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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清县提前淘汰报废“黄标车”
申请财政补贴资金公示

闽清县商务局
2017年3月29日

编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车主

黄新美
王禹周
杨惠钗
张永钦
林凤

张英城
朱庆光
刘仁龙
方友锵
谢能文
谢垠垠
许孝雨
林圣增
林礼桃
卢小城
刘迎钦
池德津
罗会水
姚祖祥
姚礼坚
严仕娥

车牌号

闽A8N513
闽A6E965
闽AA7602
闽A9Z365
闽A8Q932
闽A6Z675
闽AA7679
闽A17A53
闽A89751
闽A5L866
闽AA791G
闽A8S025
闽AVN185
闽A7U918
闽A195H1
闽AD732V
闽ASY058
闽A93173
闽A056K1
闽A93121
闽A05D93

车辆类型

轻型普通货车
轻型普通货车
轻型普通货车
轻型普通货车
轻型普通货车
轻型普通货车
轻型普通货车
轻型普通货车
轻型普通货车
轻型普通货车
轻型普通货车
轻型普通货车
轻型普通货车
轻型厢式货车
轻型厢式货车
轻型厢式货车
轻型普通货车
轻型普通货车
轻型普通货车
轻型普通货车
轻型普通货车

报废补
贴金额
14000
14000
14000
14000
14000
14000
14000
14000
14000
14000
14000
14000
14000
14000
14000
14000
13000
13000
13000
13000
13000

编
号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车主

闽清新华广告装修工程有限公司
闽清县坂东长一箱包厂
福州市森鑫陶瓷有限公司
闽清黄楮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闽清虹瑞工艺品有限公司
福建致源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闽清县梅城镇百佳冻品商店
福建省闽清兴起轮胎贸易有限公司

福建省助农生态养殖有限公司
福建省闽清兴起轮胎贸易有限公司

福建省闽清县金沙棕垫厂

车牌号

闽AB9275
闽A89258
闽A382R7
闽AB7982
闽A9A293
闽AVE657
闽A155H2
闽A9A076
闽A162B3
闽A9A030
闽A95690

车辆类型

轻型普通货车
轻型厢式货车
轻型普通货车
轻型普通货车
轻型厢式货车
轻型普通货车
小型普通客车
轻型普通货车
轻型普通货车
轻型普通货车
轻型普通货车

报废
补贴
金额
14000
14000
14000
13000
14000
14000
11000
14000
13000
14000
12600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林仰钟
林从官
黄炳晓
黄杰

郑茂厂
林健

余永明
谢成文
黄夏春
刘少杰
刘少明
陈孟魁
徐玉燕
尹刚

刘宜灼
郑新泉
黄道其
池信炘
欧孝能
温雪钦
詹世平
黄玉林

闽AA215B
闽A02B66
闽A9A263
闽A153U8
闽AA9398
闽A5F906
闽A8Y813
闽A5C661
闽A5E868
闽A5F765
闽AB7199
闽A551J1
闽A999P8
闽A9A297
闽A83Z27
闽A5K636
闽A6U357
闽A9M831
闽A93238
闽A570B8
闽A128T7
闽ARB383

轻型厢式货车
小型普通客车
小型普通客车
小型普通客车
重型厢式货车
大型普通客车

小型轿车
中型普通客车
中型普通客车
中型普通客车
中型普通客车
轻型普通货车
轻型厢式货车
轻型普通货车
轻型普通货车
轻型普通货车
轻型普通货车
轻型普通货车
轻型普通货车
轻型普通货车

小型轿车
小型轿车

13000
10000
11000
10000
30000
29000
18000
16000
16000
16000
16000
14000
12600
12600
12600
12600
12600
12600
11700
11700
16200
16200

闽清县白金工业区绿化景观工
程土建及种植项目绿化工程已完成
竣工结算，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请目标工程的债权人自本公告
刊登之日起 30 日内向我司申报债

