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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73131部队胡正光

不 慎 遗 失 军 人 保 障 卡 壹 张 ，卡 号 ：
813506181025243331，声明作废。

▲中国人民解放军73131部队胡正光
不 慎 遗 失 士 官 证 ，证 号 ：士 字 第
17002539513号，声明作废。

▲ 黄 振 发 （ 身 份 证 号 码 ：
350627196901150015）不慎遗失《福建省
失业保险个人缴费凭证》壹本，声明作废。

▲龙海市颜厝镇淑艺烟杂店不慎遗
失龙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2016年9月5日
核 发 的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注 册 号 ：
350681600320406，现声明该营业执照副
本作废。

▲陈乐、柯玉凤夫妇不慎遗失第二孩
儿（陈 宇 阳）出 生 医 学 证 明 ，证 号 ：
Q350439731，声明作废。

▲龙海市颜厝名如家倶厂不慎遗失
漳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 2020 年 10 月 28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350681MA312198XN，现声明该营业执
照副本作废。

▲父亲吴银坤、母亲李淑清不慎遗失
第二孩子吴雅萱的出生医学证明，出生证
编号：Q350597241，现声明作废。

▲父亲蔡旺忠、母亲许素菊不慎遗失
孩儿蔡靓言出生医学证明，出生证编号：
Q350123227，现声明作废。

▲平和县饲料公司职工林民忠不慎
遗失职工养老保险手册，社会保障号码：
350628196301180014，声明作废。

▲漳州市龙文区亿祥苑茶叶店不慎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有效期至2024
年 01 月 02 日 ），许 可 证 编 号 ：
JY13506030039382，声明作废。

原址在漳州市龙文区
步文镇碧湖村房屋，现拆

迁安置于漳州市龙文区霞洲路 5 号
碧洲园25幢201室。今庄艺添申请上
述安置房权属登记，现按漳州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要求登报声明。相关利害
人如有异议，请即日起壹个月内向漳
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提出异议登记。
逾期本人将按规定向中心申办不动
产权证。

声明人：庄艺添
2022年11月2日

原址在芗城区下井
路 28-4 号房屋，现拆迁

安置于芗城区广华新村 14 幢 603
号。今黄建防申请上述安置房权属
登记，现按漳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要求登报声明。相关利害人如有异
议，请即日起壹个月内向漳州市不
动产登记中心提出异议登记。逾期
本人将按规定向中心申办不动产
权证。

声明人：黄建防
2022年11月2日

原址在和平桥43号房屋，地号列市区东北段1630-3，拆迁
面积超出原产权证面积，现拆迁安置于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南

昌中路 18号九龙城 3幢 403室、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南昌中路 18号九龙
城3幢404室。由洪鼎昌于1998年8月26日接受王碧云赠与。今洪鼎昌申
请上述安置房转移登记，由于赠与方王碧云死亡，现按漳州市不动产登记
中心要求登报声明。相关利害人如有异议，请即日起壹个月内向漳州市不
动产登记中心提出异议登记。逾期本人将按规定向中心申办不动产权证。

声明人：洪鼎昌
2022年11月2日

原址在和平桥43号房屋，地号列市区东北段1630-3，拆迁
面积超出原产权证面积，现拆迁安置于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南

昌中路18号九龙城1幢305室。由洪鼎松于1998年8月26日接受王碧云
赠与。今洪鼎松申请上述安置房转移登记，由于赠与方王碧云死亡，现按
漳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要求登报声明。相关利害人如有异议，请即日起
壹个月内向漳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提出异议登记。逾期本人将按规定向
中心申办不动产权证。

声明人：洪鼎松
2022年11月2日

2022年10月11日17时许，我所接报警称在漳州市龙海区
隆教畲族乡白坑村海边沙滩上发现一具未知名男性海漂尸

体。经初步勘验检查，死者系一名男性，身高173cm，年龄20-30岁，短发，牙齿上有
金属牙箍，身上无任何身份证件。现寻死者家属，如有知情者，请速与漳州市公安局
隆教派出所联系。联系人：黄警官：13960036270 陈警官：19959607622

漳州市公安局隆教派出所
2022年11月2日

声明 声明 声明

认尸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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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润 通讯员
郑雅婷 林主生 文/图）10月31日
18 时左右，市消防救援指挥中心
接到报警，平和县小溪镇国道 355
（福巴线）往霞寨方向，有人员被困
山上，请求帮助。随后，平和大队小
溪站出动1车7名消防员赶赴现场
处置。

