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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白樟镇农技站不闲置，能充分利用并
发挥经济效益，决定将农技站店面及一层二层约
160m2（建筑物楼层为4层半，占地面积80m2，其
中店面面积约28m2）向社会公开出租，公开内容
如下：

1、出 租 面 积 约 160m2，其 中 店 面 面 积 约
28m2；

2、为推动我镇农村农业生产发展工作，本店
面经营范围为农技推广或农业生产产品等；

3、租金每月为 1000 元起，实行竞价中标办
法，若出现多家最高价时采用抽签确定，租期为
五年；

4、报名时间：6月25日至6月29日下午5时
止。

其他未详列事项，以现场文件、通知为准，解
释权归白樟镇政府。

白樟镇人民政府
2018年6月21日

招 租 公 告

一、建设项目目前概况
因闽清县白金工业园区建设需要，

经福建省人民政府批准，闽清县人民政
府发布了《闽清县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土
地的公告》，依法征收白中镇黄石村的
部分原集体土地，并由白中镇人民政府
负责征迁工作。

在实施具体征迁工作中,有坐落于
闽清县白中镇黄石村【《集体土地建设
用地使用权登记卡》编号：梅白集用(92)
字第2232号】房屋系危房性质,不仅危及
公共安全,且严重阻碍前述建设项目的
顺利施工。经依法报请后决定对该房
屋实施保护性施工措施,以确保建设项
目施工的有序开展。

二、保护性施工具体措施、方案
1.依法委托具备资质的司法鉴定机

构对标的房屋进行现场查勘。
2.依法委托具备资质的司法鉴定机

构对标的房屋进行整体结构性、内部布
局形成的装修等各项内外物体进行证
据保全。

3.依法委托具备资质的司法鉴定机
构对标的房屋是否形成危房及危房等
级依法进行鉴定,作出客观公正的鉴定
结论。

4.依法委托具备资质的司法鉴定机
构对标的房屋的价值进行评估, 作出客
观公正的评估结论。

5．邀请公安、城建、城管、村委会等

部门工作人员和司法鉴定人员到场,在
全程摄录等证据保全的前提下,对标的
房屋内部可移动的物件进行搬离、腾空,
并依顺序进行财物登记及指定合理地
点存放后予以封存保管。

6.对空置的标的房屋实行整体场地
平整,保障施工人员的施工安全,并确保
建设项目施工的有序开展。

三、标的房屋各项补偿标准方案详
见《闽清县白金工业园区二期土地房屋
征收补偿安置方案》。

特此公告
闽清县白金工业园区建设指挥部

闽清县白中镇人民政府
2018年6月22日

关于闽清县白金工业园区建设项目
实施保护性施工的公告

2018 年 5 月 17—19 日，《闽清鼠船
和米船》采编组再访顺昌、建宁、泰宁三
地。主要原因是该地区闽清船工的历
史丰厚，之前的走访深感遗漏不少，有
些说法尚待深入了解。后经多方努力，
反复查找，又联系上多位知情人。尤其
是从《炎黄纵横》杂志《金溪女将忆昔》
一文作者——福建画报社原社长崔建
楠老师处获悉金溪女将成员的线索，并
证实金溪女将中确有闽清船工后代。
探求历史的渴望促使采编组甘冒三十
八九度高温出行。

17日一早出发，9时半到达顺昌县
洋口镇。上次采访洋口，未找到“闽清
街”的闽清人，留下遗憾。这回，洋口镇
政府主任科员林朝荣和镇居委会书记
林秀明特别留心找到了几位当年洋口

“闽清街”的居民，并早早召集于居委会
办公室等候。他们是：张开东（76岁，祖
籍坂东溪西）出生在洋口，其祖父张蒙
运因撑米船定居于洋口；万东财（88岁，
江西籍）出生在洋口，因住在“闽清街”，
不仅对那里的历史清楚，而且还讲着地
道的闽清话；钱功生，祖籍白中田中，出
生洋口。

他们说，洋口是个消费的集镇，本
身不是产粮区，但因上游闽北产粮区的
粮食及其它农林副产品源源不断地从
水路运到洋口，再经此转运南平、福州，
遂形成闽北重要的农产品集散地。

