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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址在草寮尾 45
号房屋，地段号东南

878，拆迁面积超出原产权证面
积，现拆迁安置于芗城区江滨花
园20幢620号。今郑惠珍、刘素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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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惠珍、刘素贞
2022年11月24日

原址在漳州市金湖村湖
内45号房屋，现拆迁安置于

漳州市芗城区西洋坪路88号金湖小区3
幢1503号，芗城区芝山路43号金湖花
园一期1幢901号，芗城区芝山路43号
金湖花园一期1幢1501号。今陈彩英、颜
丽娟、吴保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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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彩英、颜丽娟、吴保琪
2022年11月24日

▲诏安县百竣药店不慎遗失诏安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9年10月31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350624MA344W152E，
现声明作废。

▲平和县小溪中心小学不慎遗
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发证机关：
平和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有效期
至：2024 年 10 月 09 日，许可证号：
JY33506280030344，声明作废。

▲平和县吴小林、林丽华
夫妇不慎遗失第一孩儿（吴添
乐）出 生 医 学 证 明 ，证 号 ：
K350063883，声明作废。

▲芗城区管师植、吴玉娟
夫妇不慎遗失第一孩儿（管达）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证 号 ：
350202282，声明作废。

▲李梦婷不慎遗失漳州卫
生职业学院药学系2020级中药
学专业（4）班的学生证，证号：
20201362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声明 声明

本报讯（记者 王琳雅 文/图）
11 月 22 日下午，市区华元北苑小
区传出一阵悠扬婉转的琴声。
这是小区居民在省歌舞
剧院古琴演奏员、中
国琴会会员、中国
民族管弦协会会
员 韩 艺 梅 和 同
事的指导下，
抹挑勾剔，练
习古筝。这也
是 韩 艺 梅 在
社区开设的
首 场 中 老 年
古 筝 公 益 培
训课。

“ 中 国 传
统五声音调叫
做‘宫、商、角、徵、
羽 ’……”活 动 一
开始，老师先讲解古
筝基础知识，并现场演
示古筝散、泛、按三种音色。
最令学员动心的，莫过于上手抚
琴。在老师的示范下，学员开始尝
试右手勾、挑两个基本指法要领。
随着老师一步步的引导，学员渐入
佳境，由最简单的音阶递进，到学

会一小句和弦演奏……
“这个古筝公益课太好了，老

师非常专业，家门口就能学，收获
很大。”林女士开心地说，活

动为市民感受艺术熏陶
创造了机会，也能从
中感受传统文化、提
升审美情趣。

“ 小 区 里 的
琴房场地有限，
每节课只能报 6
名学员，我们计
划采取分批错
时的形式，为社
区群众开展古筝
公益课。”韩艺梅
说，自己平日里

在福州工作，但她
每周都会抽空回到

家乡漳州，为自己开
设的蕙杭古琴公益教

学实习基地授课。“家乡
是我梦想起航的地方,不管我

的梦航向何处，我都希望能在家
乡推广与普及古琴、古筝艺术，
发挥漳州古琴制作技艺文化优
势和作用,让古筝、古琴艺术走进
千家万户。”

家门口就有古筝公益课

居民乐了！

本报讯（记者 邹挺毅）近日，
市民林女士遇到一件糟心事，她
的小车停在自家小区楼下，结果
被人为损坏，虽然有报警处理，但
至今仍未有相关答复，这到底是
怎么回事呢？

“我现在也很闹心啊，虽然违
停我也有错，但这样不由分说把我
车弄坏也不太好吧。”11月 24日，
林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林女
士住在市区玫瑰园小区，11 月 18
日凌晨她下班回到家后，发现由于
附近的天福园古玩城在修路，自己
所在小区的车位都停满了。无奈之
下，她只好把车停在一处靠近某商
家的公共区域。醒来时，她发现手
机凌晨 2 时 44 分收到一条短信：

