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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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第十二批次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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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第十二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
征收的批复》（闽政地〔2022〕8号）（见附件）。

二、批准征地情况（见附表）（具体四至范
围详见经批准的勘测定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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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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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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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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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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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2月8日

闽清县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土地的公告
梅土征告〔2022〕2号

地块编号

2021-12-01
合计

批准用途

交通运输用地

权属单位

梅城镇城关村

用地
总面积（公顷）

0.6024
0.6024

按现状权属分类
国有

0
0

集体
0.6024
0.6024

按土地利用现状分类（面积：公顷）
面积总计
0.6024
0.6024

耕地
0.0318
0.0318

园地
0.0895
0.0895

林地
0
0

其他农用地
0.0108
0.0108

建设用地
0.4703
0.4703

未利用地
0
0

附表：闽清县2021年第十二批次城市建设用地征收土地方案情况表

2022年的第一场雪，据说福建最先下在闽
清的下祝乡。不论考证结果如何，作为闽清
人，我首先认下了。敏感的朋友圈早被她刷屏
了，哪怕她是在凌晨来临。闽清的冬天“缺雪”
已久，能在国家举办冬奥会期间，“给力”地下
这么一场，对不怎么见过雪的年轻一族来说，
确实足够惊喜！即使她表现得很温柔，仅在瓦
楞铺就轻白，檐口挂出小小的冰锥。原野上的
枯草，也仅如罩着一层严霜而已，远远够不上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壮美，
但这不影响人们为此狂欢。雪所代表的高冷、
轻盈、纯洁、浪漫和广袤，都被描绘着、引用着、
挖掘着，争相“晒”着。

这一场雪，来得很好。她乘着“冬奥”的
风，融合着人们对国家成功举办世界盛会的自
豪，加持着人们对冰雪运动的关注，承载着我
国体育健儿取得金牌总数排名第三的喜气，蕴
含着对未来的信心和希望，翩然地落在大家的
眉眼和心上。这雪，自是好的、美的，甚至还是

“红”的、“热”的，但我心里只默默地想着：雪，
她回来了！

雪是我童年的朋友。家在闽清南部海拔
800多米的高山村，她几乎光顾我成长的每一
个冬天，留给我的记忆既有轻盈飘飞的美，也
有铺天漫地的狂；有透彻指尖的冷，还有彷徨
无措的愁。那时候，还没什么温室效应，冬天
会冷一些；山村的温度会比现在居住的地方低
两三度，衣被也不充裕，对冷的体验便要深刻
许多；因小孩的淘气或从事力所能及的家务等
劳动，免不了要接触冷水甚至冰和雪，从而对
寒冷也更贴近。我六七岁的时候，每到冬天，

总是跟奶奶睡。她说：小孩身上有三炉火，温
暖。而奶奶总会用一只“火笼”（用竹丝编成一
个特殊的小篮子，中间架住一只小陶盆，冬天
时装上燃烧着的碳火，并用柴灰盖着，可以取
暖）在被窝里取暖，我也喜欢挤在那份微微的
暖意里。但我记得，睡觉的时候，还总是穿着
妈妈织的毛衣。躺进被窝后，奶奶也关照我不
要乱动，不然带来的风会很冷。好在小孩入睡
得快而沉，严肃的“睡觉纪律”没给我带来多少
困扰。但有时候，一早推开屋门，就发现外面
的世界变成一片纯粹的白，夜里下雪了。田
园、树木、屋舍、道路全覆盖在寒冷里，树枝或
枯草上甚至凝满了冰挂，一片沉重的闪亮，风
一吹，嚓嚓地响，后来才知道一个名词叫雾
凇。自然读不出“松青雪柳凝洁色，梅赤琼花
俏艳寒”的美与坚强，有的只是缩成一团快速
地跑到厨房，躲在灶膛下烧火蹭暖。

小时候，我对农历的节气不服，感觉它不
准，后来才知道它是以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为
标准制定的，那儿的纬度比福建高了不少。也
对瑞雪兆丰年不服，感觉什么“雪盖三尺三，来
年枕着馒头睡”根本说不通，因为雪下得大，意
味着接下来就会没青菜吃。那时候，每到冬
季，父母就会种植大白菜、白萝卜、芥菜和上海

