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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刘文席不慎遗失中国人民解放

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Ｏ九医院开具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医疗住院收费票据

（住院号：657117，金额：49739.69 元），
票据号码：201102947222，现声明作废。

▲刘文席不慎遗失中国人民解放
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Ｏ九医院开具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医疗门诊收费票据

（门诊号：31191822，金额：782.58 元），
票据号码：201116183112，现声明作废。

▲漳 州 市 祥 龙 云 飞 工 贸 有 限 公
司不慎遗失印刷经营许可证正、副本

（有效期限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证
号：（2021）印证字第 357500092 号，声
明作废。

▲漳州市伟霖家具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经营许
可证正本，证号：闽交运管许可漳字
350602201340号，声明作废。

▲黄 燕 红 不 慎 遗 失 专 业 技 术 职
务资格证书壹本（级别 :中级），专业
名称：市政工程施工，资格名称：工程
师，证书编号：闽 Z609-121813，声明
作废。

▲平和县南胜粮食购销有限公司
职工林聪德不慎遗失职工养老保险手
册 ， 社 会 保 障 号 码 ：
350628196305101571，声明作废。

▲漳州市芗城区黄美玲餐饮店不
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有效
期至 2025 年 4 月 15 日），许可证编号：
JY23506020126397,声明作废。

▲父亲汤伟智、母亲吴燕华不慎
遗失第二孩儿汤晟浩的出生医学证
明，出生证编号：R350720438，现声明
作废。

▲芗城区灵活就业李雪云不慎遗
失职工养老保险手册，社会保障号码：
350600196704141021，声明作废。

▲福 建 百 宁 生 物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50602MA35A3R87R）不 慎 遗 失 公
章壹枚（公章名称：福建百宁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林月卿），公章
号码：35060210019031，声明作废。

▲漳州市龙文区陈惠生小吃店不
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有效期
至 2016 年 07 月 11 日），许可证编号：
JY23506030000726，声明作废。

近日，芗城区“纪念红军攻克漳
州 90 周年”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漳
州古城西入口举行。现场战鼓擂响、
气势磅礴、震耳欲聋。擂响这铿锵之
鼓的是刚组建不久的芗江物业战鼓
队。该战鼓队由 15 名退役军人组
成，平均年龄 35 岁，是经过部队历
练培养的优秀战士。这是他们第一
次“出征”，也是第一次展示企业退
役军人形象。

36 岁的叶春林是这支战鼓队
的成员之一。今年春节刚过，得知公
司将组建退役军人战鼓队，宣扬企
业红色文化，他便主动报名加入。对
于毫无演奏经验的队员来说，要敲
击出铿锵有力的鼓乐并非易事。看
似简单的战鼓表演，实则需要所有
演奏者长时间反复训练，将鼓点打
到一处，才能鼓出韵律和气势。

因此，每天下班后的休息时间，
便成了芗江物业战鼓队的固定训练
时间。“大家平时工作都忙，只能下
班抽时间训练。因为都没经验，只能
不断磨合，为了跟上大家的节奏，回

家后我会再看几遍训练视频，找找
问题，自己在家对着桌子敲一敲，努
力跟上节奏，把鼓点打到一处去。”
叶春林说道。

一面大鼓、一对鼓槌、十段练习
曲、每周无数次的重复练习……为
了在短时间内将最优质的演出呈现
给观众，芗江物业战鼓队队员充分
发扬军人不怕苦不怕累的优良作
风，通过反复记忆、反复磨合、反复
训练等方式强化训练，在专业老师
的指导下，用心感受鼓声的共振与
动作的同频，以拼搏的精神擂响了
隆隆战鼓。

当天，在“纪念红军攻克漳州
90 周年”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上，芗
江物业战鼓队队员们奋力擂响战
鼓，并随着擂鼓的节拍，挥舞红旗，
顺利完成了首次演出，气势磅礴的
鼓声展现出了退役军人自强不息、
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本报记者 王琳雅 通讯员
戴伟国 林思婷 蒋晓惠 文/图

本报讯（记者 王琳雅 通讯员
郑晓静 林文森）一男子酒后醉意上
头，步行回家时，手也不忘闲着，持一
硬物沿路刮花停在路边的车辆。近
日，经龙海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被告人江某因犯寻衅滋事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三个月。