权。债权人未在本公告载明期限内
申报的，我司将依法、依规进行处
理。

特此公告！
联系人：李德福
电话：0592-5982987

福建艺景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2017年 3 月31日

公 告

因中建（福建）绿色建筑产业园
一期及海云路二期项目建设的需要，
根据闽清县重大项目领导小组关于

《县重大项目百日攻坚行动协调会议
纪要》[2016]5 号和中建（福建）绿色
建筑产业园指挥部[2017]2号会议纪
要精神，现需对云龙后垅村的孟清
湾、黄启墓、虎咬垅、南边、南峰、福仔
垅、后湾垅和官庄村的大王垅、南峰

顶、过垅头、过垅中等中建（福建）绿
色建筑产业园一期及海云路二期项
目土地红线范围内所有坟墓进行迁
移。请坟主于公告即日起到中建（福
建）绿色建筑产业园指挥部办公室办
理迁坟登记等相关手续，并做好迁坟
工作，2017年4月23日前务必迁坟完
毕，逾期不迁移的，按无主坟处理。

特此公告。
联 系 人 、联 系 电 话 ：龚 招 勇

13860649423 徐孝伟 15960056450
闽清县云龙乡人民政府

2017年3月22日

坟墓迁移公告

其 一

忆 联 包

小岗惊雷万里奔，山村火把照三更。

田园到户天行健，泥土翻身我道情。

水映白云成笑脸，风吹绿浪作欢声。

扁担抖动乾坤转，挑向康庄梦想生。

其 二

忆 春 耕

年年岁岁赶春辰，计在心头务在耕。

布谷鸣晨开序曲，归牛喘月压台声。

挥锄筑埂蓑加笠，引圳溶泥水带风。

平野高畴齐植过，云山着绿互新萌。

春 天 里 的 歌 （三）

○ 黄维江

婆媳花埋十六春，生前遗愿儿孙遵。
节资省地文明葬，姹紫嫣红绿草茵。
岁岁清明思念切，诗词网祭表情真。
移风易俗人称颂，万众同心气象新。

花 葬
——清明致先母亡妻

○ 黄胤

天池是省璜镇凤池村辖区的一个自然
村，方圆约4平方公里，人口400多，是个得天
独厚的美丽山村。

从凤池村部大楼前驱车往西，顺着地势
渐高的水泥路面走，只须3分钟就到一个气势
轩昂的天池村山门，山门上横写着“天池格”
三个耀眼的镏金大字。山门的4根高大柱子
正反两面写着含意深远的4副对联，首次路过
的人往往驻足欣赏一番。坐在路旁一张雅致
的石凳上小憇片刻，观赏这儿的奇特景色。

往东北方望去，远处可看到缥缈神奇的
白岩山。近处，四面群山环抱，中间低洼处是
三星、省汾、省璜、璜兰、前峰、炉前等村庄。
往东南方看，永太县福长村和本镇畲族聚居
地之一——兰厝自然村，在蓝天白云衬托下，
显得格外清晰美丽。山门的右方，隔着一条
深涧便是天池水尾麓林。昔日，该村先民认
为这是风水所在：一可挡风减灾；二可拦丁聚
财，万万不能损坏。因此，老祖宗有个约定：
任何人不得入内拾柴、砍伐或垦荒。代代相
传，无人违逆，以致这个面积不过五六亩的麓
林成为今天美丽的原生态森林。林中到处青
翠欲滴。三棵古松，高均约30米，胸径70多
公分，高大挺拔欲刺蓝天；一棵老香樟，高20
多米，胸径约60公分，枝繁叶茂，生机勃勃；几
株老槐树高 20—30 米，胸径均达 60 公分以
上，粗枝大叶，遮天蔽日。可惜《闽清古树名
木》一书早已出版，不然请有关专家学者来考
察鉴定，说不定可在该书中留下光辉的一
页。除了这些高大威武的树木外，还有许多
不知名的杂树，大的胸径二三十公分，小的多
得数不清，密密麻麻的。还有无数美丽的野
花芳草，它们像小孩似的在大树庇荫呵护下，
自由自在地在微风中摇头摆脑，快活极了。

