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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闽政地［2017］861 号
批准的闽清县 2017 年度第十三批次建设用地

《征收土地方案》，即批准农用地1.0502公顷转为
建设用地，合计征收土地1.0502公顷。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48条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5条、《福建省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和本县
制定的具体标准（梅政综〔2017〕42 号）文件规
定，现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内容和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地类面积
征收闽清县梅城镇城关村林地1.0502公顷；
以上合计征收集体所有土地1.0502公顷。
二、土地补偿标准及费用
我县征收土地实行区片综合地价，区片综合

地价包括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不包括地上
附着物、青苗补偿费。梅城镇（城关村、大路村）
所有地类的征地区片综合地价为每亩 3.575 万
元。

梅城镇城关村土地部分补偿费用总计伍拾

陆万叁仟壹佰柒拾元整（563170元）；
三、地上附着物、构筑物、建筑物按实清点，

根据闽清县现行标准予以补偿。
四、农业人口安置办法：社会保障安置。
五、被征收土地四至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人

和土地使用权人对本方案内容如有不同意见，请
于2018年2月13日前以村委会（经济组织）或村
民小组为单位，以书面形式送达闽清县国土资源
局。自本公告公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被征
地农民有权以书面形式就本征地补偿费标准和
安置方案向闽清县国土资源局申请听证。公告
期满后，报闽清县人民政府批准组织实施。

联系单位:闽清县国土资源局用地科
联系电话：22334346
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

条例》第25条的规定，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
争议的不影响组织实施。

特此公告
闽清县国土资源局
2018年1月30日

闽清县国土资源局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

《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办法》规定，闽清县2017年度第十三批次农用
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实施方案于 2017 年 12 月
25日经省人民政府批准（闽政地[2017]861号
文），同意闽清县2017年度第十三批次建设用
地《征收土地方案》。现将征收土地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建设用地单位、项目、用途（见附
表）。

二、征收土地位置（见附表）（具体四至
范围详见经批准的1：500宗地图）。

三、涉及上述征收范围内的土地位于闽
清县梅城镇，征收土地实行区片综合地价；具
体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经
闽清县人民政府同意后，
由闽清县国土资源局另
行发布，公告期满后报闽
清县人民政府批准组织
实施。

四、被征收土地所
涉及的农业人员采用社
保安置等办法进行安置。

五、涉及上述征收

范围的原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的土地权
利证书将直接予以注销。

六、自公告之日起15日内，涉及上述用
地范围的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持相关
文件到所在村委会办理补偿登记，被征收土
地范围内不得改变地类、地貌，严禁在被征收
土地范围内抢种植物及突击建设建筑物、突
击性水面养殖，违者一律不予补偿。

七、在实施征收土地中，相关单位应当

依法对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进行补偿，征
地补偿费用不得截留、克扣、挪用，切实维护
农民利益。

八、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及相关权利
人对省人民政府批准（闽政地[2017]861号文）
征收土地决定有异议的，可以自本公告期满
之日起60日内向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特此公告
闽清县人民政府
2018年1月30日

闽清县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土地的公告
梅土征告〔2018〕3号

拟建设
项目名称

闽清国家气象
局观测站搬迁

合计：

用途

公用设
施用地

用地面积
（公顷）

1.0502

1.0502

按现状权属分类

国有

0

0

集体

1.0502

1.0502

权属单
位

梅城镇
城关村

按土地利用现状分类（面积：公顷）
面积
总计

1.0502

1.0502

耕地

0

0

林地

1.0502

1.0502

经济
林地

0

0

其他农
用地

0

0

园地

0

0

建设
用地

0

0

未利
用地

0

0

附表：闽清县2017年第十三批次建设用地征收土地方案情况表

又是一年春节将至，闽清各处的梅
花却早已有了迎春之姿，有的含苞待放，
欲语娇羞；有的开得热烈，嫩蕊轻摇。

寒冬腊月，闽梅次第绽放。早些时
日还是梅开几枝，无数花苞星星点点的
散落在树上。而现在，闽清好些地方的
梅树都已婷婷玉立、云蒸霞蔚，开满了密
密层层的花朵，从树枝开到树梢，立于枝
头，不留一点空隙，像是要把一个冬天所
蕴藏的精、气、神都尽情地散发出来。

