
国，拥有适合乡村旅游的丰富农业
资源，在乡村旅游规划中，如何表达
乡村文化意义重大。

2.1 通过乡土建筑风貌展示乡
村文化

在各个乡村中，其本土建筑具
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艺术建筑，直
接反应了不同乡村的不同文化内涵
和个性特征。目前，有的规划盲目
要求迁建、复建或兴建人造景观，致
使一些乡土建筑原有的历史风貌格
局被肢解，造成乡村特色文化的缺
失。但是无论是清丽婉约的水乡古

镇，还是质朴自然的黄土窑洞，都是
乡村人祖辈智慧的结晶。乡民祖居
于此，乡土建筑与乡民的生活息息
相关，所以对乡土建筑的改造与利
用，应当充分听取乡民的意见，尊重
其结构的特色和完整性。

2.2 通过乡村活动展现乡村文
化

在进行乡村旅游规划时，应注
意结合乡村人民日常活动进行设
计，使得游客可以在旅游中参与到
本土乡民的生活形态中去。例如，
通过组织开展推磨、播种、收割、喂
养家禽家畜等农事活动，让游客体
验乡民劳作的艰辛；通过设计组织
游客参与赶集、庙会等活动，让游客

认识乡村贸易的民俗形态；通过组
织游客体验如跳鸡、抬轿子、打水漂
等游戏活动，让游客体验乡村自然
纯朴的休闲文化；通过设计开展乡
村戏曲学唱、乡村艺人表演等文艺
活动，让游客充分融入到乡村生活
中去。

2.3 通过家族文化的传承展现
乡村文化

在乡村中，宗族、家族氛围依旧
十分浓厚，这就使得在不少乡村社
会中，祠堂、族谱等文化传承之物依
旧存在。对此，可以通过祠堂修缮、
族谱修订等方式，将祠堂、宗祠融入
到乡村旅游中，并设计成一个参观
项目，使游客体验到乡村文化中

“人”的代际和情感的延续。
2.4 通过乡民的参与彰显乡村

文化之魂
对于乡村旅游而言，乡民作为

直接的文化传承和展示者，是最为
丰富的文化资源。当前，部分规划
将乡民迁出村落，让投资者入驻经
营，殊不知失去了乡民的乡村也就
丢掉了乡韵、乡魂。

只有通过乡民的积极参与，包
括从事本土民俗表演、指导农事活
动、教授乡村游戏等，以及提供有乡
村特色的餐饮、住宿等服务，才能给
游客以真实的乡村面貌，这也是乡
村旅游须臾不能离开的魂之所在。

3.1 生态博物馆
生态博物馆并不是集中收藏展

示文化，而是以文化遗产的“真”面

目形象展示出来，属于世界上最先
进的博物馆建设理念。人们在这样
的博物馆中可以认识到乡村文化的
近似原始状态，这种模式特别适合
一些民族特色保存较好村寨的旅游
开发，是一种具有可持续性的优势
的新型模式。

3.2 新农村田园主义
在城市环境不断恶化的情况

下，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城市发展理
念和重新认识城市的功能，许多城
市陆续开启了“田园城市”的构想。
这种构想将乡村文化慢慢渗透到城
市中去，为乡村文化在城市的复兴
奠定了基础。我国乡村旅游起步虽
晚，但现在的发展势头方兴未艾，而
且已经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旅游模
式，被誉为“新农村田园主义时代来

临”。
3.3 永不落幕的庙会
庙会作为一种“活着的

民俗文化”，将其应用到乡村
旅游规划中效果优异。①庙
会应一如既往地将动态表演

和静态展示常态化；②在庙会文化
旅游中应积极传播最具民俗艺术性
和乡村文化性的项目，如高跷、社
火、锣鼓、龙灯等；③最为重要的是
将参与性与观赏性有机结合，增加
旅游者的美好体验，例如有旅游者
加入表演的马戏、杂耍、舞蹈等形
式。

