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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峰镇温泉村改造安置房工程项目位于永泰县城峰镇温泉
村，由永泰县城投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做为建设单位。住建局于
2019年1月通过了该项目总平面图审查，于2019年1月办理城峰
镇温泉村改造安置房工程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在保证规划
指标满足规划审批条件的前提下，建设单位向我局申请规划条件
核实。现我局对该项目进行规划条件核实前公示，公示内容如下：

一、主要规划技术指标
本次项目仅对室外布局及配电房进行调整，2019年通过的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主要规划指标不变。（主要规划指标如下：
用地面积 55948m2，总建筑面积为 182169.33m2；计容建筑面积
101878.58m2；总建筑占地面积15479.22m2，建筑密度27.67%；绿
地率 30%；机动车停车位数 1770 辆（其中地上机动车停车位 0
辆，地下机动车停车位1770辆），非机动车停车位1930辆。

二、总平及建筑单体布局调整
（1）原内部道路及绿化景观与地面非机动车停车较为紧凑，

在不影响规划及消防安全的前提下，考虑宜居性、舒适性等因素

将门卫、内部道路及绿化景观、地面非机动车停车布置进行优化
调整；

（2）根据电力部门对配电房使用的实际需求，对1-5#、2-
3#、2-5#楼一层的配电房及开闭所进行的优化调整。

具体变更情况详见原审批总平面图及实测图。
依据《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规

定，现进行审批前公示，征求利害关系人的意见。详情可查阅永
泰县人民政府公众信息网站http//ytx.fuzhou.gow.cn/)。

公示时间为2023年9月1日至2023年9月11日。
在公示期限内，本项目利害关系人如对该项目调整有异议，

可书面向我局来反映（联系电话：0591-24832267）。本项目利害
关系人如要求听证，应在公示期限内书面向我局来提出申请（联
系电话：0591-24832267）。办公地点：永泰县樟城镇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办公室，邮编：350700.（书面意见应注明真实联系人姓
名、电话、地址）

永泰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3年9月1日

关于城峰镇温泉村改造安置房工程项目规划条件核实前公示

温
泉
村
改
造
安
置
房
地
形
图

温
泉
村
改
造
安
置
房
总
平
面
图

身残志坚重写人生 助残友“圆梦”
海都记者走近福建首位无双臂大学生、闽清残联副理事长黄道亮，了解他努力求学

焕发新生、持之以恒扶残助残的故事

□“平潭一民营医院
拖欠员工数月工资”
追踪 院方提出签调解协议书 薪水被打折

有员工表示无法接受；部门称，有新投资方接手医院，将再度协商促进解决

对此，福建天衡联合
（福州）律师事务所的黄志
光律师表示，劳动报酬应
当是企业优先保障的，不
得随意克扣，即使企业破
产，根据《企业破产法》
113条的规定，也要优先支
付劳动报酬。而且根据
《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
的规定，可以责令用人单
位按应付金额百分之五十

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标
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

黄志光建议，还未签
署调解协议的人员可以向
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局
劳动监察大队投诉，由劳
动行政部门进行立案调
查。按照相关法律，立案
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要完
成调查，若情况相对复杂，
可延长30个工作日。

核实后劳动行政部门
可以向用人单位发出《劳
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
书》等，经责令支付用人单
位仍不支付的，且用人单
位涉嫌以转移财产、逃匿
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报酬
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
劳动报酬的，则涉嫌拒不
支付劳动报酬罪，由公安
机关立案调查。

7月，本报曾报道了平潭港立医大妇儿医院80多名员工锐减至10余人，且还存在“大面积”欠薪的情况（详见7月14日A06版）。报道发出后，医院职
工告诉记者，相关部门介入，医院也歇业关门。近日，方女士、吴先生等医院职工向记者反馈称，医院方面试图让职工签署调解协议书，接受打折发放的薪
水，不少人迫于生活压力只得接受。部门称，有新投资方接手医院，将再度协商促进解决。律师表示，劳动报酬应当是企业优先保障的，不得随意克扣。

