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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父亲汤子龙、母亲陈文娟不慎遗失第二

孩儿汤晓钰的出生医学证明，出生证编号：
Q350322763，现声明作废。

▲父亲汤子龙、母亲陈文娟不慎遗失第
一孩儿汤依辰的出生医学证明，出生证编号：
Ｏ350607106，现声明作废。

▲芗城区黄鹏不慎于 2022 年 8 月 3 日遗
失 第 二 代 居 民 身 份 证 ，证 号 ：
350681198605180559 号（有效期限：2019 年 05
月09日-2039年05月09日），声明作废。

▲漳州市芗城区林明华鸭面店不慎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有效期至 2022年 09月
18 日），许可证编号：JY23506020041595，声明
作废。

▲漳州市龙文区致美汽车美容店不慎遗
失漳州市龙文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9年 8月
23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350603MA32YBDW49，现声明该营业执
照副本作废。

▲芗城区黄振、方佩娜夫妇不慎遗失第二
孩 儿（方 峻 阳）出 生 医 学 证 明 ，证 号 ：
Q350605076，声明作废。

死者无名氏，男性、成年
人，山城镇汤坑村尸体。未发

现有刑事案件证据，2021年6月4日开始在县殡仪
馆冷藏至今。望其家人或知情者与漳州市南靖县
殡仪馆联系。自启事之日起15天内，若无人认领，
我单位将依法规视其为无名尸进行火化处理。

联系电话：0596-7818006
南靖县殡仪馆
2022年8月1日

死者无名氏，男性、成年
人，山城镇汤坑村流浪汉尸体。

未发现有刑事案件证据，2021年9月29日开始在县
殡仪馆冷藏至今。望其家人或知情者与漳州市南靖
县殡仪馆联系。自启事之日起15天内，若无人认领，
我单位将依法规视其为无名尸进行火化处理。

联系电话：0596-7818006
南靖县殡仪馆
2022年8月1日

认尸启事 认尸启事

2012 年 7 月，我毕业于厦门
大学建筑系，毕业后跟大部分的
同学一样选择了“北上广”，在上
海一家知名建筑设计公司工作，
有着不错的工资待遇。2013 年

“美丽乡村”建设在全国展开，家
乡漳浦的一家设计公司邀请我回
乡参与乡村设计。怀着对家乡深
厚的感情，我于 2014 年回到漳
浦，2016 年独立创业，从事乡村
建筑、景观以及人居环境设计。

返乡以来，我陆续参与漳浦
县佛昙镇人坪村、六鳌镇鳌西村、
绥安镇大埔村、大南坂镇下楼村
等近 30 个乡村的设计建设工
作。通过查阅相关的资料，了解
乡村的历史文化，调研当地的古
建筑，我对家乡漳浦有了更深的
了解，有时不起眼的一个小乡
村，其悠久的历史、丰富的人文
往往令我沉迷和折服。现在不少
乡村被评为省级、国家级示范
村，大埔村等更是获得了全国美
丽休闲乡村、福建省最美乡村等
荣誉。时常有村里老人激动地拉
着我的手说“多亏你的帮忙改
造，村里的环境比以前好很多了”

“你真的比我们更了解我们村”。
每次听到这些话语时，我觉得付
出再多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近年来，我被漳州市委文明
办、市委宣传部聘为“新时代宣讲
师”，并担任省级科技特派员，多次
应邀到各乡镇和培训班开展授课

和讲座，宣传乡村振兴有关政策和
乡村建设的经验做法，也带出了一
批乡村设计的“达人”，在乡村一线
继续从事设计建设工作。

2019 年底，因疫情的影响，
很多企业的经营面临困难。2020
年，我和几个创业青年投入 200
多万元，合作创办了“双创”服务
平台——浦台创业园。该创业园
为企业提供入驻租金减免和优
惠，降低企业成本，并聘任专业创
业导师十余人，为创业青年提供
全面的就业、创业服务，多方面助
力企业转型升级、提高初创企业
的成活率和成功率。创业园现有
入驻创业企业30余家，成立以来
累计服务企业超过 200 家。2021
年我牵头组建成立了漳浦县青年
创业促进会，并担任首届副会长
兼秘书长。

