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由漳浦县文联主办，县剪纸协会承办的
“郑美丽易拉罐浮雕画作品展”在漳浦县文学艺术创
作交流基地（旧县衙）成功举办。此次展览共展出 45
幅易拉罐浮雕画作品，全部出自军嫂郑美丽之手。这
些作品或展现自然风光，或描绘人物形象，或寄托美
好愿景，是郑美丽多年创作心血的集中展现。展览吸
引了众多文艺爱好者和群众驻足观赏。

独辟蹊径独辟蹊径 变废为宝变废为宝

“这些易拉罐浮雕画，是我利用废弃的易拉
罐，结合漳浦剪纸技法创作而成的。”军嫂郑美丽
向笔者介绍道。作为一名军嫂，她举办此次展览，
旨在通过作品向所有保家卫国的军人们致以崇高
的敬意。

郑美丽与剪纸结缘，实属偶然。她性格活泼开
朗，因丈夫是军官，便承担起了照顾家庭的重任。在
儿子上幼儿园时，为了培养他的专注力，郑美丽听从
老师的建议，送他去参加了剪纸兴趣班。在接送儿子
的过程中，郑美丽也近距离接触，并爱上了剪纸这门
艺术。她凭借中专学历和十字绣的功底，逐渐在剪纸
领域找到了自己的乐趣和追求。

2016年 8月，郑美丽以重在参与的心态，参加了
漳浦县民间剪纸艺术职业技能竞赛，并意外地获得
了“银刀剪”奖。同年11月，她有幸与漳浦县的剪纸同
仁一同前往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参加了由文化
部、教育部主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
修研习培训”。那次为期一个月的学习经历让郑美丽
受益匪浅，她在艺术理论和传统手工艺方面都有了
显著的提升。

从师大进修归来后，郑美丽的创作热情更加
高涨。她所创作的剪纸作品如《喜迎建党百年庆》

《一廉清正》等，在各类比赛中屡获殊荣。更为难能
可贵的是，郑美丽在传承中不断创新，她独辟蹊径
地用易拉罐皮代替纸张进行创作，将废物变为宝，
剪出了立体感强、栩栩如生的艺术品，为剪纸艺术
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坚持公益坚持公益 传授技艺传授技艺

谈及为何选择易拉罐作为创作材料时，郑美
丽表示，她是在 2021 年夏天受到网络平台上某人
用洗衣液塑料空瓶制作艺术品的启发。看着家中
阳台上堆放的易拉罐空罐，她灵机一动决定尝试
用易拉罐进行创作。经过一个多月的研究和摸索，
她终于掌握了适合的表现技巧并成功创作出了自
己的作品。

然而用易拉罐制作剪纸作品并非易事——由于
易拉罐内壁的材质是铝，其具有很强的银质感，虽然
材质不太硬，但在收集及制作过程中很容易割伤手
指。在创作初期郑美丽不仅手指起泡，双手也被铁皮

刮得伤痕累累,但她依然坚持不懈地创作出了许多优
秀的作品。

技艺的传承至关重要。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漳
浦剪纸这项民间艺术，郑美丽积极参与漳浦剪纸
协会的各项活动,并定期在各个小区举办剪纸公
益课。十多年来她通过 QQ、全民 K 歌等直播平台
坚持开展剪纸公益讲座,传授剪纸技术和漳浦剪
纸文化，积极向大众传播这项传统技艺。

从艺至今，郑美丽已经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剪
纸风格。她的作品圆润匀称、线条流畅、细腻雅致，略
带夸张的剪纸风格洋溢着青春与活力,具有很强的艺

术感染力。近年来，她更是将时尚元素融入传统剪纸
风格中，创造出新的剪纸形式，并大胆地将剪纸艺术
应用到日常生活中。如将剪纸图案通过“转印纸”粘贴
在衣服、帆布袋、防水双肩包上等，这些创意作品深受
大小朋友们的喜爱。

⊙林惠卿 文 张艺君 图

军嫂郑美丽用易拉罐创作浮雕画，还办起“个展”，且看——

漳浦剪纸技艺的别出心“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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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刘毅镇、王素贞夫妇不慎遗失第

