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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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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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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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第五批次农用
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闽政地

〔2019〕5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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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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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日

闽清县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土地的公告
梅土征告〔2019〕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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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第五批次农用地转
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闽政地〔2019〕
5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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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收闽清县梅城镇城关村园地

0.0442公顷、未利用地0.0426公顷、城
镇村及工矿用地2.7659公顷；

以上共征收集体所有土地2.8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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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耕地每公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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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625 万元（折合
每亩 3.575 万元，系数 1.0），其他农用
地、建设用地、未利用地每公顷53.625
万元（折合每亩3.575万元，系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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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计壹佰伍拾贰万玖仟柒佰陆拾元整
（15297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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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闽清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7月2日

闽清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
（2019年度第五批次城市建设用地）

地块编号

2019-05-01
合计

批准用途

居住用地

权属单位

梅城镇城关村

用地总面
积（公顷）

2.8527
2.8527

按现状权属分类

国有

0
0

集体

2.8527
2.8527

按土地利用现状分类（面积：公顷）
面积
总计
2.8527
2.8527

耕地

0
0

林地

0
0

园地

0.0442
0.0442

其他
农用地

0
0

未利
用地
0.0426
0.0426

城镇村及
工矿用地
2.7659
2.7659

附表：闽清县2019年第五批次建设用地征收土地方案情况表

橄榄曾陪伴过我的童年。如今老了，每
当回忆童年，就会忆起儿时仅有的一种零食
—“橄榄咸”（家乡对“咸橄榄”的叫法），同时
也就想起故乡的橄榄树。

馋，是孩童的天性。如今的孩子馋了，
想吃什么就有什么。可我儿时的农村，基本
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没有商品，也没
有商店。我们馋了，就只能把眼睛盯在村里
的果树或山上的野果身上。水果都有很强
的季节性，季节过了，就只能“望梅止渴”。
还好我们村里有橄榄树，到了成熟的时候，
大家都去采摘。有小孩的人家，都做“橄榄
咸”，以便长年保藏。记得，我小的时候馋
了，就到楼上的小坛里抓一把，放在口袋
里。因为咸，有一小把，就足以对付我半天。

说到橄榄，人们往往会把它和现在市场
上热销的橄榄油联系在一起。我的故乡是
橄榄产地，但我小的时候却从未听说过橄榄
还可以榨油。原来，它们名字相同，其实是
两个全然不同的树种。

那种可以榨油的橄榄称油橄榄，盛产于
地中海沿岸地区，如西班牙、希腊、意大利等
国。果实呈扁圆形，果肉为紫黑色。而我故
乡种的则是青橄榄，也称青果、甘榄或白
榄。果实呈梭形，颜色由绿而淡黄，可以生
吃，更多的是加工成果品。

据称，我的家乡闽清种植橄榄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唐朝。上一世纪80年代开始大
面积种植，现已达到 4 万多亩，年产约 5 千
吨。1996 年，被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授予

“中国橄榄之乡”的称号。
橄榄的品种很多。其中，以檀香榄最富

盛名，不仅肉厚而且质脆，嚼后清香，回味无
穷。近年通过品种改良，优良品种更多。有

报道称，一个广东客商到闽清梅埔收购，不
是论斤而是按树计价，因品质优良，一棵树
的果实，竟卖到了3万元。

橄榄营养丰富，含人体所需的 18 种氨
基酸，维生素C的含量超过苹果，钙、钾的含
量尤其丰富。

橄榄性平，味甘酸微涩，消肿利咽，生津
解毒，其根、果、核均可入药。

橄榄还有它的文化内涵。有人以其口
味先涩后甘，喻指人生的先苦后甜，越是在
年轻时艰苦奋斗过，老了就越是回味无穷。
古代还有人称它为“谏果”，也是以其口味，
喻指“谏言”逆耳，实乃苦口良言。著名作家
三毛的歌曲《橄榄树》把它和流浪联系在一
起，随着“流浪远方”的优美旋律悠扬，那“梦
中的橄榄树”便充满了浓浓的乡愁。