吴先生告诉记者，今年
3月他被返聘回平潭港立医
大妇儿医院担任中医理疗
师。可工资不断被拖延，使
得他只能靠着家人和朋友
的资助过日子。

吴先生说，医院拖欠薪
资的问题被海都报曝光后，
平潭社会事业局介入，7
月 16 日医院停业关门，负
责管理医院的深圳市中豪
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后更名
为深圳市医联产业投资有
限公司）方面委托律师与职
工进行协商，让被欠款的职
工签署一份“协议书”。

“律师表示，被欠薪 2
万元以上的，可以打 8折发
放，2 万元以内的打 85 折，
若签订了协议就能在 8 月

25日拿到工资。”吴先生认
为，他们在医院最没落的时
期苦苦支撑，最后工资还要
打折，实在无法接受。

不仅如此，工资在计算
方式上还存在诸多“克扣
项”。

“有绩效抽成的员工只
能拿底薪，7月份干了 15天
不算进工资，五险一金也没
有补缴，在调解协议上仅有
一个工资的数字，签了就算
了结了。”曾担任护士的王
女士（化名）签了“调解协
议”后，8 月 25 日收到了工
资。她跟记者算了一笔账，
称实际到手的工资缩水了1
万多元。

记者在王女士的“调解
协议”中看到：乙方收到上

述款项后，不得再以任何理
由任何形式主张“补偿款、
赔偿款、经济补偿金等”其
他任何款项或主张任何权
利，否则甲方有权要求乙方
退还已收取款项，并承担因
此给甲方造成的全部损
失。王女士说，协议中只写
了个人可以拿到手的工资
金额，根本无法知晓是怎么
计算的。

吴先生向记者出示了
一份“工资明细”，称此前平
潭社会事业局的工作人员
曾表示，工资不应该打折，
但现如今大部分人迫于种
种压力只得签署调解协议，
仅剩不愿签订协议的 8 位
职工也不知何时能够拿到
薪资。

8月 28日下午，记者来
到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
业局，医政医管处相关负责
人表示，平潭社会事业局已
与深圳中豪进行积极协调，
公司方面也表态愿意支付

职工的工资，但因为企业经
营状况不佳，所以希望能够
按照工资高低进行“打折”。

“后来经过多次协商，
员工们也陆续接受了。目
前主要是几名被拖欠金额

较大的职工不愿签署调解
协议。”该负责人表示，港立
医院已经确定有新的投资
方进入，后续会尽量再与剩
下的几位员工和企业协商，
促进事情解决。

N海都记者

苦撑医院经营 到手工资却要被七除八扣 劳动报酬应当优先保障
职工还可要求加付赔偿金

部门：有新投资方接手医院 将再度协商促进解决

律师：

1993年 7月，黄道亮从
闽江职业大学毕业后，加入
闽清县残联。自2006年起，
黄道亮被任命为县残联副
理事长。在扶贫攻坚工作
中，他多次下乡入户走访残
疾人家庭，了解宣传残疾人
优惠政策、产业帮扶等措
施，为残疾人排忧解难。5
年里，黄道亮走访了 200多
户残疾人建档立卡户家庭，
坂东镇塘坂村的肢体残疾
人卢诗秋，便是其中一位。

早些年，卢诗秋的老房
子申请危房改造时，黄道亮
第一次前往他家中了解情
况。2016年的洪灾中，卢诗
秋的老房子被冲毁，在政府
的关心下，他们在安置区建
起了新房，黄道亮再次来到
卢诗秋家伸出援手，帮助他