近年来我带领团队累计开展
人才交流、讲座、沙龙、读书会等
活动超过一百场次，服务返乡青
年、乡村青年超过 5000 人次，辅
导超过 30 个企业和项目获得省
市各类创新创业大赛奖项和数百
万元资金支持。浦台创业园也被
评为省级众创空间、市级示范众
创空间、市级创业孵化基地、市级
人才驿站、市级青年文明号等。
2021年底我被共青团中央、农业
农村部联合授予了首届“全国乡
村振兴青年先锋”称号。

⊙林惠卿 整理

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省级科技特派员林江富：

返乡创业 助推乡村振兴

2014年，我大学毕业后来到
公安系统。从警8年来，我积极投
身打击犯罪、电信反诈、打拐寻亲
等工作，先后荣立个人三等功、

“漳州市优秀公务员”“全市公安
机关执法办案能手”、执法办案能
力模范岗等称号。

如果说刑侦工作是公安工作
的尖刀，那重案工作无疑是这把
刀上最锋利的刀尖，随时都可能
遇到突发情况和未知危险。但作
为警察，不能把危险留给我们身
后要保护的人。

今年 2 月，辖区群众财物丢
失。为尽快抓获犯罪嫌疑人，挽回
群众财产损失，我带着同事们驱
车直奔厦门，对犯罪嫌疑人实施
抓捕。追捕过程中，犯罪嫌疑人激
烈反抗，导致我右脚负伤。眼见其
中一名犯罪嫌疑人即将逃走，我
强忍伤痛，追击一百多米……最
终，成功将其制服。在距离案发时
间不到15小时，将三名犯罪嫌疑
人抓捕归案。

作为龙文区反诈骗中心副主
任，我一边兼顾刑侦案件办理，一
边强化各类反诈学习，并积极开
展反诈宣传进社区、进村居、进校

园等活动。工作中，我协助各地公
安部门破获多起电信诈骗案件。
同时，针对龙文空置房屋较多、人
员流动性大等情况，我和同事们
对辖区出租屋进行拉网式、地毯
式、扫楼式清查。仅 2021年，便打
掉涉诈窝点28处，破获辖区内发
生重特大电信诈骗案件25起。

除了执法办案，我还有另一
个身份——寻亲志愿者。寻亲有
时就像大海捞针，但是不能漏掉
一点线索和一丝机会。因此，工作
之余我总会对寻人信息反复核对
甄别。近两年来，先后助力“施晓
健工作室”为 100 多位寻人求助
者提供线索，帮助60多个失散家
庭实现团圆。

回首从警路，我就像闯关的
勇士，攻克一道道难关。还好，我
有一群并肩作战的兄弟。警察这
份职业让我们把内心深处秉承
的公平、正义、惩恶扬善付诸现
实。每当侦破一起案件，还被害
人公道；当把诈骗款返还给心急
如焚的受害人；当见证失散多年
的亲人重逢……这或许就是人生
价值所在。

⊙本报记者 王琳雅 整理

龙文公安分局刑侦大队重案侦查队副队长、龙文区

反诈骗中心副主任李原志：

忠诚担当 练就“多面手”

我是土生土长的华安仙都人。
三十年来，我从当制茶学徒开始，
打拼创办自己的茶叶企业，始终专
注于做好铁观音生态有机茶。创业
之路并非坦途，但我始终坚守初
心，牢牢记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发展理念，努力做好传统
制茶技艺的传承和提升，让广大消
费者喝上真正的放心茶、好茶。

茶园是茶叶生产的第一车间。
这些年我们打造的茶观园基地，按
照“环境生态化、基地景观化、生产
标准化、管理精细化”要求，以生态
有机茶园为核心，建设集生态种植、
生产加工、科技示范、文化体验、休
闲旅游等五大功能为一体的现代休
闲茶业基地综合性示范区，并在
2016年被评为“国家生态茶园建设
综合标准化优秀示范区”。

制茶是一片叶子的情怀，每
个环节，每个标准，都要严格把控，

我常常为此废寝忘食，也因此，当
2020年我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的
称号后，我觉得肩上的担子更重
了，要与大家一起，走“传统制茶+
新时代科技”相结合之路，专注产
业升级，挖掘品牌潜力，让本土的
茶业更上一层楼。我积极推行“公
司+基地+农户”的现代农业综合
发展模式，把自己掌握的优质铁观
音茶叶种植技术整理出来，利用自
身的优势义务办起了科学技术培
训班。每年多次自费聘请省农科院
教授、技术员到村为茶农举办讲
座，现场为茶农解决生产遇到的一
些难题。与茶农们共同打造“铁观
音”茶产业这一金字招牌。