“你车停我门口，那我停哪。”林女

士看到短信后，心想着自己挡了
别人路，赶忙下楼挪车。哪知她刚
走到车旁却发现后保险杠被踹了
一脚、后车牌被掰弯、前车牌也因
为掰弯导致前保险杠破裂，倒车
影像摄像头也遭破坏。

“当时看到这一幕我就懵了，
感觉没必要这样吧。”林女士说，她
随即拨打110报警，民警赶到现场询
问了她的情况之后，拨打了给她发信
息的商店店主电话，店主在电话里
承认损坏了她的车辆，并指责她随
意停放车辆，挡住他人店面。不过当
民警让他马上过来解决时，对方却
以都是林女士的错为由挂掉电话。

记者获悉，警方称该纠纷双方
均有过失，目前正在积极协调当事
人处理此事。

违停虽有错 把车弄坏也不该
警方正积极处理纠纷

本报讯（记者 陈细慧 通讯员
李青）“发白情仍在，人老未忘忧。不
甘形隐退，依旧做黄牛……”近
日，漳州市老干部活动中心的诗
词爱好者举办了一场“筑梦新时
代 丹心永向党”专题诗词吟诵
会，用诗词的形式宣讲党的二十
大精神。

“我们老同志是时代巨变的
亲历者、见证者，我们有很多的感
怀和故事。党的二十大精神是一
个很宏大的主题，要把它讲生动，
讲到位，诗词是一个很好的媒
介。”老同志诗词兴趣团队负责人
白金坤说，市老干部活动中心号
召广大老同志发挥特长，多形式、
多角度进行宣讲。爱好诗词的老
同志们经过多次交流探讨，以党
的二十大精神为主题，以畅谈发

展变化、讴歌美好生活、磨砺初心
使命为素材精心创作诗词作品，并
甄选 53 首编印成册。93 岁的市委
党校原副校长萧彪虽行动不便，听
闻这场活动，仍然饱含激情作诗两
首，委托诗友代传。

老同志们的作品最终以诵读
的形式呈现。慢声长吟，低回咏唱，
情到深处，老同志还采用闽南语吟
唱的方式表达，熟悉的乡音让这场
吟诵会散发着浓浓的“漳州味”，也
让诗词里的“党的二十大精神”画
面感更鲜明、代入感更强烈。“虽然
离开了工作岗位，但我们都时刻关
注着党的声音，我们将努力用群众
喜闻乐见的方式、用老百姓听得懂
的话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让党的
好声音、好政策‘响’在基层，‘响’
在群众心间。”白金坤说。

老干部以诗词抒怀
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

老师指导老师指导
居民练习技法居民练习技法

继获得福建省西式烹饪行业职业
技能竞赛“福建西餐名师”称号，近期，
西餐厨师陈沫峰被省总工会授予“福
建省金牌工匠”称号，他是漳州唯一获
此殊荣的西餐厨师。

“有目标的人生才有期望，有规划
的人生才更精彩。”这是陈沫峰的人生
信条，他与西餐的故事，有波折，却也
励志。

初见陈沫峰，他笑容憨厚，却挡不
住坚毅的眼神，双手还残存着淡淡的
牛油香，是人们想象中资深厨师的样
子，而他今年也才35岁。“其实我最早
学的并不是西餐烹饪，而是学电工。”
陈沫峰苦笑着说，他初中毕业后就读
职业技术学校，选的是中式烹饪专业，
但家人觉得这个专业没什么前途，就
一直反对他往这条路走，尤其是父亲
知道他的专业选择后非常生气，但他
很坚持。“我父亲当时为了让我‘改邪
归正’，还特地让我到他的工厂学电工
技术。”陈沫峰说，即便这样，也没有抵
挡住他对烹饪的热情。

从职业学校毕业后，陈沫峰先后
在市区多家餐馆与饭店历练。2010年，
已经有近3年从业经验的他，经人介绍
后毅然北上学习。而他不知道的是，这
次的选择让他改变了人生的轨迹。

