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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闽清县物资总公司民用爆炸物品仓库项
目建设需要，需修改闽清县金沙镇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2006-2020年），根据《土地管理法》第二
十六条和《国土资源听证规定》第十二条、第十
三条规定，闽清县金沙镇政府拟举行闽清县金
沙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修改听
证会（听证会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欢迎符
合下列要求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参加听
证会。申请参加听证会的请持单位介绍信（公
民个人持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及参加听证会
申请书，于 2019 年 6 月 24 日 17：30 前向我镇提
出申请。闽清县金沙镇将根据拟听证事项与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申请情况，指定听证会代
表。

申请参加本次听证会须知：一、凡年满18周

岁的公民，登记地在闽清县金沙镇的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均可申请或推选代表参加。二、法人、
其他组织报名参加听证会的，应当在参加听证
会申请中确定拟作为听证会代表的人员，并写
明其他职务及联系方式，同时附身份证复印
件。三、听证会代表应熟悉本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状况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有关情况。四、听
证会代表一旦被指定，应当亲自参加听证。五、
听证会代表必须客观反映实际情况，不能捏造
和歪曲事实，不能隐瞒事实真相。六、申请参加
听证会联系电话：0591-22588008。

特此公告。
闽清县金沙镇人民政府

2019年5月24日

关于召开闽清县金沙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06－2020年）修改听证会的公告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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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用户（见附件）在供电公司已办
理终止供电手续，但销户后仍有预收款挂
账，请各用户在登报7个日内携带相关证
件（户主身份证、委托他人办理的携带户
主及委托人身份证、银行账号）至各供电
营业窗口办理退费（或预收互转）手续。
过期未到供电营业窗口办理退费的预收
款，我司将按相关规定予以清理。

附：闽清供电公司已销户仍有预收挂
账用户清单

国网闽清县供电公司关于已销户仍有预收挂账用户办理退费的公告

2016年5月前已销户
仍有预收挂账清单

一
孟子，孟氏，名轲，字子舆，战国

时期邹国（今山东济宁邹城）人，是
当时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治
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
地位仅次于孔子，与孔子并称“孔
孟”。他宣扬“仁政”，最早提出“民
贵君轻”的思想。韩愈《原道》中将
孟子列为先秦儒家继承孔子“道统”
的人物。

《孟子》一书，属语录体散文集，
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子及其弟
子编写，倡导“以仁为本”。其代表
作《鱼我所欲也》、《得道多助，失道
寡助》、《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富
贵不能淫》和《寡人之于国也》被编
入中学语文教科书。

他取得的成就得益于孟母的得
法教育。作为古代教子经典故事的

“孟母三迁”，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带给后人无限的启迪与觉悟。

近年来，一些传统文化专家与
社会工作者致力于推动与发展，将
每年的农历四月初二(五月六日)，
即孟子诞辰日定为中华母亲文化
节。

作为孟子故里、母教文化的发
源地，邹城主动担当起弘扬中华母
亲文化的重大责任和家国情怀，连
续12年举办母亲文化节，通过各种
特色活动，吸引社会各界广泛参与
其中，彰显孟子思想、母教文化的巨
大影响力。

二
据史书记载：“其舍近墓，孟子

之少也，嬉游为墓间之事，踊跃筑
埋。”说的是孟子小时候，居住的地
方离墓地很近。他经常看到许多人
在这里挖坑筑墓埋葬死人，一路敲
锣打鼓，鞭炮齐鸣，旗幡幢幢。亲人

披麻戴孝，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天
抢地……

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模仿能力很强的小孟子看到大

人的这些行为举止，觉得挺有趣，便
现学现卖。

跟一帮邻居孩子们一道，在野
外用泥土捏成直挺挺的死人，又叮
叮噹噹地用薄木板钉成一个长方体
的小木箱，然后把泥人放进箱子里，
钉上钉子盖棺定论。再挖个洞，把
小棺材埋在洞里头，又用一块平整
的石头堵住洞口。把破布撕成条绑
贴在竹竿上，有模有样地跟着大人
学，飘飘扬扬举着幡，哭哭啼啼，两
手合十，磕头跪膝，祭祀天地。口里
还念念有词:天灵灵，地灵灵，保佑
亲人安息，家人平安……

