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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周杨宁 通讯员
徐标华 徐燕钊 文/图）1月 19日 23
时 40 分许，漳州高速交警支队三大
队值班民警接到报警，称在沈海高
速 2489 公里路段（广东往漳州方
向）有一辆大客车爆胎，53 名乘客
滞留（下图）。

民警联系该车驾驶员，指导其
将车靠边停稳，打开双闪警示灯，立
即将乘客全部撤离至护栏外等先期
应急处置。民警到达现场后，兵分两
组，一组拉响警灯警笛，在车后做好
安全警戒，并按照安全布控距离进
行科学布控，严防追尾等二次事故

发生。一组警员察看乘客是否全部
撤至安全区域，并帮助驾驶员联系
抢修人员维修车辆。该客车后轴两
侧各胎爆了一个，车上只有一个备
胎，抢修较为困难。近两个小时后，
客车轮胎更换完毕，及时消除交通
安全隐患。

提醒：在高速公路上，如果遇到
爆胎或交通事故，请记住“车靠边、
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12 字应急
处置措施。驾驶员和乘客一定要撤
离到护栏外安全地带，切忌在车内
逗留，否则一旦遇到追尾，可能发生
车毁人亡的严重后果。

客车爆胎民警深夜施救
53名乘客安然无恙

本报讯（记者 庄文剑 通讯员
郑伟帅 张俊仡）1 月 20 日凌晨，龙
海市海澄镇、石码镇各有一名女子
落水。漳州市消防救援支队龙海大
队接警后迅速组织救援力量赶赴现
场，两个小时内相继救起两名落水
女子。

当日凌晨 3 时 49 分许，群众报
警 ，称在龙海市海澄镇山后三远
桥，有人掉进河里。消防人员到达
现场，只见一名约 30 岁的女子被
困在河中，双手死死抓住岸边的岩
石，衣物湿透，嘴唇发紫，全身瑟瑟
发抖。消防员利用救生绳索、腰带
慢慢延伸至落水女子身边，将其固
定后再慢慢拉至岸上。据了解，落
水女子事发前曾大量饮酒，在岸边
行走时不慎掉落河中，其朋友发现
后报警。

当日凌晨 5 时 18 分许，在距离
三远桥不到一公里的石码镇港口桥
又有一名女子掉入河中。石码派出
所民警接到群众报警后第一时间赶
到现场，由于现场没有救援工具，民
警向落水女子投放一个游泳圈，游
泳圈将女子套住后，女子浮在水面
上，确保了生命安全，民警在桥上不
断对其劝导安慰，稳定女子情绪。龙
海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后，立即携带
绳索、腰带等救生工具奔至落水女
子附近的岸边，先利用救援绳索将
女子牵引至河岸边。随后，一名消防
人员垂降至女子身边，在岸上人员
和民警的配合下，将她解救上岸，交
由现场医护人员处置。经民警询问，
该女子承认因压力大，此前有轻生
念头，在打消念头的一刹那不慎坠
入河中。

两座桥相距近一公里
两小时内两女子落水

消防人员救起她们

本报讯（黎 斌）只是打了一个
冷颤，却把腰给“闪”了，这让一向自
诩身强体壮的李先生跌破眼镜。

36 岁的李先生是上班族，每天
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遇上单位有
事，加班也是常有的事。他为了养
生，特别注意饮食、作息，还一直保
持锻炼身体的好习惯。然而，让他没
想到的是，1 月 18 日 22 时许，加完
班的他一出单位大门，被迎面的一
阵“嗖嗖”冷风一吹，竟情不自禁地
打了个冷颤。谁知打完冷颤后，他便
直不起腰了。他以为很快会恢复，次
日却连起床都十分困难。等到上医
院后，他被诊断患急性腰扭伤，也就
是人们常说的“闪腰”。

第 909医院康复医学科理疗师
邹龙生介绍，“闪腰”多因姿势不
当、用力过猛、超限活动和外力碰

撞等造成，尤其是天气冷、疲劳、肌
肉僵硬时容易发生，任何年龄、任
何性别、任何职业者都有可能“中
枪”。在以往接诊的病患中，有的只
是打个喷嚏、咳嗽或搬东西，一些
患者甚至反复出现“闪腰”，预防措
施在于要有针对性地加强腰背部
力量锻炼。

倘若不小心“闪腰”了，邹医生
建议要第一时间停止走动，最好是
卧床休息，减少肌肉筋膜组织的受
力或腰椎的压力。这时居家热敷可
促进淤血的吸收和血液循环，使软
组织尽快修复，而贴止痛膏药能起
到缓解局部疼痛的作用。不过需注
意的是，“闪腰”后切记不要盲目按
揉，否则可能进一步加重肌肉筋膜
组织损伤。若超过三天病情没缓解
反而加重，应尽早就医治疗。