由山门继续往前百余米，拐个弯，在稍显
平坦的水泥公路旁有一座龙凤桥，它横卧在
村口上，这是一座雄伟壮观、钢混结构的仿古
廊屋桥，长 39.43 米，宽 5.25 米，总高 10 多米
（桥下约5米，从桥面到屋顶5.2米）。屋脊上

装饰着双龙抢珠，栩栩如生；两端女儿墙上写
着“龙凤桥”三个闪闪发光的镏金大字；屋脊
的两面各画着漂亮的图案，五彩缤纷，美伦美
奂。

这座桥专供人们悠闲散步、旅游观光，同
时美化村容村貌。但不通车辆，因为桥前面
五六米处有一条水泥公路经过，与桥平行，又
因桥的西北端桥头设有十多级水泥台阶与公
路相联接。

春夏时节，走上龙凤桥，坐在桥两侧优雅
的“美人靠”上谈天说地，凉风习习，非常舒
服、惬意。这里可听到阵阵蛙声和桥下的涓
涓流水声，可看到蜂蝶飞舞，真有“小桥、流
水、人家”的南国风韵，人们走在美丽的龙凤
桥上，飘飘然如入仙境。

龙凤桥的东南方，相隔10多米有一座金
碧堂皇的大王宫，宫内供奉着仁主尊王、卢公
等神位，威灵显赫。它是全村百姓的精神寄
托，每月初一、十五来烧香的人络绎不绝。

庙前有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溪上有座
“陂头”（小水坝），陂头连着一条水泥混凝土
构建的小水渠，下游百余亩良田就靠它来引
水灌溉。庙宇的左边有一座砖混民房，房前
是一条通往柴岭村的水泥混凝土公路，过往
大车不多，但居然有很多小汽车、摩托车、小
型拖拉机等来来往往，整天车水马龙，显得十
分热闹。

秋天，在庙前埕或龙凤桥上，往西南望
去，天池村山山水水大半尽收眼底。台阶似
的田野重重叠叠，线条柔美如画。田里有的
种水稻，有的种蔬菜、芋头，一片郁郁葱葱。

一座又一座的小山上，种着不计其数的松、
杉、竹，密密麻麻的，层层叠叠，青翠欲滴。近
处的山坡上几乎都被垦成果园或油茶园。果
园里有桃、李、梨、橄榄、枇杷、柑、桔等果树。
现在柑桔橙黄了，点缀在绿色的海洋中，显得
十分秀丽。油茶果实累累，株株压枝低。秋
末冬初，山民们忙得透不过气来，各收各的劳
动果实。漫山遍野，不时传来阵阵谈话声、欢
笑声、吆喝声、车笛声……组成一曲曲美妙动
听的交响乐。山上鸟儿在枝头唱歌，婵儿在
草丛弹唱；牛羊不时发出“哞哞”、“咩咩”的欢
叫声；不甘寂寞的山鸡，有时拍着翅膀“咯咯”
地从这山飞往那山。近处农家的公鸡也放开
嗓子“喔喔喔”地啼鸣……这些清脆悦耳的声
音在城镇闻所未闻，而在天池水尾常常可以
尽情享受。这里，人与大自然最亲近，时时闻
到泥土的气息、花儿的馨香，以及沁人肺腑的
清鲜空气。环村水泥公路如龙似蟒在青山绿
野中跌宕起伏，蜿蜒盘旋，为山村增添一道靓
丽的风景。

自古道：“养在深闺人不识”、“石中存玉
有谁知”。很多人到过天池水尾，但熟视无
睹，真正了解和认识它真面目的人不多。因
为多数人不经意观察。做事要有心，同样观
景也得有心。有了心才能品赏风景的美丽，
才能享受大自然赋予的馈赠。

