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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琳雅 文/图）
“这个笔筒太精致了！”“这些剪纸
作品看起来很有功底。”……近日，
在市残疾人就业服务指导中心开
展的“就业服务进社区·助残创收
献爱心”活动中，得知这些作品都出
自一群残疾人工匠之手，许多市民
赞叹不已。

当天现场，手工制作的笔筒等
小物件获得不少人的青睐。“这些笔
筒是一群智力残疾但吃苦耐劳的残
疾人做的，他们平日里还会手工钩
织一些发夹、发圈、钥匙扣、玩偶摆
件等物品，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赚
取一些生活费用。”市残疾人就业服
务指导中心工作人员孙雯介绍，平
时这些作品都在展示厅展出，此次
希望通过进社区、商超等接地气的
方式，让残疾人作品“走”出展厅，让
大家进行爱心认购，引导大众关注
展示厅，关注残疾人作品，提高扶残
助残参与度。截至目前，通过就业服
务进社区活动，已帮助残疾人售出

作品 114 件，认购善款全部直接支
付给残疾人作者，助力残疾人群体
增收创收。

漳州市残疾人作品展示厅位于
市区大通北路 70 号。该展示厅作为
漳州市残疾人展示才华的舞台、观摩

交流的空间和爱心订购的平台。这也
是福建省首家残疾人技能作品专题
线上线下一体化展示场馆。

记 者 走 进 500 平 方 米 的 展 示
厅，明亮的灯光，精致的原木装修展
台映入眼帘。作品展区分为文学作
品区、手工作品区、雕塑区、书画区、
摄影作品区、爱心工坊区、民间文艺
区、剪纸区。每 个 展 区 都 汇 聚 了 全
市大部分残疾人的优秀作品 , 700
多件作品均出自残疾人之手。这些
作品无不展现残疾人顽强拼搏，不
屈不挠的精神和积极向上、乐观求
索的人生态度，而每幅作品背后，
都有励志的故事。记者注意到，这
里每件作品明码标价，边上还标有
二维码，参观的市民当场扫码就能
爱 心 认 购 ，为 残 疾 作者献爱心。此
外，有兴趣的市民也可以通过微信
关注漳州市残疾人就业服务指导中
心公众号，在公众号中的作品 VR
展示厅随时随地便捷地欣赏作品、
爱心认购。

看这里，700多件作品均出自残疾人之手

再小的作品都诉说着励志故事

遗失声明
▲漳州商海物流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车号：闽 E65776 重型半挂牵引车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闽通卡，
证号：闽交运管漳字 350603203392 号，
声明作废。

▲漳州商海物流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车号：闽 EA590 挂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运输证闽通卡，证号：闽交运管
漳字 350603203391号，声明作废。

▲林镇祥、陈晓霞夫妇不慎遗失
第一孩儿（林子欣）出生医学证明，证
号：R350741924，声明作废。

▲ 杨 真 发（ 身 份 证 号 码 ：
350625197209060517）不慎遗失在长泰
县兴美建材有限公司工作期间的《福
建省失业保险个人缴费凭证》壹本，声
明作废。

▲南靖县智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闽 E87613货车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运输证，证号：350627203483，
声明作废。

▲南靖县柯志辉、阮氏青乔不慎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壹张，出生证编号：
Ｏ350849525，声明作废。

▲平和县华联汽车驾驶员教练所
不慎遗失车号：闽 E3092学车辆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教学车辆证，证号：闽交运
管漳字 350628JP0276号，声明作废。

▲中国人民解放军 94755 部队何
浩 坤 不 慎 遗 失 军 人 保 障 卡 ，卡 号 ：
813506180929271422，现声明作废。

▲芗城区林震不慎于 2022 年 3 月
1 日 遗 失 第 二 代 居 民 身 份 证 ，证 号 ：
350628199704052539 号（有 效 期 限 ：
2016 年 1月 12日至 2026 年 1月 12日），
声明作废。

▲父亲许春伟、母亲何绿娇不慎
遗失孩儿许正豪出生医学证明，出生
证编号：Ｏ350386202，现声明作废。

▲中国人民解放军 73653 部队李
林 不 慎 遗 失 军 人 保 障 卡 ，卡 号 ：
813505190809117372，现声明作废。

▲黄巧玲不慎于 2022 年 2 月 17 日
遗 失 第 二 代 居 民 身 份 证 ，证 号 ：
411423198606167041 号（有 效 期 限 ：
2015 年 4月 13日至 2035 年 4月 13日），
声明作废。