当年洋口水运码头有12处，船只分
类停泊。坑口码头主要停泊闽清米船，
闽清船民上岸后，大多就近在岸边盖房
居住，遂成街道，初名“坑口街”。因多
是闽清人，故又叫“闽清街”。“闽清街”
长约500多米，为合掌街，多是木结构的

“柴排厝”，有居民百余户。就籍贯来
说，大部分是闽清籍，也有“福州十邑”
的人，还有少数他县外省的人，但“闽清
话”是这里的主要乡土语种。就行业来
说，其中大部分是船民，且多是船主或

“帮头哥”。也有修船的，专门做“二手
船”买卖的，还有理发、裁缝、饮食、诊所
等各种服务业的小店铺。还有以水车
做动力加工大米、小麦的。另有一批洋
口的“贵族”如米行、纸行、木材行、香菇
行等各种行当的商人也住在这里。“闽
清街”还有公共建筑物关帝庙、天宫殿；
有供奉孔子的远近宫，宫内设驿站，进
京赶考的学子皆借宿其中；有属于洋口

“福州会馆”的保安堂，三直结构，专供
无固定居所或生病的船工暂住；紧邻保
安堂还有一间公共房屋，名“登天台”，
实为“太平间”，专用于收殓上游漂滞的
无名溺水者或单身病故船工。“登天台”
内备有洋口“山大王”邱木林（闽清人）
施舍的棺材，随耗随补，常年不缺。提
起“山大王”邱木林，张开东他们滔滔不
绝说了不少趣闻轶事（有待另文叙
述）。关于“闽清街”的演变。1944年、
1948年和上世纪60年代曾三次遭火灾
而重建，居民的成份和籍贯也随之变化
很大。现街名叫“团结街”，属于“光明
村”。此外，洋口镇的麻溪、白沙、潘坊、
沙墩、道吴等村都定居有闽清人，其中
麻溪村就有七八十户，大多坂东文定许
姓人，故有“麻溪小三都”之称。

17日下午，采编组带着“大干小田
中，埔上小坂东”之谜，来到顺昌西北部

邻近邵武的大干、埔上二镇。在埔上镇
口前村村医郑敦煌（祖籍坂东仁溪）向
导下，径直来到位于富屯溪畔的大干镇
街区的闽清老船工黄大宝家。黄大宝
（87岁，坂东镇湖头村人）身体硬朗，但
有耳背，其三儿子仕清为他戴上耳机后
与采编组交谈。黄大宝父亲黄天佑 5
个堂兄弟以及坂东的乡亲几十人于民
国时期在邵武、光泽——福州间撑米船
（后改撑鼠船），并定居在富屯溪畔的埔
上，故称“埔上小坂东”。后因“火烧
厝”，他才搬到相距几里地的大干来
住。而在大干，闽清撑船人有姓高的
（白中攸太）、姓刘的（上莲），但更多的
是闽清十五都（白中田中）姓钱的，也有
几十人，故有“大干小田中”之说。其中
船工钱十妹还当了富屯溪上闻名的扒
港队队长。不过，没撑船后大多船工都
先后返乡或迁居别处。

耳聪目明、腿脚利索的黄大宝妻子
吴美仙（81岁）不仅替丈夫回答了不少
问题，又带采编组到另一条街道采访姓
高的闽清人。这里住着船二代高道良
（73岁，祖籍白中攸太），其父高政招于
解放前因逃壮丁到闽北撑船，并定居大
干。高道良于 1946 年在大干出生，他
20岁时也跟随父亲撑船，并成为社办水
运（搬运）企业的职工，后因企业解体而
无退休金。但大干也有闽清船二代当
了国家干部，如高心清、钱庆华（钱十妹
的儿子）等。高道良还带采编组到距街
道数百米外的富屯溪边看三个码头的
遗址，可见当年大干水运业的规模不
小，因为此地恰好是邵武下来的米船泊
船过夜的“站头”。

