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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芗城区吕豪杰、彭朝银夫妇

不慎遗失第一孩儿（吕旭加）出生
医学证明，证号：T350558094，声
明作废。

▲林雨彬、刘昕梅夫妇不慎遗
失第一孩儿（林梓妍）出生医学证
明，证号：R350128870，声明作废。

▲南靖县高智生、庄婷夫妇不
慎遗失第一孩儿（高子锐）出生医
学证明，证号：R350741842，声明
作废。

▲父亲蔡俊龙、母亲林鸾婷不
慎遗失第一孩儿蔡恬恩的出生医
学 证 明 ，出 生 证 编 号 ：
T350552691，现声明作废。

▲漳州佰宸供应链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
输经营许可证副本，证号：闽交运
管许可漳字 350625200570 号，声
明作废。

▲龙海市颜厝镇园中村民委
员会红坑桥村民小组不慎遗失公
章壹枚（公章名称：龙海市颜厝镇
园中村民委员会红坑桥村民小组、
法定代表人：郑水龙），声明作废。

▲父亲罗水木、母亲蔡秀芳不
慎遗失第三孩儿罗进怡出生医学
证明，出生证编号：M350140055，
现声明作废。

▲漳州市龙文区众鑫食杂店
不慎遗失漳州市龙文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2015 年 02 月 11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2350603MA30AH8P9J，
现声明该营业执照作废。

▲漳州市龙文区林云榕坐垫
加工厂不慎遗失漳州市龙文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 2022 年 05 月 11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350603MA8UX⁃
QC490，现声明该营业执照作废。

11 月 18 日晚上，东山县铜陵
镇五里亭传出一阵阵悠扬的乐曲
声，这是 75 岁的二胡手陈宗歹和
搭档扬琴手朱永城一起，为歌册班
演唱的《二十大报告指航程》准备
伴奏曲，届时将把演练成熟的伴奏
曲录成音频，送交社区歌册班做演
出伴奏曲。

其实，自党的二十大胜利闭幕
后，东山县老年文艺工作者积极响
应，认真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发挥
老年人有时间、能写作、有经验的优
势，连续创作出歌曲《人人争先做前
驱》、诗朗诵《吹响号角擂战鼓》、快
板《勇毅前行谱新诗》、新编歌册《二
十大宣传进社区》《二十大报告指航
程》等文艺作品，交给社区团体、个

人演唱和表演。
铜陵镇老年艺人也热情参与。

铜陵镇唱歌能手、大澳社区居民游
玉娥演唱歌曲《人人争先做前驱》。
今年75岁的民间艺人陈宗歹不但
为歌册班演唱《二十大报告指航
程》编写伴奏曲，还邀请搭档扬琴
手朱永城一起伴奏。铜陵镇桥雅社
区歌册班、码头社区歌册班分别演
唱新编歌册《二十大宣传进社区》

《二十大报告指航程》，并录制成视
频在网上播放。社区老人的热情宣
传打动了不少社区居民和网友，大
家纷纷为他们的努力点赞。社区老
年文艺工作者自豪地说：“我们老
年人要发挥余热，献出自己的力
量！” ⊙黄炳钦 文/图

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
““夕阳红夕阳红””喝彩又添彩喝彩又添彩

本报讯（记者 王琳雅 邹挺
毅 通讯员 邱东兵 郑晓珊 文/
图）“船泊发生碰撞起火，请求救
援！”11月 23日上午，九龙江北溪
北引桥闸水域突然一阵浓烟涌起，
打破了以往的平静。随后，救援船
舶赶到事发现场。不一会儿，乘客
全部被安全转移至救援船舶，船舶
火情也得到控制，事故船在救援船
舶的护送下离开事发现场……

这紧张的一幕并非真实情况，
而是市交通运输局开展的“2022
年漳州市内河水上交通安全应急
演练”，共出动船舶 10 艘，救援车
辆2部，参演人员50余人。

船舶碰撞起火后，如何安全疏
散？渡船乘客落水，如何应急救生？
船舶航行中燃油泄漏，如何进行水
上防污染处理？当天的演练模拟了
以九龙江水域的客渡船、货船遭遇
突发事件为背景，有针对性地设置
了救生、消防、防污染等各种可能
出现的突发事件，并由地方海事部
门联合水上专业救助力量、航运企