坐落于漳州龙
海市颜厝镇宅前村

宅前，业主杨便宜遗失（权属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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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编号）LZ001，现声明作废。
声明人：杨便宜
2022年 3月 7日

遗失声明

春回大地植树忙。在东山岛城
乡一谈起保护古榕的故事，人们就
会自然地讲到西埔镇坑北村。3 月 6
日，笔者在这个村内看到 13 株古榕
郁郁苍苍，树龄上百年甚至数百年，
每株树上挂着一个“福建省保护古
树名木”保护牌，注明编号、科属名、
树龄、保护等级，几位老村民正在义
务打扫树下的枯枝落叶。

坑北村和东山岛其他乡村一
样，历史上树木稀少，直至上世纪五
六十年代，村民做饭烧火的柴草十
分短缺。那么，为什么这些榕树能够
保存下来呢？

“自古以来，坑北村民与古榕树
之间演绎了一段段‘爱榕护树、树茂
人昌’的佳话。”家住榕树旁、年近九
旬的村民王林风说，坑北村每一个
人都是在古榕树下长大的，对古榕
的感情特别深厚，爱护榕树的乡风
民俗代代相传，不论是在烧火柴草
十分紧缺的年代，还是在 1959 年全
国“大炼钢铁”的“非常”时期，都保
护得好好的，没有人敢去偷砍榕树。

由于长期遭受白蚁做巢侵蛀等
原因，近 20 年来曾出现五六株榕树
头部被掏空腐烂倾伏，枝叶逐渐枯
萎等状况，村民们先用石块堆砌顶

住倒伏的树头，后又请来林业专家
指导，成功地研发了“榕树防治白蚁
虫害”“竹筒引根救古榕”等有效办
法，支撑起即将倾倒的古榕。经过群
众的精心培育，一株株濒临死亡的
古榕焕发生机和活力。

笔者发现，每株古榕树头竖立
着一个“党员树木认领”红牌子，写
着认领党员的姓名等。坑北村党支
书王玉龙介绍，近几年通过党员认
领古榕树，使它得到更好的保护，
采用砖块水泥土在树头砌筑 50 厘
米高围墙，方便浇水施肥，并为每
株古榕树修剪枯枝。这个村还重新
制定了“严禁毁损树木，严禁在树
底 下 燃 放 烟 花 爆 竹 ”等《村 规 民
约》，形成了自觉管护古树，包括施
肥、防虫以及周围的卫生整理等良
好氛围。

⊙谢汉杰

东山坑北村:

爱护古榕蔚然成风

“这个平台让我们残疾人的艺术
作品得到充分展示，还能创造一些经
济收入，实现自身价值。”今年 26 岁
的张惠君告诉记者，通过这个展厅，
她又找到了新的舞台。

张惠君自小就对绘画颇具天赋，
虽然患有先天性神经性耳聋，但病患
未能阻碍她的前行，听不见外界的喧
嚣，她反而能在安静的世界里专注绘
画，用画笔讲述动人的故事。她曾就
读于泉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陶
瓷艺术设计专业。三年的大学生涯，
她掌握了陶瓷绘画、拉坯、利坯等陶
艺技巧和生产工艺流程。如今，她做
出来的瓷盘画精美大方。

在手工艺品展区，张惠君创作的
陶瓷彩绘花瓶《荷韵》雕刻精细，设色
清淡，富有韵味（右图）。据她介绍，该
作品是采用浮雕和釉上彩绘艺术相结
合，在继承传统釉上彩装饰的基础上
融合了现代陶艺设计理念及创作手
法，形成了一种新的陶瓷装饰技法。

“这些作品需要经过多次烧制、上
色，大概耗时一个多星期才制作完
成。”每一件作品都凝聚着张惠君对瓷
盘画的执着和热爱。而除了待售的作
品，她还带来了《瓷茶花》《酸草莓》等