消防员发现上山的道路狭窄，
路面较滑，消防车无法抵达事故现
场，只能徒步上山救援。救援小组
带上救生担架、绳子、挂钩等器材
上山。到达现场，救援人员发现一
名男子躺在斜坡上，无法动弹，周

围遍地是散落的蜜柚。询问得知，
被困人员是货车司机，在运载蜜柚
下山途中，不慎翻车，车子翻入下
坡段，司机在货车下翻时被甩出车
外十来米远。经现场医护人员检
查，该男子胸口受到撞击，疼痛难
耐，身体无法动弹，情况危急。救援
小组展开救援，一边安抚被困人员
情绪，一边将其移上担架，做好防
护措施后转移。

为避免对受伤人员造成二次
伤害，消防员小心翼翼地护送伤员
下山，移交医护人员，送往医院进
一步救治。

货车山道侧翻 司机被甩车外
消防员摸黑护送伤者下山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
不在深，有龙则灵……10月
31晚 8点 30分，一幅大字工
整的《陋室铭》书法作品跃然
于市区南山桥路面之上，引
来不少市民驻足欣赏。不远
处，一名身材壮硕的中年男
子，一手拎着矿泉水瓶，一手
握着特制大毛笔，以水为墨，
以地当纸，正即兴挥毫。

写字的人名叫姜全军，
今年 50岁，曾是安徽亳州汽
车工业学校书法专业的一名
教师，自幼热爱中华文化和
书法艺术，2019年离开老家
安徽蒙城到漳州定居。2020
年 10月，姜全军发现市区南
山桥是一处绝佳的练笔场
所，自此每当夜幕降临，他就
拎着自制的地书笔和清水来
到南山桥练习书法，至今已
两年多了。他告诉记者，这种
以地为媒介的写字方式称

“地书”。谈及为何与“地书”结缘，
姜全军打开话匣子，娓娓道来。

“以水代墨在地上练字，为我
在书法世界里打开了一扇崭新的
门。”时间回溯到 2009 年，一天清
晨，出来晨练的姜全军看到有人拿
着大大的海绵笔在地上写字，举止
潇洒，写出来的字从容稳健，让姜
全军很感兴趣。在路人的授意下，
姜全军第一次拿起海绵笔在地上
书写，初试时并不像使用毛笔在纸
上书写那般流畅，但越往下写越

“上瘾”。热爱书法的姜全军做了个
决定“我也要加入‘地书’行列”。回
到家后姜全军立即准备材料制作
地书笔。

一开始，由于对力道的掌握没
经验，每隔三五天姜全军便要重新
制作一支地书笔，随着力道拿捏越
来越熟练，地书笔的使用周期也从
三五天延长到一个月，再到如今一
支笔用一两年也不会坏。如今的姜
全军，运用地书笔和毛笔一样流畅，
而且熟能生巧，无论左手持笔或是
右手持笔，均能写出一手好字来。

“‘地书’低碳环保，大地做纸，
清水做墨就行了，十分适合新手。”
姜全军指着手中的地书笔告诉记
者，平时所用的地书笔是利用废弃
的拖把杆和海绵制作而成，海绵笔
头毁坏时可以调换新笔头，实惠又
耐用。

2019 年，为尽早和远在漳州

工作的儿子团聚，姜全军辞去老家
的工作前往漳州定居。2020 年 10
月，来到南山桥散步的姜全军一下
子被这里的环境吸引，平整的大理
石路面十分适合进行“地书”练习。
晚七点到十点之间，只要不下雨，
不管寒暑，姜全军总会来此打卡。

记者发现，不少往来的行人看
到姜全军，便会亲切地上前打招
呼，喊一声“姜老师”。只要路人对

“地书”感兴趣，姜全军便鼓励他们
尝试练习。有不少书法爱好者跟随
他学习，他义务教授，分文不取。

今年8月，市民老黄从单位退
休后报名参加市老年大学的书法
培训班，但平时帮忙带孙子，静下
心练习的时间并不多。老黄来到南
山桥散步时，认识了姜全军，也迷
上“地书”。“练习‘地书’不仅可以
陶冶情操，在书写的过程中提笔、
跨步、提腰都起到锻炼的作用，配
合医生的治疗，我的键盘手和肩周
炎很久没有再发作。”老黄笑着说。
如今，老黄一有时间，便会在自家
小区的广场练习“地书”。每当有人
问起，老黄总会向邻居说自己是姜
全军的“学生”。