业共同应对水上突发事件，展开弃
船舶消防灭火、人员疏散和渡船人
员落水救助、船舶航行中燃油泄
漏、水上防污染处置等一系列应急
救援行动。

值得一提的是，演练首次将无
人机抛绳、遥控动力救生圈和对落
水人员实行卫星定位等先进技术，
运用至我市水上安全应急救援。演
练现场，高科技搜救设备也吸引了
不少人的关注。无人机携带牵引绳
和救生圈，快速在水面前行，向落
水人员飞驰而去，很快就将他们牵
引至安全区域。

“无人救生圈可以从船上、岸
上，或者飞机上向水域附近投掷，
通过遥控、GPS定位，在一分钟内
快速启动，以 15公里/小时的水上
速度行驶，快速将落水者拉回到安
全区域。”俐坤救援队队员阮珍妮
介绍，整个遥控救援过程中，落水
者无需通过配戴漂浮绳、人力拖
拽，从而使救援更加的快速、安全、
有效。

这场应急演练很这场应急演练很““硬核硬核””！！
卫星定位落水人员 无人机投放救生圈

本报讯（记者 邹挺毅 通讯
员 李育银 陈锦山）“大爷，您要
去哪儿？这里是高速公路，您不能
上去，很危险！”近日，在沈海高速
漳浦收费站入口处一位骑电动车
的老人刚要从收费站车道进入高
速公路，正在此处执勤的执法人员
和收费站的工作人员发现后立即
进行拦截和劝离。

执法人员将老人引导至收费
站外广场的安全地带，并仔细了解

情况。原来，老人是附近的村民，要
前往霞美镇探亲。因不熟悉路况，
向路人询问时，路人告诉他要往
高速收费站方向行驶，老人便往
漳浦收费站骑行。收费站工作人
员和执法人员告知老人，高速公
路是供汽车高速行驶的公路，任
何非机动车辆都不得驶入高速公
路，并指明往霞美镇的路线给他。
这时，老人才如梦初醒，不好意思
地驶离了收费站。

老人骑车误入高速 执法人员及时劝离

陈宗歹陈宗歹（（右右））和朱永城和朱永城（（左左））在练习伴奏曲在练习伴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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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个名为“时尚奶奶”的抖
音号火了，四位身材高挑的靓丽奶奶
在网络上走T台、秀穿搭，一时间吸粉
无数，“小心心”也点爆了。

奶奶也能这么美这么潮？是的！这
样的奶奶我们漳州也有，还不止四位，
她们组团“出道”，一下就是100位！

在市老年大学的时装舞蹈队里，
100 位时尚的奶奶各个身材高挑、站
姿挺拔，颇具专业水准，让人眼前一
亮。“大家抬头挺胸，自信点，跟着我的
节奏来……”时装舞蹈队的奶奶们正
在舞蹈名师黄少娜的指导下，排练着
期末汇演的时装舞蹈秀。走步、提腿、
转身、叉腰……步伐轻盈、身姿曼妙，
一颦一笑间，透着自信美丽，也透着健
康活力。

怎样才能成为时尚奶奶？首先，得
爱美。“学员中年龄最大的68岁，最小
的 50岁。她们因共同热爱T台和舞蹈
而聚在一起，虽然大家经历不同，但都
有一颗不老的爱美心。”黄少娜说，
2016年她到老年大学任教，发现不少
学员热爱舞台表演，也喜欢展示自己，
她便有了一个想法，“因为舞蹈是我的
专业，当时我就想，应该要组建一支有
特色的舞蹈队，那就把时装走秀融合
进来吧！”时装舞蹈队一成立，不少身
高 165 厘米以上的奶奶踊跃报名，很
快，就招到了100位。

有了爱美之心，也有了高挑的身
材，这些只是基础条件，要成为真正
的时尚奶奶，具备过硬的舞台表演能
力才是关键。于是，不少奶奶从门外
汉开始，像孩童学舞般，一步一个脚
印地从基础动作练起。“刚开始学习
会觉得比较困难，压个腿都压不下