“我学的是中式烹饪，可没想到去
北京后才发现要做的是西餐。”陈沫峰
说，当时他一听到这个消息，整个人都
懵了，因为之前从未接触过西式烹饪，

他很担心自己会做不好，刚去的那段
日子很煎熬。所幸他烹饪功底还算扎
实，同时还遇到生命中的贵人，就是他
的妻子。陈沫峰的妻子当时在那家餐
厅是西餐主厨，一开始两人没什么交
集，但妻子看他学得很用心，就经常过
来指点他，久而久之，两人互生好感，
走到了一起。

在北京生活了 6 年后，陈沫峰思
乡之情渐浓，和妻子一番商量，决定回

乡创业。就在这时，又发生了一件让他
意想不到的事。“当时演员成龙所属的

‘成家班’公司有意开拓业务，看中了
我所在的餐厅，我差点就回不来了。”
陈沫峰说，“成家班”盘下了他所在的
餐厅，并一直挽留他们夫妻二人，他也
有些动心想留下来，最后经过一番思
索，他还是选择回来。餐厅原来的老板
见他去意已决，很慷慨把厨房设备全
送给他，这让他非常感动。

2016年，带着“做幸福西餐”的理
念，陈沫峰回到漳州，开了第一家西餐
厅，为了表达对妻子的感情，他的餐厅
取名为“陈夫人的厨房”。“我刚创办这
家餐厅的时候也遭遇了不少挫折。”陈
沫峰说，他一开始担心餐厅的经营，没
有招太多员工，都是家人在帮衬。创业
初期每天都是起早摸黑，也遇到过顾
客当着他的面嫌弃菜品不好吃，这让
他备受打击。更让他差点崩溃的是，高
强度的工作导致妻子流产，他一度想
过自暴自弃。幸好家人不断鼓励他，
妻子也陪着他走过这段困难期，他振
作起来，在不断努力下，他的菜品受
到了越来越多顾客的肯定，夫妻俩也
重获爱情的结晶。如今，“陈夫人的厨
房”由于保持品质稳定、不断推出新
产品，越来越受市民欢迎，已成为漳
州人的美食“打卡地”。生活和事业渐
入佳境后，陈沫峰夫妻便想着回馈社
会，闲暇时，他们经常为“宝妈”举办免
费的烹饪课程。

但陈沫峰始终相信，越努力，越幸
运。“虽然目前取得一些成绩，获得一些
认可，但社会发展很快，我还要不断努
力，紧跟时代的步伐，才能在这个行业
里立足。目标明确，脚踏实地前行，终究
会遇见令人期待的风景。”陈沫峰说。

⊙本报记者 邹挺毅 文/图

35岁的陈沫峰被授予“福建省金牌工匠”称号，其成长道路充满
波折，但他凭着热爱与执着——

把西餐做出“幸福的味道”

陈沫峰正在专心制作西餐

诏安县太平镇景坑村有位百岁
阿婆，她叫沈梅。熟悉阿婆的邻里都
说，阿婆看起来比她实际年龄还年
轻，不仅身体硬朗，还心胸豁达。“能

有今天幸福美满的生活，全靠党和政
府，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不忘党
恩。”这是阿婆常说的一句话。

沈梅出生于太平镇榕城村，经

亲戚介绍嫁到景坑村，生四男一女。
“景坑村地处山区，以前村民过日
子，依靠种田和上山砍柴烧木炭卖
钱。尽管我们夫妻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生活还是过得窘迫。平时经常累
得腰酸腿痛。”沈梅说。新中国成立
后，丈夫张宇福开始做些小生意，家
里条件也逐渐好起来。1965 年，大儿
子张群龙响应政府号召，入伍到部队
服役，其他子女也开始能帮上忙，在
沈梅夫妻的细心经营下，一家子的生
活过得和和美美。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为
农村经济发展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沈梅的儿女和大家一样，放开手脚发
展多种经济。他们在创业中认识到，
文化与科技在创办经济实体中的重
要性，所以十分重视子女的文化教
育。大儿子张群龙说：“这些年来，我
家先后出了 9 位大学生。他们毕业
后，有的到厦门，有的到广东，都发展
得很好。”