青，这些菜不是很耐寒。天气暖的时候，它们
绿油油一片，鲜嫩得很；遇到霜，还会变得更
甜。但一到下雪，尤其是雨加雪或雪加冰，就
会把菜冻透，大雪过后，就全烂掉了。对此，父
母会做些准备，比如在天暖的时候，晒些萝卜
干，或把长成的芥菜变成糟菜（即著名的闽清
糟菜）。但有时候，雪下得早了，或忙别的事忽
略了未雨绸缪，就不免要进入“菜荒”。当然也
有亡羊补牢的做法，就是趁雪刚下，赶紧把菜
抢回来，至少可以保证吃上一阵子。为此，我
就有了在大雪纷飞的菜园里，和姐姐哥哥一起
抢收青菜的体验。不论是把冻得接近冰棍的
蔬菜推倒砍下，还是把它们拣起来抖净积雪装
篮子里，或是挑回家后在杂物间里摆好，都会
把手冻到没有知觉。

后来，我离开了山村，在外地求学和工作，
待的地方都比家乡温暖，而地球也在变暖，就
算老家，也多年没有下雪了。“雪”更多地是作
为一个文化名词出现在我的世界里，那是风花
雪月的雪，是勇闯天涯的雪，是《2002年的第一
场雪》的雪，是“何时杖尔看南雪，我与梅花两
白头”的雪，少了寒冷，少了纠结，少了苦楚，多
了浪漫，多了美感，多了向往。这一场雪后，山
村里的朋友就邀请我去赏雪、玩雪，如果不是
要上班，还真就成行了。也并非现在的雪美
了、暖了、浪漫了，而是处境好了，时代好了，心
态变了，对雪的感觉也就不一样了。

2022年的雪，就这么赶巧地扑簌而下，下
到了闽清，下在树上、人心上、朋友圈上、快乐
上。雪，她回来了，是美丽的雪，是瑞雪，是兆
丰年的雪呢！

雪 ,她回来了
○ 池宜滚

在闽清县西北部，有一条出名的塘下古道。
它建于南宋末期，兴盛于明清朝代。路面由鹅卵
石和条石登山步道组成。全长 3 公里，弯曲有
序，绵绵悠长。北与永泰县南部接壤，西往闽清
与福州方向，历史上，是闽永两县往返福州方向
的重要交通要道。旧时，永泰县霞拔、东洋等地
的大多数茶叶、笋干等农副产品进入塘下古道
后，接驳闽清梅溪航运福州。而福州方向的食
盐、布匹等生活用品航运闽清后进入塘下古道货
仓，再发永泰等地。人来货往，民间贸易相当活
跃。因此，当时在塘下古道边建有古马驿道和货
仓，至今遗址可见。多少年来，这条古道承载着
太多的闽永两地官宦、商贾和往人，熙熙攘攘，书
写着昔日的辉煌陆路交通历史。

2016 年，在美丽乡村建设中，3 公里长的古
道路面被改造拓宽三米，并且铺设了水泥。眼
下，是省璜市民步行休闲的好地方。

初秋的塘下，是一年中最美的季节，漫山遍
野，这里五颜六色，绚丽多彩。一条宽阔的古道，
从村中穿越而过，由东向西，环山而绕。把塘下
村分成两半，南边有墘头崖、棚树涸两个自然村，
北边有叶厝里、洋中等几个村民小组。两边各拥
有一条山涧小溪，缓缓流出，汇集将军溪，滋润着
村头村尾几百亩良田，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塘下人
繁衍生息，兴农耕耘。

从省璜镇区进入高大的塘下古道大门，只需
十几分钟时间，抬头望见路旁左侧的将军山。将
军山上树林茂密，建有将军宫、卢公堂和仙帝三
座庙堂。在这三座庙堂中，将军宫传说尤为神秘
与色彩。

