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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龙海市颜厝台源装饰材料厂不慎

遗失龙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2011年5月
24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350681600207455，现声明该营业执
照作废。

▲漳州市漳通货物运输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车号:闽E83709货车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运输证闽通卡，证号：闽交运
管漳字350602204851号，声明作废。

▲平和县赖江山、张建春夫妇不慎
遗失第一孩儿（赖佳蓉）出生医学证明，
证号：M350444377，声明作废。

▲南靖县智弘物流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闽 ED2289 货车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运输证，证号：350627203933，声
明作废。

▲漳州泽韵贸易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许可证编
号：JY13506020133482,声明作废。

▲父亲欧阳条生、母亲陈凤梅不
慎遗失第一孩子欧阳祺的出生医学证
明，出生医学证明编号：A350192079，
声明作废。

▲陈志福、沈舜娟不慎遗失第二孩
儿陈柏泛的出生医学证明，出生证编
号：R350279095，现声明作废。

▲父亲张海波、母亲黄爱琴不慎遗
失第二孩儿张智鑫的出生医学证明，出
生证编号：R350498754，现声明作废。

▲父亲黄伟明、母亲高宾不慎遗失
第一孩儿高筱彤的出生医学证明，出生
证编号：C350023675，现声明作废。

▲父亲黄伟明、母亲高宾不慎遗失
第二孩儿高筱祺的出生医学证明，出生
证编号：C350258160，现声明作废。

▲陈雨不慎于 2023 年 1 月 13 日遗
失 第 二 代 居 民 身 份 证 ，证 号 ：
35018219980321723X 号（有 效 期 限 ：
2014 年 09 月 23 日 至 2024 年 09 月 23
日），声明作废。

▲福建省漳州市漳糖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职工聂旗不慎遗失职工养老保险手
册 ， 社 会 保 障 号 码 ：
350600196302012059，声明作废。

▲龙文区林国清不慎于 2023 年 2
月 1 日遗失第二代居民身份证，证号：
350681197810204033 号（有 效 期 限 ：
2006 年 9 月 7 日至 2026 年 9 月 7 日），声
明作废。

▲郑双清不慎于 2023 年 1 月 18 日
遗 失 第 二 代 居 民 身 份 证 ，证 号 ：
350321198509250913号（有效期限：2016
年 6 月 14 日至 2036 年 6 月 14 日），声明
作废。

原址在漳州市弥勒坑村房
屋，现拆迁安置于漳州市芗城区
西洋坪路88号金湖小区6幢1605
室。今颜毅敏申请上述安置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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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毅敏
2023年2月1日

原址在漳州市弥勒坑村房屋，
现拆迁安置于漳州市芗城区西洋
坪路 88 号金湖小区 6 幢 1008 室。
今颜忠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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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忠兴
2023年2月1日

声明 声明

家住东山县西埔镇亲营村的
林英兰现年108岁，是目前漳州市
高龄且比较健康的“兔寿星”。1月
30日上午，笔者慕名赶到位于乌礁
湾畔的亲营渔村，很快就找到林阿
婆的家。这是一幢宽敞整洁的两层
楼房。客厅里，林阿婆正和家里人
一起观看电视播放的潮剧节目。

“新年好！请进来坐。”林阿婆一见
来了客人，便起身打招呼，又叫儿
子潘克成烧水泡茶。

身份证显示，林英兰出生于
1915年7月。交谈得知她生在东山
县西埔镇梧龙村一个贫苦的农民
家庭，刚生下不久就被送到亲营村
潘家当童养媳，长大后与潘家儿子
潘永祥结婚。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
代，虽然生活艰难，但全家人平安
就是幸福。

1950年5月10日，东山岛解放
前夕，林英兰丈夫潘永祥被国民党
强抓壮丁去台湾，一去就没了音
信。林英兰日思夜想，哭干了眼泪，
盼白了头发，最后等来的却是丈夫
已在台湾病亡的消息。

东山岛解放后，林英兰这个
“兵灾家属”的日子慢慢好转起来。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林英兰积极参
加东山县委书记谷文昌带领的“东
山保卫战”拥军支前、乌礁湾沙滩
造林植树、兴修水利等建设。日夜
操劳，干农活、拾柴草、讨小海……
她勇敢地挑起上照顾年老的养父
母(公婆)，下抚养年幼的小叔(弟弟)
潘阿金和自己两个孩子的重任。

