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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民进漳州市委会、民进
芗城总支等在漳州古城灯谜艺术
博物馆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学党史，猜灯谜”活动，
吸引了 40 多名漳州民进会员、漳
州市灯谜协会会员，以及不少灯谜
爱好者和游客的参与。活动准备了

100 条灯谜，将党史人物、党史名
词、党史地名、党史事件、民进历史
人物等融入灯谜之中，让参与人员
在体验传统文化魅力的同时，接受
党史学习教育。猜谜现场大伙儿你
追我赶，竞猜气氛热烈。

郑文典 陈志鹏 摄影报道

猜灯谜 学党史

本 报 讯（洪 锦 城
文/图）“终于完工了！”
6 月 1 日 ，漳 浦 剪 纸 传
承人李巧燕的新作《读
百年党史·红色基因传
承》刚刚完成装裱，为
建党 100 周年献上一份
祝福。

李巧燕介绍，这幅
作 品 长 60 厘 米 ，宽 52
厘 米 ，以 黑 白 为 主 色
调，辅以红色，作品正
中 间 是 一 家 两 代 人 正
在学习党史，他们的背
后是一面鲜艳的党旗，
他们的旁边有一颗“大
爱心”，“心”里是一只

“红船”，作品周边则有
“松树”“花朵”以及“高
铁”“天眼”“宇宙探测
器”等，“这些象征着我
们祖国在中国共产党的
坚强领导下，各方面取
得的辉煌成就”。

“为了创作这个作品，我前期
做了充足的功课。”李巧燕透露，前
段时间，她在漳浦县老年大学传授
剪纸艺术时，学校组织了党史学习
教育专门课程，通过几个月的学

习，萌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并于
5 月下旬试笔构图。一周之后，作
品完成了。细看整幅作品，庄重中
不失活泼，“希望红色基因能够一
代一代传承下去，这就是我们对建
党 100周年的祝福！”李巧燕说。

学习党史有心得
巧手剪纸展心意

本报讯（记者 庄文剑 通讯
员 蔡淑娇 王文博）5 月 30 日，南
靖县公安局奎洋派出所民警冒着
倾盆大雨，救助一名雨天驾车陷入
泥坑的群众。

5 月 30 日下午 3 时许，奎洋派
出所接到群众郑某报警称，其车辆
陷入泥坑不能动弹。接警后，民警
赶往事发地点。由于事发地点距
离奎洋派出所较远，而且雨下得
很大，报警人也说不清具体地点，
民警不断联系报警人，凭着对辖
区的熟悉程度，很快在南一水库

河 滩 泥 坑 里 找 到 了 被 困 人 员 郑
某。经了解，当日下午，郑某开着
自己的车辆到奎洋镇店美村南一
水库游玩，由于突降大雨，河滩迅
速积水，地面湿滑，郑某开车欲离
开时不慎陷入泥坑不能动弹。为
了确保安全，民警第一时间联系
店美村“乡村 110”进行施救，店美
村主任又叫来一群村民过来帮忙
刨坑推车。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救
援，终于将该车安全地拉拽上来。
车主郑某对民警及当地热心村民
的救助非常感激。

车辆陷入泥坑
警民冒雨救援

“刚发现这枚子弹的时候，我十分
吃惊，我猜想，这枚子弹可能与 70 多
年前发生在我家的一段红色故事有
关。”5 月 24 日，平和县山格镇白楼村
沄下新厝的主人张龙杉在修缮老宅
时，发现了一枚布满尘垢的步枪子弹。

5 月 28 日，笔者在沄下新厝看到
了这枚子弹，子弹长约 8厘米，底座直
径约 1.2 厘米，弹身表面斑驳，布满尘
垢，略带锈迹，看上去有些年代。“我们
这间老宅在解放战争时期可是解放军
的一处重要中转站，解放军曾经在这
里住过一段时间。”张龙杉说。

这栋老宅名叫沄下新厝，建筑占
地面积近 600 平方米，属于土楼与大
厝（府第式、前厝后楼）相融合的传统
民居。前落、中庭、大厅，左右厢房，具有
闽粤边区“五凤楼”和“驷马拖车”风格。
据张龙杉介绍，这栋楼是他的高祖父

（即祖父的祖父）从南洋回来时建造的，
已有160多年历史，因为一直有人居住，
古宅还保存得较为完好，但还是有部分
房间顶部坍塌、门窗损坏。

近日，张龙杉开始修缮老宅，在
修缮左厢房大门时，惊奇地发现门檐
旁的砖头里竟藏着一枚子弹。采访当
日，张龙杉拿出子弹，与笔者讲述了
一段他少时听长辈常常说起，与他祖
父张寿山有关的革命故事。他初步判

断这枚子弹可能就是那时留下的。
“我的祖父张寿山，1931 年大学

毕业后便在漳州从事文教工作。在漳
期间，我祖父接触到由地下党员、进步
工人、农民、店员、学生、教师自发组织
的‘芗潮剧社’，这让他的思想发生了
巨大变化，由一位革命支持者成为革
命参与者，在当年便加入地下党组织，
并暗中为闽粤赣边纵第八支队副政委
卢炎递送信息，沄下新厝则成为树海
至文峰（欧寮）的重要中转站。”张龙杉
介绍说。

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平和
人民革命史》中记载：1947 年 1 月，中
共闽南地委决定挺进靖和边，省保二
团（即国民党福建保安二团）在叛徒的
带领下，为了抓获时为中共闽南地委
委员、中共平和县委书记陈天才和卢
炎，省保二团采用逼供的方式，将群众
逮捕吊打，捕获 30 多人，杀害 6 人，并
悬赏 1600 万元（法币）捉拿陈天才和
卢炎。

