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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北方已经闻到雪的味道，
闽南的冬天依旧饱满而多汁。虽已立
冬时节，冷空气似乎进入“躺平”状
态，体感还在夏秋之际来回切换，增
减衣物的灵活度和主动权，把握在对
温差的细微敏感度上。天气更是任性
十足，在冷空气和暖湿气流的短兵相
接中，忽而阴雨绵绵，忽而又放了晴，
为接下来的升温之旅做足前戏。预计
从9日开始，我市天气将逐步转为多
云到晴为主，风力减弱，日头公又将
重新上岗，白天最高气温将达到28℃
上下，夜晨最低气温也回升到20℃左
右。有一个成语叫“冬日可爱”，出自

《左传》，形容人像冬天的太阳一样令
人感到温暖。借此时节，把它送给自
己再好不过了。

☉本报记者 张 旭

暖冬亲子时光暖冬亲子时光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严严 洁洁 摄摄

在花间躲藏的风筝绽放着明媚的微笑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张 旭旭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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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东山县孙其中、沈丽夫妇不慎遗失第一孩儿（孙钰

涵）出生医学证明，证号：O350872299，声明作废。
▲ 漳 州 市 龙 文 区 碧 湖 街 道 朱 翠 华 小 吃 店 不 慎

遗 失 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副 本（有 效 期 至 2025 年 08 月
26 日），许可证编号：JY23506030072032 ，声明作废。

▲中国人民解放军73131部队姚飞不慎遗失军人保障
卡，卡号：813506180106176238，现声明作废。

▲中国人民解放军73131部队付科淋不慎遗失军人保
障卡，卡号：813506181101343781，现声明作废。

▲中国人民解放军94755部队周仁呈不慎遗失军人保
障卡，卡号：814301180520763301，现声明作废。

▲龙海市古城苗木种植技术协会不慎遗失福建农村信
用 龙 海 市 农 联 社 港 尾 社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3991001302001，开户行：福建农村信用龙海市农联社港尾
社，账号：9080322010010000023040，开户日期：2013 年 11
月15日，现声明作废。

▲父亲黄艺森，母亲黄艺羡不慎遗失第一孩儿黄欣怡
的出生医学证明，出生证编号：I350385227，现声明作废。

▲郭巧莉不慎于2022年11月07日遗失第二代居民身份
证，证号：350521200104129024号（有效期限：2021年01月18
日至2031年01月18日），声明作废。

洪俊勇（身份证号码：350681198801184717）、洪俊明
（身份证号码：350681198510144715）不慎将与漳州高新区
建设局、漳州高新区征迁安置服务中心、龙海区颜厝镇人民
政府签订的《漳州高新区颜厝镇田址村项目产权调换房屋
安置协议书》原件遗失，选房顺序号：186，特此声明作废。

声明人：洪俊勇、洪俊明
2022年11月7日

遗失声明

本报讯（记者 陈细慧 文/供图）11月 6日，40名小
朋友齐聚闽南传统民居营造技艺传习所，用传统的方式
过立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魅力。

“立，建始也：冬，终也，万物收藏也。立冬，意味着生

气开始闭蓄，万物进入休养、收藏状态，草木凋零、蛰虫
休眠。人，也将进入一个养精蓄锐的季节。”活动中，国学
老师林艺斌介绍二十四节气相关知识，探讨动植物过冬
的好办法，普及立冬的由来和传统习俗。

“拜师是过立冬的正确打开方式之一。”林艺斌说，
古时，冬季是学生拜望老师的季节，许多村庄都会在立
冬这天举行“谢师”活动。活动现场还原了“拜师礼”的
仪式过程。孩子们穿上古代学童的服饰，呈上准备好的

“拜师帖”，严肃认真地向师者行大礼，齐颂“仰之弥高，
钻之弥坚。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寄望后来者，成功报师
尊。”老师则收下孩子的拜师帖后，一一回赠师回礼。

“简单而隆重的拜师仪式，让老师感受到作为教育人独
有的荣誉感，也让孩子与老师之间有更多的沟通，相互
理解与尊重。”林艺斌说。

“立冬补冬，补嘴空。”“立冬不端饺子碗，冻掉耳

朵没人管！”林艺斌介绍，这些闽南谚语在民间自古流
传，立冬吃饺子来源于“交子之时”的说法，大年三十
是旧年和新年之交，立冬是秋冬季节之交，故“交”子
之时的饺子不能不吃，且饺子形似元宝，寓意吉祥。活
动中，孩子们在老师和父母的指导示范下动手包起了
饺子，动作虽略显笨拙，包的饺子有大有小、有圆有
扁，但体验从制作到品尝“饺子”这一传统美食的全过
程，孩子们都乐在其中，“很开心，自己包的饺子吃起
来特别香”。