返回埔上镇口前村，在郑敦煌村医
的指引下，来该村沿河路45号采访船二
代黄大根（67岁，祖籍坂东湖头）。黄大
根是黄大宝的堂弟，其父亲黄天钦，与
黄天佑、黄天康、黄天接、黄天土等就是
一起来闽北撑船的 5 个堂兄弟。据他
所知，父辈们先撑米船去福州，后又撑
鼠船，并开辟由顺昌埔上到仁寿的小溪
航线，为山区运输解决了大问题。但具
体情况要去邻村——万全坑向老船工
黄仕海了解。看过村里一处旧码头后，
黄大根遂带采编组直奔万全坑村。

万全坑村紧邻口前村，也是隶属埔
上镇。黄仕海（88岁，坂东湖头人）住在
原供销社一座两层楼的顶层木扇厝。
是日高温，然老人身材清癯不怕热，不
用风扇没有空调，热情端茶让座，侃侃
而谈。采编组遂入楼随俗，挥汗采访一
个多小时。

黄仕海16岁跟随叔叔黄大谋撑米
船，走光泽、邵武——福州航线。因埔
上、大干地处富屯溪中段，得承上启下
之便利，故闽清船工选择定居于斯。他
说，由邵武下水去福州，每艘米船可载
万一二（即1——1.2万斤），每五六艘结
为一帮。水小五六天到福州，水大三天
就够了。但一路险滩潜礁，暗流漩涡，
危机四伏、风险难料。他的两位叔叔黄
大谋、黄大晶都是技高胆大的“帮头
哥”，但也难免看走眼失手时。1950年
的一次下水，至夏道上“天坪针”险滩打
破船，“帮头哥”黄大晶与两位船工、两
位乘客 5 人落水身亡，酿成重大事故。
可是“沉舟侧畔千帆过”，多少的事故也

阻挡不了闽清船工前赴后继、勇往直前
的脚步。到了福州帮洲码头，在等货等
水休整的日子里，可以逛街购物，看戏
喝酒，是最惬意的时候。上水时要用

“风门杆”（毛竹的桅杆与“龙头白”布的
风帆）和“纳仔”（长长的篾缆）。 自福
州启程上水，如遇南风，扯起风帆，十几
个小时就到达闽清口。但到了水口以
上滩濑渐多，就得或涉水或登岸拔“纳
仔”，如在“城门垅”拔“纳仔”，要攀岩过
壁，手脚并用，还要提防被肩上的“纳
仔”反拉掉入悬崖急流，其艰险不可言
喻。这就是所谓“神仙老虎狗”的船工
生活。

仕海说，大干、埔上两地闽清船工
还应地方运输需要，开辟仁寿溪的埔上
——洋墩——仁寿25公里鼠船新航线，
解决了山区粮食等物资的运输问题。
鼎盛时，有鼠船百余艘来往于仁寿溪。

仕海还说了刘聿鹏与船工的故事
（有待另叙）；说了洋口唯一经营“二手
船”生意的船贩名叫刘诗宝，也是闽清
人；说了桅杆和帆布的结构；说了母船
与漂船配备船篷不一样（母船三篷，漂
船二篷），等等。

18 日一早，采编组自顺昌来到建
宁，主要是了解 40 多年前名噪一方的

“金溪女将”中闽清人的情况。在建宁
城关“智慧泉”幼儿园，园长许宝珠（61
岁，祖籍池园潘亭）和两位60后弟弟许
宝民、许宝建热情迎候采编组的到来。
许宝珠就是当年“金溪女将”的一员，也
是这次采访的牵头人。来到现场的还
有“金溪女将”陈爱娇（79岁，云龙乡潭
口村人）、朱美娟（62岁，祖籍坂东朱厝）
和男船工龚招善（80岁，白樟镇半山村
人）、陈炳荣（64岁，祖籍福州晋安）等。
说起“金溪女将”，大家对当年的峥嵘岁
月记忆犹新，感慨万千。

