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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0日，离家六十载的芗城籍
烈士庄克定骨灰从福州市晋安区回到
了老家漳州芗城。“我叔叔在福州当
兵，1961年牺牲之后到现在 60年了。
在两地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帮助下，终
于把我叔叔的烈士之墓迁回家乡，让
他重回故土，也了却了我们全家人的
心愿。”烈属庄建东难掩激动之情。

此前，本报刊发了为烈士庄克定
寻找家人的报道，但由于碑文显示信
息有限，为寻亲工作带来一定难度。
经过漳州、福州两地退役军人事务局
的共同努力，以及记者的跟踪报道，
最终确定庄克定烈士的身份及亲人
情况。经过征询烈属意见，在芗城区
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协调下，烈士庄克
定遗骸经二次火化后于 6 月 10 日踏

上回乡路。
当天，在漳州市烈士陵园，芗城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同烈属一道为庄
克定烈士举行简短而又庄重的安放
仪式。由于漳州市烈士陵园正在提升
改造中，骨灰暂时安放在漳州市烈士
陵园骨灰堂。至此，牺牲在他乡 60 年
的烈士终于回到故乡，烈士的英魂也
将永远安息在生他养他的故乡。

据了解，全省烈士纪念设施整改
提升专项行动以来，我市已为 7 名烈
士寻找到亲人。下一步，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将继续开展寻亲工作，让更多
的英烈回到他们的家乡，以实际行动
告慰英烈们的在天之灵。

⊙记 者 王琳雅
通讯员 戴伟国 郑宗旗 文/图

在漳州、福州两地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努
力下，芗城籍烈士庄克定骨灰回到家乡——

时隔六十载 英魂一日归

本报讯（黄建和 唐小玲 文/图）
6 月 14 日，端午节。华安仙都镇“世
遗”大地土楼群二宜楼内，四位清理
工借助抽水泵为两口古井“洗澡”。

“每年端午当天清洗古井，这一祖上
传下来的习俗已延续约 250 年。”二
宜楼居民介绍说。

二宜楼内两口古井，水质甘甜，
至今仍为楼内居民提供源源不断的
生活用水。午时一到，古井清洗开始。
先移开古井上的圆形石井盖，然后用
三台电力抽水泵抽干井水，直至水井
见底。约 4米深的井底，淤泥、杂物等
由人工清除，随后井内各撒入 4 斤盐

以清除异味。
以往，须由一个生肖属龙的人来

开启井盖，并打上清理后第一桶井
水，寓意水井日后泉水源源而来。如
今，家家户户都用水泵抽水，也就不
再讲究这一细节，但每年端午清洗水
井已约定俗成，延续至今。

过去，古井主要依靠人工清理，
需要有个人站井壁上，不停地打完
井水后清淤，需十多人配合进行，3
个多小时才能完成一口井的清理。
如今，使用抽水泵抽井水，一口井的
清理仅需三到四人，约 1 小时即可
完成。

二宜楼古井端午二宜楼古井端午““洗澡洗澡””

6 月 11 日，芗城区巷口街道东
园社区、漳州天虹共同举办“全民
粽动员”系列活动，百名社区居民
喜迎端午。在包粽比赛中，每组 10
人 轮 番 上 阵 ，随 着 主 持 人 口 令 一
喊，立马进入激烈的比拼中，折粽

叶、装物料、扎艾绳，不到一分钟一
个 粽 子 就 新 鲜 出 炉 ，有 的 还 全 家

“粽”动员，一起动手，现场氛围热
烈。此次活动提高了居民的归属感
和社区的凝聚力。

郑文典 陈家慧 摄影报道

““粽粽””动员动员 乐翻天乐翻天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过生日是
一件很平常的事，而对于流浪人员
老蓝来说，过生日是一件遥不可及
的事。6 月 1 日，70 岁的老蓝过了人
生中第一个生日，尽管事情已过了
10 余天，但回想起生日上的点点滴
滴，他依然泪湿眼眶。

6 月 1 日下午 5 点多，市救助站
的四名社工来到老蓝临时居住的地
方，大桥下川流不息的车辆来来往
往，老蓝正蹲在路边地上给小狗喂
食。看到社工到来，他先是惊喜了一
下，当看到社工拿着平时救助的物
资——水和面放在他的三轮车上，
老蓝的神情不经意间露出些许落
寞。这时，社工端出为他煮的一碗长
寿面，上面还特地放了两个荷包蛋，

“这是长寿面，祝你生日快乐，健康
长寿！”社工双手端上长寿面，并拿
出送给老蓝的生日礼物——一台收
音机。随后，社工们齐声唱起生日快
乐歌。老蓝先是愣了一下，便哽咽
了，他一边用手抹着眼泪一边激动
地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这是我这一辈子过的第一个生日，
感谢你们。”

