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

社会 社会新闻部 责任编辑/杨朝华 陈铃清
电话：0596-2529681

E-mail:sh2529681@126.com 32022年3月18日 星期五
漳州新闻网：www.zznews.cn

在 龙 海 区 石 码 镇 新 华 后 巷
16—22 号一座居民楼内，斑驳的
老房子里藏着一幅笔法苍劲有力
的红军标语诗，历经沧桑岁月，字
迹依旧清晰可见。近日，记者来到
该老居民楼探访。

此红军标语诗的诗名为《勉抗
敌战士》：“壮士前驱瞻气刚，雄师
转战遍滬江，刀头那肯留残敌，铲
尽根除匡汉邦。奋马持戈赴战场，
交锋对垒莫彷徨。人生倏短皆如
梦，死在战场骨也香……”大意是
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抵御外辱
的将士们。可见，当年红军对于上
海抗战的激情，纷纷要求上战场的
决心，体现视死如归的爱国热情和
革命英雄主义气魄。

这是一幢修建于 19 世纪末的
楼房，为二层二进砖木结构，有过
水天井，共二厅四房二厨房。一层
正副三门，另有旁门，内有走廊。外
墙立面为法式灰雕，内中堂木柱柳
丝屏，整体简洁而不失精致。据房
主郑国荣介绍，这座楼房是他祖父
郑大益遗下的，原来是典当行商
铺，商住两用房，门外商号“新益
记”尚存。由于房子建造年代久远，
受风吹日晒影响，屋顶开裂漏水，
每到下雨天，雨水便顺着屋面流
下，在墙壁上留下一道道黄色的水
印。

今年 2 月，郑国荣欣喜地发
现，屋内的一片墙壁竟在雨水的冲
刷下透出几处字迹。“小时候就听
长辈说过，家里这座楼房有着一段

红色历史，曾开展过不少红色活
动，红军进漳时曾住在这座楼里。”
于是，郑国荣顺着墙面周边的字
迹，用铲子轻轻刮除墙壁上最外层
的墙漆。历时大半天，他终于在墙
壁上刮出一则完整的红军标语诗，
文字清晰可见。

“当年，附近不少居民楼墙上
写满了红军的宣传标语。后来随
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许多老房子
拆了重建，留在墙上的那些标语
也就不复存在了。”郑国荣说，这
些保留在墙上的标语，很可能是
中国工农红军东路军攻克漳州，
来到石码时的作品。

郑国荣今年 72 岁，但他家墙
上的红军标语诗比他“年长”。对于
当年发生在这里的故事，他并未亲
眼看到，“小时候听我父亲郑蜚鸣
说，当年红军来石码住这座楼，每
个房间都住满红军，打了统铺。楼
房四面墙壁都写了标语。而这首红
军标语诗，很可能就是在红军进漳
期间留下的，是红军进漳时期临时
驻 扎 石 码 镇 新 华 后 巷 的 有 力 佐
证。”郑国荣说，如今，随着各地对
发掘红色文化资源的重视，他越发
觉得家里这些红色标语意义非凡。

⊙记者 王琳雅
通讯员 林靖华 洪灵杰 文/图

老屋住过咱红军
龙海一居民楼内发现红军标语诗

本报讯（郭 扬 林艺斌 文/图）
3月 14日，81岁的云霄古钱币收藏
爱好者吴伯承用 56 枚古铜钱藏
品，拼贴创作成一张“福”字作品，
传承福文化。

“56 枚 古 铜 钱 贴 成 的‘ 福 ’
字，寓意 56 个民族团结和谐、和
衷 共 济 。作 品 布 幅 背 景 上 画 有

鱼、莲花等吉祥图案 ，喻指祖国
繁荣昌盛 ，人民生活富足、年年
有鱼。”吴伯承介绍，他收藏古钱
币已有 32 年，此次用于创作的 56
枚古铜钱分别来自汉、宋、唐、明
及晚清等不同历史时期，品相保
存较好，历经多年从全国各地收
集而来。

耄耋老人用56枚古铜钱拼“福”字

本报讯（记者 李立平 通讯员
黄从余 兰胜勇）蔡某喜利用身边
人对他的信任，秘密窃取女友及雇
主的财物价值总计人民币 37954
元，并用虚构事实的方法以女友的
名义骗取他人钱财28445元。近日，
经长泰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法
院依法以盗窃罪判处其有期徒刑
一年十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
万元；以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
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数罪
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并
处罚金二万元。

2020年 11月至 2021年 5月间，
蔡某喜多次私下操作女友的微信，陆
续将其零钱账户及绑定的银行卡内
共计18444元转账至自己的微信账
户。待女友察觉时，蔡某喜谎称系
女友微信账户被他人盗号，钱款被
转走，并以此为借口骗走女友一部
手机，谎称要交给在公安局上班的
朋友帮忙找到盗号人，后将该手机