☉本报记者 许文彬 文/图

清水为墨，大地为纸。在市区南山桥，
你或许会遇到这么一位达人——

现实版“扫地僧”：不会武功会“地书”

10 月 31 日上午 10 时许，圣杯屿海
船水下考古队到达漳州市博物馆，从装
载着一箱箱文物的车上，小心翼翼地搬
下箱子，将今年在圣杯屿海船发掘出水
的最后一批文物移交给博物馆进行脱盐
保存。

从今年 8 月底启动发掘工作开始，
圣杯屿海船水下考古队已经在海上作业
超过两个月。10月中旬以后受二次寒潮
南下及今年 19号、20号台风外围影响，
已经无法进行正常水下考古作业。经报
请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同意，今年圣杯屿
水下考古发掘工作暂停，工作时间调整
至明年4月中旬后进行。

在这支由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
心、福建省考古研究院和漳州市文化和
旅游局共同组建的漳州圣杯屿水下考古
发 掘 队 中 ，有 两 名 成 员 是 咱“ 漳 州
郎”——阮永好、林立宪。

外行人很难想象，一件从海底打捞
上来的瓷器，从出水那一刻到摆放在博
物馆内，中间要经历10余个环节。

10月28日下午，在漳州古雷港经济
开发区圣杯屿海船水下考古队驻地里，
一间约50平方米的临时库房里，水下考
古队队员正进行出水文物室内整理工
作。每天海上作业结束以及不能出海的
日子里，他们就做着这份日常工作。

进门处，一名队员正为出水瓷器拍
“定妆照”。而漳州年轻水下考古人林立
宪坐在电脑前，将文物出水方位、出水时
间、尺寸及器物描述等信息一一录入。这
是文物运往博物馆前的最后一个环节。

1991 年出生的林立宪是龙海区博
物馆的工作人员。2015年进馆后一直从
事文物保护工作。今年3月，在漳州市文
化和旅游局的推荐下，通过层层考核，他
取得资格参加第九期全国水下考古专业
人员培训班。

漳州市文物保护中心副主任阮永好
告诉记者，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是我
国水下考古人才培养的主要模式。林立宪
的加入，打破了18年来漳州只有一个水下
考古队员的现状。阮永好介绍，2004年他
作为第三期全国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
班的成员加入水下考古队。近年，他以导
师身份参与了第七期、第八期、第九期全
国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工作。

水下考古要求身体素质好、职业素
养高，连续游泳距离不低于200米、踩水
不少于 15分钟。“水下考古工作危险系
数高，家人是否支持也很重要。”阮永好
说，过去推荐过几个人，但囿于各种因
素，这些人最终未能入选。“很孤单，也很
着急。”阮永好说，当“接班人”林立宪出
现，他牵挂的心才稍稍放下。

前后95天的培训和实习，林立宪在
成长中“蜕变”。就潜水一项来说，潜水深
度从 7米到 20米，从平静水域到开放水
域，从单独完成潜水到潜水时完成工作
任务。

2022 年 4月，国家文物局印发《“十
四五”考古工作专项规划》，“圣杯屿海船
考古发掘”被列为水下考古重点项目之
一。消息传来，阮永好很兴奋。“2021 年
我们找到圣杯屿元代海船的具体位置后
将遗址保存的情况向国家文物局作了汇
报。随后，国家文物局邀请了国内顶级水

下考古专家来漳州同共研
讨，认为圣杯屿元代海船遗
址考古研究价值高，但遗址
保护难度大，建议尽快对遗
址组织实施全面的水下考古
抢救发掘。”

圣杯屿海船遗址位于古
雷港经济开发区杏仔村东南
海域，是我国目前已发现的
保存较好的元代海船遗址。
该遗址的发掘将为研究元代
航海、造船、海洋贸易等提供
实物资料。“水下考古需要得
到国家的支持。虽然立项难
度大，但必须争取。”阮永好
激动地说，圣杯屿的发掘项
目是漳州有史以来最大规模
的考古发掘活动，集结了全
国优秀的水下考古人员，其
考古成果将有助于提升漳州
的海丝文化研究。

10 月 3 日，对林立宪而
言终生难忘。这一天，是他参
加圣杯屿水下考古第一次下
水的日子，也是他人生中首
次潜到水下 30米深处。林立
宪翻开当天的记录表，“浪高
0.3 米，北风 2 级，水温 27 摄
氏度—29 摄氏度。”尽管经
过 20米深的水下考古实习，
但下到近30米深的海里，新人林立宪略
显慌张。“很紧张，一遍遍想着可能发生
的各种情况。后来下水次数多了，也就慢
慢习惯了。”林立宪说。