打一个冷颤
他的腰“闪”了

眼下虽是深冬时节，而东山岛
却温暖如春。昨日正值大寒遇腊八，
笔者在陈城镇湖塘村看到，好几块
农田里，农民用耕牛给农地翻土，为

新年的农业生产打基础，呈现出一
派人勤春来早，万事日相催的农忙
景象。

黄辉全 摄影报道

▲

腊月初八上午，漳州义工协
会联合众心公益一行人来到市区新
桥街道，为群众免费送上温暖的“腊
八粥”。“来来来，吃碗腊八粥……”
有人路过，工作人员就招呼他们停
下脚步，吃碗腊八粥。义工协会相关

负责人说，送腊八粥的活动持续好
几年了，食材都是爱心人士捐赠的。
当天上午，他们为当地派出所民警、
环卫工人、社区居民送去腊八粥，让
他们暖和身子。

记者 周杨宁 摄影报道

腊八粥暖人心

今年是牛年，近日笔者采访了东
山县铜陵镇苏峰社区牛车场的居民，
听他们介绍牛车场的百年巨变。

牛车场位于东山县铜陵镇南门
湾西北边。古早时，每到秋冬季节，强
劲的东北风将海滩上的沙吹上海岸，
覆盖了整片田野，使这里变成一片荒
沙地，小城的生活污水通过一条水埭
排向这里的低洼地带，污水淤积形成
几个池塘，池塘边长起一片树木，人
称“树仔脚池”，池塘边有一条小路通
往沙坎和南屿。明朝成化三年（1467
年），兴化九座寺僧明雪熙贤在这里
鼎建古来寺，广授教徒，文武同修，这
里开始有了人烟。此后，开始有人在
低洼地带开辟园田，种植庄稼，挖坑
储粪，用来施肥。接着有人发明一种
车轮中间粗两边细、适于在荒沙地行
走的牛车，途经这里载粪便下田地，
载农作物回家，时间一长，这里开辟
出一片专门停靠牛车的场地，人称

“牛车场”。民国年间，开始有少数农
民前来牛车场周边建房居住，后来随
着小城人口不断增长，前来牛车场
建房居住的人越来越多，原来停靠
牛车的牛车场一点一点被蚕食，渐
渐变为居民区。1950 年东山岛解放
后，牛车场归桥雅街管辖，1987 年，
铜陵镇增设文峰街，牛车场划归文
峰街。1988 年铜陵镇增设苏峰街，牛
车场又划归苏峰街，以至于到现在
牛车场民居还能看到三种门牌同时
存在的怪现象。改革开放后，社会发
展，经济繁荣，铜陵镇最繁忙的团结
路、水产路从牛车场旁边经过，牛车
场周边建起了商品房、银行、华侨友
谊商店、超市、公交车终点站。商店、
餐厅鳞次栉比，车流、人流络绎不绝，
昔日荒无人烟的荒沙地变成繁荣的
商业街区，但牛车场故名犹在，留下
了铜陵人的一段记忆和乡愁。

☉黄炳钦 文／图

在云霄县境内红竹尖山和万夫
岭留存有“万夫之望”“天星聚讲”“朝
天人恚气冲霄”三处摩崖石刻，相传
为宋末元初崛起的福建汉畲两族联
合武装抗元的农民起义军领袖陈吊
眼起义时留下的遗址。

陈吊眼出生在云霄县南山保牛
坑村（村址在今杜塘 水 库 南 岸 ，已
废）。在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南宋
末年，面对元兵步步紧逼，时耕作于
杜塘红溪坂的陈吊眼激于民愤，提
出“穷苦人同命苦，畲汉民一家亲”

和“不平人杀不平人，杀尽不平才太
平”等口号，召集千余人于村南红尖
山揭竿起义，义军队伍迅速壮大，由
此燃起长达七年的抗元烽火，有力
牵制了元兵大举南下的军事行动，
因其曾称王并建元，故被民间尊为

“陈吊王”。陈吊眼聚义抗元的史实，
载入《元史》《八闽通志》《龙溪县志》

《云霄厅志》《诏安县志》及《蒙兀儿史
记》等史籍著述，当地还流传一些脍
炙人口的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

☉朱乔柽

牛坑村走出
抗元农民起义军领袖

本报讯（欧东茵 文/图）近日，
东山县铜陵镇本土画家洪祖立创作
了四十多幅牛主题的作品。

在洪祖立的画室，各式各样的
“牛”挂满墙，可谓“牛气冲天”。有的
是黑白两头牛扭成八卦状，寓意扭转
乾坤，有的是小牛在芭蕉叶下闲逛，
有的是牧童放牛与牛嬉戏，也有表现
牛群一年四季繁衍生息的有趣画面，
其中有一大部分画作展现的是牛角
挂书，牧童在一旁认真读书的场景。
洪祖立介绍，成语“牛角挂书”比喻读
书勤奋。《新唐书·李密传》记载：“有
一次，李密听说缑山有一位名士叫包
恺，就前去向他求学。李密骑上一头