一孩儿刘盛达的《出生医学证明》，证
号：J350471067，声明作废。

▲南靖县智弘物流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闽E83127货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运输证，证号：350627203104，声明
作废。

▲漳州快安物流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车牌号为闽 E66715 号车辆的《道路
运输证》，证号：350625201562 号，声明
作废。

▲父亲林伟平、母亲高娟不慎遗失
第一孩儿林渝铭的《出生医学证明》，出
生证编号：Q350593799，声明作废。

▲父亲高艺斌、母亲甘远君不慎遗
失孩儿甘诗雨（曾用名：高诗雨）的出生
医学证明，出生证编号：R350283959，
现声明作废。

▲龙文区林艺鑫不慎于 2024 年 8
月 11 日遗失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
居 民 身 份 证 》 ， 证 号 ：
350603200605040530，有效期限：2023
年 7 月 10 日至 2033 年 7 月 10 日，声明
作废。

▲父亲林文兴、母亲韩小玲不慎
遗失第一孩儿林熠阳的《出生医学证
明》，出生证编号：L350411538，声明
作废。

▲付开捷不慎于 2024年 8月 16日
遗失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
证》，证号：421302200505275566，有效
期限：2023 年 4 月 3 日至 2033 年 4 月 3
日，声明作废。

▲漳州市路桥工程有限公司职工
施开英不慎遗失《职工养老保险手册》，
社会保障号码：350621197204151043，
声明作废。

原址在龙文区步文镇
下店尾村房屋，现拆迁安置

于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九龙大道
1227 号西蕃莲棚户区危旧房改造项
目 2幢 1901室。今黄秀玉、黄雅玲、黄
雅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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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秀玉、黄雅玲、黄雅萍
2024年8月19日

原址在龙文区步
文镇碧湖村房屋，现拆

迁安置于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
霞洲路 5号碧洲园 4幢 1503室。
今杨炳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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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炳容
2024年8月19日

原址在龙文区步文镇长福
村房屋，现拆迁安置于福建省漳

州市龙文区九龙大道 1227号西蕃莲棚户
区危旧房改造项目4幢1601号，西蕃莲棚
户区危旧房改造项目4幢1902号，西蕃莲
棚户区危旧房改造项目 3幢 802号。今黄
国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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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国栋
2024年8月19日

声明 声明 声明

◀郑美丽向参观者
介绍作品的创作意图

▲郑美丽的易拉罐
浮雕画作品《巍巍华夏》

本报讯（记者 李润 通讯员
周钟山 叶晨瑜）日常生活中，有些

“健忘”市民会出现煮饭一半忘了关
火，导致闻到烧焦味才猛然想起的
情况。近日，一家小吃店也出现这样
的“健忘”事故，幸好消防救援人员
及时赶到快速灭火，未造成人员伤
亡和严重经济损失。

当日 2时 40分，市消防救援
支队接到报警，称长泰区武安镇
中山北路一店面有浓烟冒出，疑
似起火。接警后，市消防救援指挥
中心立即调派辖区武安消防救援
站出动2辆消防车及11名消防救
援人员赶赴现场处置。

到场后，消防救援人员发现浓
烟从一家小吃店内冒出，整间店面
被浓烟包裹，看不清内部情况，无

法了解房屋内是否起火。根据现场
勘察的情况，消防救援人员立即利
用液压剪将店面的门锁剪掉，随后
进入店面查找浓烟出处。经过搜
寻，现场无明火，产生浓烟的是一
口被烧干的汤锅。消防救援人员立
即将烧得乌黑的汤锅拿出店外，并
将店铺电闸关闭。

其间，小吃店店主赶到现场，
经了解，店主当晚经营到凌晨12点
半后收拾打烊，忘记关掉电磁炉电
源，便回家睡觉了。于是，汤锅在小
火慢熬的情况下被熬干产生大量浓
烟，幸好被周边居民及时发现并报
警求助，有效遏制火灾的发生。