美哉，天池水尾，你简直是一处人间仙
境！深信在不久的将来，天池人一定把这里
开发成一处人们向往的旅游胜地。

美伍伍伍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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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伍伍伍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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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伍伍伍伍
伍伍伍伍

尾伍伍伍伍
伍伍伍伍

美丽的天池水尾
○ 苏诗章

前段时间，诗词大会的火爆让我国传统
诗词再次回到人们的视线里，尤其是那位随
身携一本苏轼诗集、把陆游奉为自己男神的
女孩武亦姝，在她身上的古典气质和诗词才
华，人们纷纷说，这大概就是“腹有诗书气自
华”的样子。

诗词的美，给人会心一击的愉悦。
每每读到美妙的诗句，我们心里都为之

一振，那击中我们的到底是什么呢？是一种
的情感共通。

在诗词里，我们的悲欢离合、荣辱辛甘和
诗人发生共鸣的那一刹那，那种心头大亮的
愉悦，或许只有体验过的人才知道。

春天，走在雨后清晨的小巷里，突然想起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便萌生
喜悦。

夏天的午后，午睡刚醒，看着窗外树影斑
驳，伴着一声鸟鸣，心里满是“树阴满地日当
午，梦觉流莺时一声”的幸福。

秋天，金黄的树叶铺满院子，脑海里浮现
“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的美景。

冬天大雪，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还是觉
得冷，突然感叹“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写得真是一绝。

在诗词绝美的文字里，我们更感受到诗家词人的智慧和情
怀，语言的力量不觉间变成了我们精神的力量。

说起诗词，我们必然会提到“诗仙”李白。这位盛唐的天才
诗人，他诗词中那些豪情壮语，鼓舞了多少后辈之人。

李白42岁时得到唐玄宗召他入京的诏书，兴奋之余，他挥
笔写下“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毫不掩饰的喜悦
真挚而热烈。

因不肯与当朝官员同流合污而得罪了权贵，李白写下“安
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离开长安，这一身傲骨着实
让人钦佩。

怀才不遇的李白并没有消极，他桀骜不驯的乐观、通达逸
兴的豪情，都在“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里展现得
淋漓尽致，我们现在读来，也浑身振奋！

读诗没有立竿见影的功用，但它的“无用之用，方为大
用”。诗词自古流在中国人的血液里，我们以诗词为心，感知万
物的欢愉，对抗现世的繁乱。

最后，用电影《死亡诗社》里的一段话来结尾：
“我们读诗、写诗不是因为好玩，而是因为我们是人类的一

分子。而人类是充满激情的。没错，医学、法律、商业、工程，这
些都是崇高的追求，足以支撑人的一生。但诗歌、美丽、浪漫、
爱情，才是我们活着的意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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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闽清千余年建县历史，历来人文荟萃、人才辈出，出了不少名人，
但有名望、有成就、上层次，得到国家层面认可的、百姓称赞的，概括起来有

“六位名人，四种文化”。
人物：陈祥道、陈旸旸。文化：礼乐文化。核心精神：“礼乐同辉，传承文

明”。
兄陈祥道（1044年～1095年），于北宋治平四年（1067年）中进士，是著

名经济学家、理学家，官至太常博士。弟陈旸(1064年～1128年)，于北宋绍
圣元年（1094年）以布衣身份中贤良科进士，世称陈贤良，是北宋著名音乐
理论家，官至礼部侍郎。在中国古代，礼乐制度是最重要的社会制度之一，
对当时社会的发展和稳定起了十分重要作用，对后世的政治、思想、文化、
艺术影响巨大。礼乐文化是儒家思想文化的核心内容。所谓礼乐，就是礼
和乐的并称。在古代社会，礼是一切行为的准则，通过礼制体现社会等级
的同时，也体现德治和仁政。乐则是指礼仪中的用乐，包含音乐、舞蹈等，
以此渲染气氛，调整人的感情。孔子把礼乐视为一体，既重视礼对人道德
行为的影响，又重视乐对人精神品质的影响。中华文化经典《孝经》指出：

