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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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第二
批次城市建设用地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
收方案已经福建省人民政府批准。该批
次共涉及2个地块，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批准文件：《福建省人民政府关
于闽清县 2019 年度第二批次农用地转
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闽政地〔2019〕
457号）（见附件）。

二、批准征地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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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闽清县梅城镇城关村、梅溪镇榕星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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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闽清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另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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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6月14日

闽清县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土地的公告
梅土征告〔2019〕11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
理法》第48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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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条规定、《福建省人民
政府关于闽清县2019年度第二批次
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闽
政地〔2019〕457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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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地类面积
1、征收闽清县梅城镇城关村旱

地 1.0367 公顷、其他农用地 0.1688
公顷、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1.2921 公
顷；

2、征收梅溪镇榕星村其他农用
地 0.0967 公顷、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1.0556公顷。

以 上 共 征 收 集 体 所 有 土 地
3.64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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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城镇城关村土地部分补偿费
用总计壹佰叁拾伍万玖仟伍佰伍拾
伍元整（1359555元）。

梅溪镇榕星村土地部分补偿费
用总计壹拾肆万捌仟叁佰零壹元整
（1483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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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福建省劳动和社会保
障厅转发<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土
资源部关于切实做好被征地农民社
会保障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闽
劳社文[2007]689号）、《闽清县人民

政府关于印发闽清县被征地农民养
老保障暂行规定的通知》（梅政综
[2010]80号）和《闽清县人民政府关
于做好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
保障工作的补充通知》（梅政综
[2011]149号）文件规定，耕地每亩预
留 3 万元，用于被征地农民的养老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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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在本
公告之日起十个工作日以被征地的
村委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
小组为单位以书面形式向闽清县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提出。

六、本方案在征求意见后，报闽
清县人民政府批准组织实施。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
条例》第 25 条的规定，对批准后的

《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争议的不影
响组织实施。

特此公告
闽清县资源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6月14日

闽清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
（2019年度第二批次城市建设用地）

地块
编号
2019-
02-01

小计

2019-
02-02

小计
合计

批准用途

普通商品
住宅用地

公共管理
与公共服
务用地

权属单位

梅城镇城关村
梅溪镇榕星村

梅城镇城关村

梅溪镇榕星村

用地总面
积（公顷）
2.1061
1.1435
3.2496

0.3915

0.0088
0.4003
3.6499

按现状权属分类
国有

0
0
0

0

0
0
0

集体
2.1061
1.1435
3.2496

0.3915

0.0088
0.4003
3.6499

按土地利用现状分类（面积：公顷）
面积总计
2.1061
1.1435
3.2496

0.3915

0.0088
0.4003
3.6499

耕地
1.0367

0
1.0367

0

0
0

1.0367

林地
0
0
0

0

0
0
0

园地
0
0
0

0

0
0
0

其他农用地
0.1688
0.0967
0.2655

0

0
0

0.2655

未利用地
0
0
0

0

0
0
0

建设用地
0.9006
1.0468
1.9474

0.3915

0.0088
0.4003
2.3477

附表：闽清县2019年第二批次建设用地征收土地方案情况表

营养，凡是生物都需要它，人更是离
不开营养。

旧中国，农民的营养大部分来自五
谷杂粮、菜类、豆类、瓜果、肉类，几乎没
人吃过牛奶、葡萄粉、奶粉。人的营养应
该是全面的，而不是单一的。农民若有
足够的粮食、肉类，加上自家种的蔬菜、
瓜果等，身体并不会差。但是那时候农
民生活困难，粮食不够吃，肉类更缺，往
往以野菜充饥，造成营养缺乏，影响到了
健康。

1959年至1961年，我国连续三年遭
受自然灾害，农作物欠收，粮食短缺。很
多人粮食不够吃，没有其他副食品，肉
类、禽蛋、鱼类更是缺乏，只好采野菜充
饥，经常三餐不见米粒。县饮服公司开
办的菜馆饭店里的粉干、面条、馒头、面
包统统要用粮票，没有粮票就买不到。
偶尔有“高级菜”卖，不用粮票，但价格昂
贵，且数量很少，不多时就卖空了，供不
应求，穷苦人家却只能望而却步。

那时候，我在闽清一中读书，一月吃
26斤大米，没有任何副食品。一个月吃
不上一斤猪肉，没吃过一个禽蛋、一罐牛
奶。街上没有糕饼卖，粮食类的饱肚食

物一律用粮票，经常只能干巴巴地饿着
肚子。周日，几个同学合伙到街上买了
几斤包菜，拿到学校附近的同学家里煮
着吃，没油没味精，就下点盐巴，但在当
时也算是美食了，换是今天再吃，那一定
是难以下咽。那时整天都觉得肚子饿，
上晚自习，大部分同学连头都抬不起来，
忍着饿把下巴靠在桌子上看书、写作
业。由于长期缺乏营养，约有三分之一
同学发生水肿病，脸部、脚上浮肿起来，
十分难看。还好，那时政府采取措施给
患者发放糠饼、花生枯（榨花生的渣），并
供应些黄豆、花生等食物，结合药物治
疗，经过一个多月的调养，消除了水肿
病。时空穿越近60年，想起那时的困难，
至今还是记忆犹新。

