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稻

当花“养”

11 月 15 日，杭

州市江干区庆春东

路一个售楼处花坛

里 种 的 成 片 水 稻 ，

已满眼金黄， 颇具

观赏价值。

（据中新网）

45.8万元 /平方米

广州拆迁补偿破纪录

广州越秀区北京路大佛寺扩建工

程，由于拆迁补偿洽谈失败，尚有三四

家留守户未签约。 日前，广州市房管局

贴出公告及《房地产估价报告》，希望约

见尚未签约业主，其商用面积的评估单

价高达 45 万多元。

业主可另找评估机构

11 月 15 日，记者在大佛寺北广场

西湖路门口看到， 广州市房管局于 11

月 9 日张贴出一份通告称，拆迁人越秀

区建设和水务局于今年 7 月 17 日发出

延拆公告，西湖路广百对面大佛寺北面

地段房屋， 建设绿化用地项目， 延至

2013 年 7 月 28 日止。 29 号、31 号房屋

在上述拆迁范围内，公告请该房屋所有

权人及其使用人于 2012 年 11 月 19 日

到市房管局市征办提供有关拆迁补偿

安置意见。 通告旁还附上对该房屋的

《房地产估价报告》，并称该结果拟用于

补偿安置， 如果业主对估价有异议，可

在规定日期内另行委托具备房屋拆迁

评估资格的房地产评估机构、申请摇珠

确定评估机构等方式进行评估。

记者从《估价对象明细及评估结果

汇总表》 看到， 西湖路 29 号的估价里

面，第一栏的“商业估价”被人撕掉，但

根据“住宅估价”以及“合计”一栏数据，

可推算出， 首层商业建筑面积 12.6 平

方米， 评估单价高达 45.8 万元 / 平方

米，商用评估总价 577.08 万元。 住宅面

积 67.99 平方米， 评估单价 16890 元 /

平方米，住宅总价约 114.8 万元。

西湖路 31 号首层商业建筑面积

76 平方米，评估单价也高达 41.33 万元

/ 平方米，评估总价约 3141 万元。 住宅

面积 227.42 平方米（含 44.52平方米违

章建筑）， 评估单价 1.231 万元 / 平方

米，该部分总价 2799540 元。合计 303.42

平 方 米 ， 评 估 总 价 为 34210340 元 。

拆迁本应 2010 年亚运前完成

记者在公告附近看到， 西湖路 19

号的越秀区旅游局形象店还在营业，西

湖路 21 号大佛寺素食阁、23 号的图书

馆以及张贴告示动迁的西湖路 29 号、

31 号的首层均大门紧闭， 约三层楼高

的骑楼也人去楼空，周边的街坊称已经

荒废多时。 仅剩下西湖路 33 号一家眼

镜店依然在二楼照常营业，灯火通明。

据大佛寺主持耀智法师介绍，拆迁

工作本来应在 2010 年亚运前完成的，

但由于征地问题拖延至今。 目前，除了

眼镜店等三四家“留守户”外，需要拆除

的商户已完成搬迁。越秀区旅游局形象

店已经搬走，目前只是临时营业的。 越

秀区建设与水务局正在与包括眼镜店

在内的“留守户”谈判搬迁事宜。

专家称估价尚算合理

中原地产商铺部总监法永能介绍，

按目前市价， 西湖路商铺约 60 万元 /

平方米， 与西湖路相邻的惠福路约 20

万元 / 平方米， 以此来看 45 万元 / 平

方米的估价尚算合理。但房地产业的报

价还有一条行规，对差不多地段的商铺

而言，面积越小、其单位面积的价格越

高。 所以，上述评估报价中 76 平方米商

铺报价 41 万多元 / 平方米， 而 12.6 平

方米才 45 万多元 / 平方米， 面积相差

这么多， 但两者单价仅相差 4 万多元，

是不合理的。

据美联五羊工商铺高级营业经理

江芝儆介绍，西湖路商铺单价 45 万元/

平方米的赔偿价格，应该是取北京路商

铺平均售价最高位的一半，再打 9 折得

出来的， 以这个价格拆迁补偿算是合

理。 而且应该是截至目前为止，政府公

布出来的广州拆迁补偿的最高纪录。

江芝儆介绍，此前政府征地补偿最

高的是东濠涌，今年 1 月底公布的东濠

涌中北段综合整治工程，据《东濠涌中

北段综合整治工程房屋征收补偿方案

（征求意见稿）》， 若在征收决定公告发

布之日起 40 天内签订协议并在规定时

间内搬迁的住宅，最高可获 2.04 万元 /

平方米的货币补偿，而在同样条件下的

马路面首层商业房屋最高可获 9.144

万元 / 平方米。 （据《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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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宿迁中学出新规