他们说，金溪流域有着丰富的木材
和水利资源，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每
年约有15万立方米木材下山，这些木材
大多是扎成木排，经金溪流送到顺昌，
再由火车装运至全国各地，支援国家建
设。1971 年 4 月，当地雨水特别少，金
溪水位降到常年水位的最低点，水坞上
的木材堆积如山送不出去。为加快运
送速度，当时担负辅助材料生产的年轻
女工们，自告奋勇要求参加捎排。建宁
县生产建设兵团森工营立即批准成立
金溪历史上的第一批女子捎排工，并由
最初的 8 人发展到后来 40 多人的女子
捎排队。问及其中有多少闽清人。大
家又念又记又统计，全队除了生产建设
兵团的知青来自省内外各地外，竟有近
半数是闽清人，他们多是闽清船工（后
改行捎排工）的妻子或子女。

当时，建宁——洋口航线全长 180
公里，水流湍急，弯曲多滩，航道险要。
古有民谣：金溪十八滩，滩滩鬼门关；不
知多少捎排工，捎排途中不复返。所
以，自古以来捎排是充满危险且只有男
子汉才充当的苦力活。为了教会她们
过硬的捎排技术，最初是一个男排工老

师傅带一个女排工，手把手地教。这些
老师傅都是经验丰富的闽清船工，“女
将”们至今还清晰记得师傅们的名字
——刘礼忠、许依举、许占銮、陈金莲、
杨信朝、杨信宝、林绍辉、刘家国、刘孝
炎、林依妹。其中，杨信宝就是陈爱娇
的丈夫。为将各个师傅的技术特长都
学到手，还经常调换师徒配对。在师傅
们悉心教练下，“女将”们对每个险滩、
暗礁、怪石、旋涡、逆流、河床宽窄、滩头
深浅、礁石位置、水流方向，都了如指
掌，做到了心中一本账、脑里一张图，个
个成为能独立掌梢的排工，在金溪流域
谱写出一曲战天斗地、巾帼不让须眉的
时代乐章。

1976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以她
们的事迹拍摄成纪录片《金溪女将》。
从此，“金溪女将”称号不胫而走，闻名
全国。这个优秀集体先后获得全国、全
省“三八”红旗单位、新长征突击队和

“工业学大庆”先进单位等荣誉。她们
的代表出席党的十一次代表大会、全国
工业学大庆会议，受到中央领导的接
见。还有被评为省劳动模范，参加省人
代会。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新闻电
影制片厂、福建日报、省电台、福建画报
等宣传媒体对“金溪女将”事迹作大量
报道。福建省歌舞团实地体验生活，创
作排演舞蹈，参加全国文艺汇演并获
奖。1980年底，金溪池潭水库大坝开始
蓄水，金溪捎排也成为了历史。“脱水”
后的“金溪女将”渐渐淡出人们视野，甚
至退休境况也差强人意。欣慰的是，如
今“金溪女将”精神已被树立为“建宁精
神”而成为一种永存的精神文化。其
实，“金溪女将”精神就是闽清船工精神
——因为捎排工是后闽清船工时代
——闽清人为她们而骄傲——采编组
如是告诉在场的“女将”们。

18 日下午和晚上，采编组继上年
11月匆匆走访建宁溪口“闽清街”后再
次造访斯地。在街上，采编组试用闽清
话向一位迎面走来的中年人打听采访
对象的住处。不曾想，他还真听得懂闽
清话，遂热情地折转身为之带路。原来
其父亲黄为波（塔庄镇溪东村花花厝
人）是早年来“闽清街”开诊所的。

很快找到约定的采访对象——许
道泉（81岁，祖籍坂东文定）、林秉仁（又
名红俤，87岁，祖籍白樟白洋）。许道泉
父亲许志同民国时期来闽北当船尾仔，
后成了一名“艄公”，并定居于溪口“闽
清街”。林秉仁父亲林义祥，13岁来闽
北当船尾仔，后来当了“帮头哥”，也定
居“闽清街”娶妻生子。上世纪30年代
初，红军来到建宁，溪口“闽清街”乃至
林义祥家都住着红军。1931年7月初，
时任中共赣南特委书记的陈毅到建宁
参加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师以上干部军
事会议、苏区负责人会议，参与研究制
定了回师赣南打破第三次“围剿”的计
划和相关事项。期间，陈毅就住在建宁
溪口闽清人建的“将军庙”。1932年，林
秉仁母亲生下了他，住在他家里的红军

