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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

本报讯（记者 庄文剑）“稻花
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宋代
词人辛弃疾的一首吟咏田园风光
的词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恬静之美。
然而，市区延安广场小区的业主最
近打进本报“大众热线”（2528110）
诉说，近段时间，每到天黑，小区里
就响起一种奇怪的蛙叫声，蛙叫声
持续到深夜，让人夜不能寐，严重
影响小区业主的工作和生活。

昨日，记者前往延安广场小区
一探究竟。沿着小区大门往前走
100 来米有座木桥，木桥下是一水
池。傍晚时分，许多小区业主便会
三五成群在木桥上乘凉聊天。一到
下雨天，木桥下的水池便会积蓄雨
水。“近期每到傍晚雨后，小区的水
池里就会传来粗犷的蛙叫声，这种
蛙叫声音很粗很响，而且此起彼
伏，听起来让人感到难受，而且叫
声一直持续到深夜，让人无法入

眠。”住在小区水池旁几栋楼的业
主纷纷表示。有几个业主还拿手电
筒和捕器，寻声到水池旁“守候”。
只见水池旁的石缝边几只“扰民
者”哇哇作响，形状似牛蛙，但外皮
粗糙如蛤蟆，具体不知是何物种。

关于业主的疑虑，记者特意咨
询了小区物业。物业小林介绍，物
业工作人员重视小区的生态环境，
每星期会对小区的亭台楼榭、花草
树木进行消杀。这种类似蛙的物种
经常是雨后发出叫声，雨后深夜扰
民，它们一般在水池里，或躲在水池
旁的草丛、石缝，甚至藏在下水道
中。保安也经常寻声去找，每次抓完
还会出现，估计是这个季节属于该
物种繁殖期，具体是何缘故导致该
物种在此滞留，目前尚未知晓。希望
相关部门的专业人员能解开诡蛙叫
声之谜，并帮助请走这些“深夜扰民
者”，还小区一个安静的居住环境。

延安广场小区夜现诡蛙扰民
求解惑：该“扰民者”是何物种？

求支招：如何将其彻底请走？

本报讯（记者 周杨宁 通讯
员 张作掀 黄惠芬）5 月 28 日 2 时
许，漳州高速交通执法三大队一中
队当班人员接报，厦蓉高速 A道兴
泰服务区附近发生小车撞护栏事
故，当班人员随即到现场处置。

在事故现场，事故车辆已移到
应急车道上，驾驶员小王站在护栏
外还心有余悸。交通执法人员问他
车辆撞到哪里，小王说中间护栏，交
通执法人员一路寻找，最后在近200
米处发现撞击处。经了解，驾驶员小
王是长泰本地人，想着路程很近，所
以半夜回家，到兴泰服务区也没进

去休息，结果刚过服务区精神一恍
惚，发现车辆偏离行车道时，刹车已
经来不及了，车辆就斜撞上中央护
栏。望着撞坏的小车，小王很无奈，
说自己开了7年的车第一次发生交
通事故。随后，在执法人员的帮助
下，小王人车平安离开高速公路。

高速交通执法人员提醒：深
夜、凌晨或午后是“疲劳驾驶”事故
高发期，如果实在要夜间开车的，
觉得精神状态不太好，一定要就近
进入服务区或者在高速出口安全
地带停车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
驶，侥幸心理要不得。

半夜上高速

精神一恍惚 小车撞护栏

本报讯（黎 斌）因为用来下
饭的榨菜备多了，当天没吃完又
不舍得扔，结果到第三天才全部
吃完。可没想到的是，吃完却食物
中毒了。

5月 29日，患病的易女士正在
第 909 医院急诊科接受治疗。据她
回忆，5月 26日那天她特意夹了一
大碗自己腌制的榨菜上桌，由于味
道好，没吃完的舍不得扔掉，隔天
继续吃。后来见榨菜的量少了，她
还专门去外面买了点来凑着吃。意
外发生在第三天，也就是 28 日早
饭后，吃完剩下的榨菜没多久，她
开始感觉胸闷、口唇发黑、四肢抖
动，于是赶紧就医，结果被诊断为
亚硝酸盐中毒。经过对症治疗，目

前易女士的病情有了明显好转。
第 909 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

吴贤聪介绍，亚硝酸盐中毒多由进
食过量亚硝酸盐引起，而亚硝酸盐
多存在于腌制的蔬菜、肉类、不洁
井水和变质腐败物质中。一旦进食
过量的亚硝酸盐，会由肠道功能紊
乱诱发疾病，主要表现为发绀、胸
闷、呼吸困难、呼吸急促、头晕、头
痛、心悸、血压下降和休克。

