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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市城管局派驻龙文大
队党支部、市环卫中心党支部携手碧
湖街道荣昌社区总支部委员会，联合
多家爱心企业走进石龟头车队，开展
以“党旗映红七月天 清凉直达‘美容
师’”为主题的关爱环卫工人活动。

活动现场，“户外爱心清凉驿
站”格外醒目，党员志愿者为环卫
工人递上切好的西瓜、冰镇雪糕，

并叮嘱他们注意休息。三家爱心企
业联合捐赠防暑药品，党员志愿者
分装打包成“健康礼包”送到环卫
工人手中。荣昌社区志愿者为环卫
女工送上草帽和冰袖，实用又贴
心。社区小朋友还捧出亲手绘制的
画作，表达对环卫工人的敬意。

漳州融媒记者 李润
通 讯 员 何娴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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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郑伟杰、郑雪丽夫妇不慎遗失第二孩

儿 郑 柏 煊 的《出 生 医 学 证 明》，证 号 ：
R350742085，声明作废。

▲父亲黄建龙、母亲张梅兰不慎遗失第
二孩儿黄文杰的《出生医学证明》，出生证编
号：M350298528，声明作废。

▲母亲江群娇不慎遗失第一孩儿江静研
的《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出 生 证 编 号 ：
T350468265，声明作废。

▲父亲方翰群、母亲罗苏清不慎遗失第
一孩子方铭羽的《出生医学证明》，出生证编
号：A350197488，声明作废。

▲父亲杨炜鑫、母亲欧月英不慎遗失第
一孩子杨宇泽的《出生医学证明》，出生证编
号：Q350178987，声明作废。

▲漳州市芗城区社会劳动保险管理中心
灵活就业人员缴费窗口康丽华不慎遗失《职
工 养 老 保 险 手 册 》，社 会 保 障 号 码 ：
350600197007024043，声明作废。

原址在福建
省漳州市芗城区

芝山镇康山村房屋，现拆
迁安置于福建省漳州市
芗城区福船路 97 号西湖
康山新苑 1 幢 1504 室、福
建省漳州市芗城区福船
路 98 号西湖湖滨新苑 12
幢 1303 室。今林玉狮申请
上述安置房权属登记，现
按漳州市芗城区不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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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芗城区不动产登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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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玉狮
2025年 7月 2日

声明

7月2日，漳州市政协常委、漳州
市中华职教社副主任、漳州圣帝贸易
有限公司董事长陈龙宇，率领企业员
工前往龙海区榜山镇文苑村开展走访
慰问送温暖活动，为全村75周岁以上

的老党员和五保户送去慰问金和物
资，让慰问对象真切感受到来自党和
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怀与温暖。图
为陈龙宇（左一）一行慰问老党员（中）

漳州融媒记者 许文彬 摄影报道

心
系
桑
榆
送
温
情

心
系
桑
榆
送
温
情

本报讯（漳州融媒记者 周杨宁 通讯员 赖金
才 文/图）近日，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环境科
学系副主任谭巧国教授带领 35名师生，到平和县
开展生态环保主题研学活动。师生们走进坂仔林
语堂故居，感悟文学大师的自然生态理念；到平和
蜜柚科技小院，考察生态技术赋能产业绿色发展
的实践成果。

在坂仔林语堂故居，平和林语堂文学馆馆长
林秋辉向师生们介绍了林语堂先生的传奇一生，
并简要阐述了其作品字里行间蕴含的自然生态理
念，如“让我和草木为友，和土壤相亲，我便已觉得
心意满足。我的灵魂很舒服地在泥土里蠕动，觉得
很快乐”。这是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中的话语，
生动体现了他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追求。在《吾
国与吾民》《京华烟云》等著作里，林语堂描绘的乡
村生活图景，流露出对田园风光的热爱、对自然的
敬畏，倡导人们亲近自然、尊重自然规律。他笔下
的故乡坂仔，青山环绕、溪水潺潺，人们依自然节

