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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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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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闽清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全面开展第17号台
风“鲇鱼”城乡住房灾后重建核查工作的通知》
（梅政办[2016]135号）等文件精神，我局认真按照
省、市、县相关政策规定，精心组织开展“鲇鱼”台
风城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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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拟列
入“鲇鱼”台风城乡住房灾后重建对象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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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16日至12月21日），公示期间，对重建对象有异
议的，请及时向我局反映（周末照常受理）。

联系电话：0591—22355278 联系人：刘世
灼

附：拟列入“鲇鱼”台风城乡住房灾后重建对
象名单（共49户）

闽清县民政局
2016年12月16日

闽清县民政局关于对拟列入“鲇鱼”台风城乡住房灾后重建对象进行公示的公告
拟列入“鲇鱼”台风城乡住房灾后重建对象名单（共49户）

乡镇

云龙乡
(共2户）

三溪乡
（共3户）

塔庄镇
（共19户）

村别

台鼎村
台鼎村
溪柄村

佳垄里村
佳垄里村
溪东村
饭洋村
饭洋村
饭洋村
炉溪村
炉溪村
炉溪村
炉溪村
炉溪村
炉溪村
炉溪村
炉溪村
炉溪村
炉溪村
林洞村
高峰村
高峰村
高峰村
炉溪村

重建对象
户主
姓名

黄广镜
黄允武
刘雪玉
王仁晶
王仁琛
黄祥华
吴建新
吴建华
黄笃银
邱钟祥
邱万祥
邱镜祥
邱金发
池敬庭
邱其兆
邱声祥
邱芹祥
邱师晨
芦莲金
涂传铿
吴书和
黄声火
郑坤水
邱祖祥

是否
城镇
居民户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重建原因
住房
倒塌
√
√
√

严重
危房

√
√
√

√
√
√

√

地灾
威胁

√
√
√
√
√
√
√
√
√
√
√

√
√

√

本县内
是否另
有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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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璜镇
（共15户）

东桥镇
（共3户）

下祝乡
（共7户）

三新村
省汾村
塘下村
塘下村
凤池村
官洋村
太原村
佳垅村
佳垅村
柴岭村
际峰村
际峰村
际峰村
谷口村
三新村
过洋村
大箬村
大箬村
下祝村
前洋村
前洋村
前洋村
前洋村
后岭村
后岭村

李新河
吴德进
刘公财
刘立秋
苏家寿
吴训礼
王学华
王仙理
王振财
凌香贤
张孔亨
池家善
池新莲
陈良玉
李新财
余广喜
李思振
黄燕金
祝清银
叶为欲
叶维贱
洪世木
洪仁智
毛珠香
毛凤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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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乡镇

塔庄镇
（共2户）

村别

溪东村
梅坪村

重建对
象

刘爱仙
黄敬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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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列入农村住房灾后重建对象名单（共2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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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无异议后，
下发了全县农村住房灾后重建对象名单。现将塔庄镇增补上报并经省级
鉴定机构确认为严重危房的拟列入农村住房灾后重建对象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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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6日至12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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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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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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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对拟列入农村住房灾后重建对象进行增补公示的公告

灾难可以将人打倒，也可
以激发出人的昂扬斗志和力
量。

在7月洪水中，省璜镇山边
村和建功村之间的土堡寨桥被
冲毁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桥墩、
断裂的桥面与钢筋，原本的坦
途瞬间咫尺天涯。建功、和平、
岭里三个村成为了孤岛，外面的援助进不
去，里面的人出不来，两千余人的生产生活
都成了问题。

在灾难面前，时间就是生命，就是命
令，就是号角，坐等外界救援不是解决问题
的良方，这是镇村两级党委的统一认识，也
是土堡寨桥附近五个村的百姓的心声。在
勘察现场后，山边村、建功村和有关单位决
定，开辟一条连接山边建功两村的山路，作
为应急通道。

没有命令，没有要求，党员带头做先
锋，男女老少一齐上阵。附近村的百余党
员干部、普通村民带着水，带着干粮和工
具，劈开丛生的荆棘，踏着及膝的淤泥，冒
着淅沥的冷雨，一铲子一铲子，一镐头一镐
头的开辟着道路。工地上插着党旗，风雨
愈大，党旗俞是飘扬。党员干部们自发组

织了党员突击队，还在工地上重温了入党
誓词。声声誓词声声回响，誓词的每个字
都像吹响了冲锋的号角，激励着党员抗洪
抢险的斗志，并把这种力量传递到了每一
个并肩作战的人心上。