年轻老师和高三学生一起考试

据现代快报消息 11 月 15 日、16 日是江

苏省宿迁全市高三第一次统考，宿迁中学的学

生们发现，任课老师也和他们一样端端正正地

坐进了考场，认真地答卷。原来，这是宿迁中学

今年新出台的规定，全校所有 40 周岁以下（含

40 周岁）教师都要参加高三的统考。

老师和学生一起考试

“今日高三第一次模拟考试， 全校新规

定，低于 40 岁以下的老师也要参加高三模拟

考试，而且老师的试卷和学生的混在一起改，

老师表示压力很大。 ”

11 月 15 日中午，一读者向记者披露了宿

迁中学年轻老师参加高三模拟考试的事情。16

日上午，一条名为《宿中新奇葩政策———老师

参加月考》的微博也透露了同样的事情。 宿迁

中学的这项政策也得到了大家广泛关注，有些

人表示怀疑，到底是不是真的？

部分宿迁中学的学生也透露：“我们班老

师提前给自己找台阶下了， 自己说其实有的

老师水平还不如我们。 ”

老师对新规非常反感

记者获得了一份名为《关于在全校教师

中开展“以考促学、以考促教”教研活动的通

知》（下简称《通知》）。《通知》中说，“2012 年 11

月 15 日 ~16 日组织全校 40 周岁以下（含 40

周岁） 的教师同步参加高三全市第一次统考，

考试成绩记入教师业务档案。凡因故没参加考

试的教师必须补考，否则作零分计算。 ”

那么对于这项政策 ， 作为宿迁中学的

老师是怎么看的呢 ？ 一位年轻的男教师对

记者说 ，“当时一听到这个消息就非常反

感 ，说实话 ，我是教理科的，考试我并不害

怕，主要是反感这种做法 ，感觉我们的尊严

都没有了！ ”

另外一名老师表示，由于担心考不好，面

子上不好看，他们课余的时间还要认真备考，

感觉到压力很大。

大家对“40 周岁” 的划分也很有意见，

“要考大家一起考！ ”

学校称促进老师成长

那么， 宿迁中学出台这个新规的目的是

什么呢？

宿迁中学校长办公室的朱主任表示，这

项新规是校领导集体研究的结果， 是一次教

研活动。“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帮助年轻的老师

尽快成长。参加高三统考，也是为了让年轻老

师熟悉高考试卷模式、考试重点、难易程度，

以在自己的教学中更有针对性！ ”

朱主任透露说， 老师考试的成绩不会公

开的， 学校也不会根据考试结果对老师做出

调整。

89 年前祖上借 100 块银元

今八旬老人替爷还 1 万元

近日， 兰州市七里河区魏岭乡柳树湾村

村民赵立明，意外地收到了 1 万元钱。这到底

是怎么回事？原来，在 89 年前，赵立明的五世

祖父借给魏家 100 块银元。 如今， 魏家的后

代、 年逾八旬的魏万方老人替爷爷偿还了这

笔宿债。

寻人

债主“赵商户”的后人在哪？

2012 年 10 月中旬的一个上午 ，赵立明

正在山上放羊 ， 突然接到一个来自新疆伊

宁市的陌生电话 。 电话那端 ， 一位自称名

叫魏万方的人亲切地询问小赵 ，“你是不

是魏岭乡煤山上‘赵商户 ’（当年对经商人

的尊称）的后代 ？ ”赵立明说：“就是 ，你有

什么事？ ”