相传明朝崇祯年间（1628年），塘下古道生意
兴隆，也引来盗匪觊觎，打家劫舍，掠夺财富，人
心惶惶。后来，明朝有一位岳飞后裔岳雷将军，
带领官兵巡防，路过此道，听闻此事，义愤填膺，
决定驻扎塘下，帮助百姓剿灭盗匪，保得一方平
安。因此，当地百姓拍手叫好，把官兵驻扎的小

山崙改名为将军山，并在山上建造一座将军宫，
供有岳飞、岳云和岳雷三位将军雕像，以表感恩
戴德。现在，每逢农历初一十五，百姓们会自带
鲜果，烧香祭拜。一时间，香火旺盛，鞭炮齐鸣，
紫气氤氲。

继续行走于古道的路上，很是惬意。古道两
边除了农房，便是山坡、农田，没有工厂，空气很
清新。

站在古道村部路口，从外观看，墘头崖自然
村座落在一个小山坳里，后山悬崖陡壁，山形像
个大喇叭口，外窄内宽，两边山上种有很多树木，
几幢农房掩映在绿色丛中。若隐若现，不是看得
很清楚。听老村长刘公纯介绍，塘下村由刘林叶
三姓组成。而墘头崖自然村是刘氏祖厝的始源
地。刘氏族谱记载，刘氏始祖刘天禄，原来福州
市建新凤岗人，于明朝年间（1506）从福州沿着这
条古道来到塘下经商，看中塘下交通便利，是块
风水宝地，便选择在墘头崖建厝立业，开枝散叶
400 多年来，传至 18 世代 400 多人，今占村人口
70%左右。而叶氏族亲步其后尘，也于明朝万历
年间（1604）前后，迁居塘下南向叶厝里自然村。
最晚的是林氏宗族从清朝乾隆年间（1720），由本
埠八都山边村迁入塘下洋中自然村谋生。几百
年来，三姓异族和睦相处，团结互助，绵绵瓜瓞。
耕耘农田，敬畏大山，与山水共生共荣，形成团结
进取\坚韧无畏的开拓性格，把塘下逐步发展成
一个拥有180多户700多人的美丽小山村。

走近墘头崖，一片较大的开阔地展现面前，
几间农房古厝分别散落在几个大小不一的小山
坡上。几棵长青的松树下，有一座普通的四扇三
间古厝，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其实，它就是刘氏
祖厝，也曾是解放战争期间，闽（清）永（泰）游击
队八都地下联络站和合龙游击分队的驻地。

尚想英雄气，千古犹森森。站在刘氏祖厝面
前，安静祥和，仿佛时光又把我们带进 1948
年-1949年闽永两县解放战争期间，塘下村那段

不平凡的革命斗争历史。
省璜旧称八都，原名合龙乡。1948年冬，闽

永游击队长吴盛端带领下，省璜建立八都地下党
联络站，本地青年王世芳为站长，并发展王向泉、
王先才和张维团三位青年为地下工作者，为了便
于秘密开展地下工作，他们把联络站点选在八都
塘下墘头崖自然村刘氏祖厝。而作为刘氏祖厝
的族亲们以国家利益为重，顾全大局，把族亲议
事的神圣殿堂腾让出来作为地下站点。在这里，
革命者利用塘下古道搜集情报，传递消息，开展
情报工作；在这里，革命者建立闽永游击队合龙
分队，通过收缴民间枪支，发展游击队员 30 多
人，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积极开展武装斗争。

1949 年 6 月间，合龙游击分队接到上级命
令，派出部分队员，到邻近的永泰县大洋乡配合
解放大军围剿国民党侦缉队。双方发生激战，我
方有人员负伤，为及时抢救伤员，合龙游击队员
王宝龙和王学楷通过古道，连夜秘密潜入塘下墘
头崖，动员土医生刘慎之一同前往永泰县大洋，
救治伤员，避免战士流血牺牲。

合龙游击分队成立不足一年，在队长王先
才、副队长张维团带领下，组织队伍先后6次配
合解放军参加剿匪战斗，缴获各种枪械45支，武
装壮大革命队伍。同时，游击分队积极配合当地
政府，打击地主恶霸，开展抗租抗粮运动，共为解
放军筹集粮食4万多斤，生猪150多头等军需物
资，有效地支援大军供给。