多件获奖作品。“这些作品见证着我追
逐瓷盘画梦想的成长历程，我一直珍
藏着，舍不得卖，将它们放在这里展
示，以此激励残疾人朋友们勇敢追逐
梦想，也希望更多的残疾人朋友能够
通过艺术陶冶情操，实现自我价值。”
张惠君说，下一步她打算在家乡开设
个人工作室，结合水仙花等漳州元素
创作更多和漳州有关的瓷盘画作品。

⊙记者 王琳雅 文/供图

“瓷”之以恒

寂静世界里绽放美丽

“对于我来说，绘画唤醒了我人
生的第二种可能。”11 岁那年，张志
成被鞭炮炸伤，只得截肢。但生活关
上了一扇门，必将开启一扇窗。

1995 年，泉州一家美术中专学
校破格录用了张志成。进入学校学习
油画的张志成如鱼得水，勤练技艺。
经过专业的美术学习，张志成的油画
技艺日益成熟，并形成自己独特的风
格。他的目标是，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创作出优秀的油画。
在展示厅的书画作品展区，张

志成的油画作品《马头》笔触细腻，
让人眼前一亮（左图）。该作品采用
写 实 技 法 ，刻 画 出 马 的 形 象 和 神
韵。“这幅作品是在事业低谷时创
作的，我之前一直将它摆在工作室
里 ，每 当 遇 到 挫 折 的 时 候 就 看 看
它 ，好 像 就 有 了 力 量 。”张 志 成 介
绍，该幅画背景用色比较沉重，作
品也寄托着他希望像马一样勇往
直前、冲破黑暗的信念。后来，得知
市残疾人作品展示厅开馆，他便将
这幅作品送到展厅。

“ 其 实 当 时 也 挺 舍 不 得 的 ，这
头‘马’陪我度过了人生的低谷。但
正因如此，我更希望能把这种奔腾
向前的精神传递给更多的人。”绘
画给了张志成生活的力量，他也想
把这种机会和可能性带给更多的
人。如今，身残志坚的他依靠对美
术的热爱创办了自己的油画工作
室。一方面，让更多的人从绘画中
感受到生活之美，另一方面带动残
疾人增收创收，让他们也能够乐观
积极地生活。

⊙记者 王琳雅 文/供图

绘画开启一扇窗

他用它寻找“奔马”

爱心市民认购残疾人作品爱心市民认购残疾人作品

本报讯（记者 李润 通讯员 徐
标华）3 月 6 日下午，漳州高速交警
支队三大队民警在沈海高速福建漳
浦站口开展日常勤务。16 时 10 分
许，一部小型客车从高速公路往站
口驶来，驾驶员看见站口执勤的民
警后，打开车窗，着急求助：车上一
个老人手指被砸到了，砸伤的手指
开始发黑，血流不止，需要紧急送
医，请求民警帮忙护送至漳浦中医
院医治。

接到求助后，民警林海松暂停
勤务工作，让其他警员把警车开过
来，开启警报器在求助车前方开道，
快速将伤者送往医院。在去往医院

的途中，民警帮助伤者联系医院告
知伤者的情况，开通绿色救援通道，
让医院备好急救措施。到了医院后，
民警协助医生进行医治。

经 民 警 了 解 ，该 受 伤 男 子 姓
黄，古雷港人，当日下午在干农活
的时候不小心被石头砸伤 ，因伤
势比较严重（到医院后经医生诊
断 为 粉 碎 性 骨 折），当 时 正 逢 周
六 ，去往漳浦县城的车流量比较
大，怕道路拥堵影响救治，就请民
警 帮 忙 护 送 ，争 取 救 治 时 间 。事
后，经民警联系了解到，因送医及
时 ，目前伤者的手指骨已经固定
复位，无大碍。

男子手指严重砸伤
警车开道紧急送医

云霄县
漳江口红树
林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内
栖息繁衍的
鹭鸟云集在
红 树 林 枝
头 ，享 受 着
春天阳光的
沐 浴 。“ 鸟
浪 ”时 而 散
开 、时 而 聚
拢 ，为 红 树
林保护区增
添了别样的
动态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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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琳雅 通讯员
戴伟国）“2018 年 1 月 1 日，我登记
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这也是传承
谷家家风最好的方式。”3月 7日，在
市退役军人局、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联合开展“巾帼扬正气、廉洁树家
风”主题教育活动中，“四有”干部典
范谷文昌孙女、芗城区妇联主席谷
宇凤用一堂《谷家“传家宝”：家风代
代传》讲座，带领妇女同胞们再次回
忆起谷文昌公私分明、清廉俭朴的
好家风。