油橄榄树在我国难得见到。我曾于
1965 年访问阿尔巴尼亚，它位于地中海东
岸，油橄榄是其重要的经济作物。当时两国
关系正处蜜月期，周恩来总理赴访时，曾获
赠油橄榄树苗，引进后试种在南京地区。由
于我来自橄榄之乡，所以我去后便特别留意
这种“友谊之树”。到了那里发现，只要出了
地拉那市区，在道路两旁便随处可见。我注
意到，这种树虽有树干，但长不多高，就开始

分叉，只向四周生长，而不向上，故一眼望
去，都是低矮的树丛。而我家乡的橄榄树，
则扶摇直上，直插云天，给人以伟岸、挺拔的
美感。打个比方，如果说我家乡的橄榄树是
山东大汉，那在那里见到的就是武大郎了。

橄榄收成后要推向市场。当年经营这
种生意的多是福州人。最著名的，要数有

“橄榄大王”之称的郑则铭，他以开发多种风
味的制品取胜。每年农历 11 月橄榄收成，
他便立即组织收购、加工，赶在春节前运到
上海，福州的“拷扁橄榄”在上海几乎无人不
知。有史料称，他还是一个很有气节的爱国
商人。在福州第二次沦陷期间，他因不肯为
日本人服务，运往上海的整船橄榄便遭洗
劫，终致破产。他也因此一病不起，临终前
嘱咐儿子，一定要让儿孙学习科学技术，说
没有强盛的国家，便没有个人的事业。

由于气候的关系，福州种植橄榄的区域
并不大，只限于闽清、闽侯两县的闽江沿岸
地区，大体为从甘蔗到水口的狭长地带。由
于市场的力量，现在橄榄已经无人不知，并
成为许多人家茶几上待客的佳品。但知道
它的故土在“二闽”（闽清、闽侯）的人，却寥
寥无几。为此，我曾在一次座谈会上，向闽
清县领导建议，将水口电站库区命名为“橄

榄湖”，并在过往列车都能看到的显著位置，
树立巨幅标牌。这样，随着旅客的流动，“橄
榄湖”的大名便会不胫而走。与此同时，在
闽清车站大力推销橄榄制品，就像京沪列车
快到山东符离集，车上的旅客就会想着去买

“符离集烧鸡”那样，慢慢地也使橄榄与闽清
绑在一起。遗憾的是，对于我的建议，只是
一听而过，没有人重视。10年过去了，库区
周边的林木，由绿变黄，黄了又绿，从库区泻
出的洪流滚滚向前，只有水库却依然故我，
还是水库。

我的上述想法，是受“千岛湖”这一美丽
的名字启发而来。没有去过千岛湖的，恐怕
很少有人知道，那里其实本是新安江水电站
的蓄水库，而非天然湖区。但若没有冠以湖
的名字，即使那里的风景再美，有几个人会
去水库旅游？在美国和加拿大两国交界的
地区，也有个千岛湖，我在美国游尼亚拉瓜
大瀑布时，曾顺便去过。那里虽说没有千
岛，也有百岛，岛上的风光各异，湖水清澈湛
蓝，乘上游艇在其中荡漾，就宛如游在画
中。我们的千岛湖开发的历史尚短，难与它
媲美，但仍然吸引了大批游客，恐怕有许多
人其实是奔着“千岛湖”三个字而来的。由
此足见，对于一个新开发的景区，有一个能
吸引人的响亮的名字，有何等重要。我想，
如借鉴千岛湖的经验，也将水口电站的库区
更名为湖，再进行适当开发，使之成为千岛
湖那样的旅游胜地，是完全可能的。这样，
不仅有助于当地的旅游经济，还能带动“橄
榄经济和文化”。

我期盼着有朝一日，也能到故乡的“橄
榄湖”一游。







 





 





 





 





