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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建设闽清县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厂工程项目需
要，决定对该项目规划红线
内的所有坟墓进行搬迁。现
将有关坟墓搬迁事项公告如
下：

一、迁坟范围
闽清县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厂项目用地红线范围内的
全部坟墓（涉及云渡村）。

二、迁坟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19 年 8 月 20 日前，请位于
项目用地红线范围内的坟主
或亲属将坟墓迁出。

三、补偿依据
参照县政府批复的《白

樟镇道路项目建设土地房屋

征收补偿安置方案》（樟政﹝
2017﹞172号）规定进行补偿。

四、迁坟要求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请上述规划红线征地范围内
的坟主亲属尽快到当地镇政
府办理迁坟手续和补偿事
宜，在规定的时间内将坟迁
移，逾期未迁的，将视为无主
坟处理（无主坟处理后不再
支付坟墓搬迁补偿费用）。
对妨碍坟墓搬迁工作的，将
由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联系电话：白樟镇政府
姚先生 15959179891

特此公告
白樟镇人民政府
2019年8月2日

迁 坟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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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第四批次农用
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闽政地〔2019〕
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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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646 公顷、其他农用地 0.0407 公顷、城镇
村及工矿用地2.0282公顷，计2.3335公顷；

2、征 收 闽 清 县 梅 溪 镇 渡 口 村 水 田
1.6749 公顷、其他农用地 0.3507 公顷，计
2.0256公顷；

3、征 收 闽 清 县 梅 溪 镇 里 寨 村 水 田
0.2109 公顷、园地 0.3176 公顷、林地 0.5269
公顷、其他农用地0.4458公顷、城镇村及工
矿用地0.0522公顷、未利用土地0.229公顷，
计1.7824公顷；

4、征 收 闽 清 县 梅 溪 镇 榕 星 村 园 地
0.0225 公顷、其他农用地 0.0272 公顷、城镇

村及工矿用地1.9671公顷，计2.0168公顷。
以上共计征收集体所有土地8.15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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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梅城镇
（城关村、大路村）的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所
有地类统一为每公顷53.625万元（折合每亩
3.575万元），其他乡镇的征地区片综合地价
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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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贰 拾 伍 万 陆 仟 肆 佰 玖 拾 玖 元 整
（1256499元）。

梅溪镇榕星村土地部分补偿费用总计
贰拾陆万叁仟玖佰零伍元整（263905元）。

梅溪镇渡口村土地部分补偿费用总计
玖拾柒万伍仟玖佰陆拾壹元整（975961
元）。

梅溪镇里寨村土地部分补偿费用总计
肆拾捌万贰仟肆佰玖拾元整（4824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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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

闽清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
（2019年度第四批次城市建设用地）

学习主题：传承红色基因 牢记初心使命
学习地点：塔庄镇 省璜镇
方案A（时间：一天）
路线安排：林洞村革命史迹陈列室→茶口开

仓赈粮旧址→闽中游击支队莲宅联络总站旧址→
省璜镇革命斗争史迹陈列馆→合龙桥（省级文保）

方案B（时间：半天）
路线安排：省璜前峰美丽乡村（党建示范

点）→省璜革命斗争史迹陈列馆→合龙桥→娘寨
地下革命活动旧址

方案C（时间：一天）
闽中游击支队莲宅联络总站旧址→岭里水库

→省璜镇革命斗争史迹陈列馆→合龙桥→娘寨地
下革命活动旧址

学习环节：重温入党誓词、聆听一段革命故
事、合唱一首红歌、参观一处史迹展、观看一部电
视短片、开展一场互动。

教学点简介：
林洞村革命史迹陈列室：

位于塔庄镇林洞村村部。该
村为闽清县 6 个革命基点村
之一。1947年9月，中共闽尤
永南沙中心县委和中共闽清
县委在麟洞梧桐顶土堡寨（今
塔庄镇林洞村）建立后，立即发展党的组织，发动
群众开展抗丁、抗粮斗争，积极筹建革命武装。翌
年春，中共闽清县委武工队建立，以麟洞山头为中
心的闽（清）永（泰）边七八平方公里地方几乎成为
解放区，麟洞成为连接闽北、闽中地下游击斗争的
重要革命据点。