为熟悉水下作业，林立宪做过后
勤保障及下水前记录工作。“记录工作
主要是协助潜水人员进行装备基本信
息的记录，潜水员入水顺序、出入水时
间、海底停留时间以及天气、海况信息
记录。”林立宪介绍，潜水员下水后，水
上人员要盯着海面浮起的气泡，判断
水下人员是否处于安全状态。正是这
种“吹哨人”的角色让林立宪深刻体会
到水下考古工作讲究团队合作，同伴
彼此间要默契配合。“我很有幸参加这
次水下考古。经过实践磨练，我离梦想

更近了。未来，我要努力成为一名优秀
的考古工作者。”林立宪说。

圣杯屿元代海船遗址水下考古发掘
工作全面开展以来，超过20家中央级和
省部级主流媒体对水下考古进行了报
道。9 月底，漳州市博物馆举办“海贸明
珠——漳州圣杯屿元代海船遗址水下考
古成果展”，第一次向世人展出首批采集
到的出水文物。“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
的重要节点，漳州近年来一直在积极推
进‘海上丝绸之路——漳州史迹’申报世
界文化遗产系列工作。这次水下考古和
考古成果展很‘亲民’，逐步带领公众关
注漳州、了解漳州。而这些，也是支持我
们不畏艰难水下考古的初心和动力。”阮
永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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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永好为市民讲解水下考古 记者 张旭 摄

林立宪出水。第一次下到近30米深的海里，目睹圣
杯屿元代海船遗址，林立宪颇感兴奋。 （资料图片）

姜全军正在练习“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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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润 通讯员
江奕奕 文/供图）“你们一组赶紧
去疏散周边群众，另一组抓紧拿水
来，快快快！”民警边喊边爬上梯
架。10月31日中午，在辖区巡逻的

“诏安 110”民警接到指挥中心指
令，称东门街三街老城区一处老宅
起火。接警后，民警赶赴火灾点。

起火地为一处废弃老宅。天气
干燥，风势较大，火势已向周边蔓

延开来。老城区
周边都是居民，
老宅上方又布满
电线，情况危急。
民 警 分 配 好 任
务，一组负责疏
散周边群众，一
组 开 展 灭 火 工
作。民警配合默
契，有的使用灭
火器进行灭火，
有的到群众家中
借来水桶泼水灭
火。消防部门也

赶到现场，经过一个多小时合力扑
救，终于灭火。民警和消防队员对
现场可能留存的隐患进行仔细排
查，确保安全后才离开现场。

消防部门提醒：秋冬季节干
燥，居民用火、用电时要防患于
未“燃”。遇到火灾要迅速正确逃
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
盲目跳楼，及时拨打 119 报警求
助。

废弃老宅起火废弃老宅起火 多方合力扑救多方合力扑救

本报讯（记者 王琳雅 文/供图）身
系安全绳，索降到落差近百米的悬崖峭
壁上，清理淤积山涧间的垃圾（如图）。
10月 29日，来自漳州蓝天救援队的 25
名队员，来到平和县灵通风景区开展环
保公益活动。

和平常的清洁工作相比，在峭壁上
清理垃圾的操作难度更大、危险性更

高。队员们在教官指导下，穿戴好专业
装备，密切配合。在山顶的凉亭上，队员
们用专业设备将绳索的一头固定，另一
头则穿过金属环系在腰间。随后，队员
们熟练地跨过栏杆，双手拽绳，顺着峭
壁往下滑。下降过程中，还要悬挂在空
中一点一点地捡拾游客随手丢弃的垃
圾。虽说救援队员们都是训练有素的岩

降高手，但依然让过往游客
看得心惊胆战。

当天的行动，队员们来
到 4个悬崖点，清理出 20多
袋垃圾，其中以食品包装袋、
饮料瓶等为主。“这些山涧垃
圾破坏优美的自然环境，而
且平时清理难度较大。”景区
工作人员表示，希望本次行
动能让广大游客认识到文明
旅游的重要性：保护环境人
人有责，需从自身做起。你随
手一丢的垃圾，别人可能得
冒着危险来捡拾。

化身“蜘蛛人”

蓝天救援队队员攀走崖壁捡垃圾

灭火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