故 乡 的 橄 榄
○ 傅济熙

一场轻轻的朝雨
铺开了半夏的凉
我伸开芭蕉一样的手
只为触摸这份滋润
如安适的梦的奢望

繁华如夏
人间很忙 人心也很忙
我却只愿
在角落安然
安然地听取这轻雨一串

我期待这样的雨
可以看到绿枝斜擦空间
叶梢拂出飘逸
一如精灵的轻捷
似舞在我梦里的节奏

我期待这样的凉
憩下一份安静
让我神往地想
如果我是一片云
静着泊还是幻化在风里

夏

雨

○

远

野

七律
环境“六清”专项治，金沙墘面楷模扬。
党员骨干初心守，支部村官使命当。
旱厕猪栏先整理，臭沟零搭也清场。
凝心聚力全民动，美丽山庄谱锦章。

词·风入松
“六清”专项治争先，克难又攻坚。党员骨干村官

带，学南洋，规划精研。问卷调查修订，认真广泛宣传。
猪栏旱厕限期迁，零搭拆无偏。暗沟堵塞疏通好，

抢时间，整改毋延。美丽山庄建设，宜居康寿如仙。

“六清”专治歌墘面
○ 黄胤

小小闽清县，大大六都洋。六都洋的湖头村，出个
伟人黄乃裳，今年百七诞生日。（1849.7.25至2019.7.25）
欣闻家乡筹备庆典会，整理汇编伟绩来赞扬。讴歌伟人
乃裳公，爱国忧民立勋功。

一赞 举家飘洋办垦场
移民垦殖消穷困，携眷航行涉重洋。
栉风沐雨寻沃壤，披荆斩棘拓农场。

二赞 为民建港创新乡
拓荒垦场辟生路，艰苦创业社稷昌。
利地忘我名梓里，青名流芳耀故乡。

三赞 爱国忧民志可嘉
虎丘六叶一枝花，率众垦荒扶万家。
沙洲沧桑逢盛世，弘扬佳绩耀中华。

四赞 胸怀大志国为先
奔走南北忙国事，献身革命壮志坚。
临危不惧忠心见，民族存亡勇挑肩。

五赞 福州北伐举大旗
辛亥志士勇相依，协力同心赴战机。
于山炮震光榕士，率众奋斗举红旗。

注五：黄乃裳组织的炸弹队与洋枪队的成员。多是
他在英华、培元、福音三书院执教的学生。他举红旗领
队前行，为光复福州作出重大贡献。

六赞 修文办报寻国强
新闻兴办扬真理，多设报馆开言路。
沟通闭幕启民智，唤醒民众奔富强。

七赞 民族复兴历苦尝
丹心为国抛热血，辅佐孙公反帝王。
老任帅府高顾问，功标青史万代扬。

八赞 教育兴国呼声长
教育兴国办学校，培养桃李盼国强。
精心执教选才干，为民造福永传扬。

九赞 建圳抗旱业绩优
福斗水渠修千亩，历年旱田获丰收。
感激恩公利民德，今日农民乐悠悠。

十赞 一生勋业千秋颂
创办县乡纪念堂，铸成铜像放光芒。
侨乡感激伟人功，乃裳大街建湖东。
扩建省保大陵园，佳绩展览显辉煌。
政绩显著千秋载，造福家乡万代长。

（湖头90岁黄拔灼敬赞）

湖头伟人乃裳公
爱国忧民立勋功

○ 黄拔灼

芋 茹 麺 ，历 史 悠
久。它是古老传统的食
品佳肴，也是下祝山区
农产品特色美食。本地
家 族 原 由 北 方 搬 迁 南
方，当时生活见不到小
麦、麺条，那时便栽种
茹、稻为主粮。因此有了
蕃茹（即番薯），便有了茹
粉。

制作茹粉的工序
繁多。秋收季节，从山园
里将蕃茹挖掘出来，挑回
家，用水冲洗干净，去除
杂屑腐皮后，用番薯切切
成一条条茹丝，倒进木楻
里，加入清水，搅拌后，用
竹笊篱捞起来茹丝杂物
等，待楻里的水等汁液沉
淀。第二天把水排干剩
下淀粉，用厨刀揪起来一
块块再劈削去乌色杂质，

留下洁白本色，放摆在筛床上晒干成粉。
有了茹粉，便有芋茹麺。据说明末清

初，农家巧妇善于厨艺，为了招待贵客佳宾，她
们敢当调烹能手，动脑筋想办法，因地制宜，因
料而用，发明创制，把芋头放在锅里蒸煮熟烂，
去掉芋皮，和茹粉调拌均匀，加以搓捏成圆形，
用番薯切把它切成麺条状粉丝，以后配上香
芹、葱、蒜叶调味，放在锅里煮熟，用汤瓢勺盛
一碗碗捧排桌上，清香扑鼻、润滑爽口。

