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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与与改改革革开开放放同同行行

文物是精神标识，是国家名片。每一件文物，都凝结着
历史的烙印、跳动着文化的脉搏；每一件文物，都维系着民
族的精神，凝聚着百姓的关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沧
桑巨变，中国文物事业也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6月13
日，本报记者与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黎义晖一起采访了长
期从事文物保护工作的县博物馆馆长林跃先，听其讲述了
闽清文物事业的发展变化。

林跃先，闽清金沙溪头村人，1959 年出生于罗源县，
1972年回到闽清，1977年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到桔林乡宝
湖大队当知青。1979年到1982年在部队服役；1982年退伍
后在县文化馆工作，1986年从事文物保护工作，2000年起任
县博物馆馆长至今。

我从接手县文物保护工作以来已20多年。20多年来，
我深切地感受到，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党和政
府对文物保护工作越来越重视，中国文物事业在这条改革、
开放、发展的大道上稳步前行，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喜人局
面。我县的文保事业也取得了长足发展和进步。沉睡于古
老梅邑大地上的一大批文物古迹也从历史长河中逐渐苏醒
过来，走向社会，走近百姓，诉说着闽清悠久厚重的文明历
史。

人员经费空前加强
20多年前，我县经济发展还相对落后，文物保护工作更

是刚起步，人员少（编制两个，而前期实际上长期只有我一
个人），经费少，工作千头万绪。我并非科班出身，走上文物
保护工作岗位也是机缘巧合。1982年，我从部队退伍回到
地方，在县文化馆从事群文工作。1986年福州市文物普查
工作队来闽清开展史前（商周时期）文物普查，由于人员少，
时间紧，领导临时抽调我去参加普查。普查分作几组，我所
在的普查组组长是时任福州市文管会文物科科长的郑国珍
（后为省文物局局长、现任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他学识渊
博、业务精通。虽然只有短短的七天时间，但在与专家的共
事中学到不少文物知识，也采集到了许多商周时期的陶片
标本，得到了专家的充分肯定。从此，我对文物保护工作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他的力荐下我由此走上了文博事业的
道路。

当时，县博物馆还没有成立，没有正式的办公场所，只
是临时借用在县文庙内办公，也没有专门的文物保护经费，
社会各界对文物保护的意识还十分淡薄，我县文物事业基
础十分薄弱。但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文
物保护事业越来越显得重要，县委县政府也高度重视，加大
了我县文物保护工作的力度。2011年，我县投入巨资建设
三馆，其中县博物馆面积达2000平方米，不仅有专门的办公

场所，还开辟了“宋元陶瓷印记”、“当代陶瓷典藏”反映闽清
陶瓷发展历史的专题陈列展览。同时积极配合县委县政府
中心工作，每年至少要举办6期以上的临时性展览。近年
来，我县的文博工作也得到上级文物主管部门的多方支
持。去年，县委常委扩大会议还专题研究了我县的文物保
护工作，解决了文物部门的人员编制、经费等问题。会议研
究决定，县博物馆人员编制在原来4名的基础上增加1人，
同时增设事业编制的文物保护机构——闽清县文物保护中
心，定编5人；在县科技文体局增设文物科，定编1人；另外
还招收劳务派遣人员4名，担任博物馆的讲解工作。这样的
人员配备不仅壮大了我县文博工作的队伍，更夯实文物保
护的基础。会议还就文物保护维修经费由2013、2014年县
财政每年安排预算50万元增加到200万元。另外还有每年
100万元的文物征集费用，如果有抢救性、应急性的工作还
可向县财政再申请。至此，我县文物事业的人员力量、经
费、陈列展览办公条件都得到空前加强。

把闽清文物家底摸个清楚
做好文物保护工作，首先要从摸清家底开始。第二次

文物普查中，在对我县商周文物普查的基础上，我独立完成
了《中国文物地图集·福建册·闽清分卷》的编写工作。在全
国第三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期间，我担任普查队长，更是不
遗余力。虽然人员少、经费少，但我们克服困难，因陋就简，
顶烈日、冒严寒，翻山越岭，走村串户，走访群众，努力做到
不漏掉一个文物点，不管路途多遥远多艰难，只要听说有文
物，都毫不犹豫地前往调查。在梅溪镇马洋村普查时，当听
村民说在一山坳中好像有一座古桥时，我们立刻前往，翻过
一座大山再到山脚，深一脚浅一脚地下行到深谷，终于在林
密草茂的深谷中发现了一座宋代古桥。待做完拍照、测量、
画图等调查工作后返回山顶时，全身的衣服被汗水湿透了，
腿脚在颤抖，脸和手均被茅草划破流血，这一来回就是4个
多小时。像这样的出行还有很多。在这次普查中发现的近
100座古桥，大部分处在地势险要的地方，且都淹没在荒蒿
茅草中，为了能得到准确的数据和良好的拍照效果，我们都
随身带着砍刀进行清除杂草杂树。