1961 年，国家出台《农村工作六十
条》等政策，准许农民分得一些自留地，
搞点“小自由”，种些番薯、蔬菜，养些鸡、
鸭、猪……党的农村政策如久旱甘霖，滋
润万物，如和煦春风，吹绿山山水水，农
村出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物质一下
子多了起来，街上随时可买到蔬菜、水果
和肉类等。中学生月供大米30斤，食堂
里有蔬菜、豆类等供应，一个月还能吃上

一斤猪肉。营养基本持衡，什么水肿病
也逐渐不见了踪影；肚子也不觉得那么
饿，晚自习同学们都抬起头，精神抖擞地
听老师辅导或看书写作业。老师面带笑
容，显得格外慈祥、和蔼，讲课也特别有
劲。课间，教室里到处欢声笑语，朝气蓬
勃。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春
风吹遍神州大地，城乡面貌发生根本变
化，市场上各种东西逐渐丰盈充足。上
世纪80年代后几乎要什么就有什么，粮
票、布票、肉票、购买证等已失去了用
处。市场上大米、面粉、肉类、鱼类、禽蛋
等满足供应，逐渐变成送货上门的好势
头。人们的腰包也鼓了起来，生活大幅
度提高，基本上不存在营养不足了。

本世纪以来，祖国一日千里，繁荣昌
盛，城乡面貌焕然一新。吃的用的各种
东西不但满足供应而且供胜于求，多出
来的货物、产品，有的老板搞促销活动，
有的则开拓各种渠道，打入外地市场。
消费者可逍遥自在地挑三拣四，选择货
物；有的网购，在家等待送货上门。人们
逐年增加收入，一日三餐都吃得非常丰
盛，造成营养过剩，不少人成了胖子，还
要想方设法减肥呢！

从营养不足到营养过剩，这不是个
简单的过程，是多么来之不易。营养过
剩，说明国家富强了，物质文明建设取得
丰硕成果，人民生活幸福安康。我们衷
心感谢党、感谢人民政府带给我们的幸
福生活！

话 说 营 养
○ 苏诗章

梅邑素描
村前流过母亲河，您好闽清问候多。
百里溪山无限爱，千年都邑尽情歌。
纤纤史笔书三杰，皓皓星空嵌一颗。
礼乐高弦鸣圣代，梅花开处最祥和。

鼠 船
村前流过母亲河，鼠舸千秋复若何？
上府三溪篙点密，中游两岸码头多。
浮桥烽火红旗跃，烟雨孤篷病叟驮。
奉访轻车寻浪迹，异乡孙辈踏山歌。

望天田
村前流过母亲河，垦辟梯田极峻阿。
云绕峦峰天叠锦，虬盘岑岭海生螺。
青禾风起开绿扇，黄稻霜收抱金砣。
祈雨祭坛虔守望，碧霄霞落看银波。

滩涂插花地
村前流过母亲河，百亩滩涂领属多。
飞地山乡连岸树，插花江境楔丘坡。
月光无坎同云影，豆薯分畦拒蔓萝。
远戚比邻因寸土，耘锄无奈化干戈。

白岩山
村前流过母亲河，岳祖白岩世外坡。
古寺流年老纳往，新亭飞舸雏鹰过。
登天应自驼峰始，得桂当从玳瑁捋。
空谷锤音来大匠，摩崖有幸凿痕多。

村前流过母亲河
○ 黄维江

我看到了太阳
穿过云朵的缝隙
打透一道道天蓝
晒出了夏天的一角

芒果躲在树荫里窥探
木棉在阳光中浮游
建筑剪影在黑沥青路面
车来车往

是太阳发布了起航
还是木棉飞向了阳光
是芒果留恋着枝头
还是绿荫催熟了成长

雨天才停住
年过了一半
毕业季还在
人生过了一半

时光如此
我们如流水一般
姿态不徜徉
去势无阻挡

端午的艾草
寄言平安
门楣的菖莆
浩荡着信仰

我们在 苍穹之昂
还是微生渺茫
掌心
只有光阴变幻

季节小令
○ 远野

象鼻泉，位于家乡村前水尾，狮岩象岫两山对
峙，古称“狮象守口”，此处风光旖旎、古迹生辉。象
岫岩石殊奇形态怪异，宛若一只巨象伸长鼻子向溪
中饮水，摹拟逼真富有寓意。象鼻的岩缝中涌出涓
涓泉水，洁白晶莹，人们若在口渴时饮上一口，定是
透心爽口，回甘生津。