建功村70岁的刘我来老人，在安顿好
家里后，扛起了锄头，带着残疾的侄子也加
入了筑路的队伍中。家里有人不理解，他
就说：人家共产党员也有家庭，也有家人，
也有自己的事情。他们有的不是我们村的
人，都这么努力的为道路的畅通做贡献。
我们作为村里人，更要努力做事才行。

经过整整48小时不眠不休三班倒的努
力，一条可以通行摩托车的道路建成了。
各项救援物资、设备源源不断的运了进
来。建功等三个村的生产生活逐步恢复。

但是新的问题也出现了。岭寨小学的

百余名学生上下学通过便道，临
水临崖存在危险，短短的上学路
变得遥远而艰辛。省璜镇党委
书记刘子文在了解这一情况后，
马上换上雨鞋，在放学时间和孩
子们一起走了这段放学路。他
说，从今天开始，村里的党员干
部要轮流护送学生上下学，我今

天就值第一班。于是从此每天上下学时
间，建功山边的党员干部组织了护学的队
伍，为孩子们筑起了一条安全通道。

新的桥梁正在加紧建设中，今年春节
前孩子们就可以踏上新的上学路。而临时
的便桥也已经投入了使用。但是这条丛山
峻岭间的细细的山路，横贯在省璜镇建功
村的半山，已然成为了省璜镇党员群众在
灾难面前不惧怕，不低头，不服输的勇气和
毅力的写照，成为了党员和群众一起奋斗、
鱼水交融的过程的见证，成为了省璜镇美
好未来的象征。

短评：本文通过通过一条山路浓缩了
省璜镇干部群众争分夺秒奋勇抗灾救灾的
先进典型，文章以小见大，选材较好，有点
有面。如果在细节上挖掘更深一些，语言
更散文化一点，将会更好。

一条山路的故事一条山路的故事一条山路的故事一条山路的故事一条山路的故事一条山路的故事一条山路的故事一条山路的故事一条山路的故事一条山路的故事一条山路的故事一条山路的故事一条山路的故事一条山路的故事一条山路的故事一条山路的故事一条山路的故事一条山路的故事一条山路的故事一条山路的故事一条山路的故事一条山路的故事一条山路的故事一条山路的故事一条山路的故事一条山路的故事一条山路的故事一条山路的故事一条山路的故事一条山路的故事一条山路的故事一条山路的故事一条山路的故事一条山路的故事一条山路的故事一条山路的故事一条山路的故事一条山路的故事一条山路的故事一条山路的故事一条山路的故事一条山路的故事一条山路的故事一条山路的故事一条山路的故事一条山路的故事一条山路的故事一条山路的故事一条山路的故事一条山路的故事一条山路的故事一条山路的故事一条山路的故事一条山路的故事一条山路的故事一条山路的故事一条山路的故事一条山路的故事一条山路的故事一条山路的故事一条山路的故事一条山路的故事
○ 省璜镇党政办 黄伟程（三等奖）

今年的 7 月 9 日，大雨落梅城，浊浪滔
天，一片汪洋。面对灾难，没有人是旁观
者，洪水中涌现出了无数的救人英雄，他们
用实际行动谱写着一个个让人惊心动魄的
大爱故事。坂东镇坂东村的刘家泉、刘家
宝这对亲兄弟和刘加为、刘会洪这对父子，
在凶猛的洪流中，不畏凶险、不顾个人安
危，奋力救起了10名被困群众，在当地一度
传为佳话。

刘家泉是名退伍军人，今年已经60多
岁了。他的家是一栋老房子，由于房子外
面没有任何遮挡物，被洪水冲击没多久就
坍塌了。所幸他先离开了一步，但家里的
所有物件全被砸在里面。本打算着回老宅
看看能不能挽救些损失，就在这时他听到
了有人喊“救命”……

喊“救命”的是村民黄翠珍的儿媳黄建
梅。原来，洪灾发生时，黄翠珍正在自家土
楼上伺候已经 92 岁的婆婆。除了婆媳二
人，楼上还有黄翠珍的丈夫和姑婆。10点
钟时，土楼的一角已经被冲出了一个洞。
洪水上涨的速度太快了，等大家反应过来
必须要离开时，水已经漫过一层，直向二层
逼来。被冲毁的洞口也越来越大，房子随
时都有倒塌的可能。