去，我们总是教孩子不管做什么都要
付出努力才会有收获，用在我们身上
也一样。动作做不好没关系，我就一直
练，练到动作标准为止。自从全身心投
入时装舞蹈队后，我不仅锻炼了身体，
还愉悦了心情，从看别人走T台到别
人看自己走T台，我越来越自信了。”
学员蔡文烨原本就有着优越的身材条
件，但没有舞蹈基础，经过努力，她已
成为队中业务扎实的骨干。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们
老年人的身体不比年轻人，但我们比
年轻人能吃苦！我们每周有两次训练，
大家都很珍惜这个机会，永远都饱含
激情、全身心投入！”62岁的余小兰是
时装舞蹈队的元老级队员，还是这个

百人班的大班长，她见证了队员从初
登台时的不知所措，到如今堪比舞蹈
演员的游刃有余。“因为我们心怀热
爱，享受其中，收获了美好、美丽的老
年生活。”

不久前，黄少娜为奶奶们量身打
造歌伴舞《党旗更鲜艳》，参加“喜迎二
十大 永远跟党走”八闽离退休干部文
艺汇演，有了一定专业基础，再经过一
段时间的苦练，奶奶们一举拿下金奖。
她们不服输、能吃苦的劲儿让黄少娜
赞不绝口，“一次次重复，一天天坚持，
没有人抱怨枯燥抱怨累，而是追求完
美，总是对编导老师说‘再来一遍’，而
且她们凝聚力强，大家心往一处使，很
打动我。”

对于未来，黄少娜说，她和奶奶们
都信心十足。不仅要自娱自乐，还要与
人同乐，要创作编排表演出更多更好
的节目，走向更大的舞台，把奶奶们的
精气神传递给更多的人。

⊙本报记者 李润
通 讯 员 刘磊 文/图

抖音“时尚奶奶”火了，咱漳州也有——

100位奶奶组团“出道”

“张哥，今天我也会加倍努力，不
会辜负您和老板对我的帮助。”这一周
来，努力适应新岗位的小江（化名），上
班前总会来到“张哥”的办公室里“打
个卡”，找他唠唠嗑。

“上班前来看看张哥，心里会很踏
实。”小江口中的“张哥”，名叫张书松，
是漳州万益商业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的
一名工作人员，也是小江眼里的“贵
人”。他们的故事要从十几天前说起。

张书松所服务的物业位于漳州台
商投资区万益广场。11月 12日，他和
同事在巡视小区地下车库时，发现了

“潜伏”在消防通道内的小江。发现小
江时，他的身旁还有两张椅子和一床
垫子，可以推断出，小江已经在这个地
方生活了一段时间。出于好心，张书松
没有将小江赶走，而是将他带回了办
公室询问情况。

“没事，先喝口热水，跟我说说有
什么困难，我们一起来想办法。”张书

松慢慢打开小江的心扉，从而了解到，
一年前，家中发生变故的小江跟随老
乡来到漳州打工，今年4月，来到台商
区找工作的小江钱包被偷，又和老乡
失去了联系，只能栖身于漆黑的地下
室，过上昼伏夜出的生活。

“来角美时，我曾住在附近的旅
馆，偶尔会在周边闲逛，便是在那时发
现地下车库通道可以藏身。”小江说，
钱包被偷后，身上仅存300多元现金，
没多久也花光了，只能暂居在地下车
库通道。为了不被发现，小江每天都要
和物业人员“打游击”，白天躲在没有
灯光的地下车库通道，到了晚上才出
来捡点纸皮，换钱买食物。就这样，一
晃眼就过了半年。

“和刚见面的时候相比，小江简直
换了一个人，不仅形象有了变化，人也
开朗了许多。”张书松说，刚发现小江
时，他长发披肩，蓬头垢面，身上也有
着一股酸臭的异味。由于长时间栖身

在通道内，人也显得畏缩沉默。了解小
江的遭遇后，张书松做的第一件事，就
是带小江到单位的保洁室洗个澡，再
带小江去理发，并自掏腰包给小江购
置了一身新行头。

形象问题解决了，接下来便是考
虑温饱。

在张书松提供的临时住所居住两
天后，小江便跟着张书松找工作。张书
松把小江介绍到开餐饮店的田先生店
里，得知小江的遭遇后，田先生毫不犹
豫地收下了这位新员工，并为其提供
食宿。