空余时常抱他玩。为纪念替穷人谋幸
福的红军，就将婴儿取小名“红俤”。林
义祥深感当船工的艰辛，等红俤长大后
设法让他学画像、学照相，成了溪口“闽
清街”的一个摄影师。许道泉父亲也是
克勤克俭送他上学念书至高中毕业，后
来进建宁商业系统工作。

他们说，昔日的溪口“闽清街”十分
繁荣，除了熙熙攘攘的船民及其家属，
有米行好几家，饭馆四五家，饼店五六
家，肉店三四摊，杂货店七八家，还有理
发店、裁缝店以及流动的小商贩等。林
红俤艺成后，又新添了照相馆。解放
后，这里曾一度成为副省长陈绍宽亲自
抓的“卫生街”示范点，沿街的木板房洗
得洁白干净。随着水运业式微和时间
推移，如今已成为古旧而萧条的“棚屋
区”。

期间，采编组还拜会了建宁县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吴碧英（祖籍池园丽山）
和县卫计局原局长、现人大室主任吴良
森（祖籍白中珠中）。他们的父辈是民
国时期在闽清米船业的带动下到闽北
开垦的垦民，而且人数也不下千余人。

19日，采编组由建宁到泰宁。在城
关民主街肖家巷采访吴其济（93岁，池
园镇井后村人）。他于1953年来泰宁，
在城区创办泰宁第一家自来水厂，先是
私人合股，后改造为国营自来水公司，
并长期任经理。因此，其名字被载入

《泰宁县志》。吴其济到泰宁虽然时间
不算早，且从事的也不是米船业，但对
泰宁的米船业却很熟悉——因为享誉
泰宁米船界的黄家增（池园镇潘亭村
人，绰号“吓二哥”）就是他的岳父。后
来在米船业做大做强的黄家妹13岁时
还是堂兄黄家增带其到闽北当船尾仔
的。黄家增、黄家妹几位兄弟后来别出
心裁开创籴米、碓米、运米、卖米“一条
龙”模式：有人在建宁、泰宁专司籴米；
有人在金溪沿线多地建造水车米碓加
工大米；有人当船老大率“米船帮”四五
十艘米船，往来于建宁、泰宁——福州
间；黄家妹在福州及沿途重要码头如洋
口等地设“米行”，商号曰“建成”；黄家
增则与妻子林五妹在梅口、弋口开酒
库，前店后坊（至今，酿酒技术还是他们
家的老传统）。因以他们家族成为米船
业有名的排头兵和佼佼者。为富后的
黄家人乐善好施，他们有一个特别的善
举——长期在梅口妈祖庙内安放“舍施
棺”（将棺材施舍给死后无钱买棺木的
人，让穷困潦倒之人死后有个基本的尊
严，视为人间大善行）。1946年，黄家增
在泰宁的一次赶墟时被土匪绑架。因

“吓二哥”的善行名气，土匪也敬他几
分。在转移走夜路途中，特选力大者背
着“吓二哥”走。当然，“吓二哥”也“大
方”，权当“施舍”，给足土匪要的钱和米
——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黄家增、黄家妹兄弟曾在家乡建一座

“火墙洋楼厝”，俗称“尾厝”，至今已是
一座具有特色的民居建筑。

吴其济还描述了泰宁闽清人两个
聚居点——梅口、弋口。梅口聚居点为

“合掌街”，大多木扇房，也有土墙房。
常住有 50 多户 300 余人。河边 2 处码
头，来往的船工、搬运工和老板很多，十
分热闹。有点心店、杂货店、理发、缝
纫、酒店等各色店铺。其中的酒店专酿