对此，吴医师建议，应尽量少
吃或不吃隔夜的剩菜剩饭、咸鱼、
咸蛋、咸菜，发芽、变绿的土豆也不
要吃，剩饭剩菜即使要食用，务必
彻底加热，尤其不要大量进食刚腌
制的菜，至少要放置半个月以上才
可食用。

剩的榨菜舍不得扔
吃三天 中毒了

如何表达对党和国家的感激和深情？
上个月，93 岁的离休干部张耕子向市直党
工委交纳了一笔 1 万元的特殊党费，这是
他连续 3 年向组织交纳特殊党费，问起初
衷，他还是那句老话：“在我心中，党和国家
是最坚定不移的信念。”

2019 年，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
张耕子很激动，说那也是他入党 70 周年，
是非常值得纪念的，于是他通过交特殊党
费来纪念这一特殊日子，表达对党和国家
的感情。去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张耕子再
交特殊党费 1万元，“看到全国人民都在抗
击疫情，党员更是冲锋陷阵，我作为一名老
党员，虽然不能参与到一线，但我也应该尽
自己的一份力。”今年是建党 100 周年，张
耕子感慨万千，“我们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一
路走来的风风雨雨，历史告诉我们：没有中
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
就没有我们幸福的今天，我希望借此表达
我的心意。”

接受记者采访时，张耕子精神矍铄，思
维清晰，时不时还妙语连珠。他的家人介
绍，除了交纳特殊党费，张耕子依然每天学
党史、写党史。“他的生活特别健康、规律，
每天早上 6 点起床，锻炼完身体，吃完早
餐，便开始看书学习、写材料，每天都坚
持。”张耕子的女儿介绍，父亲每周要上两
趟图书馆，每次要待上大半天，在里面看

书、借书。“一个人的知识很有限，时代在发
展，知识体系也不断更新，我只有通过不断
学习，才能更好地写文章，脑子才能不退
化。”张耕子说。

近年来，张耕子的文章经常在《漳州史
志》等党史刊物发表。最近发表的文章《记
漳州解放初期的专署司法科》逻辑缜密，细
节具体，“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发生的每一
件大事和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细节，比如
文中我还写到当时讯问室墙上对联的内
容：‘老老实实，有什么话说什么话。公公正
正，该怎样办就怎样办’。”

张耕子回忆，1949年 3月，作为上海法
学院学生的他，加入中共地下党，投身上海
解放事业。上海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华
东随军服务团（简称南下服务团）成立，张
耕子毅然报名。被分配到漳州后，他先在闽
南公学工作，随后在当时的漳州日报社工
作。再后来，他还在漳州行政督察专员公
署、平和县人民法院、漳州市教育局等单位
工作过，最后在漳州市司法局离休。离休
后，张耕子笔耕不辍，编撰《漳州法院志》
等，做了大量的党史、法律研究撰写工作。

“我现在身体还好，记性也好，希望尽可能
把以前经历过、见证过的大事都详实地记
录下来，作为资料留下来，尽我的绵薄之
力，为党和国家留下一些档案材料。”

⊙本报记者 周杨宁 文/图

93岁离休干部张耕子——

捐万元党费 表赤诚忠心

日前，走进云霄革命老区村——
和平乡宜谷径村，一座拥有 232 年悠
久历史的圆形土楼“树滋楼”屹立于
青山叠翠间，诉说着一段火烧不着、
炮攻不下的堡垒往事。

“当年国民党军队围攻树滋楼，
这墙上的弹坑都是他们用迫击炮轰
击造成的。”县委史志室三级主任科
员、党史专家方志南与党员干部村民
亲切交谈，渐渐揭开那段尘封已久的
红色记忆。

站在树滋楼前，参观者纷纷为其
建筑之坚固、构造之奇特、技艺之精
美而惊叹，却无法想象一场惊心动魄
的战斗曾发生在这里——1936 年 9
月 3日，红军奇袭云霄城，凯旋的部队
返回乌山革命根据地，国民党政府将
矛头指向宜谷径村。宜谷径村是世吉
区的重要基点村，在区委书记文阿业
的秘密串联下，农民的革命积极性高
涨，红军奇袭云霄县城时，宜谷径村
成为红军前敌指挥部和后勤部所在
地，该村及邻村群众不仅给独立营红
三团提供食宿，还组织支前民工随军
出发。