闽浙赣游击纵队茶口开仓赈粮旧址：位于茶
口村可霖厝。1947年4月9日，闽浙赣游击纵队司
令员兼政委左丰美率主力部队200 多人，从古田
出发挺进闽中，计划前往戴云山“左黄会师”。10
日佛晓，游击队到达闽清龙峰乡（今塔庄），攻打国
民党龙峰乡公所，占领了茶口粮仓，并张贴布告，
开仓赈粮。不到两小时，茶口粮仓300 多担稻谷
全部被闻讯起来的群众挑光。中午，茶口商会筹
办午饭20桌接待游击队，饭后群众鸣放鞭炮，夹
道欢送游击队离开茶口村。但队伍刚到黄柏岩岭
脚（今上汾村），即遭到省保安五团及闽清保安队
的狙击，双方激战3个多小时，敌人受挫溃退，左
丰美当机立断改变计划连夜绕道回师古田。战斗
中游击队牺牲3人，失散20多人。

闽中游击支队莲宅联络总站旧址：位于塔庄

镇莲宅村桂堂厝内的林庭礼家。1947年6月，在
中共闽中地委领导下，中共地下党骨干刘志德、吴
盛端在莲宅桂堂厝的林庭礼家建立闽中游击支队
莲宅联络总站。总站建立后，积极吸收地下革命
骨干和游击队员，发展联系点、红点户及负责人，
做好宣传发动、传送情报、筹措经费、救治伤病员、
安全保卫、筹粮支前等工作。闽中、闽永游击队领
导人林汝楠、祝增华、蔡光周等经常来站里开会或
检查指导工作。1949年5月，闽永游击队队部由
永泰大洋乡洋尾寨移驻莲宅村。

莲宅村多彩展览馆：莲宅因村后山峰似倒蒂
莲花而得名。下辖莲宅、东墘两个自然村，跨五都
与七都交界，辖区面积约8平方公里，村人口552
户1898人，党员43人，12个村民小组，可耕地面积
575亩，林地面积3100亩，以水稻、芋头种植为主，
目前常住 280 户 800 多人，2017 年全村人均收入
15195元。莲宅多彩展厅下设三个主题展厅，分别

为红色记忆厅、美丽乡村绿色厅、展望未来金色
厅，用生动形象的故事，琳琅满目的展品描绘莲宅
的过去、现在、未来。

省璜镇革命斗争史迹陈列馆：位于省璜镇文
化服务中心二层，总面积150平方米，总投资70万
元。全馆展陈分三个单元：张昌龙革命生涯史迹，
省璜抗战斗争史和省璜解放战争史。馆中设有陈
列柜台、雕像、历史图片、创作画、史实文字、军工
制作场景，以及张昌龙历史文献、纪录片电视播放
等。门匾“省璜镇革命斗争史迹陈列馆”12个金字
由原中闽浙赣省委政治部主任黄扆禹亲笔手书。
全馆以时间为主轴线，部分采取声光电现代手段，
集中展示土地革命时期以来，在省璜这片红色热
土上发生的血与火的革命斗争历史。

合龙桥：位于省璜镇省璜村，建于南宋乾道，
毁于元延祐年间，清代重修。石桥墩，木结构风雨
桥。15开间，桥长39.7米，宽5米，等跨、两边设台
阶。桥面廊屋为穿斗式构架悬山顶，屋脊饰龙，两
侧均有栏倚、栏杆，保存较好。1985年公布为县级
文物保护单位。

省璜前峰美丽乡村（党建示范点）：位于省璜

镇南部，全村由官潭、墓湾、前峰3个自然村组成，
共有145户605人，党员26名，其中大专以上的有
3人。近年来，村党支部以开展“红色领航”“移风
易俗”等活动为契机，积极寻找援建单位，致力解
决群众关切的民生问题。完成了全村道路硬化
3660米，建设村道栏杆797米，建成水坝工程2条
约130 米，极大改善了村级道路设施。持续推进
美丽乡村建设，大力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完成
村民房屋立面改造约 28000 平方米；建成一个娱
乐休闲文化活动广场约 1800 平方米；全村绿化
1655米，建设美丽庭院及农耕园，极大改善了村容
村貌，实现了从落后的小山村向省级美丽乡村示
范点的嬗变。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积极寻找农
业专家学者给农户进行实地教学，开展农村实用
技术培训6场，着力打造新型农民群体。大力推
进槟榔芋、脐橙、柑、油茶等种植业。2018年农民
人均年收入13800元，村财收入约1.3万元。

娘寨地下革命活动旧址：娘
寨始建于清朝顺治年间，有 360
年历史。1947年秋，与中共福州
地下党组织关系密切的地下民
盟福建省筹备委员会重要成员
吴从征（田中人），在闽清发展黄
贞清、吴从飞、吴从坊等为盟员，
并通过黄贞清关系到娘寨动员