两年的实地调查工作中，我们跑遍了全县 271 个行政
村，20个社区，近900个自然村。普查期间，白天在完成田野
调查、记录、拍照等工作后，晚上还要及时地整理照片，查阅
文献资料和文字编撰、绘制建筑平面图、资料入录电脑等，
常常工作到深夜。当时我女儿正在上大学，学的是建筑，会
CAD制图，我就让她义务帮忙制图。工作虽然艰辛，但收获
很大，通过努力，我们共调查登录了合龙桥、东筹寨、三县碑
等不可移动文物600多处，拍摄照片1万多幅，录入文字约
30多万字，终于把闽清文物的家底摸个清楚。我县的普查
工作在全市名列前茅，也获得省文物局的表彰。此外，在进
行“涉台文物”专题调查中，通过我们的努力工作，我县的

“黄开绳祖居”、“宏琳厝”等14处文物点被收入国家“涉台文
物”项目库。因为普查工作成效突出，同时长期立足基层从
事文博工作，我个人有幸被评为全国文物普查实地调查阶
段突出贡献奖和全国文物系统先进工作者，在人民大会堂
接受表彰。这不仅是对我工作的肯定，更是对我县文博事
业的肯定。

一批文物引起广泛关注
这些年，经过调查摸底和逐级申报，目前我县共有文物

保护单位22个，其中省级7处，县级15处，今年计划再公布
20处县级文保单位。一批文物古迹逐渐被世人所认识，在
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其中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省璜合龙
桥极具特色，这种三四结构的樌木廊桥存世的很少，其桥拱
与《清明上河图》中的汴水虹桥接近，具有很高的历史、艺
术、科学价值。

闽清的古窑遗址更是越来越被业界重视。上世纪八十

年代中国古陶瓷协会会长、厦门大学教授叶文程来梅考察
后，东桥义窑逐渐被外界知道。我在接手后对此十分感兴
趣，曾经无数次前往调查，也采集了很多瓷器标本。想起当
时因条件限制，从遗址上采集的标本只能用编织袋一袋一
袋地装，再用肩膀一袋一袋地扛至公路，坐班车运回馆里。
经过两年多的专题调查，基本理清了我县宋元窑址这一时
期遗址的分布、瓷器烧制特点、工艺以及外销等方面的情
况，撰写了10多万字的文字资料。此前叶教授在考察后曾
认为义窑时间跨度上限应当在南宋，理由是随着南宋时期
泉州港的兴起，才带动了陶瓷业的发展。我经过考察后认
为上限应在北宋中期，理由是在窑址上采集的标本中有北
宋的铭文，经过与叶教授等省内外古陶瓷研究专家的沟通
得到认可。因此，将闽清烧造青白瓷的历史由南宋创烧的
推断向前推至北宋。由于元代朝廷实行海禁政策，产品外
销阻滞，导致生产停止。闽清青白瓷生产自北宋中期至元
末，时间跨度应在400年左右。

之后，义窑引起了更多专家的关注，故宫博物院专家、
江西考古研究所专家、广州大学教授以及省市古陶瓷专家
等都先后来考察过。这其中也与近年的古沉船打捞有很大
关系。可以说，目前国内外打捞出的宋元时期沉船中，必定
有闽清窑的产品。如西沙“华光礁1号沉船”打捞出的2万
多件瓷器中有1万多件是来自闽清的；“南海1号沉船”上出
水的瓷器许多来自江西景德镇窑、浙江龙泉窑等国内著名
窑口，而闽清窑的产品也占据了相当多的数量。上世纪80
年代在菲律宾打捞的沉船中的瓷器最终也被认定是闽清窑
的产品。在邻国日本也出土了许多闽清义窑的瓷器。前几
年，在上海青龙镇千年古港考古发掘中出土的数量庞大的
陶瓷三分之二为福建产的，福建产中的三分之二又是闽清
的。目前已发现有闽清古陶瓷产品的最远处是非洲肯尼
亚。这些足以说明闽清当时陶瓷产品产量之大，销路之
远。目前我省正在开展“海上丝绸之路”的世界文化遗产申
报工作，我县的古窑址也是一个重要的申报内容。

