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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张凯自 2005 年加入消防
队伍以来，第一次在漳州老家过年。
虽说在家乡过年，但他依旧无法跟家
人团聚。“春节能和家人在同一个城
市，已经很开心了，感觉心离家更近
了。”龙海区浮宫消防救援站消防员
张凯说。

今 年 35 岁 的 张 凯 来 自 芗 城 。
2005 年 12 月至 2021 年 6 月，他一直
在山东青岛当消防员，曾参与青海玉
树抗震救灾、山东日照石大科技爆炸
事故救援，以及 2008 年北京奥运会
和 2018 年青岛上合峰会安保执勤任
务。入职以来，他先后荣立三等功 4
次，4 次被评为山东省业务训练尖
兵，多次获得优秀士兵嘉奖和优秀共
产党员等荣誉。2021 年 7 月，张凯作
为消防员“团圆计划”中的一员，从山
东青岛调回漳州老家继续从事消防
救援工作。

整 理 内 务 、检 查 装 备 、常 规 训
练 …… 张 凯 和 队 友 们 所 有 的 工 作
和往常一样，紧张而严格，并未因
为春节而有所松懈。“执勤、战备，
越是节假日期间，越要坚守岗位，
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作为
一线消防员，在张凯看来，舍小家
顾大家，把安全放在首位，哪里有
需要，他们就会出现在哪里。“2005
年参加工作以来，没跟家人吃过一
顿年夜饭。因为消防是一支随时在

战备的队伍，节日期间所有消防员
都不能回家过年。”张凯说，他对家
里的亏欠太多，每逢过节，他最想
念的就是家中尚小的女儿。年味是
一桌团圆饭，幸福满满；年味是一
家 人 围 坐 在 一 起 看 春 晚 ，其 乐 融
融。这样温馨的记忆仍画面般浮现
在张凯心里，历久弥新。

“这么多年来，家里人似乎也习
惯了我在团圆饭桌上的缺席。去年
除夕，我收到了女儿制作的贺卡，上
面写着‘爸爸，新年快乐，我爱你！’
那一刻，我所有的思念都化成了泪
水。”张凯告诉记者，孩子出生后，他
一年陪伴在女儿身边的日子屈指可
数，妻子是医护人员，平时工作也
忙，休息时间还要带孩子，很辛苦。
幸好，家人对他的工作很支持，从未
有过抱怨。

春节假期，消防员们坚守一线，
默默奉献，以行动诠释职责。他们是
城市背后的守护者，是最美的“火焰
蓝”。“这 17 年里，我经历了大大小小
数不清的救援救火，感觉这是一份神
圣的事业。”张凯对记者说，在不知不
觉中，消防工作已成为他生命的一部
分。这次调回漳州，他与家人在一起
的机会多了，“希望今后能够尽可能
地弥补一些遗憾。”

☉本报记者 李 润
通 讯 员 张俊仡 文/图

本报讯（记者 李立平 通讯员
陈志鸿 蔡婷婷 吴宇鑫）2 月 4 日晚
10 时左右，车主王先生急匆匆来到
漳州高速平和九峰收费站入口向当
班收费员小蔡求助，请她帮忙寻找丢
失的手机。小蔡见状先安抚王先生的
情绪，并询问事情经过。

经了解，王先生在当晚 8 时左
右驾车欲从九峰收费站上高速。他
驾照也刚满一年，想走高速公路享
受下节假日免征福利。当车子开到
九峰收费站时却不知道从哪条收费
车道进入高速公路。于是王先生停
车打开车门探望下，找到了免征专
用道并开上高速。上了高速后，王
先生发现原本蓝牙耳机连接着手机
一直在播放的音乐停止了。王先生
让坐在副驾驶座的家人帮忙看看手
机在哪里，没想到怎么也找不到手
机。王先生才意识到手机可能在九