尤其是受革命热潮的影响，塘下村刘吓四、
刘文顶、刘显声三位进步青年参军入伍，跟随解
放大军转战南平，为解放闽北作出巨大贡献。

时光是这样匆匆而过，滔滔不止；风物是这
般欣然葱茏，生生不息。缭绕在烟火和香火之
间，行走古道上，感觉神奇般的传说与执着信仰
休戚相关，催生古道的生机与活力。

在古道半段，有一条山溪穿流而过。山溪上
有块长3米、宽5尺的石板条横跨两端。站在石

板条中间，双脚用力蹦跳几下，坚固如磐。这让
我久久遐想。在科技不发达的古代社会，古人如
何把这块重达两吨多的石板条安装两端？刘公
纯对我说，从村志记载得知，平常，这条山溪溪水
不多，桥面是用木料搭铺，每逢山洪暴发，会冲垮
木桥，危及行人安全，为保护古道畅通，塘下乡亲
们从九都请来石匠，用石块垒砌两岸桥墩，但要
想铺上这块石板条，并非易事，后来大家集思广
益，想出一个土办法。用两根圆形木料做托棍，
把长石板条安放上面，两边各有人用木棍撬开圆
木滚动，石板条慢慢向前推进，移至事先搭建的
桥墩木料平台上，把石板条对准桥墩榫卯，然后
有序拆掉木料平台，让石板条缓缓下沉放平，成
了一座石板桥。从此，行人过桥不用担惊受怕。
当时，村里族人认为，石板桥成功安装，离不开村
里白马王庙神明的庇护，遂取名为白马王石板
桥。

几百年过去了，石板桥经历风吹雨打，安然
无恙。

登上古道山顶口，一块“週溪隔”石牌，静静
地挺立于山坡边。山坡旁建有一座土木结构的
凉亭。走进亭里，凉风习习，空气清鲜。凉亭墙
上写有一副对联曰：“天上人，人上天，人间游客
化神仙；路中亭，亭中路，亭中板凳如沙发。”充分
表达诗人对“春和景明，生态优良”的古道有佳赞
美，路过此地的行人瞬间暑气消退，心情特别舒
畅。刘公纯告诉我，古人建凉亭，意在发善心，做
好事，留芳名。这座凉亭，实际上对来来往往的
路人来说，益处很大：一来可以让行人遮雨避风
防日晒；二来凉亭安放两张石椅，也便于路人停
息歇脚，去疲劳，提精神，走好路。这座建于清末
年间的凉亭，虽久经沧桑，至今仍保存完好，成为
古道上的一景。

东风浩荡，岁月含香。站在週溪隔，塘下尽
收眼前。放眼眺望，悠悠古道，弯弯曲曲，百年不
眠。正是这条盘山古道，承载着多少人的铿锵脚
步，度过多少风物时光，让人悲欢离合。在步入
新时代的今天，塘下今非昔比。古道两侧一丛丛
花草，一棵棵小树正在疯长；两旁田野瓜果飘香，
古厝民居，非黑即白，粉墙黛瓦，高高的飞檐，错
落的马头墙，暮霭的青山，碧蓝的天空，勾画出一
幅山光水色的古道新美景。

一 条 古 道 穿 村 而 过
○ 陈其彬

开年第一天，正月初一早上，好困呀，除夕晚上
很迟睡，很想今天能睡个懒觉，睡个自然醒，但是四
周的鞭炮声此起彼伏，吵得我再困也无法继续睡。
翻来覆去，即使睡不着了还是不想起床，贪恋这温
暖的被窝，没怎么感觉今天是大年初一，就如平常
的周末一般。好像，对初一早没什么概念了，是年
纪大了？还是年味不再浓而淡化了一切？