2020年10月28日凌晨，被告人江
某与朋友在大排档豪饮后，步行回
家，途经大径后村主马路时，借着酒
劲上头，竟拿一硬物“顺势”边走边

划，给停在路边的一排汽车留下深浅
不同、长度各异的划痕。经统计，共有
11辆小型汽车被划伤，鉴定损失共计
6653.34元。归案后，江某如实供述自
己的罪行并自愿认罪认罚。

检察官释法：本案中，被告人江
某任意毁损他人财物，价值人民币
6653.34 元，情节严重，其行为已触
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
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应当以
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醉汉沿途刮花 11辆车被刑拘

本报讯（记者 李润 李立平 通
讯员 安丁丁 黄莉莉 杨晓敏）“11
时 35 分,一部车号为闽 E××××D 的
白色越野车，正从高速枫林枢纽往
漳州南方向行驶，车上载有一名脑
溢血病人，请你们在漳州南收费站
出口接应 ，并请为其开道护送就
医！”“收到，立即出动！”4 月 27 日，
一名脑溢血病人需从诏安转院到漳
州市医院治疗，漳州高速多部门联
合上演了一场生命接力。

当天 11时 36分，漳州高速交通

执法一大队四中队接到漳州高速路
网管理中心 12122 通知：一名病人
因突发脑溢血，在诏安医院前期处
理后，准备送往漳州市医院。路网中
心信息员根据路况及线路，果断引
导车辆从枫林枢纽往漳州南收费站
口行驶。

交通执法人员闻讯而动，在漳
州南内广场守候该车。车辆出现后，
漳州高速交警警车全程开路护航，
护送该车前往漳州市医院。由于救
援送医及时，目前病患已脱离危险。

警车开路护航
为脑溢血病人开启“生命通道”

4 月 27 日，龙海区程溪镇一处
大院的绿化树上，停着一只长得像
风筝的蝴蝶，引人注目。该蝴蝶翅
展宽约 10 厘米，后翅有一对长约
18厘米的尾突延长成飘带状，其翅
以杏黄色为主，外缘镶嵌橘红色
带，煞是漂亮。

经程溪镇林业站专业人员鉴
别，此蝴蝶实为蛾类，名字叫做长
尾大蚕蛾，是世界上尾突最长的
蛾，这种蛾雌、雄色泽完全不同，如
图这只为雄蛾，雌蛾则是体青白
色，翅粉绿色。这种蛾一年发生两
代，成虫常在 4月及 7月间出现，喜
欢生活在植物资源丰富的地方。

陈建和 摄影报道

蝴蝶“风筝”？
此乃世界上尾突最长的蛾

退役军人战鼓队
首次“出征”

4 月 27 日，在东海即将进
入伏季休渔期之际，东山县八
尺 门 古 渡 头 呈 现 一 幅“ 鱼 乐
图”——一条条活蹦乱跳的石
斑鱼跃入大海，游向远方。当
天 ，东 山 县 检 察 院 携 手 杏 陈
镇、县公安局、漳州东山生态
环境局、漳州东山海警站、县
海洋与渔业局等相关部门，将
涉嫌生态犯罪嫌疑人缴纳的
生态修复金 2 万多元，用于购
买 2000 多条鱼苗，并将其放流
至有利于其繁衍生息的八尺
门红树林示范点海湾。

黄喜祖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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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位 老 先 生 有 点“ 特 立 独
行”——86岁高龄，不在家享清福，却
特别爱好“切药片”。每天下午 5点，他
准时在自家药店的走道加塞上一张
凳、一铡刀、一药匾，这一坐一切就是
3个小时(如右图)。

他叫严笔耕，深耕中药炮制技术
60余年。手上功夫当然不止切药这么
简单。就像每个武功门派都有自己的

“独门绝技”，严笔耕最擅长的就是传
统丹膏丸散的中药炮制。在 2020年我
市举行的首次传统中医药名老药工
评选中，严笔耕成为 9 名老药工中年
龄最大，也是唯一入选的“民间药剂
师”。

揪起一撮生地黄夹在铡刀旁，手
起刀落间，如手指粗的生地黄就切成
一片片均匀薄片。记者问他累不累，
老人家声如洪钟，摆摆手：“不累，就
喜欢拾掇这些中药材，心里高兴。”