峰收费站入口处开车门的时候掉
了，于是驾车从就近的收费站下高
速掉头返回九峰收费站。

听完王先生描述后，小蔡在车
辆停留点寻找手机，却怎么也找
不到。小蔡将情况报告值班管理
员老陈。老陈便联合当班综合执
法队员到稽查室认真查看入口广
场视频。经过反复观看比对，老
陈 认 为 手 机 极 有 可 能 还 在 车 上 。
王先生告知刚才下高速已经跟家
人反复在车内查找，而且也未听
到手机铃声。经王先生同意，老
陈与小蔡一起俯身在车内仔细查
找，终于小蔡在中央扶手底盘下
发现了端倪。原来，中央扶手下
方与地垫连接处有一道很隐秘的
缝，结果手机掉到里面，也被隔
了音。找到了手机，王先生笑逐
颜开，临行前连连致谢。

2月5日，龙海区程溪卫生院护士
钟小端正为群众接种第三针新冠疫苗。

春节长假期间，程溪镇疫苗接种

工作“不打烊”，分别在 3日、5日两天
共为辖区群众接种第三针新冠疫苗
589剂次。 陈建和 摄影报道

“火焰蓝”守护平安“幸福年”。消防员张凯——

团圆仍缺席 家却更近了

张凯在悬挂春节电子鞭炮

司机手机“丢失”高速人员寻回

疫苗接种“不打烊”

虎是凶猛的动物，人们在日常
生活中将虎视为勇猛的象征。在闽
南方言中，虎的字义褒贬不一，既
有颂扬的成分，也有相反的一面。
将“虎”字理解为“奸商”“欺骗”的
代名词，如：买东西时，叫商家不要
太“ 虎 ”去 ；“ 我 被 那 人‘ 虎 几
两’”……

“虎爷”是闽南人信仰的“神”。
然而，贬义上却有“那人做生意像

‘虎爷’，都要抢！”同样是“虎爷”，
此处喻为偷斤减两的奸商。

闽南方言中还有许多虎的词、
句耐人寻味，如——

“白虎”（喻“贪吃”）
“虎狮”（喻“骗子能手”）
“虎猫”（喻“脏脸”）
“白虎神”（指“饿汉”）
“拔虎秋”（意“抓阄”）
“步山虎”（指动物“穿山甲”）
“虎头蜂”（马蜂）
“虎狮娃”（喻：从小好朋友）
“虎头钳”（工具：老虎钳）
“虎尾轮”“虎耳草”（中草药）
“画虎弄”（涂鸦）
“虎撑颌”（动词：双手托下巴）
“虎撑塔”（动词：双手撑地，尾

巴翘起）
“虎跋母”（喻：恶妇人）
“虎嬷仑”（喻：经济上不清不

楚）
“虎皮衫”（指：警察）
“虎姑婆”（童话人物，指“野

女人”）
“虎猫脸”（花脸）
“虎鼻狮”（嗅觉灵敏）
“虎爪豆”（蚕豆）
“虎网仔”（定点渔船）
“跟虎借胆”（胆大妄为）
“虎弄张枪”（装腔作势）
“虎挂佛珠”（伪善）
“喊虎过林”（虚张声势）
“确贵虎爷”（比奸商更贵）
“虎头鼠尾”（办事不认真）
“虎皮做被面”（吓唬人）
“虎咀口拔须”（冒险）
“虎鬼咬自己”（自作自受）
“虎夭跳过墙”（穷则思变）
“牛仔不识虎”（不惧强势）
“虎咀口捡命”（虎口余生）
“贼猫确野虎”（野心，以小博

大）
“虎咬人 勿会（不会）煞咀”（凶

狠，秉性难改）
“讲鬼给虎拖去”（撒谎，没人

相信）
“死虎当活虎打”（从最难处入

手）
“猛虎勿会（不会）挡拳头母”（猛

虎抵挡不住拳头多，喻人多力量
大）

“坐如山吃如虎”（勇者气魄）
“虎咬一段也认识”（印象深

刻）
“老虎不咬亲生囝”（虎毒不

食子） ☉林靖华

“虎年画虎说虎是一件乐
事。时下虎年伊始，我即兴画
几幅与虎有关的国画，顺带回
忆亲身遇虎的往事。”近日，记
者见到美术家、摄影家、资深
新闻工作者陈明杰创作的国
画《福虎生威》（如图）。

陈明杰告诉记者，他出生
在泉州德化赤水镇猛虎村，地
处戴云山麓，顾名思义，那是
猛虎经常出没的地方。他曾在
5 岁、11 岁和 23 岁的时候有过
三 次 野 外 遇 虎 的 惊 险 经 历 。