有了新工作，生活也有奔头。对于
张书松介绍的工作，小江也十分卖力。
在新岗位上，很快得到老板的肯定。田
先生还特意打电话感谢张书松，为他
介绍了一位好员工。

“目前要好好珍惜这份工作，先攒
点钱再计划以后的人生道路。”小江告
诉记者，来漳州一年多，已经适应了漳

州的生活节奏，而且漳州的热心人很
多，半年的流浪之旅也获得过不少爱
心人士的帮助，“我很喜欢漳州，未来
会考虑留在漳州定居。”

谈及为何会帮助小江，张书松说
自己年轻时也有过相似的遭遇。当年，
他从四川来到漳州打工，一度也因为
变故经历过流浪生活，后来在社会爱
心人士的帮助下，才重新振作。如今，
张书松已是“新漳州人”，在漳州安家
后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曾经的遭
遇使我明白，人都会经历苦难和蹉跎，
在他人困难时扶一把，人生轨迹也许
便会改写。”张书松说，遇到有困难的
人，自己都会尽力去帮助他。

⊙本报记者 许文彬

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湖南小伙结束了180多天地下车库通道
的“隐居”生活，并重新找到工作。他感叹——

“漳州人都是热心肠”

“立卖契人李年玹为因无银钱使
用，自愿将祖父分下土田一处，地名坐
落门口树下……”在市图书馆记艺展
厅，展出的一张清乾隆年间的地契薄
如蝉翼、白净如玉、着墨鲜明、钤印清
晰，这张地契用纸正是素有“纸中丝
绸”美誉的连城连史纸。

11 月 19 日，“守望青竹幻化之美
——连史纸制作技艺展”在市图书馆
开展。展厅里，一件件用连史纸制作而
成的古籍、古代商标、篆刻、拓印等展
品穿越时空而来，仿佛诉说着连史纸
数百年沉浮。

“连史纸制作分为砍竹、作料、抄
纸、揭纸与焙纸等阶段，共有72道工序，
从原材料到成品，工期长达一年。每平
方米连史纸的重量只有19克，耐久性变
化值达到2.8%，高于国家标准。”说起连
史纸的制作与特色，连史纸制作技艺省
级代表性传承人邓金坤脸上满是自豪。
据他介绍，连城县姑田镇青山绿水、毛
竹资源丰富。明朝天启六年，姑田镇元
甲村村民蒋少林到邵武县禾坪乡学习
造纸技术，后于明朝崇祯二年回乡创
业。在原有的竹纸生产工艺基础上，蒋
少林经多次试验，成功研制出独具特
色、质量上乘的天然漂白竹纸——元甲
纸，这便是连史纸的前身。当地造纸师
傅不断改良造纸工艺后，连史纸随之诞
生并开始大量生产。彼时，姑田镇遍布

造纸厂，产出的连史纸是全国五大宣纸
之一，许多文人墨客将连史纸作为友好
交往的互赠礼品。

“明清时期，我们那边就流传一句
话叫‘走漳州’，说的就是我们的连史纸
与漳州月港有着不解之缘。先辈们从我
们姑田镇挑担挑到新罗区万安镇小码
头，坐小船到华安，再换大船到月港，东
南亚很多商人就到月港这边采购。”邓
金坤说，早在清乾隆后期，连史纸便经
由漳州月港大量出口东南亚地区，成为
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大宗出口货物。直
至上世纪80年代，连史纸仍然是北京荣
宝斋、上海朵云轩等指定的专用品，并
出口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受到机械
化生产冲击以及材料提价、市场萎缩

等影响，从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姑
田从事连史纸生产的纸厂相继停产、
歇业，迄今仅余“美玉堂”一家。为了改
变困境，传承人邓金坤推动连史纸获
得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并探索从出口
转内销，走精品销售路线。

“现在的连史纸主要是用在图书
馆的古籍修复、古籍再造、篆刻、拓印
等领域，实现了可持续的现代经营之
路。”邓金坤说，此次到漳州举办“守望
青竹幻化之美——连史纸制作技艺
展”，旨在通过手工纸文化与技艺的知
识输出，传承连史纸历史和工匠精神，
让观众增进对手工纸的认识与理解，
继而引发对手工造纸当代价值的思
考，增强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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