9月 4日上午 8时多，国民党七十
五师一个连扑向宜谷径村，企图与红
军作战。敌人气势汹汹地向宜谷径村

进发，闻此讯，全村村民和牲畜都移
入树滋楼内。敌人到达村外，见到树
滋楼紧闭楼门，楼外空无一人，以为
红军在楼内，立即撒开队伍，占据村
前村后的菜妈墓、高埕尾、墓林埔、
龙身、岭后坪、垅旗尾等 7 处高地，把
树滋楼团团围住。紧接着，敌人向楼
内 群 众 喊 话 ，令 其 开 楼 门 ，交 出 红

军。敌人见楼内一片寂静，群众没有
就范，就鸣枪示威，子弹像雨点般地
从屋顶、楼壁坠下，楼内仍无反应。
这样打打停停，两天过去
了 ，楼 门 始 终 紧 闭 。第 三
天，敌人耐不住了，调来迫
击炮，轰了 30 多发炮弹，有
几发炮弹落进楼内，炸死

妇女 1 人、伤 2 人，还炸死许多牲畜
和家禽。

“这座土楼十分坚固，听老一辈
人说那时候乡亲们以楼为屏障，将常
年准备的 30多条阶石堵住楼门，并清
理水槽，蓄水，以防敌人火烧楼门，因
此敌人炮轰火攻都打不进树滋楼。”
70多岁的老党员高银福回忆道。敌人
眼看攻楼不进，持续僵持不是办法，
便请来乡绅高荣贵、吴凤庭进行调
停。这时，楼内的群众已被围困四昼
夜，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坚持下
去不知如何解脱。双方同意谈判解
决：一是楼内群众保证没有红军，如
有要交出（当时楼内有 1 名红军工作
人员高金山，隐匿在群众中）；二是国
民党军队保证不抓平民百姓，保证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

11 日上午 9 时，楼门开了，这时，
敌人预先在广埕两旁架起两挺机枪，
准备弹压。楼内群众陆续走出楼门，
在广埕上逐个接受检查。敌人没有发
现红军人员，进行训话后让群众回
家。至此，轰动一时的“围楼事件”宣
告结束。

虽然历经 80多年岁月洗礼，如今
树滋楼墙壁上的弹痕依旧清晰，它们
记录了宜谷径人民保卫树滋楼、誓死
跟共产党走的不屈斗志。

⊙朱乔柽 文/图

追寻“树滋楼”的红色记忆——

墙上弹痕犹在 跟党初心未改

本报讯（王文丽 涂林发 文/图）“六一”国际儿童
节即将来临，为使辖区少年儿童度过一个愉快、安全的
节日，漳州市消防救援支队近日向龙文区全区 40余所
中小学、幼儿园推出“六一红门半日游”活动，将消防站
打造成一个“游乐园”模式，让小朋友们在这特殊的日
子里，近距离接触各类特种消防车，在科普教育馆里畅
享消防游戏“大餐”，亲身体验实景模拟“火场逃生”，在
游玩中潜移默化地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受到了广大师
生和家长的热烈欢迎。

在消防车库，小朋友们近距离接触了解了各类特
种消防车和水带、破拆工具等消防器材，认真听消防叔
叔讲解。

在消防科普教育馆里，小朋友首先体验的项目就
是消防知识抢答课堂。“孩子们，你们说打火机能不能
放在电视机上面啊？”“用完充电器后，要不要将插头拔
下来啊？”消防员通过我问你答的模式，极大调动了小
朋友的积极性。而在消防消消乐游戏和 VR 模拟逃生
体验区，更是围满了小朋友，在一轮轮的游戏中，小朋
友们也“升级装备”了如何拨打 119、消防逃生常识等

“技能”。随着警报响起，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拿着
湿毛巾、衣服等物品捂住口鼻，弯着腰，顺着扶手和墙
壁，匍匐从安全通道迅速、有序地向安全出口撤离。整
个“火海”逃生演练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师生们秩序井
然，有条不紊地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达指定的安全区域
集结。

寓教于乐是最好的学习方式，通过“六一红门半日
游”活动，为孩子们送上了特殊而有意义的节日“礼
物”，开启了小朋友人生路上崭新消防课题，使“学消
防、知消防、懂消防”的良好观念真正落实到从娃娃抓
起，实现“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
会”的目标。

孩子体验消防闯关孩子体验消防闯关
学会火场学会火场““逃生逃生””

墙壁上的弹痕见证了宜谷径人民保卫树滋楼的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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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耕子翻阅党史刊物《漳州史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