牛出发了，牛背铺着用蒲草编的垫
子，牛角挂着一部《汉书》。李密一边
赶路一边读《汉书》，正巧越国公杨素
骑着快马从后面赶上来，勒住马赞扬
他:“这么勤奋的书生真是少见!”李密
一看是他在朝中当侍卫就认识的越
国公，赶紧从牛背上跳下来行礼。”

洪祖立创作牛画，是希望人们
可以从他的作品获得一种积极向上
的力量。他说，牛不仅代表一种良好
的愿望，更是一种期待，一种力量。
实现美好愿望必须脚踏实地地奋
斗，我们要发扬老黄牛艰苦奋斗的
精神，这样才能让生活、事业“牛劲
十足”“牛气冲天”。

洪祖立创作四十多幅牛主题作品

牛年画牛牛劲十足

“这鞋掉底了，你看看能修吗？”一
大早，在平和县霞寨镇，不少顾客陆
陆续续前来黄少华的鞋铺修鞋。鞋铺
开在一个不显眼的街角，是身残志坚
的黄少华靠着一双“巧手”数十年打拼
来的。

1960 年出生的黄少华家中有 5 个
兄弟姐妹，他排老二。原以为，出生在
父母均是教师的家庭，已经赢在了起
跑线上。然而，6岁的一场高烧，让他从
此患上小儿麻痹症，且随着年龄的增
长症状越发严重，以至于行动困难。黄
少华回忆小时候说：“因为腿上的骨头
扭曲越来越严重，上学走路、过河，都靠
我弟弟背、扶。”

“家里孩子多，我不想给家庭再增
加负担。”1978 年，黄少华高中毕业，只
身前往漳州市区找工作。“谁愿意雇一
个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人？”黄少华
说起当时的心酸，“我不甘心。在城里
看到一些修鞋的摊位，只要手上有活
计，就能赚钱，我觉得这是个出路。”不
久，一个在鞋厂当制鞋师傅的亲戚将
他带到厂里做学徒。黄少华“眼尖”，许

多技巧过眼就会，但他仍勤奋地向亲
戚学“功夫”。第二年，黄少华回到霞寨
镇支起摊位，开启了他数十年的修鞋
之路。

摆摊谋生的十几年里，黄少华无论
刮风下雨，每天都准时准点到位。因为
他修补的鞋子结实、耐穿，慢慢有了“回
头客”。1990 年，他在摊位附近租了店
面，不用再顶着风吹日晒做活计了。几
年下来，黄少华有了小积蓄，认识了同
被小儿麻痹症困扰的妻子，两人有共同
的话题，同样对生活充满信心，很快喜
结连理。

从此，黄少华的生活丰富起来了。
“结婚了就有了归属感，感觉更有干劲
更有奔头了。我还学会打钥匙、配遥控
器，顺便批发些皮带、鞋子摆在店里
卖。”黄少华夫妻俩守着修鞋铺，抚育了
一双儿女。如今，女儿已经大学毕业，走
上工作岗位，儿子正在读大学二年级。
黄少华一家人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虽为二级残疾，但黄少华始终阳
光、向善。“我从 1990年开始加入镇里的
残疾人联合会，担任副会长。”黄少华感

恩地说，他能过上好日子，离不开身边
许多人的帮助，而帮助一个残疾人，等
于帮助了他身后的一个家庭。1992 年，
有一场骨科专家到县里义诊的活动，免
费为残疾人做骨骼矫正手术。黄少华得
知后，让弟弟用摩托车载着他，到各村
去呼吁、贴海报，挨家挨户通知这个好
消息。那场义诊活动，霞寨镇共 29位肢
体残疾的残疾人接受义诊手术。几位症
状轻微的残疾人经过手术，后续得到良
好的治疗和康复指导，基本摆脱残疾的
困扰。

2006 年，黄少华获得平和县“中顺
杯”首届感动平和魅力人物。“因为加入
残联，对许多针对性政策比较了解，很
多残疾人会向我咨询，我就帮助他们填
表、办证。”黄少华说。他店铺的货架上
挂着一把二胡，闲暇时便邀三五好友，
饮茶拉曲，享受当下生活的美好。

⊙赖伟玲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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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荒无人烟的荒沙地变成繁荣的商业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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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保留的
3种牛车场门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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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牛车场变迁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