接着， 魏万方在电话里说， 他今年已经

85 岁了。 早在 89 年前，因家境困难，爷爷魏

永会曾向赵立明的五世祖父“赵商户” 借过

100 块银元。 偿还这笔祖上的欠债，成了魏家几

代人多年的心愿。

距爷爷借债已过了 89 年，伊宁市距离兰

州又有 2500 多公里路。为了找到当年给爷爷

借钱的“赵商户”的后代，自今年 3 月起，年逾

八旬的魏万方和魏万成兄弟俩， 委托兰州市

七里河区花寨子乡二十里铺村的表弟郑有

福，寻找“赵商户”的后裔。

经过 8 个多月的多方打听， 郑有福不仅

在魏岭乡柳树湾村找到了“赵商户”的第五代

后人赵立明， 而且还找到了当年借债的见证

人田种权的第四代后人田玉成。 几人按目前

银元的市价折算后商定， 魏万方和魏万成两

兄弟归还“赵商户”的后人 1 万元。

嘱托

爷爷爸爸临终托后辈还钱

魏永会向“赵商户” 借 100 块银元的缘

由，还得从 1923 年说起。

魏永会的家原本住在如今皋兰县文山乡

红柳村一带。 这一年，永登王家梁有一块 40

亩的山丘荒滩坡地，要价 100 块银元出售。于

是，魏永会想买下这块地，并立志削山造田。

买地时因经济困难， 魏永会让自己的女婿田

种权作证， 向七里河魏岭的“赵商户” 借了

100 块银元，并约定等魏家生活安稳后偿还。

那一年的初春， 魏永会一家老小 8 口人离别

故土，徒步两天两夜迁徙到了永登王家梁。从

此，魏家人披星戴月，不懈开山拓荒。

不幸的是，1935 年深秋， 由于魏永会积

劳成疾，累倒在地里，从此再没能站起来。 魏

永会这位刚强的汉子在去世前含泪嘱托儿

孙，“人要讲诚信，无论有多困难，一定要想办

法给赵家还钱！ ”

将老人安葬后， 儿子魏怀仁接过父亲挖

山的锄头，继续平田造地，并希望在有生之年

完成父亲的遗愿。

没有料到，1943 年初夏， 魏怀仁又因劳

累过度，身患重疾。年仅 39 岁就离开人世。魏

怀仁在弥留之际， 抚摸着站在炕头前的儿子

魏万方的头，断断续续地说，“我的娃，为了挖

山修地， 你爷爷搭上了一条性命， 我也累垮

了。如今这副重担就落在了你的肩上！咱家借

赵家的债也得靠你偿还了！ ”当时，还是少年

的魏万方送走了父亲， 擦干眼泪用稚嫩的双

肩扛起爷爷和父亲挖山造田用过的工具，开

始了艰辛劳作。

1953 年，20 岁出头的魏万方在挖沙压地

时突然砂岩崩塌，被压在砂石下，右腿骨折，

幸亏家人发现及时，才保住了生命……

然而， 地处丘陵盐碱地带的王家梁自然

环境恶劣，十年九旱，三代人辛苦一年所得仅

够糊口，100 块银元的欠账一拖再拖。

魏万方受伤卧床半年后刚能下地行走，

便加入到浩浩荡荡的兰新铁路建设队伍里，

一路修筑铁路到了新疆。 后来成了农场的一

名职工，一家人也陆续定居新疆伊宁。

还债

孙还祖债诚信抵万金

多少年来， 替祖辈还债的事像压在魏万

方和魏万成兄弟心里的一块磐石。 但家里一

直穷，没能力还债。 但爷爷临终前叮嘱的“人

要讲诚信，欠账一定要还！ ”这句话总是在魏

万方兄弟俩耳际回响。

魏万方还清晰地记得， 奶奶晚年时也常

提起这件事， 要求儿孙们不管什么时候一定

要还上这笔欠账。

也有人告诉魏万方： 法律规定像你这种

“祖债”不用“孙还”。 而魏万方却掷地有声，

“人活一世诚信为本，借债还钱天经地义”。

孙还祖债，诚信抵万金。魏万方一人终于

用行动履行了“诚实守信”的诺言，也完成了

爷爷、奶奶和父亲的嘱托。

11 月 14 日，赵立明专门来到祖坟上，一

边清扫积雪一边感叹，“魏家欠咱们的祖债已

经还了，这家人是好人……”（据《甘肃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