近日，笔者探访了闽清县下祝乡，那
儿的机关党员心愿林、后峰休闲养生中
心、杉村学校等多处梅花都悄悄绽放，妆
点着寒冬。其中后峰休闲养生中心种植
有 3800 多株梅花，有洁白如雪的白梅，
娇艳欲滴的红梅，温柔含羞的宫粉梅，花
黄似蜡的蜡梅等等，品种繁多，陆续开
放，煞是好看。一片片或粉或白或黄的
花瓣，随风飘落，似烟似雪，暗香浮动，犹
如一群风姿绰约的少女，把各处装点得
丰富灿烂、清新高雅，引得行人纷纷驻足
观赏。

梅不仅在于形之姿，更胜于其之
德。古人云：“梅具四德，初生蕊为元，开
花为亨，结子为利，成熟为贞。”梅花一向
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之一，具有强大
而朴实的感染力和推动力。梅花开五
瓣，也有“五福”之说，即快乐、幸运、长
寿、顺利、和平等，是人们心中传春报喜

的吉祥象征。论其风骨，更是愈寒愈盛
放，以高洁之姿傲然挺立于寒冬。

追溯古今，早有文人骚客以梅为题，
咏梅寄思。古有王安石《山园小梅》中的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陆
游《卜算子·咏梅》中的“零落成泥碾作
尘，只有香如故。”王冕《白梅》中的“冰雪
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今也有，
闽清特有的梅花精神表述语“傲雪迎霜，
凌寒飘香，五翼向心，爱我闽清”。可见
任时光流转，也不曾削减我们对于梅花
的深爱。寒梅怒放，疏枝缀玉，此铁骨冰
心、坚贞不屈的品行与气节，又怎能不使
我们折服。

情之悠悠，爱之切切。我县素有梅
花情缘，古时因境内主溪流绕城两岸遍
植梅花，早有“梅花十里地”之美称，故溪
称“梅溪”，城称“梅城”，县简称“梅”，世
代沿袭至今。现在，梅花更已成为我们
的县花，城中路旁、乡镇山野随处可见梅
树、梅花标识、梅花雕塑，新城的江滨公
园更是开辟了一处梅园。以梅志意，彰
显了我们对其风骨之思，希望生活在这
世代的人们可以如梅花般自强不息，以
坚韧不拔的梅花精神去共建一个更好更
美的梅城。

梅花盛开，预示着春之将近，何不趁
此美好时光，邀上三五好友，赏梅迎春去
呢？ （文/汤丽雯 图/下祝乡）

暗香浮动色缤纷 梅花已至盛开时

(诗华日报诗巫1月27日讯)留华砂总署理会长
黄首咏表示，过去的一年，该会积极推广华文教育，
弘扬中华文化，包括接受中国国侨办以及各省市侨
办的委托，筹组各类型的青少年文化活动、华文教
师的培训项目等等。

他说，该会不遗余力地举办各项活动，背后的
动机很简单，即是希望华文教育、中华文化的种子，
能在全砂遍地开花。他于今午2017 年“全砂第一届
华文水平大赛”暨“华文教育·华文教师证书”颁奖
礼、“印象·福州”推介礼上如是称。

回顾与总结2017 年，他简述该会一些主要的工
作成果：第一，由中国驻古晋总领事馆授权该会管
理的五十万赴华留学基金顺利发出。2017年在该
基金下共有15位来自古晋、诗巫、民都鲁及美里砂
拉越学子受益，目前都已在中国各大学就读。

第二，该会获中国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授
权，成为东马首个汉语水平考试（HSK）的官方指定

考点，举办 HSK 考试，为砂拉越考生提供便利。
2017年共有300名考生参与HSK考试。

第三，该会与中国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结
为教育战略伙伴关系，开拓技职教育的赴华升学管
道。该学院的首批技职教育学生将于今年三月到
学校报到。