律耕作生活，这一理念与现代生态建设高
度契合。

谭巧国教授在参观中表示，林语堂
的自然生态理念是宝贵财富，对环境科学
专业的学生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培养生
态环保意识极具启发。同学们认真聆听讲
解，通过故居内陈列的手稿、著作和声像观
摩，深入感受先生对家乡和自然的深厚情感，
思考如何将这种理念融入生态环保实践。

离开林语堂文化园区，师生们来到坂仔五星
村平和蜜柚科技小院。小院负责人介绍，过去蜜柚
种植存在化肥过量使用问题，导致土壤酸化、水体
富营养化。科技小院成立后，指导“轻剪轻肥”生态
栽培技术，大幅减少化肥用量，配合有机肥使用，
既提升了柚果品质，也降低了土壤污染和生产成
本。大家就农业土壤污染和流域水资源治理展开
交流，通过深入田间实地考察，同学们对“减肥增
效”以及蜜柚种植的生态转型对流域生态修复有

了直观的、初步的认识。
返程途中，2022级环境科学专业学生王怡坤

感慨：“从林语堂先生的文字中感悟人与自然的和
谐之美，再到科技小院看到生态技术助力产业绿
色发展，深刻体会到自然生态理念的传承与实践
价值。”

厦大师生到平和坂仔向“大师”取经

夏至过后，漳州高新区水仙花海的田野披
上新绿，青翠欲滴。6月29日，漳州圆山水仙花
发展有限公司联合星禾旅行社，在花海的二十
四节气广场稻田里，精心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
的“‘小小农夫’‘趣’插秧”体验活动。

活动现场，孩子们在导师指导下亲身体验
农耕的艰辛与乐趣。通过下田实践，他们不仅体
验亲手插秧、抓泥鳅的实践环节，孩子们掌握了

水稻种植的基本流程，认识了农作物生长的奥
秘，还了解了稻田中泥鳅的习性，深刻体会到了

“粒粒皆辛苦”的真谛。
这片承载着汗水与希望的稻田，俨然成了

夏日里一堂生动的“自然教育课”。家长们纷纷
表示，这是一次难得的亲子时光，既增进了家庭
情感，更让孩子在课堂之外收获了特别的成长
体验。 漳州融媒记者 许文彬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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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就业季的浪潮里，有这样一
群特殊的求职者格外引人关注。他
们因残障问题，很难在传统行业就
业，平日里孤独与无助如影随形。

值得欣慰的是，在芗城区残联
的指导下，芗城启能康复中心开设
了大龄辅助性就业中心。该中心为
我市这些特殊青年点亮了一盏希望
之灯，构建起首个“康复+就业”支持
体系，助力他们在实现自我价值的
道路上迈出坚实步伐。

近日，记者前往该中心，与这群
特殊青年进行了探访和互动交流。

迷雾中的徘徊迷雾中的徘徊
特殊青年的就业困局特殊青年的就业困局

小宏的经历，是众多残障青年
求职困境的缩影。三个月前，这个因
视力残疾屡遭求职挫折的少女，还
蜷缩在母亲身后发抖。

“我去做按摩推拿，因为看不
见、力气小，总是被嫌弃。”摩挲着
衣角，回忆起曾经的绝望，小宏的
声音里带着无奈。19 岁的她患有
视力残疾，自小在黑暗的世界里摸
索前行，学习生活中饱受困扰。“别
人的嘲笑就像刀子，一下下割在心
上。”小宏告诉记者，她父亲因病离
世后，家中仅靠母亲一人苦苦支
撑，中专毕业后，她迫切地想要分
担家庭压力，可求职路上的每一步
都布满荆棘。为了提高求职竞争
力，小宏报名了网上所谓的证书培
训，结果被骗走了一半工资。一连
串的打击，如沉重的巨石，压得小
宏喘不过气来，她患上重度抑郁，
甚至一度站在绝望的边缘，萌生出
轻生的念头。