以600元的价格抵押给他人。蔡某
喜还通过女友微信，以女友的名义
谎称需要还信用卡、花呗等，向女
友的亲友骗取借款共计2万多元。

对女友下手的同时，蔡某喜还
向其雇主下手。2021 年 3 月至 4 月
间，蔡某喜 3 次利用到雇主陈某家
中打扫卫生的便利，从雇主家卧室
梳妆台的抽屉内及客厅沙发旁的
架子上盗走手机 3 部、手表 1 块以
及价值共计 4500 元的超市购物卡
6张和现金 5200元。后蔡某喜将手
机和手表以 5700 元的价格卖出或
抵押，其中 2张价值共计 1500元的
购物卡以 1100 元的价格卖出，其
余价值计 3000 元的购物卡自己全
部消费掉。

2021 年 5 月 15 日，被女友发
现后“东窗事发”的蔡某喜主动到
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上述事
实。上述钱款已被蔡某喜用于赌博
及偿还个人欠款。

专挑身边人下手
又偷又骗终被抓

本报讯（魏明东 沈湫伟）一位
是越南国籍，一位是南靖本地人，两
人经人介绍结婚，之后因感情不和
长期分居，现欲打离婚官司，要怎么
办？近日，南靖县人民法院龙山人民
法庭借助微信，在线调解了这么一
起涉外离婚纠纷案。

2011年5月，林先生与越南籍冯
女士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一女。由于
双方婚前了解较少，文化差异较大，
常因生活琐事发生争吵。2013年初，
冯女士带着女儿回越南，两人分居
至今，婚姻关系已名存实亡。2022年
初，林先生以夫妻感情破裂，无和好
可能，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因此案系涉外案件，送达时间
较长，办案程序较为复杂，且受疫情
影响，冯女士无法回来参与诉讼。随
后，该案承办法官通过林先生提供

的微信联系方式联系上冯女士，并
在沟通过程中得知，其已经离开越
南，前往台湾工作，能够看懂中文，
会使用中文进行熟练交流。

冯女士系越南籍，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人
民法院审理涉外民事案件，应当使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的语言、文
字，但考虑到冯女士的特殊情况，经
过征询双方意见，双方均愿意就本
案直接采用微信进行调解。

最终，在承办法官耐心引导、劝
解下，针对子女抚养权归属、抚养
费承担、共同财产分割等问题，双
方达成一致意见。随着冯女士将拍
有其在调解协议书上签字过程的
视频发回承办法官，全部诉讼行为
即告完成，两人的跨国离婚纠纷案
顺利落下帷幕。

九年分居跨国闹离婚
法官借用微信调解

本报讯（记者 李 润 通讯员
李广翠 苏小英 林少雄）3 月 14 日
晚，第 909 医院呼吸内科紧急收治
一名吸入性肺炎的老汉。经询问得
知，老汉吸入的竟是化粪池的粪便，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老汉今年 71 岁，经营养
猪场。近几天，他发现养猪场的化
粪池排泄不通 ，就下去化粪池想
将管道疏通 ，结果一下子晕倒在
化粪池里，还好家属及时发现，第
一时间将他送到第 909 医院救治。
患者送来时咳嗽气喘明显 ，经胸
部 CT 检查，结合误吸病史，医生

确诊为吸入性肺炎 ，立即给予对
症治疗。

化粪池主要是利用池里独有
的细菌来分解粪便，产生沼气，该
气体可造成组织器官缺氧损伤 。
沼气中毒一般表现为头晕、头痛、
恶心等症状。

专家提醒：清理化粪池最好交
给专业人士操作，下池时，池外要有
专业人员看护并做好应急准备。发
生沼气中毒时，应及时将患者转移
到空气流通的地方，立即拨打 120
急救电话，前往医院进行相关检查
和针对性治疗。

老汉掉入化粪池晕倒
医生：沼气可致组织器官缺氧损伤

本报讯（记 者 王 琳 雅 通 讯 员
陈衍芬）3 月 16 日，芗城交警大队接到
报警，称在新城花园小区路口发生一起
两辆电动车相撞事故。民警赶赴现场进
行勘查，并对两名伤者进行救助。目前
两名伤者在医院治疗，无生命危险。

民警随即展开调查，通过路口公共
视频还原了事故真相。原来，当时陆某
沿着人行横道由东往西穿越丹霞路时，
邹某驾驶无牌两轮电动车沿着丹霞路
由南往北行驶，至新城花园小区路口，
两车发生相碰，造成两人受伤及两车受

损的交通事故。在该起事故中，邹某驾
驶无牌超标电动车在机动车道上超速
行驶，且行至斑马线前未停车礼让，是
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陆某驾驶电
动车在斑马线上未下车推行，且横过道
路前未注意观察路况，是造成事故的次
要原因。