“哎呀，70 岁了，如果是有家庭
的人，70岁是一定要过生日的。我自
己今天也买了六个鸡蛋，本想自己
煮着吃。”老蓝说，他也羡慕别人儿

孙成群，热热闹闹地摆宴庆祝生日，
但对他来说，这是奢望，没想到社工
却像家人一样给他过生日，让他感
受到温暖。

每个流浪人员的背后，大都有
一段让人心酸的故事，老蓝也不例
外。70 年前，老蓝出生后，便被人遗
弃在闽北一个偏远山区的垃圾桶
旁。后来，一对流浪拾荒者夫妇捡拾
收养了他。捡拾的流浪拾荒者也不
是当地人，所以一直无法在当地申
报户籍。流浪几十年，捡拾他的养父
母也都离世，让他本来艰苦的生活
雪上加霜。

养父母去世后，老蓝既无父母
家人，也无身份户籍相关信息，就此
过上到处流浪的生活。由于没有身
份证和户籍信息，老蓝当了 70 年的

“黑户”，不但无法找工作，还经常受
到质疑和排挤。随着年龄不断增大，
身上各种疾病也越发增多，找到一
份糊口的工作就更加艰难。

老蓝四处流浪拾荒。他说自己
30年前到过漳州。这几年，一直浪迹
于厦门、泉州、漳州等地。2019 年 8
月，市救助站社工在街面开展活动
中接触到了在漳州市区流浪的老
蓝，他们开始与老蓝聊天、沟通，建
立专业关系，希望能给他带去帮助。

老蓝是个有个性的老头，一开
始，他有些排斥社工的接触，但随着
社工不断耐心地与老蓝沟通，经常
给他送去一些食物和生活物资，老
蓝慢慢向社工敞开心扉。“他有一些
生活技能，能识字，能讲普通话，通

过多次接触，我们知道了他的身世，
他记得他养父母跟他说过他的生日
是 6 月 1 日，但他说自己从没过生
日。”市救助站社工说，在与老蓝的
交谈中，他们感觉到老蓝的内心渴
望过生日。去年，社工便打算给老蓝
过生日，但临近他的生日时，却发现
他离开漳州了。“后来过了一阵子他
又回来了，我们才知道他去了泉州，
我们社工就想着，如果今年他在漳
州，一定要为他过一次生日。”

“他的身体有一些疾病，我们经
常牵挂着他，希望能尽我们最大的
努力帮助到他。”社工说，当了解到

老蓝的具体情况后，社工们就一直
跟他沟通，希望他能够进救助站接
受救助，按照相关的政策解决服务
对象的安置落户问题，但老蓝一直
不愿意接受进站救助。因为老蓝长
期有喝酒、抽烟、养小狗的习惯，他
觉得原本的流浪拾荒生活无拘无
束，如果进站后就要接受救助站相
关管理制度约束，这让他觉得不够
自由。“本着自愿受助，无偿救助的
原则，我们社工只能继续不断地劝
导鼓励服务对象，希望他能迈出接
受救助的关键一步。”社工说。

⊙本报记者 周杨宁 文/供图

70岁拾荒者老蓝长期流浪。他曾希望过一回生日，社工帮他实现了心愿——

流淌在大桥下的暖流

本报讯（记者 庄文剑 通讯员 黄志超
邱清津）6月 13日 10时 3分左右，漳浦县绥安
镇江滨公园旁边碧桂园一个在建的工地上，
一名工人在高空操作时，手指被两条钢丝绳
绞住，命悬一线。漳浦县消防救援大队接到报
警后赶往现场救援。

消防指战员到场后经侦查发现，现场
一名工人手指卡在两条钢丝绳里，且工人
处在 24 层楼高空作业，随时有生命危险，
情况紧急。消防指挥员下令两名消防人员
佩戴安全腰带并利用绳索做好保护，携带
简易破拆套组，对绞合在一起的钢丝绳实
施扩张，其余人做好高空安全防护与警戒。
期间被困人员神情痛苦，不时发出呻吟声，

消防人员与其交谈，试图分散注意力。由于
两条钢丝绳受力绷紧，且处于外高空位置，
给营救工作带来许多危险的因素。营救时，
消防人员身体悬空，启用简易破拆套组对
绞合的两条钢丝绳进行扩张，再利用螺丝
刀逐渐撬开，经过 20 多分钟紧张有序的营
救，消防人员成功解救被困工人，并将其移
交 给 等 候 在 现 场 的 医 护 人 员 进 行 后 期 医
治。

据了解，事发时，该工人在处置空中两条
垂直的钢丝绳时，由于操作不当，导致两条钢
丝绳迅速绞合，右手指瞬间被绞进两条钢丝
绳中。幸好消防人员及时救援且措施到位，否
则该工人将有生命危险。

工人高空作业 手卡钢丝绳
消防人员悬空营救

本报讯（记者 周杨宁 通讯员 林明杰 陈云蓝 胡
秋明）6 月 11 日 12 时 30 分左右，漳州高速交通执法四大
队执法人员接到报警，在平梅高速漳州往梅州方向平和
黄田服务区内发生小车撞护栏事故。

执法人员赶到现场，看见事故小车斜撞在服务区
护栏上，驾驶室安全气囊弹出，驾驶员没有受伤，但是
后座上的乘客脸颊上划出了一道口子，鲜血直流，整
件上衣都是血迹。由于该服务区距离县城较远，120 救
护车赶来最快也要 1 个小时左右，为了不耽误受伤人
员的救治，执法人员立刻驾车将该乘客送往最近的卫
生院。