文物修缮修旧如旧
改革开放前，由于生活水平低下，人们温饱问题尚未解

决，更无暇顾及文物了，人们也没有保护文物的意识。在上
世纪80年代之前，我县文物保护工作几乎是个空白。早年
的城关文庙破烂不堪，还被县竹木器加工厂辟为生产车
间。梅溪镇樟洋村的文昌宫几乎要倒塌了，省璜的娘寨内
部建筑毁坏严重，其他还有许多文物也都不同程度损坏，可
以说全县文物生存状况令人十分担忧。80年代之后，国家
以及省市县各级都十分重视文物保护工作，逐步加大文物
保护和修缮力度。文庙、文昌宫、娘寨、坂东芝田宫、省璜合
龙桥等一批文物逐步得到修复。十分有特色的山村古堡娘
寨从90年代开始先后进行了三次维修，目前第三期维修工
程刚刚完工通过验收，基本恢复娘寨原貌。2016年梅溪流
域特大洪灾后，又有一批文物遭受重大损失，但在各级党委
政府的重视以及民间爱心力量的支持下，迅速开展修复工
作。其中全国最大古民居宏琳厝遭受重创最令人心痛。那
年7月11日，灾区道路刚打通我就立即赶往现场调查，第一
时间掌握受灾情况并向上级汇报，第二天省市相关部门也
派出专家深入灾区查看灾情，研究修复工作。县委县政府
立即先拨款30万进行清淤，并列入救灾项目。社会各界知
道后也纷纷献计献策，闽清乡贤企业家黄其森的泰禾集团
捐资5000万元用于修复。经过专家推荐并评选，最终由3
家高水平的专业团队来进行修复，目前进展顺利，修复效果
很好。

在文物保护修复中，民间力量也开始参与进来，这是可
喜的现象。但如果没有及时给予指导，在修复过程中可能
造成建设性的破坏，如坂东朱厝汉闽越王庙被洪水冲毁，仅
存残垣断基，村民原计划以钢筋混凝土构筑仿古庙宇。后

在我们的引领、指导下，采用传统材料和传统工艺，使其恢
复了原貌。位于坂东镇坂西村的学龙厝，同样受灾，建筑损
坏严重，通过文物部门指导，政府适当补助引导，民间集资
的办法来修复，效果很好，做到了修旧如旧，得到了市里文
物专家的肯定，他们称这是“民居修复的典范”。随后，闽清
民居修复的作法就在全市进行推广。

考古发掘重大突破
在城镇化的进程中，一些文物可能有意或无意地遭到

破坏，这是我们最担心的。因此，在近年的重大工程建设
中，我们都紧紧盯住，一旦发现文物遗迹，我们就会联合省
市专家开展抢救式发掘。之前，我县考古发掘是一片空白，
这些年也取得了突破，重大的考古发掘就有三次。第一次
是福建省考古所主持的京福高铁工程之“大箬窑址”考古发
掘，发掘了三条宋代青白瓷古窑遗址。第二次是在京台高
速公路建设时，在东桥南坑村南木墩（汉业山）开展史前考
古发掘，出土了一批距今3000——4000多年的商周时期陶
器、石器，其中还有象征权力的石钺；第三次是东桥义窑、下
窑岗、龙窑遗址的考古发掘。三次考古发掘取得了丰硕成
果，既丰富了我县的馆藏文物，又对展示展览提供了可靠的
实物，同时也把闽清的人类活动历史往前推了 2000 多年。
其中南木墩考古发掘当年还被评为全国考古重大发现之
一。

文保宣传深入人心
因为群众文物知识的缺乏和文物保护意识的淡泊，民

间一些文物破坏的事屡有发生，这也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
的。因此，我们始终把学习、宣传、贯彻文物保护法放在日
常工作的重要位置。近几年，我们经常深入基层、乡村进行
文物保护法的宣传，绘制、印制文物保护宣传专刊，制作宣
传展板，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向人们宣传，也收到了较好的效
果。在博物馆实行免费开放以来，我们认真选题，精心策划
版面陈列的设计，努力做好专题陈列展览和临时性展览，向
公众实行免费开放。在每年的“国际博物馆日”、“中国文化
遗产日”都开展“文化遗产”宣传进校园、进社区活动，拓宽
普及范围，提升宣传效果。在做好宣传教育的同时，还加强
文物安全的宣传防患工作，经常性地对全县的文物保护单
位进行安全检查，尤其是节假日从不放松，做到发现问题及
时整改，力争把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中，确保文物的安全。
多年来，我县文物保护单位实现了无安全事故。

这些年，我通过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工作实践，获得了
许多第一手闽清文史资料，也进行了编辑撰写，先后在《福
建文博》《中国文物报》《福建文化报》《福州晚报》《梅城报》
等报刊发表论文80余篇，还编辑出版了《梅邑访古》《闽清文
物史迹》《闽清古厝》《闽清古代桥梁》《闽清文物遗珍》等丛
书。

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以来，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我
们的文物事业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我们倍感欣慰。今天的
文物事业，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深入挖掘和
创新阐释文物资源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
治国智慧，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传承文物价值，展现文
化魅力，延续中华文脉。要让文物活起来，让文物散发出恒
久的魅力，谱写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文物保护、文明传承
交相辉映的美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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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 林跃先 整理◎ 邱祥伟 黎义晖