第四，该会促成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与砂
拉越科技大学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成功促成两所
高校的合作项目，包括师资交换、学生互访、设立共
同研究项目等。

第五，该会承办的“华文教育·华文教师证书
班”课程，全砂共65位学员出席课程并参与考试。

第六，该会首开先河举办了第一届全砂国际华
语水平大赛与第一届全砂中学生论坛。

第七，该会与诗巫卫理中学和美里培民中学签
署“涵育计划”，互结为教育战略伙伴。

第八，该会与广东暨南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签
署了招生合作协议。

第九，在中国驻古晋总领
事馆的牵线下，留华砂总与中
国福建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
室建立紧密联系，12月该会带
领了17 所学校的代表访问福
建省，同时促成诗巫卫理中学
和美里培民中学与福建省高
校缔结姐妹校。

第十，该会顺利筹组青少
年寻根之旅冬令营，分别带领
学生赴吉林长春与江苏南京
参营。

他说，除了以上十项，当
然还有其他大大小小，不计其
数的会务。借着留华砂总这
个平台，未来我们还有许多值

得去努力的公益事业。”
他说，在2018年的留华砂总依然不会空白，有

许多的项目和计划将按部就班地落实。例如：
第一，即将在下周六 2 月 3 日举办首届砂拉越

旅华生两岸留学说明分享与交流会，让目前在中国
与中国台湾地区留学的砂拉越学子可以同台分享
两岸的留学信息。

第二，该会受福建省福州市侨办委托，成为“印
象·福州”的协办单位，即将启动各项活动宣传。

第三，在中国驻古晋总领事馆的推荐下，该会
与云南侨办将在五月下旬筹组“云南青少年寻根之
旅夏令营”、“云南幼儿师资培训课程”及“云南省教
育考察团”。

第四，在“走出去”到云南省的同时，云南也将
在六月“走进来”砂拉越举办“云南省中华文艺小分
队”。小分队将让砂拉越学生学习云南舞蹈、绘画、
手工艺、声乐及葫芦丝。

第五，该会将在 7 月中旬举办“中华文化博览
会”，为期一周。活动内容包括“第二届全砂华文水
平大赛”、“第二届全砂中学生论坛”、主题讲座、中
国书籍展销等。

黄首咏说，近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迅速，不少
高等学府都进入世界大学百名排行榜。他相信往
后会有愈来愈多的砂拉越学生选择赴华深造。随
着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砂拉越留华学生学成归国，贡
献所学。

他称，未来，我们将会看到更多的留华毕业生，
在砂拉越各项领域，各行各业渐露头角，成为社会
不可忽视的一股重要力量。

“我们期待，今后留华砂总能够继续发挥其团
结留华人的功能，在服务留华人之余，也扮演留华
人和社会各界的桥梁和媒介，为砂拉越做出更大的
贡献。”

图为：左起为砂留华同学总会副会长陈星、署
理会长黄首咏、张阳代总领事、总会执行长林敬传
展示“印象·福州”的宣传海报。

全砂第一届华文水平大赛举行
留华砂总署理会成为“印象·福州”协办单位

本报讯 福州人自己的春晚——2018
世界福州十邑春节联欢晚会，昨晚在福
州工人文化宫演艺中心录制，并将于2月
15 日 18:00 在福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首播。晚会由市委宣传部、世界福州十
邑同乡总会主办，福州广播电视台等多
家单位联合举办。

十邑春晚之前成功举办过3届，已成
为全世界福州十邑乡亲一年一度的文化
盛宴。本届十邑春晚依然主打闽都文化
牌，并继续采用福州方言和普通话“双
语”主持的方式。

晚会设置了歌舞、戏歌、喜剧、小品、

群口相声、音诗画、民谣、民俗等节目。
获得中国戏曲表演最高奖——梅花奖的
5 位闽剧名家陈乃春、陈洪翔、周虹、陈
琼、吴则文联袂献艺，为大家带来了《五
梅献瑞》。