土楼对面的一所新房子是黄翠珍家新
建的，还没有装修，房子里到处堆满杂物，
一家人还没有来得及入住。而正在新房里
收拾的儿媳黄建梅，看到老屋的情况后瞬
间大哭起来，哭喊声、呼救声很快传到了刘
家泉的耳朵里。刘家泉便本能地向土楼游
去，正束手无策时黄建梅向他扔下一根绳
子，让他瞬间有了施救办法。

“黄翠珍的丈夫在三层，我先让他绑上
绳子慢慢地爬下来，把他先拉到安全的地
方。接着是黄翠珍婆婆，两个人先把她扶
出来，水很急啊，没办法走，我一下给她夹
抱起来，抱着她游了过去。最后把黄翠珍
和她姑婆也一个一个拉过去。”刘家泉回忆
起惊险的救人过程时，到现在还是有点后
怕。

施救过程中最难的是救黄翠珍的婆
婆，老人年龄大又瘫痪在床，救人的时候必
须保证不能伤及老人丝毫。当时刘家泉一
把抱起老人，老人整个重量都压在了他身

上，下面洪水凶猛肆虐，从土楼到安全地带
不过短短几十米的距离，但对他来说，却是
那么长。好在他游泳技术不错，再加上黄
翠珍等人的协助，终于抱着老人游到了安
全地带。对于不再年轻的他来说，此时此
刻，靠的不仅仅是力量，还有毅力和坚持。

黄翠珍等四人刚被救出，土楼就在洪
水的不断冲击下“轰”地一下坍塌了。如果
刘家泉没有听到呼救，如果他稍晚一步到
达，或者如果他当时不够勇敢，后果都将不
堪设想。

“真是多亏了刘家泉，能有他这样的好
邻居是我们一家人的幸运，他是我们家的
大恩人，除了感谢，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
采访黄翠珍时，她情绪很激动，说着说着，
眼睛就湿润起来。

“当时洪水那么凶猛，救人随时都会有
生命危险，您有过害怕吗？”面对记者的提
问，刘家泉呵呵笑了，“想不了那么多，人命
关天，既然知道了，哪能不救呢。”为了救
人，刘家泉家里的东西还没来得及转移，就
大都被洪水冲走或压在了倒塌的房子下
面。但他一点也不遗憾，也从来没有后悔
救人。“东西都是身外之物，没有就没有了，
还能慢慢挣回来，人的生命却是多少东西
也换不来的。”刘家泉说。

就在刘家泉救人的同一时间，一家五
口（含两位小孩）和一位路人被困于一铁皮
房房顶上。洪水慢慢地逼近了房檐，眼看
就要淹没房顶，情况万分紧急。

听到六人大声呼救后，村民刘家宝和
刘加为、刘会洪父子闻声赶来，从铁皮房十
几米之外的一栋房子的二楼大堂直接跳入
水中，向被困人员一点点游去。中途在水
中发现了一截被洪水冲来的木楼梯，便抬
着木楼梯游到被淹房子下面，把木楼梯架
到铁皮房上，让被困的人坐在上面，三人在

洪水中来来回回了四五趟，最终将六个被
困人员一个一个地抬到了安全的地方。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刘家宝是刘家
泉的弟弟，原来当时他们听到两个地方都
有人喊“救命”，哥哥刘家泉告诉弟弟刘家
宝，“你去那边救，我在这边救，我们分开救
人。”兄弟俩这才分开行动。刘家宝来的路
上碰到了刘加为父子。他与刘加为曾经都
有过捕鱼的经验，水性都不错。这次救人
也是想也没想就冲在了最前面，但他一直
很低调，他说救人的心谁都有，正好自己水
性好罢了，“还有很多不会游泳的人，在旁
边楼上帮我们加油鼓气，给了我们很大的
信心，才最终能够救人成功。”

村民黄女士当时就在铁皮房旁边一栋
房子的楼顶，通过她拍摄的一组图片，记者
看到了当时险些被淹没的铁皮房，和上面
无助地等待被救的人。黄女士告诉记者，
当时她在楼顶看到了这一幕也是急得要
命，但自己不会水，只能心里干着急。“当看
到刘家宝和刘加为、刘会洪父子跳进水里
去救人时，我的心里又高兴又担心。为他
们的勇敢救人而高兴，也为他们的安危担
心。但只要有人伸出援助之手，就总是有
希望的。”黄女士说。

莫道天灾无情意，最是风雨见真心。
灾难面前，人性的责任与爱再次完美展现，
洪水中这些暖心的故事再次诠释了人与人
之间的真情，也定格了一个个最美的瞬间，
激励人们向着美好生活继续前行。