2002年，张群龙兄弟商量要把父
母住的老房子重新装修，改善下父母

的居住条件，沈梅夫妻说：“我们住习
惯了，有钱你们留着让子女读书。”
2010年，沈梅90岁高龄的丈夫因病去
世。失去了相濡以沫 66年的丈夫，沈
梅及时调整好心态，依然过着起居有
常、饮食有节的日子。早晨会挑上水桶
到菜地里劳动，按季节种上各种蔬菜，
她说：“自己种的蔬菜，不用农药，吃起
来放心。”看到邻里一些孤寡老人生活
困难时，沈梅会伸出援手，拿些钱或东
西帮助他们，她经常说，“我们过去也
是从艰苦生活走过来，现在生活好了，
别人有困难，我们能帮忙就帮一下，大
家生活好，才是真正的好。”

如今，已是五代同堂的沈梅，整
个大家庭有 100 多人。每逢放长假的
时候，在外工作的孙辈们都会回来看
望她，跟她说着他们在外面遇到的新
鲜事，让她乐得合不拢嘴，每当这时
候，沈梅总是不忘教育子孙后代：“我
们国家越来越富强，生活越来越好，
我们赶上了这个好时代，要心怀感
恩，努力工作，做对社会有用的人。”

⊙沈良生 文/图

百岁老人沈梅：生活幸福 不忘党恩

沈梅阿婆（右三）与子女在一起

11月20日，漳浦县剪纸协会组织剪纸艺术家，用传统民间艺术歌颂奋
战在抗疫一线的“最美逆行者”。此番共剪创出35幅剪纸作品，传播防疫知
识，为抗疫助力加油。 陈秀莹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杨婉真 通讯员
黄少婧 蔡巧燕）糖尿病是中老年人
的专属？不。近日，漳浦 14 岁男孩小
涂一个月内体重骤减 10 余斤，家长
带他到漳浦县医院就诊，不料竟被
确诊为糖尿病。

据了解，小涂身高 174厘米，体重

达 80 公斤，近一个月以来出现口干、
多饮、多食、多尿的症状，饭量较以往
增加 1 倍，体形却日渐消瘦，减轻 10
余 斤 。经 查 ，他 的 随 机 血 糖 竟 达
22.01mmol/L，糖化血红蛋白 14.80%，
均远高于正常值。最终小涂被诊断为
2 型糖尿病、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

经治疗后，小涂血糖逐渐下降平稳，
并掌握胰岛素的用法，病情好转后于
11月 16日出院。出院后，小涂表示将
提高健康意识，调整自己的饮食及生
活方式，积极控制血糖。

医生表示，近年来，糖尿病发病
逐渐趋于低龄化，儿童及青少年的发

病率明显上升，尤其是肥胖儿童。医
生提醒，糖尿病患者常伴有脂肪、蛋
白质代谢异常，长期高血糖可引起多
种器官，尤其是眼、心、血管、肾、神经
损害或器官功能不全或衰竭，导致残
废或者过早死亡。因此，肥胖、糖尿病
家族史、血脂异常和高血压等高危人
群应及早进行筛查和预防，做到“早
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若确诊为糖
尿病，可从饮食治疗、运动治疗、药物
治疗、健康教育和血糖监测等五项综
合措施进行积极治疗。

体重骤减10斤 14岁男孩被查出糖尿病
糖尿病低龄化要重视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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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艺术家们在剪创作品

《万众一心抗疫魔》
李小燕 作

《致敬英雄》
陈莉娜 作

《云开雾散》 高少萍 作
《防范新型冠状病毒从我做起》

陈巧华 作

《
坚
定
希
望
》

陈
燕
榕

作

《
全
民
战
﹃
疫
﹄
，人
人
有
责
》

黄
丽
蓉

作

《疫情防控自觉遵守》
卢淑蓉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