执法人员了解得知，该乘客是驾驶员的亲戚，从江西
景德镇前往广东河源了解瓷砖市场。在碰撞过程中他的
脸颊撞到了车门导致受伤。

小车撞护栏 一乘客受伤
高速交通执法人员速救援

“六一”是个好日子，连吹过的风都显得调皮天
真。在白鹭园小区一方阳台筑窝的那对白头翁夫妇，
一口气孵出了三只小鸟，不早不晚，正赶上和其他孩
子一起过节。

三只雏鸟时时张着的嘴像三朵盛开的小红花
（图①）。鸟爸鸟妈飞进飞出，一趟一趟地抓虫喂雏。偶
尔相遇，就在巢边歇歇脚，叽叽喳喳交头接耳一番：欢
喜、忙碌、担忧、期待……它们和所有生儿育女的人间
夫妻没啥两样。这几天阳台全让给它们一家，衣服不
敢出去晾晒，护雏心切的鸟爸鸟妈凶猛，见人就扑啄。

5日清晨，听见阳台上一片嘈杂，鸟爸鸟妈上下翻
飞，叫声又急又慌。隔着玻璃看，鸟窝里只剩两只雏鸟

（图②）。另一只不知去向，毛都没长全，不可能自己飞
了，是野猫叼走？还是耗子抬走？我们和鸟爸鸟妈一
样，难过又糊涂。

为让鸟爸鸟妈能不外出觅食，更好保护孩子，我
们特地准备了饮水和食物放在一边。这鸟爸鸟妈吃饱
喝足，分站窝巢两边，昂首挺胸，保护起孩子来更是威
猛。去给添水添食，照样难逃被它们联手攻击。失去了
一个孩子又不知道是谁干的，其他生物便都理所当然
有了嫌疑。

8日，夜，风急雨骤。第二天天没亮，阳台再次传来
鸟儿的悲鸣。起身一看，鸟巢下卧着一只雏鸟，已然不
动，鸟家再失一子。自然法则无情，生存需要运气。所
幸所剩独仔很茁壮，在窝里扑腾，仰望蓝天。

接连几天都出太阳，鸟爸鸟妈勤快觅食。小鸟当
家。小家伙一天一个样，长得像外星人，乌溜溜的大眼
睛闪着光。

10 日，硕果仅存的雏鸟第一次出巢，但还不敢飞
（图③）。一早上鸟妈上下盘旋，耐心教学。幼仔太顽
皮，不会飞却蹦蹦跳跳，脚一滑，掉进花盆和窗下面的

空隙出不来了。鸟妈忙前忙后叼食守护（图④），叽叽
喳喳地对孩子说着啥，偶尔还啄它小脑袋一下，好像
在批评它翅膀还没硬，想飞还不好好学？雏鸟自己制
造了生涯第一个没有鸟巢没有妈妈体温的夜晚，蜷缩
在缝隙里，头插在翅膀下睡着了。

11 日一大早，雏鸟自己从缝隙里蹦跳着走了出
来，歪着头看阳台外的风景（图⑤）。鸟妈归来，依然耐
心教飞。不断示范扑腾抖动翅膀的动作。雏鸟也努力
做着扑腾，眼看着快飞起来了，虽然飞到防盗网上已
气喘吁吁，毕竟离蓝天仅剩一步之遥。

这天下午，鸟爸回来了。有趣的是，还带回好几只
亲戚，一起在周围叽叽喳喳地为雏鸟加油，场面颇壮
观。鸟妈坚持陪在鸟仔身边一对一教学。雏鸟努力学
着。天黑了，晚霞染红了阳台上的百香果和月季花，累
了一天的鸟儿们散去，雏鸟择一舒适的枝丫蹲着。看
来晚上还得在阳台过夜，成长需要耐心、恒心和时间。
总有一天会离巢，不要怕。鸟的一生，不外渴求一片蓝
天，一阵自由的风，还有一棵踏实的树。只要高飞，都
会拥有。

12 日清晨，我们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去阳台看看。
让人心碎的是，雏鸟在窗台上皮肉无伤直挺挺躺着

（图⑥），紧闭的眼睛好像还在做着高飞的梦。鸟爸鸟
妈准时归来，面对不再动弹的孩子，翻飞呼唤着，推搡
着，然后在一旁守着。阳光下的悲鸣没有应答。

这只雏鸟终究没有学会飞翔。老人说，如果雏鸟
在会飞之前先落地走动，就永远也学不会飞了。

生存，对任何生命来说都不容易。食物、环境、技
能、天敌还有运气……活着是奇迹。有幸拥有生命，又
该如何珍惜？

鸟家三兄弟，总算看过世间。它们的第一声歌唱

也曾唤醒过黎明。 ⊙阿杰 文 周为华 图

雏 鸟 学 飞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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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属庄建东从工作人员手中接过叔叔庄克定的骨灰，难掩激动之情。

清洗古井现场

救助站社工经常关心老蓝（左一），给他带去生活上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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