据介绍，2018 世界福州十邑春晚还
将通过福建广电网络落地福建全省，同
时将在美国ICN国际卫视、美国犹他中
文电视台播出。FM90.1左海之声广播频
率将在台湾地区、澳洲、北美等播出音频
版。福州明珠网、福视悦动、爱奇艺、腾
讯视频、喜马拉雅FM等新媒体平台也将
上线播出。 （福州日报记者 吴晖）

2018世界福州十邑春晚在榕录制
将于2月15日首播 本届春晚依然主打闽都文化牌

今年过春节，闽清人多了江滨生态公园这个新
景点。在这座紧邻闽江兴建的公园里，最吸引人的
是长达380米、正在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梅川
礼乐图》陶瓷壁画长卷。北宋时，闽清陈祥道、陈旸
兄弟俩分著《礼书》150卷、《乐书》200卷，两部经典
著作对后世影响深远，礼乐文化也因此被誉为闽清

“文化三宝”之一。如今，以《梅川礼乐图》陶瓷壁画
长卷为代表，闽清县正积极传承和弘扬先贤留下的
瑰宝，寻求礼乐文化的振兴——

国学展示接地气
岩彩画风基调、青绿泼墨技法，从东南到中原

的十几处山水美景次第展现，519个人物栩栩如生
……站在《梅川礼乐图》前，巨型画卷的恢宏气势令
人震撼。

据了解，《梅川礼乐图》由曾获全国性专业大奖
的“序源堂”陶瓷画团队历时一年多设计、烧制、安
装完成，长380米、高2.5米，共使用矿物质颜料135
公斤、瓷片1111片。它正申报“世界最长的陶瓷壁
画”吉尼斯纪录。

江滨生态公园总投资 9500 万元，既是连接梅
溪新城与闽清老城区的重要生态廊道，也是市民休
闲健身的体育乐园。《梅川礼乐图》无疑将成为闽清
标志性的新景点和全县文化魅力的新代表。

新景观的背后，是陈祥道、陈旸兄弟给家乡留
下的千年文化瑰宝。

历史上，陈祥道所著的 150 卷《礼书》，与司马
光《书仪》、朱熹《仪礼经传通解》共同代表了宋代礼
学的最高研究水平；陈旸所著的《乐书》共200卷，
是世界第一部音乐百科全书，比西方最早的音乐百
科全书《音乐辞典》还早600多年。作为我国古代
八大音乐名人之一，北京天坛公园神乐署显祐殿里
还立有陈旸的铜像供人瞻仰。清乾隆年间，两部巨
著被收入《四库全书》，2008年被文化部列入《国家
珍贵古籍名录》。

“为了纪念两位先贤，弘扬礼乐文化，我们探索
了很多接地气的展示方式，让礼乐文化与普通群众
更贴近。”闽清县陈祥道、陈旸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陈
诸安介绍说，在城区溪滨路有1.1公里长的礼乐文
化长廊，用声光电方式向居民介绍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依托陈祥道、陈旸纪念馆，介绍陈氏兄弟的礼乐
著作成就、生平故事传说、书法墨迹、故里集锦等；
此外，闽清县还购置编钟等古典乐器，组建梅邑古
乐队，聘请知名学者编排《梅邑古乐》古典舞蹈，向
群众展示……

礼乐传承进校园
“凤凰山下，昙溪潺潺，那是梅邑人才辈出的地

方。千年儒学铸成‘礼乐’同辉，宏篇巨著留下不朽
光华，历史的丰碑铭刻着知识的力量……”

每逢重要的日子，在陈祥道、陈旸两兄弟的故
里——闽清县云龙乡，校园中都会响起这首《云龙
教育之歌》。歌声在学生们心中播下敬重家乡先
贤、传承礼乐文化的种子。

为了更好地传承礼乐文化，闽清县启动了“八
个一”工程，即打造一个幼儿国学班、一个小学国学
班、一部闽剧、一条文化体验路线、一本乡土教材、
一套文化展板、一场曲艺音乐演出和一场诗词朗诵
会。其中，让礼乐文化走进校园是重头戏。