小丹同样面临着生活与就业
的重重挑战。作为一名孤独症女
孩，她在成长的道路上，每一个看
似简单的生活技能学习，都如同攀
登陡峭的山峰，需要付出比常人多
千百倍的努力。尽管在机构和家长
的帮助下，小丹在生活技能、学习
能力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能够
独立完成许多曾经难以想象的事
情，掌握了基本的书写、阅读和计
算能力，性格也从胆怯变得开朗。
但成年后的她，却只能被困在家庭
的小小天地里，那些未被发掘的潜
力和渴望工作的心，在时光的流逝
中渐渐黯淡。

这些特殊青年，就像迷失在茫
茫大海中的孤舟，迫切需要找到一
座灯塔，指引他们通往社会的道路。

暖阳下的港湾暖阳下的港湾
辅助性就业的创新实践辅助性就业的创新实践

走进芗城区融爱辅助性就业
中心，装配声与折纸声交织成独
特的旋律。这个由政府主导、多方
联动的非公益性机构，以“康复促
进就业、就业反哺康复”为核心理
念，构建起一套完整且独特的服
务体系，如同一个温暖的港湾，为
特殊青年们遮风挡雨，助力他们
扬帆起航。

做蝴蝶结、折金元宝、安装喷壶
盖子……在职业康复训练区，模拟
的工作场景就像一个个充满魔力的
小世界，这些看似简单的工作，对于
特殊青年来说独具意义。手工艺制
作时，指尖与材料的每一次触碰，都
在悄然重塑着特殊青年们的肢体功
能；园艺劳动中，泥土的芬芳与植物
的生机，滋养着他们的专注力与协
调能力。专业心理咨询师定期开展
的情绪疏导课程，如同温暖的阳光，
驱散他们内心的焦虑与自卑，重塑
自信心。

“康复与就业的协同机制是中
心的核心所在。”芗城启能康复中心
校长陈晴为记者介绍，个性化计划
为每位学员制定“康复—技能—就
业”的阶梯式成长计划，根据实际情
况动态调整目标，从康复目标到技
能提升，再到就业规划，每一个阶段
都充满了关怀与期待。中心与本地
企业合作开发的庇护性岗位，涵盖
包装、装配、文创产品制作等低强
度、高包容性工作，工作节奏与康复

进度紧密匹配，让特殊青年们能够
循序渐进地融入职场。在“家庭—中
心”联动模式下，中心定期开展家属
培训，将康复方法延伸至家庭生活，
使康复效果得到有效延续。

“比如制作蝴蝶结的工作，看似
是简单的重复动作，却能有效提升
手部的灵活性和协调性，同时制作
出的成品还能带来收入。”陈晴举例
道，手工劳动不仅锻炼了手部精细
动作，还能创造经济价值，实现康复
与就业的双赢。特教老师会引导特
殊青年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帮助他们提升独立生活的能力。目
前，这里的特殊青年们都能够实现
自主上下班打卡。

破茧后的新生破茧后的新生
生活在劳动中重焕光彩生活在劳动中重焕光彩

在辅助性就业中心的关爱下，
小丹与小宏迎来了人生的重要转
折。小丹，这个曾因孤独症，连 10以
内加减法都要掰着手指计算、事事
依赖他人的女孩，如今能遵守纪律、
独立完成手工装配，还会在工作间
隙哼起流行歌曲。小宏在进入中心
短短三个月后，性格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从曾经的郁郁寡欢、沉默
不语，到如今主动与老师分享生活
点滴、展示自己的新衣服，脸上洋溢
着笑容。

“在这里，我不会因为是残疾人
而受到欺负，被人嫌弃，我也可以和
老师们平等交流，靠自己的劳动创造
价值。”小宏坦言，虽然收入不高，但
这份工作给予了她尊严与希望，带给

她心灵上的支持，也让她重新找到了
生活的信心，相信人性的善良。

阳光下的星空花园，特殊青年
们打扫花园的身影轻快灵动。这些
曾经被困在阴影中的孩子，正在中
心的温暖托举下，走出自己的一隅
角落。

“康复+就业”的支持体系，不仅
改变了特殊青年们个人的命运，也
为家庭带来曙光，更对社会和谐发
展意义深远。残疾青年的就业，既减
轻了家庭负担，又为家庭带来生活
保障与心理慰藉。他们积极融入社
会，用自己的方式为构建和谐社会
贡献力量，打破社会对残障群体的
偏见与隔阂。