据悉，这是龙文区文化馆国学堂系列活动的第二
讲。活动承办方、福建省古厝文化研究会工作人员陈洁
如说，以立冬为契机开展特色活动，旨在借助传统节日
弘扬传统文化，让孩子们从多元角度去了解、认知、体验
二十四节气，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及深入寻常
百姓家的日用之广。

“万物生欲动，无为自有为。”古人观天时万物总结的二十四节气，经2000年时光流
转，以多种面貌和形态呈现出勃勃生机。2022年11月7日18点45分，立冬开始。我们借
此时节，展现节气的“漳州味”，因为它蕴含着古漳州人的智慧，也影响着现代漳州人的生
活。用心感悟节气之美，让传统文化历久弥新。

相关新闻>>>

“回”古代 过立冬
龙文区文化馆开展传统文化教育

“‘立冬水鸡吼，顾粟莫顾草。’有谁知道这句闽南谚
语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谚语的意思就是立冬蛙鸣呱
呱，是遇上暖冬啦。水稻熟得快，要赶紧收割，不然谷粒
会洒落田里而减产。”……

11月 5日，一场主题为《闽南二十四节气谚语面面
观》的讲座在市图书馆记艺展厅开讲。闽南师范大学退
休教授张嘉星作为主讲人，分享闽南二十四节气谚语中
的鲜活故事与丰富内涵，吸引了不少市民前往聆听。

“二十四节气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生产生活经验的
长期积累，也是智慧的结晶，2016年11月30日，我国《二
十四节气》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讲座中，张嘉星老师娓娓道来：

“古人以自身所在地为定点，观测太阳运行的轨道——
黄道，将太阳运行一整圈的周期称为‘年’；把‘年’划分
为 2等份，称春秋；24等份的节点称节气。在秦汉年间，
我国确定了每个月两个节气，‘二十四节气’始成。在古
代，天文、时令、气象、物候等《二十四节气》农耕文化内
容，往往捆绑在一起，‘一揽子工程’服务于历代民众的
生产和生活。”

二十四节气的闽南语谚语从何而来？张嘉星介绍，起
源并定型于中原地区的二十四节气名称，在漫长的历史

演变过程中流传到闽南地区。如今闽南人集体口头创作、
口耳相传流传下来的闽南节令气象谚语，是在中原谚语
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虽然采用闽南话表述，其节气名大多
仍采用文读音，既保留了中原印痕，又充实和丰富了二十
四节气的内涵。“比如说‘四九乱穿衣’‘四九滥毵揪’，意
思就是闽南地区四月、九月气温变化很大，人们要根据天
气的变化随时更换衣服，就会让人感觉到在几个季节穿
衣服比较乱，这就带有十分显著的地域文化特色。”张嘉
星说，闽、台地理地貌相近，气候相仿，这些带有鲜明地域
特色的节气谚语广泛传播到台湾地区，却大多没传到南
洋诸国，“南洋地处热带，和闽、台气候大相径庭，因气候
不和，南洋没有‘冬至红，年暝澹；冬至乌，年暝酥’‘春天
后母面’‘四九乱穿衣’这些节气谚语。《新加坡闽南话俗
语歌谣》只有‘无冬至也欲搓圆’一条。”

在过去那个没有气象预报又特别需要靠天劳作的
年代，勤劳智慧的闽南劳动人民，通过祖祖辈辈累积下
来的宝贵气象预判经验,总结编成了朗朗上口的谚语，
让后人可用于生活或劳作。随着社会的发展，气象科技
日益发达，这些节气谚语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市民
小许说：“作为新一代的年轻人，这样的年代记忆是遥远
且空白的。很多谚语我们听都没听过，偶尔听到老一辈

说起，也不明白它是什么意思。”
讲座互动环节中，不少市民认为，在气象科技高度

发达的今天，虽然不再靠这些节气谚语指导生活、生产，
但这是祖辈对生活的生动表达和智慧结晶，依然值得去
学习领悟。“比如‘小寒冷冻冻，寒到提火笼’，意思是如
果小寒那天很冷的话，整个冬季都会很冷，冷到提着烤
火的暖手炉，非常形象生动。不但给我们气象预警，还让
我们了解到以前劳动人民的御寒方式。”市民小杨说。