林阿婆说，养女潘彩珠长大后
出嫁到本县宅山村，儿子潘克成娶
本村的潘素兰为妻，婚后生育大女
儿潘美缘、二女儿潘美春，先后出
嫁本村和本县陈城镇港口村，孙儿
潘镇松与孙媳妇潘儿君结婚后，生
下曾孙女潘鑫涵，曾孙儿潘一睿，现
在县城中学和小学读书。现已70多
岁的儿子潘克成夫妻靠讨小海和种
些蔬菜补贴家里生活，孙儿潘镇松
早年办制冰厂多年亏
损，后改行从事鲍鱼
养殖业，依靠勤劳致
富。

“母亲经常教育
子孙后代要‘饮水思

源’，幸福不忘共产党。”儿子潘克成
说，母亲讲得最多的还是新中国成
立前后和改革开放前后家乡变化的
故事。母亲以前是家中顶梁柱，直至
90多岁，不顾儿孙的劝阻，还坚持干
农活、养猪。上了100岁还是闲不住，
帮助做饭、洗菜、扫地、理家务，还
养了一群母鸡。闲时，她喜欢听潮
音，观看电视播放的潮剧，有时到
左邻右舍串门聊天，甚至步行到村
前海湾观看美景。

林阿婆现在除了驼背、耳背和
右眼看不见外，没什么大的毛病，
胃口好，身体状况较好，生活可以
自理。笔者问她长寿的秘诀，她乐
呵呵地说：“十年前我还经常下地
劳动，平时爱洗冷水浴，很少感冒。
儿孙媳妇们都很孝顺，让我活了这
么一大把年纪。”

考虑到母亲年纪大，多数牙齿
已脱落，潘克成经常上市场买来新
鲜海鱼、猪肉等富有营养的食物，
让妻子煮烂再端到母亲面前。父母
言传身教，孙儿、孙媳和曾孙对老
人都很孝顺。

潘素兰知道婆婆患有胆囊炎，
不适合多吃油类和生硬食物，所以
她和孙媳潘儿君为老人煮菜时尽
量少放油，鲜鱼、鲜肉一定要煮烂
煮透。说起贤惠的儿媳妇潘素兰、
孙媳妇潘儿君，林阿婆赞不绝口：

“她两人待我比亲生女儿还贴心有
孝。”

“每逢重阳节，县、镇、村和有
关组织都登门来关心慰问我，送给
我红包。”林阿婆感激地说，“全家
人对我百般照顾，共产党和人民政
府给了我健康长寿。”

谈到新年愿景时，林阿婆说：
一是全家人身体健康，出入平安；
二是孙儿潘镇松养鲍鱼“兔”飞猛
进赚大钱，去年动工建设的新楼房
今年能落成；三是曾孙女潘鑫涵，
曾孙儿潘一睿读书进步，快快成
长。 ☉谢汉杰 文/图

东山108岁“兔寿星”林英兰：

欣逢盛世人增寿
儿孙孝顺享天伦

““空中戏空中戏院院””踩高跷踩高跷
1月31日，农历正月初十，芗城区石亭街道塘边社区举行盛大的踩高

跷、“抬神”、舞狮等传统民俗文化活动，祈求新年风调雨顺、人民生活幸福
安康。其中，踩高跷属非遗技艺，演艺人员扮成八仙，在高达2.4米的高跷
上吹拉弹唱。围观群众纷纷为这“空中戏院”喝彩。

郑文典 林芷逸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李立平 庄朝惠 通
讯员 宋蔚菁 李雅婷）“喂，110吗？九
龙江城关坝头段有人落水了，你们赶
快来救援。”1 月 30 日晚 9 时许，正在
城关路面巡逻的华丰派出所和巡特警
大队民警接到指令后，仅用不到 1 分
钟时间就赶到现场开展救援工作。

在漆黑的水面上，华丰派出所警
务队队长陈旭发现落水女子在距离岸
边 50 米左右的江中，江水较深，情况

危急。陈旭一边向堤坝下游跑去，一边
让同事打消防急救电话。

“落水女子可能不会游泳或者慌
张，一直在江水中扑腾，我给她抛了 3
次救生圈，她都没抓住。”陈旭说。

见此情形，陈旭迅速抓起救生器
材，毫不犹豫地跳入冰冷的江中，奋力
游至该女子身旁。“抓紧我，快！别沉
了！”陈旭喊着。落水女子已四肢无力，
陈旭用尽全身力气才将女子托出水