孩子们虽然浑身脏兮兮的像泥
猴，却个个美滋滋地玩得很开心，并
乐此不疲。

开明识大体的孟母见了这情
景，忧心忡忡，想：孩子还小，不能切
身体会他人失去亲人的痛苦。如果
长此以往，以他人的痛苦为乐，就会
逐渐失去仁爱之心、同情之心。这
样庸俗的乡野地方不适合培养孩子
的成长。

于是她雷厉风行，说到做到，立
刻卷铺盖走人，赶着牛车带着小孟
子搬离此地，到一个集市旁边住下
来。

孟母不仅感受到环境对孩子成
长的影响之大，还深刻地认识到仁
爱之心的可贵。重视仁德，培养孩
子的仁爱之心，这是孟母从“其舍近
墓”的地方搬家所给我们的启示。

三
集市四周商店林立，商人小贩，

吆五喝六，叫卖东西；顾客满盈，熙

来攘往，喧嚣不已，也不是一个安静
舒适的地方。

更主要的是，不久后小孟子在
这里又学习了商人大呼小叫的“炫
卖之事”。孟母想:孩子学习那些商
人的炫卖之事，用不正当的手段获
取利益，慢慢地就会变得唯利是图，
为了一己私利不惜伤害别人，这是
不讲义德的行为。此处亦不可久
留。

而且集市旁边有个屠宰场，牛
羊猪等牲畜经常被五花大绑，为活
命它们奋力拼搏挣扎，空中传来一
阵阵哞哞哞、咩咩咩、嗷嗷嗷的鬼哭
狼嚎声；屠夫袒胸露背，操刀持刃，
双目圆瞪，凶相毕露，运足气力，手
起刀落，鲜血喷溅，开膛破肚，五脏
六腑，尽显无遗，屎滚尿流，一片狼
藉，惨不忍睹。

久而久之，在这样脏乱差的环
境里，聪颖过人的小孟子又学了跟
屠杀有关的东西，言语举止也开始
显得粗鄙俗气起来。

随时观察孩子言行的孟母不禁
摇头叹息，自言自语地说:“此非吾
所以居处子也”。这个地方不好，实
在是不适合我孩子的成长唉。

于是，她又毅然决然地搬家。
经过四处打听观察，最后把家迁到
一座学宫旁边。

重视义德，培养孩子做事讲求
合情合理合法的习惯，这是孟母再
次搬家所给我们的启示。

这里，书声琅琅，人们和睦相
处，待人接物，彬彬有礼。小孟子耳
濡目染，很快学会了许多鞠躬行礼
和每日晨昏进退的礼节，以及谦逊
好学的品格。

孟母终于舒心地感叹道：“这才
是我孩子居住的地方呀。”后来，他

们就在这里长期居住下来了。
四

孟子长大成人后,很快学成六
艺，即六种基本才能：礼(礼仪)、乐
(音乐)、射(射箭)、御(驾车)、书(识
字)、数(计算)，并获得大儒的名望。
这些都是孟母逐步教化的结果。

在这种开明的地方学习生活，
孟子不仅学了礼，还学了“智”。

清代王夫之在《读四书大全说》
中说：“知字，大端在是非上说。人
有人之是非，事有事之是非，而人与
事之是非，心里直下分明，只此是
智。”

“知”在于探究物理，“识”在于
修养道德，两者合起来才叫“知
识”。一个人既具备常识，又具备道
德，才是古人讲的“智者”。

重视智德，培养孩子判断是非
的能力，把握孩子人生的正确方向，
这是我们从孟母三迁中得到的启
示。

孟子的父亲去世早，孟母独自
一人靠着日夜唧唧复唧唧地辛勤织
布，来养活母子二人，生活穷困潦
倒。

但即使很困顿，孟母为了孩子
的前途还是不辞辛苦，一而再，再而
三地搬家，直到在学宫旁找到满意
住处，才放心地落脚下来。

可以看出孟母对培养孩子仁义
礼智的重视程度，是多么的难能可
贵。

现在，我们国家规定每年五月
的第二个星期日为母亲节。在这个
一年一度的母亲节里，我们感恩母
亲孝敬母亲，不仅出于对母亲生养
之恩的回报，更是感激母亲的言传
身教的培育之恩，让我们成为一个
知书识礼、懂人情世故、明辨是非的
文明人。

在这个难得的节日及今后的日
子里，愿世人都好好地感恩母亲，孝
敬母亲!