“三次劫后余生，终生难忘。”
陈明杰感慨道。

遇虎的惊险体验，锻炼了
胆量，也激发了创作欲望。今
年又是虎年，陈明杰决定挥毫
泼墨，再续虎缘。结合曾经遇
虎观虎的感受，即兴创作两幅

《福虎生威》国画。只见阴风习
习 ，一 只 黄 黑 斑 虎 从 山 坳 冲
出，目光炯炯。它或许嗅到了
附近的猎物，顿足俯身，动唇颤须，
发力展威，即将猛扑过来。“这猛虎
的雄姿和神威正是我三次遇虎中
的记忆形象，如今我用笔墨把它定

格在画面上，也是希冀虎年能够雄
赳赳气昂昂，彰显虎威，好运连连，
福气多多。”陈明杰笑道。

☉本报记者 李润 文/图

本报讯（记者 李润 通讯员 周
钟山 曾巧赟）1月 31日，在漳州台商
投资区东山村一名 3 岁小男孩因顽
皮贪玩，钻到墙缝中被紧紧卡住，动
弹不得。家人赶紧报警求助。随后，漳
州台商投资区消防救援大队沙坂消
防救援站出动 1部消防车 6名消防救
援人员赶往现场救援。

消 防 救 援 人 员 抵 达 现 场 后 发
现，该名小男孩上半身被牢牢卡在
墙缝中无法动弹，并因为疼痛一直
哭喊，其母亲在一旁手足无措，急

得直跺脚。
经现场侦查，小男孩被夹在两栋

房屋中间的夹缝中。由于其中一栋房
屋年代久远，为土砖建造，救援过程
中容易有泥砖掉落。消防救援人员决
定利用液压扩张器对墙体进行破拆。
消防救援人员先用衣服将被困小孩

头部及容易受伤的部位进行保护，防
止在救援过程中造成二次伤害。救援
过程中消防救援人员一边让其母亲
在一旁安慰小孩，稳定孩子的情绪，
一边利用液压扩张器一点点地凿开
墙面，经过 20 分钟的紧张救援，被困
小孩被救出，移交现场医护人员送往

医院做进一步检查。事后经了解，被
困小孩只是面部受了点皮外伤，并无
大碍。

据了解，除夕当天其家长正忙着
准备年夜饭，小男孩和其他的孩子一
起玩耍。他因为好奇，就钻到墙缝中，
本想从墙缝中穿过，由于墙缝太小导
致上半身被卡住无法出来。

消防救援部门提醒：寒假期间，
文娱活动增多，家长要多给孩子进行
安全教育，并时刻看管好孩子，以防
意外发生。

闽南方言中的“虎”

本报讯（记者 王琳雅 文/
图）2月 6日，大年初六，在市区
晓风书屋古城店门口，数十幅五
颜六色的谜条高高悬挂，随风飘
动，如同寒风中绽放的一簇烟
花，成为古城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虽然天气寒冷，但前来猜灯
谜的市民络绎不绝（如图）。

当天现场“虎”主题的灯
谜，颇受市民关注。有的单打
独斗苦思冥想；有的父子同行
相互讨论；有的夫妻同猜笑逐
颜开；有的亲朋好友五六人协
力攻关。

灯谜又称文虎，猜灯谜亦
称射虎，是我国独有的富有民
族特色的一种民俗文娱活动。
漳州灯谜历史悠久，有着广泛
的群众基础。市灯谜协会相关
负责人表示，灯谜竞猜趣味盎
然，群众喜闻乐见，希望以此
陪伴大家开心过大年。

“熊孩子”贪玩被夹墙缝
消防员“破墙”救援

虎年大伙来“射虎”

野外曾遇虎 记忆入画图

编者按
生肖贺岁是中国传统文

化的特有产物，体现的是人
们对旧一年的感恩与总结，
对新一年的祝福与期盼。

自仓颉造字始，中华文
化一点点以文字为载体传承
下来,流淌于我们的血脉里。
单一个“虎”字，篆、隶、草、
行、楷，五种字体，写法繁多。
新春伊始，来自漳州市书法
家协会的十位作者走笔迎

“虎”，邀你一起感受书法艺
术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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