浅尝便可知药材来历
时间回拨至 1937年，严笔耕的父

亲严松江创建了祝安堂中医诊所。严
笔耕从小就在药店里当跑堂学徒，耳
濡目染间，父亲浸、泡、煨、炒等中药
炮制技术也印刻在他的眼里、手里、
心里。学习技术永远没有捷径可走，
他经历过穿着木拖鞋用脚在碾槽上
碾药的学徒生涯。“一斤中草药碾成
粉末，需要花费近两个小时。”严笔耕
把鞋一脱，“喏，现在脚上还有当时碾
药留下来的老茧。”

“很多事情都记不得啦。”60余年
过去了，曾经口授面命、朝作暮息的
学徒生涯如今在严笔耕的记忆中只
剩几个模糊的剪影，但身体是最忠实
的记录者，一脉相承的中药丹膏丸散
的制作流程也在他的脑子里扎了根，
一味药剂的制作手法，不加思索，立
刻就能脱口而出。

见记者不明白中药炮制技术其
中的门道，严笔耕拿起旁边的药匾，
隔空演示起制作水丸的过程。“制作
药丸，要先在药匾上轻轻刷上一层清
水，再撒上药粉。”他熟练地上下摇晃
起药匾，严笔耕说，为了滚出大小相
同的药丸，需要把握好转动药匾的力
道和平衡度，“直到药丸在药匾上跳
起来。”

一药一味，尽管有些药材外表
相 近 ，但 对 于 老 药 工 来 说 ，通 过 眼
观、嘴尝、鼻闻，就能知道这味药的
大 概 信 息 。“ 这 都 是 日 积 月 累 的 经
验。”严笔耕拿起一撮熟地黄一捻，
仔细察看成色，顺手掰一小半放进
嘴里，细细咀嚼，“唔，这熟地黄是广
东产的。”

在机械化生产的今天，严笔耕这
些“老把式”在外人看来似乎显得与
时代“格格不入”。但严笔耕的这番

“执拗”并非炫技。在他看来，这是对
中药炮制技术的执着坚持和切实需
要。“药材切得越薄，药效才越容易发
挥出来。”严老认为，例如切片机虽然
切片快、效率高，但是细薄度与手工
相比还是相差甚远。

只要愿意学，咱都愿意教
“你也知道永安铁路医院？”和记

者聊起永安，严笔耕神色变得明朗起
来，不自觉地语调上扬，“永安有猪头
肉 、叉 叉 粿 …… 哎 呀 ，想 念 得 很 。”
1959 年，永安铁路医院成立，原本是
永安铁路鹰厦线铁道兵的严笔耕收
到组织的一纸调令，“严笔耕，明天到
永安铁路医院去工作。”就这样，严笔
耕又回归了中药老本行，成为一名药
剂师，这一干就是 29年。

1988年，从永安铁路医院退休的
严笔耕重启父辈创建的祝安堂药店，
至今已有 32个年头。祝安堂一爿小店
十来平方米，但密密匝匝藏有 500 多
味中药品种。同一味中药，他能根据
不同的病症，施以不同的炮制方法，
制作出不同的中药制剂。

如今，像严笔耕一样愿意择一
事、终一生的人毕竟太少。作为传统

手艺，中药炮制技术并非简单的老行
当，需要药剂师有拣选药材的耐心，
称量分毫的细心，炮制药剂的专心，
点滴都要落到实处。“这样的老手艺，
在一些年轻人眼中是又累又苦还赚
不到钱的行当。”严笔耕轻拍着脑门，
困窘着说。

人生不过百，却希望中药炮制技
术能匠艺千古。“这个老手艺不能在
我手中断了去。”不为自己争名，只为
传承正名，严笔耕自愿承担起守望后
继者的责任。

如今，他将衣钵传给儿女，还成
立了工作室，“只要愿意学，咱都愿意
教。”从最简单的称药、切药开
始，这项民间传统中药炮制技术
在老药铺咫尺方寸间得以生生
不息。更令严笔耕欣慰的是，他
的外孙也开始对中药炮制技术
感兴趣，从医药学校毕业后选择
进入医院系统，成为一名中药
师，在传承传统中药炮制技术的
同时也融入更多