陈诸安介绍说，每年暑期，研究会都与县关工
委联合举办“国学精典讲习班”，讲习礼仪乐律知识
等国学内容，主要面向小学生，让他们从小熏陶儒
学与礼乐文化，做知书达礼文明的好学生，深受家
长和学生们的欢迎。

与此同时，陈祥道、陈旸纪念馆把小学生们“请
进来”，让纪念馆也成为“课堂”。例如闽清县实验
小学在此开设的国学课，除课标要求外，每学期还
让学生朗诵30首经典古诗词。“纪念馆里传统文化
气息浓厚，学生们诵读古诗词更有意境，对礼乐文
化的印象更为深刻。”闽清实小语文教师池雪清说。

乡土教材的编写，将把礼乐文化带进全县的校
园中。去年7月以来，闽江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专
家组数次到陈氏兄弟故里走访，编写礼乐文化乡土
教材。目前教材已经编写完成，即将与全县中小学
生见面。

文化元素助力旅游产业
1月24日，由闽清县旅游局主办的“弘扬传统

文化 传承国学经典”主题活动在陈氏兄弟故里云
龙乡举行。朗诵国学经典、朱砂启智、击鼓明志等
传统礼仪环节，让参加活动的孩子和家长收获了一
次别开生面的乡村游。

云龙乡的后垅村是省级乡村旅游精品示范点，
“礼乐、国学”元素的加入让这里的旅游资源更具特
色。村里已经推出“二陈”故里修学游和国学夏令
营等特色旅游产品，提升了旅游品质。

以后垅村为代表，礼乐文化为闽清县乡村旅游
发展注入了新活力。据悉，闽清县将对梅城、云龙、
白樟、白中4个乡镇中涉及礼乐文化的6个景点，实
施统一规划、整理、保护，形成一条完整的礼乐文化
精品旅游线路。同时，还准备与陶瓷研究所等科研
单位合作，推动开发礼乐文化陶瓷文创产品。

作为礼乐文化传承主要场所的陈祥道、陈旸纪
念馆，如今常年免费向群众开放，吸引游客前来游
览、瞻仰先贤。纪念馆面向公众，开设传统礼仪知
识讲座，讲解《礼书》精髓，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礼
仪文化。每年清明节，馆里还举行祭祀二位先贤的
仪式，以传统祭礼形成独特的文化亮点。

为了丰富礼乐文化的内涵，闽清县委宣传部与
福州市文化新闻出版局文艺创作研究中心建立战
略合作，由闽剧专家周祥光、蔡玉榕共同编写了闽
剧《梅溪陈旸曲》。目前，剧本已经创作完成，争取
早日排演，并力争列入全省汇演，助力礼乐文化的
振兴。

（福建日报记者卞军凯 通讯员 邱国文 余兆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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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我县许鸿升荣获2017年第

五届福建省敬业奉献道德模范称号，黄
秀明、池菊香分别获得2017年第五届福
州市助人为乐和敬业奉献道德模范称
号。

许鸿升，县公安局经济侦查大队副
大队长。曾先后荣立个人一等功1次，个
人三等功3次，个人嘉奖1次；并荣获“全
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中国好人、感动
福建十大基层人物、“福建省五一劳动奖
章”、福建省五四青年奖章、“福州市优秀

人民警察”、“福州警星”、闽清县第三届
道德模范等荣誉称号。

黄秀明，坂东镇湖头村一位普通农
民，12年来，他义务维修村里的一条登山
路，感动了许多村民。被评为福州市劳
动模范、福州市“十大杰出青年”。

池菊香，乡村邮递员，5年多来，经她
投递的邮件报刊达20多万件，走过的邮
路长达 12 万多公里，相当于绕地球三
圈。曾获评市文明服务之星和省邮政百
优投递员。

许鸿升荣获省道德模范称号
黄秀明、池菊香荣获市道德模范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