“咔嚓……”，一声清脆的快门声将幸福定
格。6日23日上午，在闽清县时光纪摄影会所
内，黄玉花微歪着头，对着镜头笑得春光灿
烂。身后她的爱人黄水友将手搭在妻子肩上，
有点羞涩腼腆，脸上洋溢着满满的幸福。

这是一对特殊的新人。之所以说特殊，是
因为我们这位女主角的人生。黄玉花，今年22
岁，因患小儿麻痹症，从小双腿不能走路，靠双
手支撑地面挪动，未进过一天校园。母亲早
故，家里还有一个71岁的父亲和还在念初中的
16岁妹妹，平时全家生活和妹妹的学费都靠年
迈的父亲打工赚取微薄的收入维持着。偏偏
贫困的家庭又祸不单行，2016年的特大洪水冲
走了房子和所有财产，片瓦无存，全家陷入极
度困境。

爱可以让枯树发出新芽，爱可以让一个人
的生命焕发生机。志愿者来了，送来数万元救
助金；志愿者老师来了，给她配置了电脑和网
络，教她开起了网店。像春风带来的一股暖
流，化开了冰封的大地；像闪烁在黑夜的航灯，
指引迷途航船找到港湾。黄玉花变了，从阴郁
的性格变得勤奋刻苦，充满自信，积极乐观。

如今，黄玉花的微店已经开张了。“我已经
注册了两家微店，一家已经正式开张了，我人
生第一次赚钱，23元呢。”黄玉花完成第一单生
意时兴奋地说：“我现在努力学习，等我学好
了，到那时生意好了，我可以完全自食其力

了。等我有了钱，我就可以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了……”。
身体健康的黄友水被黄玉花的善良、开朗和坚强所感

动、吸引，毅然来到黄玉花身边，要照顾她一辈子，爱和幸福
包围着这个曾经经历过苦难的人。

闽清时光纪摄影会所黄其峰夫妇和志愿者们得知这对
相爱的人即将于国庆节结婚，积极筹备为黄玉花免费拍摄婚
纱，为这对令人钦佩的夫妻圆梦。据了解，时光纪影楼在“七
夕”前将为来自全县16个乡镇30余对贫困夫妻免费拍摄婚纱
照。

县委文明办工作人员介绍，为贯彻县委、县政府助力“精
准扶贫”的部署，县委宣传部、县委文明办、闽清团县委结合

“七夕”，组织志愿者开展为贫困夫妻免费拍摄婚纱照公益活
动，为更多的贫困夫妻圆梦。 （县委文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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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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樟镇广峰陶瓷厂因停产清算，现需转
让 四 台 陶 瓷 喷 墨 打 印 机（型 号 为 ：两 台
MODEL：QSDP-X-350-4；两 台 MODEL：
QSDP-X-420-5）、五台松下 5P 立式空调。
价格：喷墨机四台最低15万起，空调一台最
低3000起，有意者可实地查看。

联系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13850130626

闽清县白樟镇人民政府
2018年6月29日

转 让 公 告

拟建设项目
名称

池园镇隔兜
村拟征收地
块（力鑫）

合计：

用途

工业
用地

用地
面积

（公顷）

1.2452

1.2452

按现状权属分类

国有

0

0

集体

1.2452

1.2452

权属
单位

池园镇
隔兜村

按土地利用现状分类（面积：公顷）
面积
总计

1.2452

1.2452

耕地

0

0

林地

0

0

建设
用地

1.2452

1.2452

其他
农用地

0

0

园地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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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省人民政府批准（闽
政地[2018]483 号文），同意闽清县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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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单位及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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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闽清县池园镇隔兜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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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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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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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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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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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4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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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公告期15天。
特此公告

闽清县人民政府
2018年6月28日

闽清县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土地的公告
梅土征告〔2018〕07号

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闽政地［2018］
483号批准的闽清县2018年度第十三批
次建设用地《征收土地方案》，即批准征
收集体所有土地 1.2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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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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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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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征收闽清县池园镇隔兜村城镇村

及工矿用地1.2452公顷。
以上合计征收集体所有土地1.2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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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耕地每公顷53.625万元（折合每亩3.575
万元，系数1.0），园地和经济林地每公顷
32.175 万元（折合每亩 2.145 万元，系数
0.6），其他农用地、建设用地、未利用地每
公顷 12.87 万元（每亩 0.858 万元，系数
0.24）。

耕地上的青苗补偿费每公顷1.95万
元(折合每亩0.13万元）。

池园镇隔兜村土地部分补偿费用总
计壹拾陆万贰佰伍拾柒元整（160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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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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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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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

闽清县国土资源局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
（2018年度第十三批次城市建设用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