象鼻泉，天然巧合的处在过去乡村通往东桥、大
箬、县城的交通要道上。炎热的夏季，过往行人宾客
和上山下田耕作的农夫樵子口渴难忍，若经过此清
泉，定要喝上几口。或从路旁采一片阔树叶捏成汤
匙般去盛，或直接用手掌去接，喝入口中，不但解渴，
还倍感精神，徒步、挑担更加有劲了。

忆起童孩时候，和几个村中伙伴，亦想去村前品
尝这象鼻泉之水。见到那石缝中奔涌而出的泉水，
心里猜疑为什么岩石会涌水？心中的疑问，不得而
知，大家还是要尝尝那泉水的滋味。那个聪明的小
三，便采一片芦叶卷成半圆槽插入石缝，让泉水从叶

槽中顺流而出，这时只要俯首张嘴接水，清泉便直接
涌进口中，那是十分清凉畅快。

曾记得，华侨老叔公刚从新加坡回乡探亲避暑，
休闲乘空漫步村前，路过象鼻泉，眼见潺潺清泉，喝
上一口，顿感解渴润心、清甜爽口，不禁大赞此泉是
天然矿泉水，发出“六月后峰午不知”的感叹！

象鼻泉，而今改换新装。乡里热爱公益事业的
宗亲为了让象鼻泉更好发挥作用，服务乡亲，他们便
拿起铁锹、银锄在下方撬石挖掘，后用石头水泥拌料
砌叠建造一口方形小水井，井面加盖，保护泉水杂尘
不染，只要翻开盖子可以看到清澈见底的泉水。寒
冬腊月，还能见到水气袅袅微丝飘渺。现在村中一
些农妇讲究饮水，都在此取水蒸煮茗茶，醇酿米酒。
迁居榕城的乡贤，回乡探亲后，都要装些泉水带回城
里饮用。

象鼻泉默默传播着乡情，留住无数乡愁。
象鼻泉，从此名声显誉，美名远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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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春雷震，中华大地齐响应。“六
清”行动来助力，千年梅邑焕生机。

要想面貌新，环境一眼清。城乡脏乱差，
样样不舒心。乡村有陋习，干群很焦心。党
政下决心，力主搞六清。全民齐动手，换得面
貌新。

何谓是“六清”？拆清房舍清，扫清垃圾
清，清清沟渠清，摆清杂物清，搭清周边清，围
清田园清。

“六清”如何清？临搭一次清，垃圾日日
清，沟渠反复清，杂物时时清，周边常常清，环
境清又清。

“六清”谁来清？群众是主体，激发主动

力。村规民约定，亮牌大评星。家家争示范，
户户大比清。干部是关键，聚合向心力。乡
镇有决心，村居增信心。党员做示范，引领群
众清。宣传大发动，认识入人心。

实践出真经，乡村争先清。金沙氛围浓，

墘面最上心。临搭首先清，行动表决心。柴
堆摆清楚，美观见匠心。疏堵结合紧，处处显
公心。攻坚不畏难，“六清”日日新。

振兴初级版，“六清”打头阵。六清是好
事，提颜值面貌新。六清是实事，强根基乡村

兴。治理高一筹，文明进一步，乡村更宜居，
产业会振兴。临搭不见杂草除，旱厕拆除景
观成。庭院篱笆井然立，民居古厝春意生。
流通沟渠活水来，水光山色与人亲。小桥流
水风光美，白云深处亦生情。城区创新街长
制，农村遍开文明花。南商坂东尽繁荣，北旅
海丝乐翻天。试看今日之闽清，春暖花开处，
绿水青山妍。富春山居图，跃现梅溪间。

“六清”不刮一阵风，习惯养成树新风。
坚持不懈常抓紧，基层组织强领导。卫生整
洁人精神，家风传承正气绵。“六清”促“六
美”，文明驻“六亲”。长效机制立，春风暖人
心。生态文明守初心，最美就数咱闽清。

闽清闽清闽清闽清闽清闽清闽清闽清闽清闽清闽清闽清闽清闽清闽清闽清闽清闽清闽清闽清闽清闽清闽清闽清闽清闽清闽清闽清闽清闽清闽清“““““““““““““““““““““““““““““““六清六清六清六清六清六清六清六清六清六清六清六清六清六清六清六清六清六清六清六清六清六清六清六清六清六清六清六清六清六清六清”””””””””””””””””””””””””””””””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
○ 百川