短评：文中的4位救人英雄都是平民百
姓，他们平时不显山不露水，在危难时刻却
毫不犹豫冒险救人，从他们的身上，我们看
到了不灭的人性光辉。文字事迹感人，描
写细腻，逻辑性较强。不足的是，行文略显
平实，如能巧设悬念，增强感染力会更好。

英 雄 就 在 身 边
——记洪水中勇救10名群众的坂东四英雄

○县新闻中心 吴俊青（二等奖）

中共闽清县委宣传部 闽清县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7·9”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先进典型征文选登
今年闽清县“7.9”洪灾暴发，坂东镇受灾最为

惨重，洪水肆漫，屋破人亡，通讯中断，交通阻滞，一
度成为孤城。在此危难之时，在上级党委、政府的
坚强领导下，解放军、武警部队、消防部队、卫生医
疗队、民间公益组织等各路人马纷纷挺进坂东，挽
狂澜于既倒，救万民于水火。作为坂东的基层干
部，他们没有坐以待毙，而是拼尽全力，在抗灾和灾
后重建中任劳任怨，积极作为。让我们走进几位村
主干，听听他们的心声，领略他们的风采。

一心为公的陈镖
陈镖，现任塘坂村支部书记。在“尼伯特”来临

前，根据镇防汛指挥部部署要求，他抓紧落实各项
防汛措施，挨家挨户提醒村民。7月9日上午，降雨
加巨，他组织村两委等对低洼地带进行再巡查。但
雨势反常，河流暴涨，地势平坦的塘坂村遭受有史
以来最严重的洪灾。一时之间，道路中断，房屋被
淹。他妻子打来电话，自家厂房进水，要他赶快回
去。他交代妻子注意安全、招呼邻居往高处跑，就
挂掉电话。然后，淌进不断上涨的水流中，摸索着
前进，扯破了嗓门，使劲了力气，把被困群众转移到
安全地带。

傍晚，洪水退去。此时，通讯已中断，他安排人
员去镇政府报告灾情，请求支援。他看着一片狼藉
的村庄，带领干部群众，立即开展自救工
作。“人，有没有事？”这是他最关心的。
他让村主任安抚受灾群众、安排食宿，自
己带领青壮年进行紧急搜救。夜幕降
临，上级救援部队进村，他十分激动，抱
着解放军战士的手说：“你们来了，乡亲
们就不怕了”。随后，再次投入到人员搜
救中去。

接下去的几天，四面八方的救援人
员不断到位。灾后工作全面开展。物资
发放、灾民安抚、道路抢通、水电恢复、清
淤清渣、灾情统计、宣传报道等等，每项
工作他都尽心尽力，村头村尾、张家李家
忙个不停。灾后10多天了，有人提醒他：

“陈书记，你家损失惨重，怎么都不管
啊？”家里的情况，他是知道的。住宅被
淹、厂房被淹，机器设备、生产成品、原材
料、家具、轿车、工具车、摩托车等等损坏
丢失，保守估计总损失达 300 多万元。
300多万元，这是他和家人半辈子吃苦积
攒的财富，现在全部打水漂了。妻子抱
怨说，如果洪水来时，他能第一时间在家
里抢险，可以减少大部分的损失，哪里至
于“全军覆没”？但是，他并不后悔，他
说：“村民的安全、安置比较重要，自己家
的事晚点处理也没关系。”

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陈镖带领塘
坂村干部群众日夜奋战，虽然塘坂村受
灾情况是全镇最严重的的几个村之一，但是各项救
灾重建工作进度均排在全镇前列。有一天，他脱下
鞋子，发现自己的一片脚趾甲掉了，流着鲜血。他
看着自己生满茧、受伤的双脚，笑说那是属于自己
的“荣誉勋章”。

舍身救人的黄希敏
黄希敏，现任墘上村村主任。7月9日，黄希敏

走家入户进行防汛抗台宣传，组织群众撤离。当天
上午 10 点左右，他到墘上祖厝时，洪水已开始暴
涨，厝内黄至运老夫妇，耄耋之年，手脚不便，正躲
在家中，他赶忙叫上邻居黄丽平，将两位老人从床
上扶出来，安顿在其侄子家后，匆忙赶往下一家。