华安生态环境得天独厚。我相
信，只要坚持做到注重茶园的科学
管理，注重提升制茶技艺，一定能打
响“华安茶叶”这张绿色名片。

⊙李密迦 黄建和 整理

华安茶商刘火城：

让每一片茶叶变成“金叶子”

我是一棵古榕树，300多岁了，凭着资历老，有关部门给我挂上了“一
级保护古树”的牌子。

这一段时间，我被安置在漳州市区西院湖公园。我的根部已经植入在
深红色土壤里，躯干被一大块保湿棉包裹着，4根钢管搭在躯干四周，让
我不容易倒下去。因为身上挂着10袋“点滴”，特别惹人注目，每天都有不
少市民围着我转，对着我拍照，发“抖音”“朋友圈”，用时下的话说，我成了

“网红”，这让我有点儿受宠若惊。
市民们好奇我身上的10袋“点滴”是啥？这是“树心丸”营养液，可以理解

为人类用的“速效救心丸”吧。通过“针管”，往我的躯干内输送促使树木复壮
的营养和药物，这是一种名木古树复壮的常用药物，包含多种营养物质和微
量元素，通过木质部导管将营养液传输到我身体的各个部位。主要作用是避

免回芽、流失水分干枯，让我加快生根发枝。
市民们不禁问，我是哪里出毛病了才要输液？其

实我和人一样，只要上了年纪，总有些小毛病，更何
况不久前，我经历了多场暴风雨的侵袭。此前，我一
直矗立在漳州古城宋河边上，前几个月，漳州多次遭
遇强降水，在6月17日下午的那场狂风骤雨中，我终
究没挺住，一头栽了下来，连根被拔起，整个身躯横
跨了宋河，冠部还重重地砸在对面的居民楼墙上。

就在我以为自己再也不能站起来、可能从此寿
终正寝之际，漳州市住建局、市风景园林中心等相关
部门出手了。他们迅速赶到现场查看并展开相关工
作，工作人员及时出动吊车等大型机械，通过为我修
剪树枝、切除坏根等方式紧急排险，防止次生灾害。
由于我的体量较大，清障工作就用了三四天。园林部
门的专家为诊断伤情，制定“手术”及后续疗养方案。
在经过修剪、树体及伤口消毒杀菌、清理烂根、堆沙
栽植、吊挂营养液、根部浇灌生根剂、白蚁防治、钢管

支撑加固、安装喷淋系统等一系列措施，我被抢救过来了。随之，我被送到
了距离宋河4公里外的西院湖公园休养。

西院湖公园可真是好地方，风景秀美、鸟语花香、空气清新不说，还总
能听到人们的欢声笑语，尤其看着活泼烂漫的孩童们，感觉自己都年轻了
不少。西院湖公园的园林管养人员小陈对我很上心，他除了每天为我更换
营养液，还为我淋浴，保持躯干湿润，预防天气炎热水分蒸发太快。照料我
的工作很琐碎，但小陈毫无怨言，看着他在太阳底下一忙就是一两个小
时，大汗淋漓的样子，我的内心有说不出的感激。

有了好心情、好心态，加上园林部门工作人员的精心照料，我的身
体一天天恢复起来，之前被截断的枝干上开始长新芽、冒叶子。很多老
邻居都很关心我的情况，住在江景花园的小林，是我看着他长大的，记
得他小时候很调皮，总喜欢在我的身上“嘘嘘”。前几天，他还专门来西
院湖公园看我了，和我聊起了这数十年来，宋河的旧貌新颜、古城的变
迁、漳州的发展。漳州数百年沧桑巨变，我都看在眼里，让我感慨又感激
的是，这座城市自始至终都是友善、包容和充满爱的，就连一景一物、一
树一木都能被善待。“历经多少沧桑事，依旧悠擎头顶天”，未来，我还将
挺着昂扬的身姿，守望漳州城，守望漳州人。