“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陈祥道、陈旸学识渊博，治学
严谨。他们推崇、深研上古礼乐制度，并著书立说，成就斐然。陈祥道著

《礼书》等7种226卷礼乐著作，以及《论语全解》10卷。陈旸著有《乐书》等
3种240卷礼乐著作，以及《孟子解义》14卷。在清代乾隆时期，《礼书》、《乐
书》、《论语全解》均被收入《四库全书·经部》。《四库全书·经部》收录的是儒
家经典，他们的著述能入其中，足见其价值不一般。陈氏兄弟不仅为古代
礼乐制度建设和礼乐文化传承作出了卓越贡献，而且为官清廉、正直，关心
民生疾苦，为家乡作了许多好事。他们去世后，受到历朝官府重视与褒奖，
入祀闽清县先贤堂，建有二陈先生祠，陈旸带领乡亲们修筑水渠“贤良陂”、

“陈贤良与皇帝辩宝”、“陈贤良拜石得泉”等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在群众
中深有影响。

专家、学者的研究认为，陈祥道《礼书》与北宋司马光《书仪》、南宋朱熹
《礼仪经传》“共同代表了宋代礼学的最高研究水平”。君子博学于文，约之
以礼，以内在的道德力量约束自己，也是今人严于修身、严于律己的传承典
范。陈旸《乐书》被认为是中国，也是世界第一部音乐百科全书。北京天坛
公园神乐署礼的中国古代音乐博物馆立有中国古代八大音乐名人塑像，陈
旸跻身其中。国务院2008年3月1日颁布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礼
书》《乐书》同列其中，从先秦至1911年的3000多年间浩如烟海的书籍中仅
遴选极为珍贵的2392部，我县能入选两部，实为难得！

我县现建有陈祥道、陈旸纪念堂（原为二陈先生祠）；2006年5月成立
了闽清县陈祥道、陈旸文化研究会，办有闽清礼乐文化网、礼乐论坛等媒
体，出版了《礼乐同辉》三集；2009年闽清县委、县政府把陈祥道、陈旸的礼
乐文化列为闽清“文化三宝”之一。他们的故乡云龙际上村有起傅岩、高折
仙桂等崖刻，有宋代古桥、十八学士古碑、贤良陂遗址、开闽寺遗址等古代
文化遗存。

人物：许将、郑性之。文化：状元文化。核心精神：“勇攀高峰，摘取桂
冠”。

许将（1037 年～1111 年），闽清坂东人，官拜宰相，文武双全，廉洁奉
公，谥号文定，史称文定公，坂东镇文定村名由此而来。许将文采缘饰、才华横溢，年仅27岁便
拔得头筹、摘得桂冠，成为了福州地区历史上第一个状元郎。传说闽清有缘分都，因有出状元
才有资格。当时欧阳修担任主考官，读了许将的赋后赞其“未可量也”。果不其然，许将入朝
后，很快便崭露头角，特别是宋神宗继位之后，委以重任，参与变法，在革除弊政、整顿兵治、外
交谈判等方面均有突出贡献。宋代名臣李纲对许将的景仰之情溢于言表：“文定许公，当仁庙
嘉祐中廷对，为天下第一。历事五朝，逾四十载，入位丞弼，出拥节旄，其勋业、行义、经术、文章
皆兼备之，为当世之所瞻仰。”

郑性之（1172年～1255年），闽清在南宋时期出的又一个状元。长乐市也称郑性之是长乐
人。但宋朝官方正史《中兴馆阁书目》记载郑性之为闽清院坪人。此书刊印离郑性之去世仅24
年，应可确认。另据郑邦朝、郑亨光、张德团等人考证，郑性之确为闽清院坪人，郑性之金字神
位牌在三溪郑氏宗亲家中找到。闽清梅溪有状元岭地名，石郑、马洋有清溪郑性之题刻。郑性
之师从朱熹，深受赏识，南宋嘉定元年以进士第一及第，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身居要职，敢
于直谏，建议先宽法令、与民生息，以使国家恢复元气，并提出广开言路、巩固边防、收拾人心、
徐图恢复的策略。致仕后回福州居住，为福州做了不少好事，如修缮了闽安镇（今天马尾区亭
江镇）的迥龙桥。里人为纪念他，在三坊七巷的吉庇巷修了一座“耆德魁辅坊”。闽清小县历史
上出了2位状元、198位进士，来之不易，这与闽清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向来崇文重教、学子勤奋
好学有很大关系。