综上所述，乡土文化是乡村旅
游的立足点和灵魂。挖掘乡村文化
的内涵，依托乡村丰富的自然环境、
人文资源、农业基础，发展集农耕文
明、观赏、娱乐、体验等为一体的特
色旅游文化品牌，是促进乡村旅游
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福建美丽乡村）

乡土文化是乡村旅游的灵魂

本报讯 11 月 4 日上午，梅城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举办“了解重视高血压”的卫生科普知
识讲座，60多名社区居民参加了讲座活动。

讲座中，医务人员采用图文并茂的多媒体
课件，向居民们讲解了今年全国高血压日主题

“知晓你的血压”的意义，阐述了高血压的危

害、发病的原因以及预防和控制高血压的措施
与方法等。通过举办讲座、分发卫生知识宣传
资料，大家对高血压病的防治有了更加深入的
了解和认识，进一步提高了居民防控高血压病
的能力。社区居民都说受益匪浅，纷纷为活动
点赞。 （严明）

举办高血压防治知识讲座

本报讯 近日，我县 17 位勇士获得福
州市见义勇为先进分子。

他们分别是：勇救水中被困群众的云
龙乡后垅村支书徐越明；勇救溺水学生的
梅城镇林圣钟；“尼伯特”洪灾时勇救4名
群众却在帮亲戚收拾店面时触电身亡的
坂东英雄刘建宙；勇救解放军战士的翁财
顺和林诸伙；勇救意尔康员工的坂东镇93
岁老人李新杰及其保姆林赛娇；冒着生命
危险四进四出救出4名老人的白中镇农民

吴良坛；勇救某工厂2名被困工人的白樟
镇陈仕淼、黄道先、吴仁平、陈可峰；合力
救助转移80岁偏瘫老人的坂东镇农民李
锦鸿、李会、李丽峰；勇救4名群众的坂东
农民刘加泉、刘加为。他们就在我们身
边，都是平凡的人，但意外来临、灾难来临
的时候，他们毫不犹豫，挺身而出，挽救了
多名群众生命，最大限度地维护了群众的
安全。

（本报记者）

我县17位勇士获得市“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荣誉

本报讯 日前，闽清县医院与梅城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建立的医联体揭牌仪式在梅城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举行，闽清县又一家医联体正
式启动实施。县医院与梅城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建立的医联体以纵向联合，分级诊疗为目
的，提升梅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疗服务水
平。通过设立专家门诊、对口支援、医疗合作、

技术帮扶、人才培养、资源共享等方式，完善
“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
分级诊疗格局，达到“放得下，接得住，快诊疗，
重实效”的目标，方便群众看病就医。在随后
召开的医联体联席会议上，双方签订了《医联
体协议书》。

（刘守光）

建立医疗联合体 更好服务老百姓
县医院与梅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联体正式启动

本报讯 11月6日，在闽清县上莲乡卫生院举
行“侨法宣传暨省城医疗专家义诊”活动，原省立
医院院长潘秀珍等14位医疗专家为512位群众进
行义诊，现场发放药品和侨法宣传手册500多份，
为山区群众创造更好的就医条件，得到群众广泛
称赞。

本次“侨法宣传暨医疗专家义诊”活动旨在更
好地宣传《福建省华侨权益保护条例》及相关侨务
法律法规，落实中央有关“义诊惠民”意见。本次
活动由福州市外事侨务办公室、福建省玉融经济
发展促进会主办，闽清县外侨办、县侨联、县卫生
计生局、上莲乡政府、上莲乡卫生院和福清天安医
院协办，省市县乡相关部门领导参加。

今年以来，闽清县外侨办、侨联认真贯彻执行
《福建省华侨权益保护条例》，成立闽清县侨联法
律顾问委员会，为侨界依法维权提供帮助，积极营
造侨乡爱侨护侨的良好氛围。 （侨办）

开展侨法宣传暨省城
医疗专家下乡义诊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