点评：驾驶电动自行车应正确佩
戴安全头盔，按道行驶，不超速不分
心，行至斑马线前应主动礼让。驾驶电
动车横过道路前，应停车观察路况，并
下车推行。

不按道行驶还超速通过斑马线
车主受伤又担责

本报讯（郑乐和 马辰）3月 15日 18
时许，芗城区芝山派出所接到群众报
警，称一名 10 岁左右的男孩独自在红
星美凯龙路边坐了很长时间，神情紧
张，疑似与家人走散。

民警立即赶到现场，询问该男孩情

况，均无法获得家属信息。考虑疫情原
因，民警兵分两路，一组迅速到周边展
开调查走访，另一组安抚男孩并带回派
出所。经民警多方联系，在警务助理的
协助下，两个多小时后终于找到男孩的
母亲，并联系其到派出所认领。

男童独坐路边 幸遇好人报警
民警帮助找到家人

本报讯（记 者 李 立 平 通 讯 员
宋蔚菁）3月 9日，华安县公安局丰山派
出所民警调处一起因宅基地引发的纠
纷，让剑拔弩张的兄弟握手言和。

原来，黄家大哥在建房子的过程
中，因分不清楚宅基地界线，占用了小
弟黄某的地基，小弟多次找大哥商讨解
决地界纠纷，但双方各执一词，争执不
休，甚至几次发生扯打，扬言要采取过
激手段解决此事。民警了解情况后，反
复和双方当事人沟通交流，摆事实、讲

道理、讲法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之
后，民警 6 次上门做双方思想工作，两
兄弟表示愿意和平调解处理。

为了从源头彻底化解矛盾纠纷，
3 月 9 日，华安县公安局丰山派出所
联合司法所、综治中心、村委会，再次
组织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宅基地问
题，最终双方各让一步，达成和解协
议，承诺不会因此事再起冲突。至此，
一场剑拔弩张的宅基地纠纷得以圆
满解决。

兄弟因宅基地成仇人
民警调和化解恩怨

近日，由东山县文联、东山县石斋
画社等单位联合举办的“‘石斋故里·
墨熠文传’2022 石斋画社书画作品
展”在东山县铜陵镇大有街开幕，共展
出石斋画社书画家创作的 100 幅书画
作品。其中，东山县老年大学铜陵教学
点书法班老师曾振添和学生陈宗歹、
陈燕娜三位师生一起参展的作品，引
起人们关注和好评。

曾振添生长在东山县铜陵镇一个
渔民家庭。上小学时突然降临的一场
灾难使他失去左手，但他没有被夺走
学习的热情。17 岁那年，曾振添成为
东山县图书馆管理员，从小对书画充
满兴趣的他，面对大量的馆藏书画资
料，如饥似渴，克服身体残疾带来的

不便，充分阅读，细心临摹，时间一
久，终于学有所成，1990 年进修福建
省艺术学校。2022 年春节，东山县文
化体育和旅游局、东山县残联为曾振
添举办“‘墨缘心韵’曾振添书画作品
展”。东山县书法家协会主席黄友山
评论曾振添的书法作品“楷、行、草、
隶，融会贯通，各尽其美，每一幅作品
都浸润着作者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尽
显作者的深厚功力和审美追求。清新
高雅、以文立心，使人看之畅心、品之
有味。”

2014 年，曾振添应东山县老年大
学邀请，担任县老年大学铜陵教学点
书法班教师，当时全班 26 位老年学
员，年龄最大的将近 80 岁，最小的 50

多岁，大部分是仅凭一点热情前来学
习的书法门外汉。曾振添根据学员不
同情况，精心选择教材，用心准备教
案，因人施教、耐心指导，学员进步神
速。2019 年春节，书法班学员联合绘
画班学员选取 130 多幅书画作品在东
山县图书馆举办“‘夕阳溢彩’己亥迎
春书画作品展”，东山县书法家协会主
席黄友山观后极力赞扬，评价作品展

“有温度、有情怀”。建筑公司泥水匠出
身的学员陈宗歹从小就有学书法的梦
想，由于工作关系，一直未能实现，当
他听到老年大学开办书法班的消息，
已经 66 岁的他马上前往报名。在学习
中，他从学楷书打基础开始，一段时间
后想转向学习行书，曾振添认为陈宗

歹的小楷书法灵活舒展，前景看好，劝
他不要放弃。陈宗歹听从老师的劝告，
专心学习小楷，进步很快。2019 年 10
月，陈宗歹的小楷书法《兰亭序》和书
法班另一位学员许培斌的书法作品被
漳州市老年大学选中，参加“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 70 华诞暨第二届黄道周
书法奖作品”书法展，并入选《石斋画
社书画选》《东山县书法家协会书法作
品集》。近年来，老年书法班有 22 人先
后成为东山县书法家协会会员，有 6
人成为漳州市书法家协会会员，这些
成绩的取得，都离不开曾振添的悉心
教导。