谨以此文缅怀伟大的孟母，献
给普天下所有的母亲及莘莘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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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碧琴

“井”，两横两竖，中间一个眼，是大地对
天空的凝视，是慈母对子女的目送，是根脉汇
聚的出口，是人文沉浮的见证，是天地悠悠间
的执着和内敛。

井有许多的故事。
老家的井，是童年的一面光镜，记录了很

多光影。在家的南侧，是一溜长长的山谷，谷
中长满竹子，竹林底下沁出一泓清泉，爸爸因
泉掘坑，2米见方，1米深浅，做个厚实的埂，
再嵌上几根松木为面，这便是我家的井。山
泉充沛，井水常满；山泉清冽，井澈见底。父
母常年农忙，我十来岁就分担家务，常做的活
之一，便是挑着两个木桶，往返于井与水缸之
间，全程大概200米。起初力量不足，装五分
满，一挑50来斤，要八次装满一缸；后来就八
分桶、满桶，力量越足，水挑越满，步子越稳。
时光就在挑水中延伸，井见证着我的成长。

井之于我，挑水之于童年，有丰富的味
道。小时候看小人书，特别喜爱少林的传奇，
就萌生了武侠梦，总想着自己也要拥有那种
强悍的体质与力量，上跳下窜，在树干上砸手
臂，是要被妈妈狠狠骂的，但刚好小和尚习武
也是从挑水起式，于是便有了与水井较劲的
心理，我曾不止一次地想把井里的水挑干，就
满桶地挑水，并半跑起来。结果发现以自己
的进度，根本取不了它的皮毛。井静，我动；
井满，我疲。至今不明白，那沟山谷里，到底
蕴藏着多少的水分。家里的井，自然没有缔
造出少侠，但它却打造了少年，让我自小养成
勤奋的习惯，会吃苦，不怕劳动，甚至也练就
了我的力量，塑造了更健康的体格。

小孩子都喜欢水，喜欢小生物，富余的井
水，满足了我的这个愿望。爸爸在井外侧的
一片空地，掘了个约有十七八平方，半米来
深，介于塘与田之间的坑，就叫塘吧。由于纳
的是山泉，水温较低，不适合于种庄稼，就任
由荷菜、虾须草、水葱、田苽自由生长。但它
不是荒塘，平时我们会在它边上取水洗衣物
或浇菜。地里挖来的冬笋、芋子、
蕃薯，直接搁竹篮里，就塘水来回
颠着，再提起来就干净了。为了不
让塘寂寞，爸爸还放养了一些五颜
六色的草鲫鱼。这类鱼颜色多、尾
巴长、不怕人，在塘里很招摇；并且
耐寒，繁衍力强，不多久就发展了
一大群，吸引了很多来往的人，尤
其是小孩。我曾建议把塘掘深一
些，可以多养些鱼，但保守的爸爸
对水很敬畏，他说水深对自家的孩
子和邻居以及来串门的孩子都不
安全。他一路掘过的几口鱼塘，水
深都固执地坚守在 80 公分以内，
后来事实证明，他是有远见的。一
个暑假，我和哥哥看家，却来了一
群初中放假的大小孩，他们沿着村
里的小溪打捞泥鳅和小鱼，一路到
我家来。许是长期就对小塘里鱼
有觊觎，许是一时心血来潮，他们直奔小塘，
哗啦啦地下水打捞，我们兄弟急了，就出来阻
止，小哥俩就站在井边的松木上交涉，不小
心，哥哥被他们蹭到塘里，大家都吓着了，还
好水浅，他们拉起哥哥后，就急忙溜走。好在
是盛夏，哥哥的衣服很快晾干，并且没有感
冒。爸妈回来后，我第一时间告状，但他们并
没有责怪谁，只是就事教育我们千万别去玩
水。

井外的这个塘，就其深度和功用，可以算
是老家的另一个井，它与取饮用水的井相承、
相补充、相呼应，丰富而平和，生动有趣，保守
而包容，都很好地营养着我的童年。现在家
里有自来水，爸爸把两口井都填成了平地，一
半培土作了菜园，一半夯实作了停车场，但