人物：黄乃裳。文化：华侨文化。核心精神：“爱国爱乡，造福桑梓”。
黄乃裳（1849年～1924年），坂东镇湖头村人，是著名的爱国侨领，辛亥革命志士，中国近代

报业先驱，重视教育，兴修水利。其三弟黄乃模乃甲午海战殉难志士，邓世昌助手，致远号副管
带。兄弟交相辉映，爱国主义精神堪称后世楷模。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总书记1991年
11月指出“黄乃裳先生是全体华侨的骄傲，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骄傲”，1992年5月，他又为黄
乃裳作了“侨史留芳”的题词。闽清因黄乃裳带领数千贫家子弟南渡马来西亚，在诗巫创建“新
福州”，“小小闽清县半县在南洋”，而侨民众多，成为福州第二大侨乡。在新形势下，国家提出

“一带一路”战略，福州加快推进“海上福州”建设，我县提出发挥侨乡优势，弘扬华侨文化，建设
“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新闽清，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我县建有黄乃裳纪念馆（台
山公园）、乃裳广场、乃裳小学（湖东小学加挂校名），坂东有黄乃裳故居和陵园，成立有黄乃裳
研究会。詹冠群、黄建、黄建聪等先生著有不同版本的《黄乃裳传》。

人物：吴孟超。文化：院士文化。核心精神：“正德厚生，敬业求精”。
吴孟超（1922年8月13日～），闽清县云龙乡后垅村人，世界级肝胆外科专家，被誉为“中国

肝胆外科之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孟超院士从医74年，创立了肝胆外科的关键理论和技术
体系，开辟了肝癌基础与临床研究的新领域，荣获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我国发现的第
17606号小行星被国际小行星中心永久命名为“吴孟超星”，当选感动中国2011年度人物，2017
年2月就被央视授予“中国最美医生”。吴孟超至今已做了1.4万例手术，其中9600例肝癌手
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如今96岁高龄的吴老仍工作在第一线，拿手术刀的手仍然无比稳定。
他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一生最正确的选择”。吴孟超受到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三任总书
记亲切接见，胡锦涛同志称赞他“有高尚医德，爱党爱国爱民情怀”。作为闽清人，史无前例。
他的医术精湛，他的医者仁心，他对家乡故土的殷殷深情，他对普通百姓的悠悠情怀，称之“当
代的医学泰斗”，受到国家的嘉奖和世人的赞誉，当之无愧。现成立有“吴孟超精神学习宣传研
究会”，印发有会刊，已编辑闽清政协文史资料第二十辑专集。

俯仰古今，六位闽清名人，与日月同辉。纵横海内，四种梅邑文化，共天地相生。六位闽清
名人共同的特点是“爱国爱乡、公道正派、清正廉洁、百姓情怀、成果丰硕、功德无量”。成为闽
清人精神世界的巍巍文化丰碑，成为闽清人勇往向前的内在动力和信心所在。我县应该大力
宣传六位闽清名人，弘扬梅邑特色文化，让它作为闽清的文化标志家喻户晓，传承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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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和之声
有需就爹娘，无求飘飘然；
得意好洋洋，敬和荡无存。
饮水不思源，感恩从何谈；
三思加后想，人生路漫长。

师生情怀
别离少青年，今见中老联；
相逢开口笑，释怀诸惦念。
世事沧桑变，人生须扬鞭；
好梦要起航，更求自奋前。

打 油 诗 两 首
○ 郑作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