张允权、张铭鉤等30多人参加地下革命武装，并
以娘寨为据点，与国民党反动派对着干。后因袭
击闽江运武器的轮船失败，黄贞清等人被捕。黄
贞清出狱后继续参加革命活动，曾于1948年4-6
月协助黄世杰领导的闽清城工部地下党成功策反
南平翁口国民党保安连100 余人起义。王先才、
张维团、张铭鉤邓禹1947年底参加吴盛端领导的
闽永游击队，继续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做贡献。

岭里水库：位于省璜镇和平村，所在河流为省
璜梅溪支流岭寨溪。水库大坝位于岭寨溪河口上
游2千米处，水库总库容1097万立方米，属中型水
库。水库工程于1971年6月开工，1975年12月竣
工。水库正常蓄水位相应库容979万立方米。水
库的主要功能是以灌溉为主，结合发电、供水、养
殖功能。水库灌区主要为省璜、塔庄、坂东三镇32
个村。灌溉渠道总长 77.5 千米，设计灌溉面积
2.03万亩。水库坝后一级电站装有2台250千瓦
的水轮发电机组；年平均发电量126万千瓦时，二
级电站装有1台250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年平均
发电量75万千瓦时。

红色主题教育路线（六）

新华社福州电（记者邓倩倩）“古厝保护与
文化传承论坛”7月28日在福州开幕，各县区纷纷
举行相关活动。闽清县通过“展闽清古厝魅力，传
千年梅邑文化”暨海峡两岸古厝文化交流活动，引
进台湾的文创团队，助力当地的古厝保护与历史
文化街区开发。

当日上午，闽清梅城印记开发有限公司与台

北大稻埕地方创生股份有限公司在一座古厝内完
成了闽台双城（埕）合作签约仪式。双方将进行互
访、考察、学习、合作等活动，并于闽清设立台湾青
年创业基地，让更多台湾文创团队入驻当地，实现
经验交流、品牌互通的战略愿景。

据悉，本次双城（埕）合作经由台湾泰可文创
团队牵线引介。台湾泰可文创团队于2018年11

月入驻闽清，为梅城印记特色历史文化街区的修
复和改造出谋划策，目前已经完成第一期的建设
工程，并将继续开展街区文化方面的相关合作。

台湾泰可文创团队负责人曾芝颖自 2016 年
开始在大陆创业，她说：“在与梅城的合作中，我对
这片土地产生了浓厚的情感，也有很多台湾青年
听了我的经历后表示想来大陆发展。”

活动期间，台湾文创团队等各界人士还开展
了“古厝行”参观考察活动。

“太震撼了！没想到将近 200 年历史的古厝
至今保留如此完好，还有人住着。”台湾导演陈忠
峰走进福州市闽清县塔庄镇坪街村的冬畴厝不禁
感叹。灰瓦青石，雕梁画栋，虽显得有些斑驳，但
承载着历史的醇厚与沧桑，也体现了传统工艺的
匠心独运，让人流连忘返。

陈忠峰告诉记者，他们正在为当地拍摄关于
古建筑的纪录片。“建筑是人生活的缩影，希望基
于古厝，同时记录下地方特色的人文情怀和历史
记忆。”

大稻埕地方创生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吕大吉
认为，梅城老街与台湾的大稻埕老街有很多相似
之处，比如大稻埕有很多福州人居住，梅城的一些
行业与传统手艺在大稻埕也能看到。“将大稻埕街
区发展10年以来积累的经验因地制宜地应用于
梅城，不仅可以帮助梅城，同时也能联结两岸。”

本次活动中，闽台两地的建筑师、文史研究者
分别进行专题讲座分享会，针对两岸古迹保护与
老街修复交流经验。 （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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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闽清义窑是福建宋元时期规
模最大的青白瓷产地，是古海上丝绸之路
的重要历史见证。近日，记者来到位于福
州市仓山区建新镇奋安创意产业园的索佳
艺陶瓷文化创意园，在福建索佳艺文化旅
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榕冰的带领参观
下，领略了带有浓厚历史色彩的义窑青白
瓷文化。

据介绍，索佳艺旗下的陶瓷文化创意
园是福州目前唯一一家以陶瓷文化为主题
的“国家AAA级旅游景区”，是以“陶瓷文
化”为核心，以“陶瓷文创体验”为亮点，集
家居陶瓷生产研发、陶瓷文化创意展示、陶
瓷文化体验、休闲等于一体的文化休闲旅

游景区。创意园中以闽清义窑青白瓷文化
为主题的博物馆，完整展示闽清义窑古窑
址形态，以及宋元时期的闽清青白瓷器
物。对发扬闽清特有义窑文化及提升闽清
青白瓷的知名度有重要意义。