是日上午11时左右，墘上村詹厝里黄梅珍家
房屋水位上涨至1米左右，房屋已倒塌一半。70多
岁的黄梅珍夫妇还困在屋内，情况万分危急。在这
紧要关头，黄希敏见状，带领着黄镇、黄武、黄至油
等3位同志，冒着被洪水冲走的危险，找来长竹竿，
涉水撑到黄梅珍家中。此时，水位还在不断上涨，
已淹没了一楼的床铺，黄梅珍夫妇正站在床铺上，
惊恐无助。见到黄希敏一行赶来，老人家几乎要流
出眼泪，哽咽地说：“黄主任，你来救命啊！”黄希敏

一行人背的背、抬的抬，齐心协力救出两位老人。
正当他们到达安全地带的时候，只听见“轰”的一
声，房屋瞬间倒塌，消失在洪流之中。

事后，有人问黄希敏，当时不怕死吗？黄希敏
说：“现在想起来有点后怕，但是在当时那种情况
下，真的想不了那么多，就想着把人救出来。”在其
积极奔走下，当天共转移群众50多人，解救围困群
众4人。

之后，黄希敏不顾自家企业受灾（坂东玉坂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损失200多万元），全身心投入到
墘上村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中，全力做好“四通一
清”、灾情统计、灾民安置、卫生防疫等工作。在上
级收集见义勇为事迹时，他坚决不报，说：“保护村
民是村主任应尽的责任，不能算见义勇为”。

征迁能手刘宜汀
刘宜汀，现任坂东村支部书记、村主任。“7.9”

洪灾，坂东村受灾严重。作为“一肩挑”的村主干，
他身上救灾和恢复重建的压力很大。正当他理清
思路，安排好各项工作的时候，镇领导给他分配了
一项更加艰巨的任务——征地 270 亩，一个月完
成。

坂东镇在坂东村里洋规划建设灾后农房集中
重建点，用于安置重建对象。根据上级要求，必须

确保重建对象于2017年春节前搬入新
居。“270亩，一个月？”刘宜汀在心里反
复掂量着这两个数据，感觉千斤重。此
时，原在坂东工作的东桥镇人大主席毛
文桂同志带来一班人，支援坂东村征迁
工作。刘宜汀深切感受到了雪中送炭
的温暖，抖擞精神，说干就干。

7月30日，坂东村里洋征地工作全
面启动。在刘宜汀的动员下，坂东村原
村主任刘思来第一个前来签订协议，现
任村两委、村民小组长、生产队长等纷
纷带头支持，首日，完成了13户。做过
征迁的人都知道，该项工作总是先易后
难，越往后越难啃。土地测量、地面物
清点、协议签订、补助款发放等等，刘宜
汀在每个环节都亲力亲为，不敢有半点
纰漏。

在动员群众的过程中，刘宜汀做了
大量的工作。他不厌其烦的跟每一位
被征迁户讲解补偿细则，说明重建意
义。他对被征迁户说：“配合重建，为全
镇受灾对象做贡献是积善积德”，“里洋
连片重建后，大有利于坂东村发展繁
荣”，“得到一笔征迁款，可养老、可做生
意、可解燃眉之急”……动之以情，晓之
以理，大部分群众树立了大局意识，配
合征迁工作。里洋养鸭场业主刘久灯
却很为难，若征迁他养的一万多只鸭子

将无处安放。知道情况后，刘宜汀上门服务，帮助
刘久灯协调到一处新场所。刘久灯大受感动，说：

“村里做得很周到，我也没有理由成‘钉子户’了”。
8 月 26 日，坂东村里洋征地工作基本完成。

270亩，26天，比原定时间提前了5天。刘宜汀看着
工程队搭起塔吊，车辆、机械、工人等往来忙碌，坂
东镇灾后农房集中重建如火如荼进行，他向镇领导
轻描淡写地汇报：“我村完成征地任务，没有给全镇
拉后腿”。

以上三位村主干，只是坂东镇基层干部的代
表。在灾难面前，坂东全镇上下团结一心，干部群
众都付出了太多的心血，而社会各界的无私奉献，
更是感人至深。陈镖、黄希敏、刘宜汀等在救灾重
建的表现，是一种担当、是一种忠诚，更是新时代村
官应有的风采。

短评：这篇征文通过三个村主干在抗灾救灾和
灾后重建中的的表现，歌颂了新时期村干部不畏艰
险、一心为民的高大情怀。文章事迹生动，构思巧
妙，三个典型人物，既独立成篇，又环环相扣。细节
和对话描写比较真实、传神。如能在叙述中设置一
些悬念，注意诗化语言的使用，将更臻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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