“前卫”的思想和
手法，让老手艺得
以保持鲜活。三代
同堂深耕中医药，
让严笔耕特别欣

慰，“咱们漳州的中药炮制技术是宝，
要一代代传下去才行”。

⊙本报记者 陈慧慧 文/图

深耕漳州传统中医药炮制技术60余年，三代同堂行中医，
86岁严笔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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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中，
有一位在少林寺负责打扫藏经阁的
无名老僧人，武功深不可测，并具有
大智慧。在平和高速征管所里也有
一位擅长国画的“扫地僧”。48 岁的
是平和小溪镇旧楼村的村民，同时
也是高速征管所的一名保洁员。白
天许跃民拿着扫帚、抹布在高速征
管所做保洁，晚上他拿起画笔在宣纸
上挥毫泼墨。

从小热爱 虚心拜师

在平和高速征管所里就挂着一
幅名为《满园春色》的牡丹国画，盛开
的牡丹花吸引了几只蜜蜂在花丛中
飞舞，整幅画作栩栩如生，牡丹、蜜蜂
跃然纸上。这幅画并非哪位国画大师
之作，正是出自许跃民之手。

许跃民从小就喜欢涂涂画画，每
次上美术课都是他最开心的时候。

“那时候美术课很少，家里条件也不
好，没有系统地学习画画。”初中毕业
后许跃民就出来工作了，闲暇之余他
依然喜欢画点东西。

一次偶然的机会，许跃民结识
了同为平和人的画家叶碧峰，并开
始向他学习国画。“那时候叶老师在
平和蜜柚观光园写生，我看他画得
非常好就过去跟他打招呼，向他请
教构图以及明暗光线等问题。”从那
以后，许跃民在画国画的过程中遇
到问题都会去请教叶碧峰，他还会
把自己的画拿给叶碧峰点评，虚心
求教。

拿柚子换宣纸 常画画至深夜

许跃民几乎把所有业余时间都
用来画画，他曾经有一段时间每天都
要画上十几个小时，工作赚来的钱也
多用来购买画材。曾经做过生意的许
跃民出门在外也未停下手中的画笔。
有一次许跃民拿着自己种的柚子去
跟人换了几捆宣纸回来作画，“安徽
是盛产宣纸的地方，我之前曾到那里
卖过柚子，就想着带几捆宣纸回来，

于是拿了几袋柚子跟商家换宣纸。”
卖宣纸的商家得知许跃民业余时间
坚持画国画也对他表示钦佩。

现在，许跃民每天 6 点就要到平
和高速征管所工作，高速出口、广场、
营区卫生他都打扫得很干净。忙完保
洁工作的他还要兼顾家里的农活，只
有到了晚上许跃民才有时间静下心
来作画。许跃民常常一画画至深夜，
为了不打扰家人休息，他把自家的柴
火间当成画室。“这个柴火间虽然条

件简陋，但只要一到这里我就能找到
内心的平静，再画上一幅画，一切烦
恼和不开心都能一扫而光。”

最擅长画牡丹
作品获名家好评

“画牡丹我要先构图，思考花朵、
叶子的位置以及比例、颜色、明暗关
系。”说到如何画好牡丹，许跃民脸上
不自觉地泛起灿烂的笑容，音调也提
高了。十几年的坚持和虚心请教，让
许跃民逐渐摸索出了一些画国画的
门道，他的绘画水平也有了一定提
高。福建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沈
顺添曾评价许跃民的画作：“用色用
墨都比较符合国画的神韵，并且用了
书法的笔调来创作。色调偏暖色，很
好地表达出欣欣向荣的意境。”许跃
民的画作也获得了同事、亲朋好友的
认可，他的一些画作也被他们所收
藏。许跃民每周还会去培训机构辅导
小朋友画画，“我每周去两次，主要是
辅导他们一些基础的绘画技巧。”

目前，许跃民加入了中国民间文
艺家协会，他的作品也在一些比赛中
获了奖。许跃民的大部分画作是以牡
丹为主体，兼顾一些山水画以及花鸟
画。许跃民认为国画博大精深，他只
是学到了一点皮毛，但他会在笔墨的
世界里继续前行。“国画已经是我生
活中的一部分，我会继续坚持下去，
学无止境，让自己的绘画技艺不断提
升。”许跃民说。

⊙本报记者 李立平 文/图

漳州现实版“扫地僧”

保洁员痴迷国画 作品获名家好评

许跃民一下班就开始作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