芋茹麺，俗叫“芋蛋麺”，亦叫“芋泥鳅”。
过去年代生活困难，三餐茹米饭难以糊口度
日。因此“芋茹麺”数得上舌尖上的名菜了。
村里流传“家乡芋茹麺，蕴含厚意深，名称土特
产，实是菜中珍”。清朝同治年间举人林丛桂
任职于山东商河县知县，告老回乡，亲人大嫂
热情洋溢，特意煮了一碗芋茹麺作为点心便
菜，他吃得津津有味，心中欢喜。

芋茹麺，给我印象深刻。忆起童年时候，
跟着妈妈去舅父家作客，尽管家境不好，但大
舅母十分疼爱我，总是想方设法弄点东西给我
尝鲜。有一次，她特意精心制作了一大盆芋茹
麺招待我们。看到那热气腾腾的芋茹麺，我顿
时垂涎欲滴。大舅母便勺了一大碗让我解解
馋，那香喷喷的美味至今难以忘怀。

芋茹麺，传承至今，仍是下祝山区的特产
名菜。现在街上的商场摊、小食店都摆有一捆
捆一包包晶莹透亮的芋茹麺供过往游客购买。

芋

茹

麺

○

林
伯
震

这样一棵让我心心念念的树，从它
开始被秋风吹黄的那一天起，我就再没
忘怀过。我不知道是风让它有欲拒还迎
的娇羞还是日的灼灼目光让它满面通
红，总之，每一次经过它身旁，它都有不
一样的妆容。

这棵树长在一户人家的院子中，荗
盛的枝叶穿过围墙给马路带来大片阴
凉，突然间好生羡慕住在里头的人儿，我
觉得秋天里有红叶的人家都是世界上最
幸福最富足的人。

满大街的缤纷让我常常忘了自己置
身何处，一有机会我就会站在马路中间
贪婪摄取那一树芳华，所幸，几乎所有的

司机和行人都会对我的行为投以谅解的
目光，他们应该和我一样，也觉得如此良
辰美景实则不该辜负。

秋天是叶的主场，花的出现在此时
变得如此的媚俗。相较于树大气磅礴的
繁华，低矮娇羞的花儿显然太过小家子
气了。直到我遇上那落了一地的花瓣，
我才明白，不是花不美，只是秋天适合凄
美。

在这个属于墨尔本的秋天里，绿的
兀自绿着，黄的恣意黄着，黄绿交错间完
成的是一场生命的交接——一边陨落，
一边升腾。此消彼长的岁月里，有鸟儿
清脆的啼鸣向全世界发出庄严的通告。

史铁生说如果以乐器来应对四季，
春天应该是小号，夏天是定音鼓，秋天是
大提琴，冬天是圆号和长笛；要是以园
子里的声响来对应四季呢？那么，春天
是村落上空飘浮着的鸽子的哨音，夏天
是冗长的蝉歌和杨树叶子哗啦啦地对蝉
歌的取笑，秋天是古殿檐头的风铃响，冬
天是啄木鸟随意而空旷的啄木声；以园
中的景物对应四季，春天是一径时而苍
白时而黑润的小路，时而明朗时而阴晦
的天上摇荡着串串杨花，夏天是一条条
耀眼而灼人的石凳，或阴凉而爬满了青
苔的石阶，阶下有果皮，阶上有半张被坐
皱的报纸，秋天是一座青铜的大钟，在园
子的西北角上曾丢弃着一座很大的铜
钟，铜钟与这园子一般年纪，浑身挂满绿
锈，文字已不清晰，而冬天，则是林中空
地上几只羽毛蓬松的老麻雀。这样的一
段话恰恰说到了我的心坎里，配以今日
浩瀚秋色便觉得十分妥贴。

那让我心醉神迷的一地黄叶粉花啊
……

吹落一地黄叶粉花
○ 郭娟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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