从平凡到不平凡，曾振添靠的是
坚持，坚持学习，坚持读书，坚持临
摹，坚持创作。俗话说“坚持就是胜
利”，如今的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图
书馆工作人员成为福建省书法家协
会会员，2020 年出版《曾振添书画作

品集》。 ⊙黄炳钦

曾振添曾振添曾振添：：：身残志坚 桃李满园

“‘选竹’是头一道工序，砍高不砍
低，砍嫩不砍老，砍长不砍短，砍直不
砍弯。”说话的是年近七旬的龙海区程
溪镇塔潭村村民欧阳梅雪。初春的早
晨，天气晴朗，欧阳梅雪七点左右骑着
摩托车进山，在自家的竹林里选好 8
根优质的竹子，把它们砍倒并扎成一
捆，绑在摩托车后面拖回家。这一来一
回，时间已经过去近三个小时，匆匆扒
了几口饭，她又开始忙碌起来。这一堆
重达两百多斤的竹子，是为村里小学
的竹编技艺工作坊准备的。

“一根竹子，要经历‘刮青’‘破
竹’‘分块’‘启篾’‘刮篾’‘分丝’‘染
色’等多道工序。”欧阳梅雪告诉记
者，每次的竹编创意课，每位竹编老
师要为学生准备大约 800 条大大小
小、长短不一的竹片和竹条。因为学
生的手细嫩，每一条竹片她都用刀多
刮几遍，让表面更光滑一些，怕伤了
孩子的手……

三年前，欧阳梅雪与另外三位村
民应邀担任塔潭小学的校外辅导员，
每逢周二和周四下午，她们到学校为
老师和孩子们传授竹编编织技艺。据
塔潭小学陈伯聪校长介绍，自 2019 年
起，塔潭小学的竹编社团活动收效明
显，学生们会编“扇子”“小鸟”“小篮
子”“老虎头”“马”和“羊”等多种作品。
正因为有欧阳梅雪等竹编“守艺”人的
默默付出，塔潭小学的竹编技艺工作
坊于 2021年 8月荣获“九龙江杯”漳州

市第三届中小学生艺术节学生艺术实
践工作坊一等奖和优秀组织奖。

欧阳梅雪从小学习竹编，几十年
来坚持不断提升编织技艺，锯、剖、劈、
抽、刮、削、磨、编、扎、绕、锁等竹编的
各道工序都得心应手。“得闲的时候，
我们会去 80 多岁的欧阳本番家向他
请教，就是想把竹器做得更精致一
些。”欧阳梅雪总是不断研究适合孩子
们学习的新作品，希望通过“竹编进校
园”活动激发孩子们对竹编的兴趣，从

而使竹编手艺得以传承。
龙海区程溪镇塔潭村是个群山环

抱的山村，拥有一万多亩毛竹资源。和
村里的许多老手艺人一样，由于长期
接触，欧阳梅雪练就了一手竹编绝
活。但因竹器编制工序烦琐，手工编
制无法提速，她家里留存的竹制品并
不多。竹扇、竹筛、竹笸箩、竹箩筐、竹
篮子……在欧阳梅雪的工作台上，能
看到各式各样精巧的手工竹制品。记
者发现，其中有两件竹器的颜色与其

他的不同，其皮壳包浆，温润如玉，充
满了岁月的印记。“这是我公公编的篮
子，是为庆祝新中国成立特地编的，两
边的把手上都有文字，比我的年纪还
大！”欧阳梅雪说，“这个圆的篮子年代
更久远，中间的镂空工艺难度极大，所
以比较罕见。”

“做竹编和做人一样，要认真仔
细，马虎不得。”欧阳梅雪说，“匠人会
慢慢老去，希望匠心会一代代传下
去。”说话间，几条细细的竹条在她的
手里上下翻飞，不一会儿，一件精美的
竹编作品初具雏形。

“因为竹条长度有限，在持续编织
过程中，往往需要在关键时刻多次接
入新的一条，在纵横交叉的地方，需要
利用巧劲，叠入或插入接头，所有接头
之处必须做到藏而不露，这就需要竹
编艺人花费不小的力气。”欧阳梅雪的
女儿对于母亲的辛苦有说不出的心
疼，但她表示理解和支持。

从星期一到星期日，欧阳梅雪每
天都很忙碌。这位已有 48 年党龄的老
人谈起竹编总是神采奕奕，她说：“我
要继续编下去，和孩子们在一起很快
乐，和喜欢竹编的人交流也很快乐。”

⊙记者 苏水梅 文 严洁 图

竹编守艺人欧阳梅雪：

款款竹编传手艺
发挥余热很快乐

欧阳梅雪在编制竹篮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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