遥想当年未嫁时，再忆昔日童年，哪里有懒觉
可言？况且还是大年初一，怎么舍得睡懒觉！小时
候，特别盼望的就是过年，因为有新衣服，有压岁
钱，有零食，最主要的就是可以无拘无束地玩耍，怎
么调皮捣蛋也不会挨骂。以前的习俗是正月初一
那天孩子可以随便玩，任性玩，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大人那天会憋住自己，不打骂小孩。所以，那也是
孩子们最随性而为的一天！

以前，除夕夜还没有春晚，也没有烟花，有的只
是时断时续的鞭炮声，那鞭炮是从成串的鞭炮拆下
来的，拆成一粒一粒，这样比较耐用，后来才有了天
地炮、双响炮。天地炮就是一点着扔出去，响一声，
然后冲到天上时又响了一声，故曰天地
炮双响炮就是点着甩出去，连续响两
声，双响来得名副其实。我生来怕鞭
炮，从来不敢玩这些，但是会跟着看，村
里的大哥哥们很会玩，会在路边捡一些
破锅坏盆的，反扣地上，然后将天地炮
点着，迅速放到锅里，人赶忙跑开，爆竹
在原地响了一声，然后随着冲击力一声
巨响飞向天空，锅或盆再直线往下掉，
然后大哥哥们又将其反扣地上，继续往
里塞爆竹，一次又一次，乐此不疲，围在
旁边看的小不点们，也看得欢呼雀跃，
不亦乐乎。

那时候的年过得津津有味，大人们
都是在吃年夜饭的桌子上就给发压岁
钱了，我们每次都是一边吃饭，一边等
着大人们说要发压岁钱了，所以，小时
候对年夜饭太有盼头了！年夜饭时，大
人们分发压岁钱的动作，瞬间点燃我们
过年的激情。那时我爷爷还给家里每
个人发了一包事先包好的瓜子，当然，
还有大家一起共享的瓜子，爷爷说这些
是大家一起吃的。于是，我就将自己的
那份先收好，舍不得吃。带着满足感，
除夕夜早早就睡下了，那时候哪里有什
么电视娱乐，为了第二天初一早能够早
早地起床，能够多些时间出去野，睡前
将新年衣服叠得整整齐齐的，放在床
头，躺下床的时候，不知道当时出于什
么心理，还要再深深地看一眼，再用手
压一下衣服，才甜甜地睡下。

隐隐约约的鞭炮声吵醒了熟睡中的我们，猛地
睁开眼睛，天还没怎么亮呢，但是兴奋的我们早已
睡意顿消，揣着一颗激动的心，一骨碌从床上起来，
整整齐齐地穿好新年衣服，左边口袋瓜子，右边口
袋爆米花，箭一般地冲向马路。

那时的美食之一爆米花，早在腊月开始，就准
备好了。腊月初，爆米花的老板就走街串巷来提醒
孩子们很快就要过年了，以前一看到挑着担子的老
板出现，整个村的孩子们几乎都沸腾了，那奔走相
告的速度，好似比现在的网络信息还要快，毕竟，那
速度可是家长挥舞着竹鞭在后面追赶的时候锻炼
出来的。一个个孩子从家里提着米袋兴高采烈地
出来，待那爆完米花“轰”地震天一响，就像孩子们
飞上天的心情一样，然后背着袋子兴奋激动地往家
走，那满足期盼的表情，写满在脸上。爆米花带回
家后，马上就被家长系好袋口，收起来了，那是要等
过年后才可以享用的。所以，孩子们只能眼巴巴地
看着，等着过年。

那时的衣服料子叫卡其，要不就是全布（取谐
音），夏天的衣服料子叫的确息（取谐音）。最喜欢
过年衣服做的那两个大口袋，可以装满满的两大兜
的瓜子与爆米花，跑起来时得用双手捂着，以防被
颠出来，记忆中的件过年衣服，卡其面料红色方格