☉本报记者 陈细慧

张嘉星分享闽南二十四节气谚语故事张嘉星分享闽南二十四节气谚语故事 罗云罗云 摄摄

老人在公园惬意“话仙”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严严 洁洁 摄摄

孩子们在老师和父母的指导下学包饺子孩子们在老师和父母的指导下学包饺子

让传统闽南文化重回大众视野——

““立冬水鸡吼立冬水鸡吼，，顾粟莫顾草顾粟莫顾草”” 本报讯（记者 王琳雅 通讯员 周煜 文/图）11月 7日上
午，“全民反诈 你我同行”反诈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龙文公安
分局举行。现场，龙文区委政法委、龙文公安分局等单位向“施
晓健工作室”爱心志愿队成员单位代表授旗。随着一声令下，
各单位爱心志愿队，紧跟队旗，列队登车，即刻奔赴反诈宣传
工作一线。

据悉，此次授旗的志愿者中均为“施晓健工作室”爱心志
愿队成员。其中既有外卖骑手、快递小哥、滴滴司机，也有移
动、电信等工作人员以及漳州曙光救援队队员、“护企110”成
员、社区工作者等。

“近年来，我们的爱心志愿队伍不断壮大，不同行业和领
域志愿者的加入，让我们队伍的社会覆盖面更广，尤其是顺
丰、美团、滴滴小哥的加入，让我们在本地更加贴近群众，有利
于我们工作室开展反诈宣传、寻亲寻人等工作。”龙文区反诈
骗中心主任施晓健介绍，近年来，在严厉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
型犯罪的同时，也要促成外部合力，切实构筑起“全民反诈”

“全社会反诈”的工作格局。而这些来自各行各业的爱心志愿
者们正是联动“链式”组合力量的关键所在。

启动仪式后，记者在顺丰速运龙文营业部看到，辖区派出
所社区民警和快递员正在准备送出的快递包裹上张贴“反诈
贴纸”。跟以往的宣传内容不一样，这些贴纸上的反诈内容言
简意赅，一目了然。比如，“质量问题、支付失败、退款、赔偿、不
明快递都是诈骗”此外，贴纸上还有醒目提醒：“96110来电要
接听！”

“这是您点的餐！我们还给您带来了一份反电诈宣传资
料。”当天上午 11时许，苏女士成为第一位点外卖收到“反诈
餐垫”的市民，她连声称赞，“真没想到，收外卖还有‘惊喜’，垫
餐纸真的很实用，不仅隔离油渍，还有宣传反诈知识，等一下
我得拍个照发朋友圈，让身边更多人了解网络诈骗，防止上当
受骗。”

“让每位顾客享受美食时也能学习反诈知识，了解各类最
新的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常识，我感觉很有成就感。”美团外卖
小哥林先生说，他将继续肩负起反诈宣传志愿者的责任，将这
份“反诈套餐”送进千家万户，让市民轻松学习防范电信诈骗
知识，提升防范能力。

给顺丰美团滴滴小哥点个赞
他们成为“反诈”志愿者，边工作边

做反诈宣传

“反诈”外卖既暖“胃”又暖“心”

本报讯（记者 李润 通讯员 沈哲 许梁）“谢谢警察同志，
帮我找回父亲……”林先生看到年迈的父亲安然无恙，悬着的
一颗心终于落下来，对民警的热心帮助连连致谢。

原来 11月 1日上午 9时，诏安县公安局巡特警大队（“诏
安110”）民警接到林先生报警,称70岁的老父亲像往常一样，
凌晨4点多出门散步，可是到报警时都还未回家，手机也关机
了。担心老人安全，林先生请求民警帮忙寻找。民警当即出警，
调取沿路公共视频，同时对周边住户及过往人员走访询问，并
加强巡逻力量沿路寻找。不到半个小时，民警在一路口发现坐
在路边的老人。经核实，确定该老人正是林先生的父亲。原来
老人出门散步，不慎迷路，手机没电关机无法联系家人，就硬
着头皮一路走，结果体力不支坐在路边休息，所幸被民警找到
助其回家。

老人出门走失 民警帮忙寻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