消防救援人员提醒：使用厨房
时，一定要做到用火用电不离人，
离人必须关火关电！

电磁炉忘关汤锅水熬干
邻居半夜被烟呛醒报警

消防救援人员及时成功处置

“骏邻”巡查队每周三定期巡查。图为消防队员
正在检查消防器材

本报讯（记者 王炜艺 通讯
员 蔡巧燕 林丽云）每年夏秋是
杀虫除草的好时节，也是购买杀
虫剂、除草剂最多的时节，发生意
外中毒现象较多。近日，漳浦一名
13岁的男孩，出于对杀虫剂味道
的好奇，将其混入饮料中喝下，所
幸送医及时，已于 8月 13日康复
出院。

事发当天晚上，小乐（化名）
在家独自玩耍时，无意间发现了
家中存放的杀虫剂，出于对未知
事物的好奇，小乐打开了杀虫剂
瓶盖，嗅了嗅那股刺鼻却略带异
样的气味。随后，一个冲动的念头
在小乐心中产生——他想知道这
味道在口中会是如何。于是，小乐
拿起家中的饮料（椰汁），将少量

杀虫剂倒入其中，并毫无警觉地
喝了几口。不久后，小乐开始出现
头晕症状，家人见状立即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迅速将他送往漳
浦县医院儿科就诊。经医生诊断，
小乐被确诊为杀虫剂中毒，由于
送医及时，小乐的生命体征较为
平稳，经过洗胃、导泄等一系列治
疗，身体状态逐渐好转，住院观察
一段时间后康复出院。

医生提醒，杀虫剂等有毒物
品应妥善存放于儿童无法触及的
地方，并设置明显的警示标识。一
旦发现孩子误食有毒物品，应立
即采取急救措施，并携带药品包
装尽快送医救治。此外，家长还应
加强对孩子的监管和看护，避免
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男孩好奇偷尝杀虫剂
所幸及时送医无大碍

本报讯（记者 王琳雅 通讯
员 朱妍 文/供图）近日，平和县
公安局举行 2024 年度第八次集
中返赃仪式。仪式现场，平和县公
安局将近期侦破侵财案件中所追
回的赃款集中返还受害群众，现
场返还赃款23万元，同时通过原
路返还等其他途径返还各类赃款
8.26 万余元，共计返还群众赃款

31.26万余元。
当天，受害群众对公安机关

迅速破案、及时挽损给予了高度
评价，并为平和县公安局送上“创
良好营商环境 为企业保驾护航”

“人民好警察 为民办实事”等两
面锦旗，衷心感谢公安机关为保
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所作的
不懈努力。

追回赃款 返还群众
平和公安收到两面锦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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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润 通讯员
庄雅芬 文/供图）近日，市消防救
援支队龙海区石码消防救援站组
织开展暑期“消防开放日”活动。

“小小消防员”夏令营团队“零距
离”体验消防生活（题图），学习消
防知识。

活动中，小朋友们纷纷试戴

头盔、穿上战斗服、握住消防水
枪，认真地参与演练。在寓教于乐
的氛围里，小朋友充分体会到消
防员工作的辛苦。同时，消防员还
为小朋友们进行了趣味授课，深
入浅出地讲解了火灾的危害性等
知识，并现场教授了火灾发生时
的逃生技巧和扑救方法。

消防体验消防体验““零距离零距离””

近日，龙文区蓝田街道中骏社区成立了一支“骏
邻”巡查队。这是该社区继今年 5月成立警务团队以
来，推动社区自治的又一新举措。“骏邻”巡查队是由
消防、公安、市场监管所等部门人员以及乡贤、物业
人员共同组成的志愿服务队。他们以每周三为巡查
日，致力于及时发现社区的问题并解决，努力成为群
众的贴心卫士。

“我们通过社区搭台，发动多方力量共同参与，
一起对社区精雕细琢，从而绘就基层善治‘工笔
画’。”龙文区蓝田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沈超向记者介
绍道，警务团队是蓝田街道在中骏社区设立共同治
理的示范窗口，而“骏邻”巡查队则充分体现了社区
的主观能动性，有效推动社区治理形成新局面。