的，可喜欢那两个大大口袋了，盛满了我童年的味
蕾！

我们的房子就在马路边，也是整个村子最中心
最热闹的地方，那里一早就聚集了好多顽童，没看
到一个大人，大人们都还在家里忙碌着，小伙伴们
开始在讨论双方的压岁钱多少，谁的衣服口袋比较
大，袋里的零食是什么，装了多少，男孩们的口袋里
有着我们所没有的东西，那就是已经被拆分了的一
粒一粒的鞭炮，我们开心的呐喊，兴奋地跑跑抓，好
像要与时间在赛跑，担心天亮了，就得回去吃早饭，
生怕大年初一很快就过完，这自由自在的日子消失
不见，无拘无束的初一早，还有就是不经意间就长
大了，再没有了童年的乐趣，一个个撒开脚丫子，两
手捂着口袋疯跑的情景，永远地定格在我的脑海
里！

接下来的一天，就是我们顽童的天下了！我们
释放天性，尽情尽兴，最激动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可
以花自己的压岁钱，虽然没有全部，但是大人会匀
出一点，留下的一部分美其名日“交学费”，然后那

匀出来的压岁钱可以给我们自由支配
了，那天的我们呀，可神气了！站在小
卖部里，小手往口袋里一掏，那买东西
掏钱管账的动作一气呵成，那小表情神
气十足，虽然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没什
么好买，也就瓜子向日葵糖果的，但是
买到东西以后的满足感与幸福感是现
在的孩子永远体会不到的，精神富足的
简直流油，那个时候有一件事是我永远
搞不懂，不明白为什么大人都说初一是
自由自在的一天，是可以尽情玩耍的一
天。可为什么，那天的母亲从来都没有
去玩，除了去菜园以外，几乎都在家，而
且看到的她永远都是系着围裙，说好的
新衣服呢？那时，真的很不明白这到底
是为什么，为什么母亲不能跟我一样出
去玩，为什么不是等吃饭的时间才回
来，为什么一直系着围裙，而且还一身
的油烟味？那时太多的为什么围绕着
我，这些问题直至今天才真正弄明白！

那时候过年，年味、人情味非常浓
厚，正月里头要给族里的长辈送煮熟
的，有太平蛋和加了肉的太平面吃，也
要送给当年过寿的亲戚长辈们吃，正常
情况下，大人们初一会让我们玩一天，
初二开始，就要端面到各家去了，两个
哥哥脸皮薄，不好意思去，这货自然就
落在了我身上，用大人的话讲，就是我
嘴巴甜，会说话，适合做这些事。很开
心的是，给长辈们端了面，他们会回一
些小糖果之类的零食，这就叫礼尚往来

吧。爷爷是族长公，每年都会收到好多的太平面，
族亲们端来面时，若母亲刚好不在，我就学着平时
母亲的做法，收下太平面与太平蛋，留着肉，然后再
回一些糖果，让族亲带回去，而且还会说一些客套
话。或许这就是从小耳濡目染来的，这些行为潜移
默化地留在了我的心里。所以我从小自然而然也
懂得了很多习俗礼节。记得大伯哥过五十大寿那
年，我特意送来了长寿面与太平蛋，今年老爷子九
十大寿，昨晚的年夜饭专门加了一碗猪脚太平燕蛋
长寿面，老爷子先吃，然后全家人一起分享，帮福帮
寿。

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能记得这些老习俗，记
得天地炮、爆米花、卡其新衣服，还有那捂着口袋疯
跑的样子。

光阴似箭，三四十年的时间一转眼就过去了，
年已不再是过去的那种年，生活起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以往物质匮乏精神却富足，如今物质越丰富精
神越匮乏，不知是时代变了，还是我们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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霭霭云幕
落下，阵阵柔细舞步

欢快地蹦跳
袖来，片片飞逸雾纱

轻盈地挥扬

春，悄然
感染雨的豪迈

踏上了生命律拍
翠鸟放甜喉

高唱，春潮澎湃
花蕊吐芳馨

绽放，青春笑容
小草抹绿妆

咏颂，春意尽盎然

雨，神情精灵
春天的祈盼

赋予，万物葱茏
蓬勃生机的舞台

春雨写意
○ 刘燕

闻道福墩平地起，
盈盈溪水任游鳞。
虎丘千古洞天秀，
龙井一方此地珍。
卢庙当年烟火盛，
钓矶何事我君频。
凤栖山下览风物，
最是广潭光影新。

坪洋村
○ 陈孝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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