“还有闽清县东桥镇的迷乐谷旅游项
目，也是我在做陶瓷文化过程当中的产物，
后期将植入闽清义窑文化，将传统陶瓷与
现代生活元素进行巧妙融合，从传承中创
新，并在传播文化的过程中实现陶瓷产业
的商业价值。”刘榕冰告诉记者，“迷乐谷
旅游项目一期将于 10 月 1 日正式对外开
放，让人们在游与乐中细细品味义窑文化
的独特魅力。” (许泓彬 李海英）

传承闽清义窑文化 实现可持续发展

本报讯 7月26日，“聚龙小镇”杯福建
省青少年田径冠军赛暨中学生联赛在惠安
圆满结束。

在本次赛事中，闽清城关中学运动健
儿不惧强手，于烈日下奋勇拼搏，获得初中

组二等奖；许慧铭以38米99获得女子标枪
第一名并取得国家二级证书；赵君妍以25"
55在女子200米决赛中获得第一名，并打
破省组纪录。 （来源：福州教育）

县城关中学在省中学生田径比赛中取得佳绩

本报讯 恢宏的“民间故宫”宏琳厝、
气派的“大观园”乐礼轩、宏伟而不失精美
的冬畴寨……梅邑大地，千年的历史底蕴、
灿烂的文化与劳动人民的智慧孕育了数量
众多的文物古迹。

近年来，闽清县在保护好文物古迹价
值基础上，合理创新活化利用，为当地历史
文化资源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古厝新用 焕发生机
“奶奶，这不是我们家对面的老房子

吗？”“原来村子从这个角度看这么漂亮。”
昨日，在闽清县樟洋村炉边厝，由省青年建
筑师协会携手台湾泰可文创团队共同举办
的“保护·传承”闽清古厝图片展现场人气
满满。

炉边厝内，反映闽清古厝、田园风光以
及乡土人情的摄影、绘画作品等结合建筑
结构与房屋布局，“有机”地点缀在墙面上，
与整座古厝相得益彰，昔日沉寂的老房子
变得热闹又有生机。

“这几个月，我们组织了多场摄影、写
生活动，希望发掘本土文化DNA，借以活
化利用古厝。”省青建协工作人员说。

“文物古迹具备生动的感染力和说服
力，在保护文物的同时，要对文物进行合理
利用，发挥其价值。”闽清县博物馆馆长林
跃先介绍，近年来，闽清结合当地特色，实
施了不少让古厝“活”起来的尝试。

在樟洋村，清华大学学生乡村振兴工
作室为宝荫厝定制改造方案，计划打造传
统建筑和农业教育空间，为“抛荒”的古厝
注入“教育振兴“的新功能；在塔庄镇，莲宅
村将红色基因融入文保，打造“看百年古
厝、学红色历史”的特色体验，让红色文化
可看、可学。

闽清还积极推动文化遗产与公共文化
融合，让“古物”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变得可

亲、可近。如省璜镇娘寨设立乡村图书馆，
芝田宫、六叶祠利用地理优势，在晚上汇集
众多曲艺爱好者吹拉弹唱，成为当地居民
娱乐休闲的好去处。

旧貌再现 重拾记忆
“活”起来的不只是古厝，在梅城印记

特色历史文化街区，“重拾老城记忆”也成
为一种“活”法。

踏着青石板铺成的主街，走进“梅城印
记”，明清风格与民国风格骑楼的建筑立面
交错呈现，老字号店铺沿街而立。就在一
年多前，这里还是破败的旧房老屋，街面一
片沉寂。

“去年以来，我们修复街区特色建筑，
采取微更新的方式，进行防护加固、现状修
整。”街区相关负责人说，希望借助此次保
护性开发建设，重现老城味道，重拾老城记
忆。

除了在“硬件”方面再现老城风貌，街
区还聘请了经验丰富的台湾文创团队，借
鉴台湾大稻埕老街改造的经验，策划街区
文创运营，拍摄纪录片、挖掘街区老故事、
策划街区主题活动等。今年春节，在“梅城
印记”举行的一场汇集本土元素、展现本土
文化魅力的开街活动，至今仍为当地居民
津津乐道。

不久前，首期“梅城聚场”拉开帷幕，邀
请参与台湾大稻埕老街建设团队负责人，
为街区建设建言献策，后续还将开展“梅城
开讲、梅城开吃、梅城工坊、梅城开演”等一
系列主题推介活动，组织以文化产业、民
宿、餐饮等项目为主的特色商业品牌招商。

“这些文创团队将我们本土传统与台
湾经验相结合，对于老街区的保护开发提
出了很多新颖且颇有启发性的建议。”梅城
印记特色历史文化街区相关负责人说。

（福州日报记者 林瑞琪 通讯员 苏雪容）

合理创新 重拾记忆

闽清古厝老街各有“活”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