办理残疾人受灾户叠加补
助以及家庭无障碍改造。

从那以后，黄道亮成了
卢诗秋家里的常客，他不仅
给予卢诗秋精神上的鼓励，
还充分利用残联的扶残政
策给予他创业的支持，助力
卢诗秋办起小型养鸭场。
同时，卢诗秋也获得了残联
提供的 5000元就业创业扶
持补助。如今，卢诗秋的妻
子在超市上班月收入 2000
多元，加上他的“两项补贴”
每月423元，生活不再发愁。

为了让更多像卢诗秋
一般的人实现创业梦，省残
联持续完善扶持残疾人就
业创业系列政策。为促进
残疾人就业增收，持续完善
扶持残疾人就业创业系列
政策，福建全省投入近 3.2

亿元帮助 8.1万多名残疾人
就业增收。全省新增残疾
人就业 12.4万多人次，培训
残疾人 7.7 万多人次，福建
省残疾人就业和培训任务
指标完成率、残疾大学生就
业率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
列。

黄道亮说：“相比前几
年，扶残工作虽然已经取得
不小的成就，但扶残工作是
一个需要持之以恒的事
业。在未来的工作中，我希
望能够推动无障碍环境的
规范化，让残疾人真正做到
无忧出行。加大宣传力度，
让社会更加接纳残疾人、

‘平视’残疾人，让残疾人获
得更多的尊重，我也希望有
更多的人愿意重视和参与
扶助残疾人事业。”

黄道亮出生于 1970
年，在他 9岁那年，一次意
外让他的人生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改变。在一次玩耍
中，由于误碰变压器，他的
双臂严重灼伤，只能采取截
肢手术。回想那段艰难的
日子，黄道亮坦言第一次尝
试翻身时，感受到难以承受
的酸痛，那一刻他才深切意
识到自己失去了双手。

但天生开朗乐观的他
并没有因此失去面对生活
的勇气。半年后，黄道亮
向父母提出了“上学”的请
求，同时他利用课余时间
开始练习写字。这个过程
并非一帆风顺。起初他尝
试用嘴咬着笔，可这种书
写方式难以控制笔的方
向，时不时流出的口水还

易造成书面不整洁。但黄
道亮没有放弃，他开始练
习用脚夹笔、画线条。即
使练到脚趾酸痛、脚趾间
磨出茧子，他也依旧坚持
不懈。“一开始画出来的线
条歪歪扭扭，大多数情况
无法控制书写的范围，我
开始尝试用直尺限制边界
反复练习，效果斐然。”

报纸上报道的多姿多
彩大学生活，在黄道亮的
心里埋下“大学梦”的种
子。1988 年和 1989 年，黄
道亮先后两次参加高考，
却因身体原因落榜。他的
坚持和努力并没有白费，
在求学的第三年，闽江职
业大学破格录取了他。说
到这，黄道亮眼睛泛着光：

“回想起那些年求学的经

历，我依然觉得那是一次
重生，那是开启我新生命
的大门，我到现在都记得
那一刻激动的心情。”

如今，残疾人的求学
之路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
的梦想。近几年来，在省
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和中国
残联的指导下，特殊教育
得到了稳步发展。福建省
学前到高中阶段十五年免
费教育政策，义务教育阶
段 残 疾 儿 童 安 置 率 达
99.94%，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为助力大学生勇敢追
梦，不断开展“扶困助残大
学圆梦行动”等为抓手，为
375 名参加高考的残疾考
生提供合理便利，842名达
到录取分数的残疾学生
100%被录取。

8月31日至9月2日，福建省残联第八次代表大会在福州举行，这是全
省221万残疾人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事件，也是全省残联组织建设的重大事
件，众多杰出残疾人、残疾人工作者以及关心残疾人事业的代表出席会议。
昨日，海都记者采访了福建省首位无双臂大学生、闽清残联副理事长黄道
亮，了解他努力踏上求学之路焕发新生，持之以恒扶残助残的故事。

以脚持笔求学 成就“大学梦”焕发新生 持之以恒“扶残” 5年走访200多户残疾人家庭

N海都记者
周婉怡

黄道亮（左）下乡
入户走访残疾人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