“内井清兮可以涤我心，外井浅兮可以濯我
薯”，还一直是我的乡愁。

营养童年的，还有文化里的井。小时候
爸爸会给我们讲舜哥（帝）的故事。我只记得
几个小情节，其中印象最深的便是关于舜哥
掘井。他后妈要害他，在他挖井的时候，叫人
把井弄塌，机智的他通过侧向掘道才逃得一
难，出来后以德报怨，宽恕参与谋害的人，还
带他们一起致富，最后终于成就了一代舜帝
的传奇伟业。在文化贫瘠的地方和年代，这
些朴素的故事，悄悄地埋下志向和品德的种
子，它没有明说要你成长为怎样的人，但它告
诉了你一个方向，要像舜，做实事，心中有群
众，要懂得宽恕，要团结更多的人，哪怕有些
人并不跟你同心同德；要像井，宽宏包容，经
得起索取，经得起伤害，能在世事波折中保持
本心，这样青山不老，矢志不渝，出走半生，本
色不变，归来才会仍是少年。

井作为乡土的符号，也不全是眷恋，有时
候是挣脱。我念初中时，音乐老师教得第一
首歌是《命运不是辘轳》。讲真，他没能培养
我唱歌的能力，但当年跟着吼出的：“命运不
是那辘轳,要挣断那井绳,牛铃摇春光”，却一

直成为我的内在动力。那时候校园管理不太
严格，社会青年时而混迹其间，一个从高山到
平原集镇读书的孩子，自然会受一些歧视和
欺凌，正是那份挣断井绳，挣得春光的暗劲，
支撑着我不馁不弃，默默前行。就算到现在，
工作上遇到压力，心里依然会浮现这一句歌
词。要挣脱井的，不仅是那牛，还有驴。哈佛
系寓言中，有一只老驴不慎落入枯井，情急嘶
鸣，巴望服役一生的主子能设法搭救，不想换
来的却是抛弃，甚至主人为了避免再有驴或
人落到井中，请人连驴带井的埋起来。绝境
中的驴冷静后把落下的每一揪土夯在脚下，
最终借助落井下土者的努力走出生天。井，
哺人，困人，也育人。日本的姓氏里颇有一些

“井”，如松井、藤井、酒井之类。没有考证，但
有种带着痛苦烙印的解释是，日本战国时期，
男人多战死，女人们承担着一切农活，哪怕孕
妇，也要辛苦劳作，有些孩子便出生在劳作的
井边，于是便留下了这些自带苦难印记的姓
氏。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但战胜苦难，才
会涅槃。再苦，百姓也要生生不息。井，是否
也赋予了人们许多坚韧的品质。

井，或可见底，但让人言之无尽。束缚也
好，抛弃也好，陷害也好，只要没有自我放弃，
绝境往往不会真绝。当你挣脱樊笼，还要记
得宽恕，不以打压对打压，不以冷漠对冷漠，
人心及世界才会多一分温暖。林公井便是这
样的一种情怀。林则徐在禁烟之后，遭投降
派诬而获罪，被流放到新疆吐鲁番，面对民族
式微，人生起落，他没有冷漠，而是带领当地
民众，研究抗旱取水的办法，除了认捐修建阿
齐乌苏龙口大渠，还牵头开创性地建造坎儿
井，让北疆荒漠出现了“迢迢一片龙沙路，待
听扶梨叱犊声”的景象。在被谪戍的三年两
个月中，他行经天山南北二万里，施政惠民不
遗余力。石碑会倒，口碑长存，虽然朝廷一概
抹杀他的功绩，但百姓依然以“林公渠”、“林
公井"的命名来纪念他。为官一地，造福一

方，行经一处，留惠身后，“格登山
色伊江水，回首依依勒马看”，唯有
俯仰无愧天地人心，才能在回首每
个过往，每段时光的时候，心里一
片磊落。无独有偶，各地的“红军
井”也是一道鲜明的历史印记。哪
怕当年革命陷入低谷，红军被近长
征，但在纵是在生死存亡之时，红
军依然不忘百姓井事，每到一地，
总忙于淘井、扩井、打井。百姓最
懂得感恩，喝水不忘掘井人，“井”
虽小，情却大，它是民心的一杆秤，
是百姓区分自己人与他人的最具
象标准，你为百姓提供一水之便，
百姓便会报你满井感恩。