胞兄林垂炎，农民。童年读过二年私
塾，在我们四个兄弟姐妹里，他是长子，我
最小，大我12岁。炎兄年轻时在闽江撑米
船当船工，上世纪五十年代，福厦铁路开通
后，船运萧条，便回乡务农。他体力强健，
吃苦耐劳，是家里的顶梁柱。农闲季节也多
有外出打工，赚些零钱以补家用。

炎兄热心公众事情。我们居住的是清
代老祖宗钟玑公建的、土木结构的老民居，
房屋很大，住着六七户同宗人家，都是农
户。厅堂及其周边、天井及其走廊，往往无
人打扫卫生。自从炎兄归田之后，他每天鸡
鸣即起打扫环境 。房屋后山老祖宗钟玑公
的公墓，杂草丛生，基本上无人除草打扫。
每年农历八月，是家乡的扫墓习俗，他回乡
后，每年都由他自愿去打扫，将公墓内外之
荆棘、杂草，清除得干干净净。他从不计较
自己的辛劳与付出。

年幼时，他非常疼爱我。我儿时最高级的一个玩具——
小气船，就是他买的：小气船铁壳色绿，长25厘米，宽5厘米，
腹舱里放有一铁质扁型油灯，船后底部有二根小圆柱铁管通
向船舱一凹形铁片。玩时点燃船舱油灯，把船放在池塘或水
渠里，船底铁管汲水进船腹凹型铁片，不一会水烧开发生蒸
气，蒸气进入铁管向船后扑扑地排气，并驱动船体前进。几
十年后，我把这事告诉我五六岁的外孙，他向我要这个小气
船玩，我说几十年过去了，早就不知去向。他感叹说：“我妈
怎么不早点生我呀？”甚为惋惜！

我念小学时，他在外当船工，我的书包、本子、笔盒、毛笔
等学习用品，也多由炎兄购买。他总希望我努力读书，有所
出息。

炎兄外出做工，每间隔一二个月就会回家一次。母亲也
常杀鸡宰鸭给他吃些补体食物，他也常常私下挟一些给我
吃，以示爱幼。

解放初，我十四岁在县府当通信员时，他做工回老家往
返县城，一般都会抽空去探望我一次，问寒问暖，关心我的生
活状况。

1958年8月，我升学到福建师院读书所带去的行李；四
年后1962年7月毕业，我及女友的两人行李；8月我被分配到
福清县工作，要带去的行李，前后三次，从老家六都——县城
往返，都是他冒着炎炎烈日，用肩膀挑着，辛苦步行五十华里
接送的。他从不埋怨一声，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兄弟之情
啊！

1968年，父亲去尤溪雕花做工，赚了600多元，要在乡下
老家建房子。除了筑墙时有亲友帮工外，前前后后建房劳
动，都是由他和侄儿林郁芳付出的：基石、木头、沙石、水泥、
瓦片等建材，都是他俩用板车、用肩膀运回来的，整座房子都
是他俩不辞辛苦干出来的。特别是为了省钱，房梁、屋柱、楼
板等建房木材，都是他俩冒着酷暑到高山僻地购买，然后又
不厌其烦地多次带着冷饭往返荒山野岭，用肩膀扛回来的。
我常见他俩汗流浃背全身湿透，又见年轻侄儿红肿的肩膀、
欲哭无泪的样子，我心里也在痛惜不已。他俩多辛苦阿！我
一介儒弱教员，实在力不从心，帮不上多少忙。到后来虽有
付出一点钱款，那是微不足道的，与兄、侄辛劳对比，真是天
壤之别。

分房时，我们兄弟两家平分，各得二间，炎兄从无怨言、
从无计较！这些我都记在心里，感激不尽！心里都在想，炎
兄老后失去劳力，我应尽力帮助他的晚年生活。

1984年，我在县城买下一块90平方米山地，准备建房。
他得悉后高兴万分，便来到县城住进我的校舍，要帮我建
房。他把我建房同于他自己建房一样看待，能自己干的就自
己干去，尽量少花钱，能节约的尽量节约。房屋地基，基本上
是他花一星期辛苦劳作挖的。接着请工人砌地基，他又来做
杂工。每天中午工人们都去休息，他却在骄阳似火的烈日
下，拉着板车，去附近拉黄土或沙石。工地里的断砖碎石，他
都细心拈拾加以利用，为我节约开支。我要正常上班工作，
没有他的付出与关照，我根本无法建起房子。

1986 年，炎兄在家乡觉得吞咽困难，一检查，生了食道
癌，半年后去世，年仅 62 岁。我想等他失去劳力后帮他一
把，却帮不上了，遗憾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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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多故事话桑梓，一树流传别样奇。
根植水田千载固，冠经岁月百枝熙。
圣君点化时年种，百姓从来神树持。
美丽乡村环境好，在中镶嵌总相宜。

美丽乡村行
——金沙广峰

○ 林洪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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