⊙本报记者 王琳雅 文/图

最近一段时间，市区一棵古榕树“火”了。这棵移
植于市区西院湖公园的古榕树，因树干上挂着“救心”
营养液而引起市民驻足关注。“输液”的榕树耐人寻
味，沧桑数百年，它经历了些什么？这棵来自漳州古城
的古榕树与记者“对话”，“讲述”了它的“重生”故事。

古榕树“重生”记

本报讯（记者 许文彬
文/图）七夕节，除了鲜花和
巧克力，你还能想到什么？近
日，记者在微信朋友圈、抖
音、小红书等社交平台看到，
不少漳州网友在晒一种名为

“白酒”（闽南语）的食物。原来，这是漳州人在七夕
节必吃的一道传统美食。

昨日上午，记者走访了市区几家菜市场发
现，不少摊位均有“白酒”售卖，而不少糕点铺子
也用红纸在店门口贴出“白酒出售”的字样，吸引
不少市民争先购买。据一位摊主介绍，“白酒”纯
白香醇，也叫白酒酿或甜酒酿，是由蒸熟的糯米
拌入酒曲发酵而成的一种糕粿,因它是白色的,
又有酒味,故称“白酒”,其具有开胃提神,醒酒去
腻的功效。闽南人相信，七夕节吃“白酒”可以使
家庭兴旺，夫妻白头偕老，吃“白酒”也成为漳州
地区的一项独特习俗。

“白酒酿的吃法多样，既可以切块直接食用，
也可加入沸水煮成甜汤，或者切片后置于蒸笼蒸

煮，出锅后撒上红
糖食用。近年来，
也有不少人会将
买来的白酒酿放
入冰箱速冻，冰冻
过后的白酒酿口
感绵密，犹如雪糕，受到不少年轻人的追捧。”新
华西路诗墩粿店店长杨女士说。

温馨提醒：任何饮料、小吃等食品中，只要含
有酒精成分进入体内都能被检测出来，只要超出
一定数量，便会达到饮酒甚至醉酒后驾驶机动车
的标准。“白酒”味道虽好，但它是以酒曲发酵而
成的食物，含有微量的酒精成分。出于安全考虑，
食用完白酒酿后不建议立即开车。

本报讯 （记者 邹挺毅 通讯员 康莉
文/图）8月 4日上午 9时许，位于漳州古城的
魁星文化中心正式落成开放，漳州市区又新增
一处人文景点。

在现场，不少市民早早就占好位置准备一

睹魁星文化中心的芳容，精彩纷
呈的表演也博得阵阵叫好，市民
们也纷纷掏出手机记录下这难忘
的一刻。“我以前就住在魁星文化
中心附近，对它有深厚的感情，如
今重新建成，我肯定要来捧场。”
市民黄先生说。

据了解，魁星文化中心也称
魁星阁，是文人祭祀之所，谕意文
运昌盛。自古以来各地所建的魁
星阁，与孔庙、文昌阁齐名，都是
当地文脉兴盛的标志，寄托了老
百姓对文化的向往追求。在各方
的努力下，为响应广大民众的文

化需求，漳州魁星阁在旧址上重建魁星文化中
心。文化中心占地面积1380平方米，总建筑面
积 1200平方米，包括前厅、护厝及游廊，主楼
共两层，建筑结构为传统砖木结构，内设文化
展厅、“芝山讲坛”等。

漳州古城魁星文化中心开放啦
市民又添文化活动好去处

七夕当日，市城管局、市环卫中心与东铺头街道办事处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举办“浪漫七夕变废为宝 让爱垃
近彼此距离”主题专场活动。

活动现场，垃圾分类讲师讲解如何垃圾分类，现场居
民通过参与“垃圾分类卡片”互动小游戏、与他人分享垃圾
分类“土味情话”等活动，感受“七夕”甜蜜氛围的同时，加
深对垃圾分类的理解。

记者 李润 通讯员 何 娴 陆 婧 摄影报道

我与垃圾分类有个“约会”

魁星文化中心开馆仪式现场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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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华西路诗墩粿店，市民正在购买白酒酿。

七夕至七夕至七夕至 尝尝““白酒白酒””

树干上挂着“点滴”的古榕树引来市民驻足

树干上的树干上的““救心救心””营养液营养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