有故事的井，自古有之，但井
检出的人心却有分野。我工作后
落户在城区的一口古井附近，此井
鼎鼎有名，是为醴泉井。传当年白

玉蟾便居于此，修身习法之余，点化古井，使
之汩汩冒美酒，一时当地民众争相取饮，但有
不知足之徒口无遮拦，冒出一句：好是好，可
惜没糟养母猪。妄言得罪了神仙，破了法道，
神井便瞬间“泯然众井”了。至今这个故事题
写在公益墙上，来来往往的人嗟叹，人心不足
承载不了君子美意。也有人感慨神仙缺乏雅
量，容不下莽夫一句冒失话。其实这都是神
话的局，一切关于聚宝盆、流米岩的传说或遗
迹，其结局无不如此（闽清在宋时是宗教名
地，涌现了白玉蟾、张圣君、徐赵薛、马葛蔡等
至今还有诸多庙祀和信众的道仙，其中缘故
不难意会）。但如果我说今天的醴泉井又冒
酒了，是否有人相信？井里打出来的水，重
浊、有异“香”，似氨似麝，不是酒又是什么？
只是没人敢喝、敢用。供清水是井的本分，冒
酒水超过了它的职能，但冒污水绝对不是井
的本心。一口井如何，与它本身关系不大，却
与它身边的人心分不开，肆意排放的生活污
水，不完备的截污工程，造成地下水严重污
染，这口位于老城聚居区核心，曾经哺育周边
一大片民生的井，生生的被逼成一口废井。
再好的井，历史贡献再大的井，失去了纯净的
涵养，断去了清澈的根脉，它能奈何？醴泉井
的悲剧，不在于它不再冒酒水，而在于它连清
水都没有了；不在于它不再是神井，而在于它
想作为一口寻常的井都不可得。井，照得是
人心。人心纯，井水丰；人心美，井出酒；人心
妄，井不清；人心贪，水不洁。

一井乎如何，得失寸心知。人造就它，它
涵养人，人赋予它性格，它回应人秉性。每个
人的内心，也是一口井。或丰盈，或干涸；或
清澈，或浑浊；或生气蓬勃，或衰败荒废；或哺
养众生，或寂然如灭。你心灵如何，你心里的
井便如何，你人品便如何，你便如何。孟子有
云：吾养吾浩然正气。那么，吾养吾浩然心井
可也。

井井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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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峦叠翠清幽地，岁月悠悠宋古窑。
瓷器名扬千邑晓，时年船载五洲销。
看今遗址沧桑景，听昔工场忙碌谣。
当代吹弹生态曲，旅游开发意中挑。

东桥义窑村古窑
○ 林洪谋

堤 堰
村前流过母亲河，堤堰当年筑造多。
直指驰湍舒臂膊，独当奔汛蹈洪波。
缗纶投放垂长鲩，石罅生蕃釆扁螺。
斜卧滩头潮落去，几丛荒草绿沙窝。

疍 民
村前流过母亲河，水上连家疍族多。
仰面三篙生死契，弓身一橹自由梭。
寒风疏落青篷雨，残月遐窥曲蹄窝。
登岸棚居檐下活，迎劳再计亦奔波。

渔 父
村前流过母亲河，篙立渔舠野泊多。
水染轻霞延返棹，山濛细雨忘披蓑。

四围秋浦残萤火，一网春江满竹箩。
偶有讴谣和岸对，时逢光脚屋前过。

铁 路
村前流过母亲河，外福逶迤隔岸过。
滚滚车轮跃进速，呜呜汽笛更生歌。
绿皮乘客轻敲轨，黑节输积重喘坡。
难得当年初上列，心仪已是廿秋多。

龙 舟
村前流过母亲河，端午龙舟访问多。
岸上欢声皆鼓舞，江中沓浪互磋磨。
今天顺水南洲胜，明日迎风北渚和。
击掌称拳宾主逊，归舷斜照渐西坡。

村前流过母亲河
○ 黄维江



生福州，长池园，父老乡亲情谊温。终身留
住根。

思祖村，念祖村，滴水涓涓难报思。乡愁代
代存。

长相思·乡愁
○ 黄 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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