“就在这紧要关头下，我的祖父悄
悄地将陈天才和卢炎接到家中，为了
确保他们的安全，便衣警卫员则在新
厝外的台地放哨，一旦发现敌情立即
通知屋内人员隐藏起来，陈天才、卢炎
则躲进二楼隔层的密室里，由于保安
团埋伏、搜家，他们最长躲了六天六
夜。遇到搜查时，便衣警卫员便将枪支
藏在屋檐底下的涵洞里，子弹则藏在
屋檐的隐蔽角落，当敌人走后才将枪
支、子弹取出来。”张龙杉猜测，这枚子
弹很可能是因为藏在屋檐最深处，警

卫员取子弹时太匆忙不小心落下的。
目前，张龙杉已将子弹上交给当

地派出所，等待进一步鉴定。为了让
革命先辈英勇无畏的精神代代相传，
张龙杉说，“我们沄下新厝还保留了
解放战争时期完整的密室、会议室、
红军井，以及一些先辈用过的书桌、
床、灶台、大锅、油灯等，接下来我们
就要把老宅修缮好，把这些老物件摆
出来，让更多的后辈了解沄下新厝这
段革命历史。”

⊙林泽霖 文/图
右图：老宅发现的一枚布满尘垢

的步枪子弹

修缮老宅偶然发现一枚尘封的子弹——

沄下新厝一段红色故事“细从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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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吴艺惠不慎遗失漳州卫生职业

学院护理系 2019级护理专业（13）班的
学生证，证号：20190719号，声明作废。

▲漳州市龙文区蓝田街道吴立琼
餐饮店不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
副 ） 本 ，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3506030064813,声明作废。

▲ 陈 燕 华（ 身 份 证 号 码 ：
350627198511291540）不慎遗失《福建
省失业保险个人缴费凭证》壹本，证
号：62719993009，声明作废。

▲芗城区王秀丽不慎于 2021 年
6 月 1 日遗失第二代居民身份证，证
号 ：350627196908060020 号（有 效 期
限 ：2007 年 9 月 28 日 至 2027 年 9 月
28 日），声明作废。

▲ 林 伟 毅（ 身 份 证 号 码 ：
350600199006161010）不慎遗失漳州市
芗城中医院开具的福建省医疗住院收
费 票 据（住 院 号 ：1811462，金 额 ：
6796.41元），票据号码：01892964，现声
明作废。

▲漳州市芗城区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职工朱永瑞不慎遗失职工养老
保 险 手 册 ，社 会 保 障 号 码 ：
350600196106054016，声明作废。

▲周露琴不慎遗失漳州职业技术
学院 2020 级媒体营销专业学生证，学
号：2004021205，声明作废。

▲芗城区杨进平不慎于 2021 年 6
月 1 日遗失第二代居民身份证，证号：
350600199011064012 号（有 效 期 限 ：
2016年 3月 1日至 2026年 3月 1日），声
明作废。

▲父亲朱罗宝、母亲劳小梅不慎
遗失孩儿朱罗佳的出生医学证明，出
生证编号：O350945252 ，现声明作废。

▲父亲刘伟、母亲林素玲不慎遗
失 第 一 孩 儿 刘 照 林 的 出 生 医 学 证
明，出生证编号：O350306039，现声
明作废。

颜 熟 根 （ 身 份 证 号 码:
35062119531020471X）不 慎 将 与 龙
海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龙
海市颜厝镇人民政府签订的《龙海市
龙江南路建设工程项目颜厝片区征
地拆迁产权调换补偿安置协议书》原
件遗失，编号：1x056，现声明作废。
声明人：颜熟根 2021年 6月 2日

遗失声明

本报讯（洪锦城 陈秀敏）6 月 1
日，漳浦县赤土村村民朱某仁将一面
题有“为民办实事、心系老百姓”的锦
旗送到漳浦县公安局赤土派出所，感
谢民警解决其养女“黑户”问题。

2016 年 1 月 15 日，朱先生在自家
门口捡到一名被遗弃女婴，他将此事

报告村委会，并多方寻找孩子亲生父
母未果。由于朱先生夫妇俩结婚多年
未生育，遂将女婴留下抚养。因当时法
律意识淡薄，夫妇俩没有向民政部门
报备，也没有办理收养手续。眼看小孩
到了入学年龄，“黑户”造成入学困难，
其他基本医疗等公共保障和服务等问

题也接踵而至，解决户口问题已经迫
在眉睫。今年 2月，刘先生来到赤土派
出所咨询求助落户问题。

了解情况后，该所立即组织民警
开展走访调查，了解弃婴的居住及成
长情况，深入辖区村委会、事发地点
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制作知情人调查
笔录，夯实证据链条。之后，对孩子进
行血样 DNA 比对，排除被拐卖的可
能，并根据相关要求，在多处发布公
告。经过民警的不懈努力，终于收齐
相关证明材料，协调相关部门依法为
孩子落了户。

学龄弃婴未落户
民警相助解民忧

“等待着下课，等待
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
年……”听着罗大佑的

《童年》，感觉童年时光
就这样快乐、无忧无虑
地度过。和现在的孩子
相比，十几年前农村的
孩 子 和 城 里 的 孩 子 相
比，多了份野趣，以及一
份在天空下自由奔跑、
自由呼喊的情趣。

跳皮筋、老鹰捉小
鸡、弹玻璃珠、跳房子、
斗鸡、翻花绳等传统游
戏让当时农村学校里的
小朋友过得开心且充满
童趣。下面就让您跟着
笔者浏览十几年前在龙
海程溪镇拍下的镜头，
感受一下当时农村孩子
的“野性”童年吧！

陈建和 文/图

温暖的记忆

老照片里的“野性”童年

李巧燕创作剪纸作品《读百年党史·红色
基因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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