面，并用手里的游泳圈套住女子缓慢
向岸边移动。

最终，现场其他警力、消防人员
合力将该女子拉上岸。随后，等候在
一旁的医护人员上前对其进行检查。
据了解，该女子身体已无大碍。

“抓紧我！别沉了！”

民警纵身寒江 托起落水者

这个春节 我这样向Ta推介漳州

这个春节长假，出游成为不少人的选择。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远客光临漳州，好好招待，略尽地主之谊，也是人

之常情。作为东道主的你如何展示待客之道？又是如何向他（她）推介自己的家

乡？本期《微调查》一起来聊聊。

十年前我大学毕业，便留在上海
工作，在家人的支持下，陆续买车买
房，扎根离家千余公里的异乡。今年春
节，我回乡过年，不仅带回上海本地女
朋友，还带着她走遍市区大街小巷，吃
遍漳州特色美食，让她直呼喜出望外。

女友来之前我跟她介绍过漳州
小吃。对于我的推介，她曾一脸质疑。
大年初二下午她刚到漳州，我便带她
来到漳州古城路口的阿芬卤面店，为
她点了一碗热腾腾的招牌碱卤面。面
上满满的炸肉、大肠、豆干、卤蛋等配
料，她瞪大眼睛，随即夹入口中。第一
次吃，看得出她很享受。我告诉她，漳
州卤面的卤汤主要以猪骨熬制，汤头
浓郁鲜香，薄薄的勾芡更添浓厚口

感。她对汤中加入的干贝、虾仁、香
菇、鱿鱼、笋丝等配菜也赞不绝口。

连续四天，我带她吃了独具漳州
特色的面煎粿、手抓面、猫仔粥、锅边
糊、蚵仔煎、生烫、麻薯……吃到咸豆
花粉丝时，她不可思议地反复询问，
为什么咸豆花可以这么好吃？不敢相
信豆花还能做成咸的。大年初五送她
去厦门机场的时候，我为她捎上白水
贡糖、杜浔酥糖、海澄双润膏、东美
膏、枕头饼和麻枣。这些特产是能带
上路的，而大部分的漳州美食都得现
做现吃。我邀请她的父母五一假期过
来玩，女友高兴地说，因为我，她来到
了漳州；因为美食，她爱上了漳州。

☉本报记者 李润 整理

网友一马当先:

带女友领略舌尖上的漳州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2010

年从师范大学毕业后，我走上创业之
路，远离三尺讲堂。当不成老师，我略
感遗憾，没想到今年春节，我过了把老
师瘾，学生还是自己的老同学。

大年初三那天，大学同学程祥从
江西赣州自驾来漳州游玩，而我自然
成为他的向导，带他逛古城、尝小吃，
在走街串巷中品味漳州的烟火气。

行至市区青年路的一家小吃摊
前，程祥突然对眼前的一幕产生了兴
趣：两位年约七旬的老人用闽南语交
谈，喜笑颜开。

“老孟，什么是甲得，为什么新泥
会很厚，七桃是桃子吗？你们这儿的
方言听起来有点意思。”这些年，我接
待来漳州游玩的朋友很多，有喜欢漳
州茶叶的，有喜欢漳州美食的，而对

闽南语有兴趣的还是头一回遇到。
就这样，在原有的逛吃计划里，

我们临时加入了一项闽南语教学实
践课程。初四晚上，我和程祥在一家
饭店就完餐后，他径直上前与饭店的
老板交谈。“老板，‘甲霸未’‘新泥
后’，要不要‘甲得’，有空到我们江西

‘七桃’啊。”初学乍练，发音并不准，
但这一番操作把老板逗乐了。

初五一早，程祥准备驾车返回赣
州，临行前我为他准备了水仙花、铁
观音、贡糖、枕头饼等伴手礼，此外还
有我为他编写的闽南语入门教程，里
面记录了闽南语常用方言以及一些
地道小吃的音译、注解。看到这份特
殊礼物，他很开心，希望能学以致用，
下次来漳州时能“一鸣惊人”。

☉本报记者 许文彬 整理

益民花园小区居民孟先生：

把闽南语当“伴手礼”