从议治到参治从议治到参治
““治理角色治理角色””变了变了

“起初，社区居民有什么意见和建议，都是反馈给
我们，后来他们中的许多人，都纷纷参与到社区的治
理中来了。”中骏社区党支部书记林秋蜜告诉记者。

社区居民魏先生和赖女士就是这样的热心人士,
他们建议通过“周研判、月分析、季调度”等方式，确保
物业服务能力提升，为居民创造舒适的小区环境，提
供温暖入心的服务。像这样的“金点子”渐渐结出闪闪
的“金果子”，“智囊团”的优势被转化为一项项“看得
见、管得着”的民心工程，也进一步带动了居民群众参
与社区治理的热情，提升了大家的“家园意识”。

林秋蜜介绍，成立“骏邻”巡查队，是居民们建议
的。目的是推进社区、物业、居民多方融合、互利共
治，主要承担巡逻防范、安全宣传、居民服务等工作，
居民们希望充分参与其中，提高社区治理实效。

在破解社区队伍建设难、小区停车难、商居融合
难、安全防范难、合力共治难等问题时，居民从讨论
商讨治理难点解决方案到亲自参与其中，做出了很
多的贡献。“力量下沉、服务前移，相信‘骏邻’巡查队
在不久的将来能成为破解社区治理难题、提升社区
治理效能的新亮点、新招牌。”沈超说。

从等治到自治从等治到自治
““幸福指数幸福指数””高了高了

秋日的上午，阳光金灿灿的。十几位老人在中骏
社区养老照料中心的棋牌室里活动，大家下棋、聊
天，屋子里充满笑声。

60岁的社区居民林阿姨，家住小区一期。她说，
自己从家走路到这个位于照料中心的棋牌室，只要3
分钟。“每天都来，很高兴交了好几个新朋友。天天像
上班，很准时。”林阿姨语气中透出满满的愉悦。

“三期里面也有一个老人活动中心，那里休闲娱
乐的人也不少，里面还有几位阿姨总是主动承担起
打扫卫生的任务。活动中心里，总是干干净净、清清

爽爽的，大家聚在一起，享受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
活。”居民黄阿姨告诉记者，大家都行动起来，做一些
力所能及的事，都是为了社区更美好。

记者到访中骏社区时，恰逢反诈宣传正在进行：
“有人谎称是你的家人，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办，你可
以问他一个小时候的问题，因为骗子是对不上的。如
果不清楚，你一定要打电话给你的亲人，确认一下，
多留一个心眼……”龙文区蓝田派出所副所长张富
荣为社区居民普及反诈知识。

听完张富荣的讲解后，林阿姨感慨：“原来骗子
的花样这么多呢，前几个月，我的堂妹才被骗走了
5000多块，要是早听到这种宣传就好了。”

曾经，社区的急难愁盼问题，居民们总等着有人
来帮忙解决；如今，社区想方设法吸纳挖掘能人达
人、热心居民，成功激活基层治理的“一池春水”，从
等治到自治，大家的幸福指数明显提高了。

“这里环境优雅，读书累了，还可以到外面的露台伸
展一下腰身，看看小区里的绿树。”陈晓虹是中骏社区·
城市书房的常客，她告诉记者，自从社区里有了漳州市
图书馆的一个分馆，自己的幸福指数真是提高了不少。

据悉，在市图书馆总馆和各个分馆借的书，都可
以在中骏社区·城市书房还，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会经
常更换一些新书。“太方便了，我一有时间就会带孩
子过来。”陈晓虹说。

林秋蜜表示，社区鼓励居民利用城市书房等空
间举办各种活动，丰富居民生活。半年来，他们先后
举办了“竹节人制作”“阅读小说的乐趣”“泥塑龙舟”

“如何提升英语口语能力”等亲子公益活动，以和谐
共处、相亲相爱的邻里相处模式，传递、倡导充满温
情的社区生活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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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文区蓝田街道中骏社区不断激活基层治理效能，社区居民——

参与自治共治 收获别样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