“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
前社会对于孤独症等特殊群体的关
注，更多聚焦在其幼年时期的照料
方面。然而，他们成年后如何融入社
会、实现自食其力，这些问题目前仍
未得到有效解决，可谓任重道远。”
陈晴说道。

特殊群体究竟面临着怎样的困
境，社会又该如何伸出援手给予切
实帮助？芗城启能康复中心在这方
面进行了积极实践，为破解这一难
题提供了宝贵经验。陈晴与特教老
师们仍持续发出呼吁，期望社会能
够给予这类特殊群体更多关注，在

“康复+就业”的道路上凝聚更多力
量，携手为特殊群体撑起一片广阔
天空，让他们能够在阳光下自由追
逐梦想，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篇章。

⊙漳州融媒记者 肖颖婧 文/图

芗城启能康复中心构建“康复＋就业”支持体系，帮助特殊青年融入社会——

温暖托举，点亮希望之灯

◀特殊青年在老师的指导下
进行包饺子、“折金”等手工劳动

▲特殊青年展示自己手工制作
的饺子

本报讯（漳州融媒记者 李润 通
讯员 庄雅芬 郑雅婷 文/供图）6月
30日 21时 48分，市消防救援支队指
挥中心接到报警，称龙海区沈海高速
往漳州方向有两车追尾，货车司机被
卡在驾驶室里，动弹不得。接警后，指
挥中心立即调派龙海大队石码站 1
车 7 人，拉响警笛奔赴现场。所幸救
援及时，被困受伤司机现在医院进行
救治。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当日 22时 05分，消防救援人员
抵达事故点后发现：一辆红色货车的
车头已严重扭曲，驾驶室向内凹陷，
挡风玻璃碎裂一地。

“师傅，能听到吗？别睡！”消防
员扒着变形的车门喊道，驾驶室里
传来微弱的回应：“腿……被卡住
了，疼……”

现场指挥员迅速俯身观察，只见
方向盘死死抵住司机的右腿，仪表盘
零件散落得遍地都是。“警戒组立即
拉起警戒线，用反光锥把救援区域围
起来，注意双向来车！”指挥员对着对
讲机下达指令，随即转向救援组，“先
清理驾驶室内杂物，把座位放倒，给
液压工具腾空间！”

消防员们分工协作，警戒组的消

防员抱着反光锥在车流中奔跑，橘红
色的身影在车灯间穿梭；救援组的消
防员则小心翼翼地挪开散落的矿泉
水瓶、文件袋后蹲在车门边轻声安
抚：“师傅，我们很快就救你出来，忍
一忍，别乱动。”

“液压扩张器准备！”随着一声
令下，两名消防员扛着扩张器上前，
金属钳口对准变形的车门框架。“慢
点推，注意避开他的胳膊！”消防员盯
着司机被碎玻璃划破的手臂，实时调
整操作角度。扩张器发出“咯吱咯吱”
的声响，变形的金属缓缓张开。

“方向盘下面的钢梁卡得最紧！”
消防员喊道，司机疼得闷哼一声。

“换剪切钳，从右侧斜着剪，避开刹
车踏板附近的管线！”消防员握紧剪
切钳，钳口精准咬住钢制结构，随着

“咔嚓”一声脆响，卡住腿部的钢梁
终于断裂。

“师傅，我们现在扶你出来，可能
有点疼，抓紧我的手！”李鹏伸手穿过
扩张出的空隙，紧紧握住司机冰凉的
手。当日22时47分，在众人的合力托
举下，被困司机被缓缓移出驾驶室，
随后被等候在旁的医护人员抬上救
护车。

男子车祸被困变形驾驶室男子车祸被困变形驾驶室
消防破拆救援与时间赛跑

消防救援人员奋力将受伤司机救出消防救援人员奋力将受伤司机救出

林秋辉向厦大学子讲述林语堂的故事林秋辉向厦大学子讲述林语堂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