要说在漳州正月里哪一天最热
闹，那一定是初八夜至初九凌晨的

“拜天公”。今年，我邀请来自北方的
同事李昕来家中做客，体验一番闽南
特有的“年味”。

1月29日，正月初八。下班后，我
们从市区驱车赶回龙海老家。到家
时，长辈们正折着“天公金”。晚7点，
我们把祭拜天公的桌子搬出来，听奶
奶指挥，把“天公金”整齐地放在桌边，
把发粿、烤鸭、面线等祭品摆上桌。“拜
天公的贡品，要有三牲、五果、六斋、搭
饭、烧酒等。”我向李昕介绍“拜天公”
的贡品以及传统习俗的由来。

“原来这就是朋友圈同款的‘拜
天公’，今年我也可以晒图了。”看着
眼前精心布置的贡桌，李昕拿起手机
拍照。

晚11点，祭祀开始。大家拿着香

炷，按辈分轮流祷告祭拜。轮到我们
孙辈祭拜的时候，奶奶把香炷递给李
昕，并用本地话念道：“天公祖，保佑
她平平安安，身体健康……”念罢，李
昕跟着我把香炷插到香炉里。

焚香完毕，奶奶将火炉桶摆在院
子里，开始烧“天公金”。刚开始烧的
时候，李昕有些害怕会伤到手，不敢
靠近。但随着仪式进行，她也跟着投
放“天公金”。随着放入的“天公金”越
来越多，火势越燃越旺，印得大家满
脸通红。不一会儿，窗外像是收到了
执行口令，一时间鞭炮声噼里啪啦响
起，色彩斑斓的焰火绽放夜空，如彩
绸般绚丽多姿。李昕拿起手机记录下
漫天灿烂的烟花。她在朋友圈写道：

“初八夜‘拜天公’才真正感受到闽南
独特的年味。”

☉本报记者 王琳雅 整理

市区万科璟园居民陈女士：

初八“拜天公”邀友来闹热

1月 28 日一大早，我突然收到网
友小陈发来的信息，她打算趁假期的

“尾巴”，来漳州走走。而此时，她已经
坐上从深圳开往漳州的动车。

在出行这件事上，小陈是天生的
“自由派”。她没有做详细的攻略，打算
纯粹地“瞎逛”。她的想法和我不谋而
合，漳州的生活节奏是缓慢的，“瞎逛”
颇适合漳州的旅游体验。

当天中午，我们相约在动车站出
站口见面。“现在动车太方便了，我还
未觉得离开深圳有多远，直到出站时
我听见闽南语……”小陈说。

我们俩“瞎逛”的第一站便是漳州
古城。漳州文庙、“尚书探花”和“三世
宰贰”明代石牌坊、东西桥亭……古朴
的气息扑面而来。在老建筑包容下的

咖啡店，不仅不突兀，反而有种新旧融
合的美。

这是小陈第一次走进漳州。行走
在石板路上，我们谈天说地。“老街情、
慢生活、闽南味、民国风、台侨缘”，小
陈细细品味着。“这里的街道跟台湾很
像，但又颇有东南亚的味道。”小陈感
慨地说。

出发去动车站前，小陈打包了麻
糍、白香饼、面煎粿等漳州小吃。当晚，
她便要赶往福州筹备第二天的会议。

“漳州的安逸、宁静，竟让我有点舍不
得离开。”上车后，小陈发来微信说，她
还会找个周末再来一趟，住上两天，就
在古城附近“瞎逛”，随性、慵懒地逛逛
吃吃。

☉本报记者 王琳雅 整理

市区怡秀园小区居民庄女士：

友人突袭“瞎逛”侍候

①给萌兔喂食
②游客与棕熊互动
③海狮表演

儿媳潘
素兰（右）为
108 岁的婆
婆林英兰梳
头

兔年新年，漳州市动物园
的动物明星们悉数亮相，期待
与游客们亲密互动。

萌兔当之无愧成为园里的
主角，走进“兔兔乐园”，游客大
手拉小手，客串了一回饲养员，
与萌兔近距离接触，体验喂食
的乐趣。此外，园区的棕熊、河
马、骆驼、鸵鸟等“大家伙”按捺
不住兴奋，手舞足蹈、点头示
意，用各自的方式与过往游客
隔空互动。

记者 许文彬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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