“闽清红酒”，最受船工欢迎。与梅口相
距约15华里的弋口聚居点是“半爿街”，
常住闽清人30多户200多人，溪边也有
2 处码头，也有各色店铺。他还纠正了

“芦庵棺墙口，打破船无处走”的俗语，
应为“芦庵官江口，打破船无处走”。官
江口是一处地名。

按事前计划，在泰宁还要采访一位
关键人物——闽清人在泰宁的鼠船队
队长陈梅齐。可是老人现在深居简出，
经多方联系，就是得不到其具体住址和
电话号码。吴其济老人知道后说，不用
担心，他会差人带采编组去。随之，老
人派其儿子带路，通过数道关系，几经
周折，找来其妹夫刘必祥（船二代，祖籍
池园福斗，其父亲刘用金与陈梅齐是鼠
船队同事，且是世交），才叩开陈梅齐
（84岁，白樟镇白南村人）家门。陈梅齐
早年在闽清撑鼠船。1951—1953年，随
乡亲10多人结队到宁化县撑米船，也撑
鼠船。1954年，经南平航管处介绍全队
移至泰宁支援抢运粮食等物资。到梅
口航管站报到后，与先期由沙县、莘口
两地来的闽清鼠船船工合并，共六七十
人组成泰宁鼠船队，张学知（白中镇继
善村人）首任队长。1957年，陈梅齐接
任队长，并长期任职。至今，陈梅齐仍
能一一说出70多位队员的姓名和籍贯。

泰宁鼠船队先是走朱口——风弄
（金溪边）30公里航线，还有梅口——官
江口 13.5 公里航线。这两条该航线航
道稍好。1955 年又开辟泰宁城关——
上青漈下约 20 公里航线；1956 年又开
辟梅口——大田乡约20公里航线；1957
年再开辟官江口（金溪边）——大布乡
约15公里航线。后三条航线均属小溪
窄港，地形险要，险象环生，“打破船”时
有发生。尤其是上青线处于深山峡谷
地带，两岸悬崖绝壁，溪流弯曲逼仄，旋
涡暗穴密布，号称“九十九曲、八十八
滩”。水面最宽处不过20米，最窄处只
容一船通过。外面大太阳，河谷中却难
见阳光。冬天在峡谷中撑船，竹篙越撑
越大，原来是水溅篙上即刻结冰所致，
此时就得不时敲掉结冰，才能握篙撑
行。同时，头顶还要提防从悬崖上不时
掉下的冰块。当年那么一处险要航道，
现在已开辟成一条最具特色的漂流旅
游线路。为赶时间抢运粮食，鼠船队曾
于正月初三降雪天只穿一条裤衩下水
扒港。入水仅几分钟就全身麻木，肌肉
冻紫，大小便失禁。遂在河边生火取
暖，温酒解寒，轮流下水，顽强坚持干，
确保按时完成任务。在当时物资十分
紧张的情况下，县工交部特批了红糖和
红酒，算是对鼠船队的嘉奖了。1966年
底，泰宁公路开通，鼠船运输渐渐衰减，
船工逐步转为搬运行业，成立搬运公
司，工人相继退休。

19日下午，结束采访返梅。

《闽清鼠船和米船》采编组再访顺昌、建宁、泰宁
○ 张德团

本公司主要生产LED灯、配电箱、胶木、注塑、高低
压电器及配件等等，因扩大生产规模，需招聘以下工作
岗位：

一、踩机工10人：保底工资3000元
要求：年龄20岁-55岁，男女不限。
二、组装装配工50人：保底工资3000元
要求：年龄20岁-48岁，男女不限。
三、仓库管理员1人：工资3000-5000元
要求：1、年龄23岁-45岁，男女不限；2、有仓库管理

经验者优先；3、懂基础电脑操作，系统录入，具有一定的
数据统计能力。

四、生产线管理员1人：工资3000-5000元
要求：1、年龄23岁-45岁，男女不限；2、有同等岗位

经验者优先录取。
公司有食堂与住宿

工作地址：福州市闽清县池园镇隔兜村观音隔
有意者请联系：赖先生电话：13950373473

福州市闽清力鑫电器有限公司
2018年6月22日

招 工

5·18上午采编组与“金溪女将”陈爱娇（中）、许宝珠（左二）、朱美娟（右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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