谷宇凤从爷爷、奶奶、父母亲以
及两个孩子的日常生活细节，向妇
女同胞们介绍了谷家四代长期坚守
的家风家教。“小的时候，父亲经常
告诉我，做好事积德，做坏事败家。”
市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中心陈泓说，

父亲的言传身教一直激励着她，今
天听了谷宇凤的讲座，对家风家教
有了更新的认识。

活动中，大家来到漳州职业技
术学院清风廉洁文化基地，参观了
书画家廉政题材作品和学校近年来
部分师生廉洁文化优秀作品等展示
内容。

漳州市退役军人局系统女干部、
女职工，漳州职业技术学院女教师、
女干部代表 30余人参加了当天的活
动。活动不仅丰富了广大女干部职工
的文化内涵，释放了心情，陶冶了情
操，还促进了身心健康，充分展现了
我市退役军人局女干部职工和谐、团
结、奋进的精神风貌，以及建设好家
庭、涵养好家教、培育好家风，彰显健
康向上、敢于追梦的巾帼风采。

别样“女神”节
传承好家风

本报讯（高加聪）3月 6日上午，
辖区群众陈先生将一面印有“热情
为民、办案神速”的锦旗交到漳州市
公安局白水派出所民警手中，感谢
民警为其追回 630元钱款。

3 月 3 日下午 4 时许，陈先生的
店铺来了一位顾客，两人在一番讨
价还价后，最后以 700 元成交，男
子在扫码付款后离开。由于付款声
音太小，陈先生也没有注意语音提
示，在男子离开一段时间后，陈先
生翻看手机时，发现原本应收 700
元，但实际只收到 70 元，而买家此
时已经不见踪影，遂向白水派出所
民警求助。

接到求助后，民警赶到现场核
实相关情况，通过调取店铺监控和
走访了解，最终确定顾客陈某强的
信息。民警电话向陈某强说明情况
后，陈某强称确有其事，表示“估计

是自己的一时大意，少按了个‘0’，
事后也没有注意”，他愿意补上少付
的货款，并立即添加陈先生微信，将
剩余钱款转给了陈先生。

“谢谢警察同志！钱虽然不多，
但对我们这小本生意来说，可能也
是一天的收入了，还好有你们帮我
挽回损失呀！”陈先生直夸民警真心
为民办实事。

警方提醒：市民朋友特别是经
营店铺的商家，在收款时，一定要
及时查看钱款是否到账、付款数额
是否正确等信息，同时可设置语音
提醒并注意收听，以免造成不必要
的经济损失。其次在交易时要注意
手机遮挡，保护好自己的支付密
码，包括手机解锁密码。遇到陌生
人借用手机，一定要多留心，即便
借给他人使用，也要在自己的视线
范围内。

男子购物付款少个“0”
民警追回获锦旗

近 日 ，笔 者 同 几 位 朋 友 相 约 诏
安狮头岛游览，在该小岛一偏僻处
草 丛 旁 边 看 见 一 方《沈 府 立 禁》石
碑。经仔细辨识，该石碑刻勒的碑文
曰 :“窃谓海不择流，而深山必籍土，
乃固近绿，内亲外戚，四方诸友，妄
掘山涂，乱打山石，不无崩裂之虞，
且扰动山神，栽种无功，继而毁伤坟
墓，心田何忍，嗣后不许盗取攻凿，
倘若固犯，定即拿解不贷，会禁！乾
隆三十九年八月 日立。”

诏安狮头岛位于该县梅岭镇西
部 1.2 公里处，隶属深桥镇岸屿村，小
岛现居住近百户人家，沈姓居多。据
考查，清乾隆年间，本县岸屿村先民，
来此养禽拓荒，繁衍生息。1955 年政
府在该岛修筑一条长 3.5公里的海堤，
因此狮头岛现成为一个半岛。《沈府
立禁》是当时岛上先民，为保护岛上
生态环境而立的相互警示的石碑。该
石碑存立 258 年，至今保存完好，字迹

清晰。 ⊙沈聪 文/图

诏安狮头岛存一方清代石碑
见证先民环保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