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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日-5日，南靖县总工会携
手南靖团县委开展“工会有约·青春
同行”2022 年南靖县单身青年职工
疗休养联谊活动。

活动中，来自全县不同单位的
36名单身男女青年职工到石牛山疗
休养基地，通过一起登山观景、竹筏

漂流等活动互相认识，并借助趣味
游戏，加强沟通交流。期间，青年还
参观了新时代劳模精神展示馆、中
共福建省委旧址陈列馆、天下第一
牛馆，了解新时代劳模典型事迹和
革命历史。

张梦帆 陈睿垠 摄影报道

工会有约工会有约 青春同行青春同行

本报讯（记者 王琳雅 通讯员
朱妍）“警察同志，谢谢你们！幸亏你
们来得及时，不然后果不堪设想。”现
场群众激动地说道。8 月 10 日 23 时
许，平和县公安局指挥中心接群众报
警，称霞寨镇西安村崇武楼旧民房失
火。接到报警后，霞寨派出所迅速组
织警力，出动专职消防车赶往现场先
行处置，并联系119消防救援人员到
场增援。

到场后，民警发现着火点位于民
房的二楼，现场火光四射、浓烟滚滚，
民房的一楼还堆放着许多木材等易
燃物，火势蔓延迅猛，眼看着就要进
一步扩大并危及周边房屋。民警立即
疏散围观群众，利用消防水枪对着火

点进行扑救。随后，119 消防救援人
员也到场加入救火队伍中。

1 个多小时后，大火被扑灭，由
于扑救及时，无重大财产损失和人员
伤亡。大火扑灭后，民警联合消防救
援人员对失火房屋进行细致检查，同
时通知电力部门到场抢修，确认排除
复燃可能后才放心离开。事后，经消
防救援部门现场勘察，此次火灾系民
房内线路老化短路所致。

警方提醒：广大群众要增强消
防安全意识，定期对家中电器、电路
等进行安全检查，注意日常用电和
煤气安全，防患于未然，一旦发生火
灾，应第一时间拨打119或110报警
求助。

一旧民房突发火灾
民警消防员急救援

本报讯（记者 邹挺毅 通讯员
郑乐和 马辰）近日，芗城公安分局西
桥派出所民警在漳州古城路面巡逻，
途经北京路时，一市民焦急地上前求
助，称在北京路某路段有两辆电动车
相撞。

民警立即赶到现场。民警看到
一女士抱着伤员坐在地上，一旁
站着另一辆电动车驾驶人。经了

解，男子因没注意看来往车辆，才
导致两辆电动车相撞。民警见状
立即上前询问伤者情况。得知家
属已拨打 120 急救电话后，民警告
知伤者不要随意移动身体以免造
成二次伤害。

随后，120救护车及交警陆续赶
到现场，在医生的指导下，民警协助
医护人员将伤者抬上救护车。

两电动车相撞 巡逻民警相助

本报讯（记者 许文彬 通讯员
赖子林 方益贤）8 月 10 日 11 时 30
分，漳州高速交通执法二大队一中队
接到报警，称沈海线距离漳浦段古雷
收费站约 5公里处(往漳州方向)，一
辆运载虾苗的小货车发生交通事故。

接警后，执法员第一时间赶到现
场。只见小货车右侧卡在路侧护栏，
车辆停在紧急停车带，一袋袋虾苗散
落在地，驾驶员站在护栏外焦急等待
救援，所幸现场无人员伤亡。执法员
立即进行安全布控，疏导交通，一边
让驾驶员联系车辆前往现场盘货，一

边组织抢修并与清障部门一起将卡
在护栏的货车扶正，待盘货的车辆到
达后，协同驾驶员和货主将散落在车
厢里和地面的虾苗收集起来，装入盘
货车内。经过45分钟的努力，现场处
理完毕道路恢复通行，事故车被成功
转移，虾苗也由盘货车辆继续运往目
的地。

经询问，小货车驾驶员行驶至该
路段时想要超越前方车辆，由于速度
过快，来不及反应急打方向盘，从而
导致事故的发生。事故的具体原因交
警部门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超车不成反撞护栏
虾苗散落高速路面

本报讯（记者 李润 通讯员 郑伟
帅 叶晨瑜）8月14日7时26分，长泰
区陈巷镇一辆小车开下山坡，车上2人
被困半坡中，情况紧急，接报警后，长
泰消防救援大队赶赴现场救援。

消防救援人员在现场看到，一辆
小型轿车冲出山路，斜挂在陡坡中，
所幸周围有树木遮挡，车上人员暂无
生命危险。随后，消防救援人员立即
穿戴好个人防护、携带好救生装备，
一边将事故车辆进行固定保护，防止
车辆下滑造成人员二次伤害，一边利

用绳索和腰带保护，依次将被困在车
内的两人转移到路面安全地带。

经了解，车上两人是情侣，对长
泰区陈巷镇吴田山的美景慕名已久。
男生想给女生制造浪漫气氛，从漳州
市区开车两个多小时带女生到山顶
露营看日出。两人因一夜未眠，看完
日出下山回家的途中，男生困意不
断，全身力乏，加之对山上的路况不
够熟悉，导致轿车偏离车道，失控冲
出山路。所幸消防救援人员及时救
援，两人身体未受到伤害。

情侣看完日出 车子冲下陡坡

本报讯（记者 王琳雅 文/图）红砖黑
瓦的闽南古厝，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漳州“连
家船”，古城里的石牌坊，充满市井气息的
卤面摊、菜市场……一幅幅充满年代感的
现代中国画，将市民拉回那个历史风情与
浓浓乡愁交织的年代。8月13日，柯毅古城
系列绘画作品在芗城区糖仓空间展出。

现场展出了30幅漳州古城画作。画作
的背后，是画家柯毅对漳州的深厚感情和
深刻记忆。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漳州人，柯
毅深爱着这座闽南小城。每当翻阅漳州古
城的老照片，或是偶然邂逅关于漳州的文
字记录，都会再次牵起他对漳州古城的记
忆。于是，他便尝试用手中的画笔，将记忆
中的漳州故事“复制”到画纸上。

柯毅的漳州古城画作并不是统一规格
的，除了展示漳州香港路街景建筑的写生长
卷，更多的则是描绘漳州古城风情的小画。一

些小画宽度仅15厘米，虽然无法容纳太多的
场景，只能描绘局部，但画作却自有言语，各
成天趣，也多了几分真实和趣味。在一幅展现
漳州古城街景的小画中，几位路人围着卤面
摊排着队，整个画面真实活络，将闽南人的市
井生活生动地展现了出来。而在另一幅漳州
古城小画中，则描绘了已经消逝的三轮车载
着乘客，吱呀吱呀穿过小巷的场景。

提及为何用小画来“留住”漳州古城
旧景时，柯毅坦言，“从小生活在漳州古城
里，这里的一景一物对我来说十分熟悉，
比如古城里的榕树我小时候就画过。几十
年过去，如今在我的小画中依然有它的身
影。”在他看来，这种小画能更好地表达自
己的情感，描绘出记忆中这座城市每一个
有温度的场景。

当那些渐行渐远的街头旧景，在柯毅
的妙笔下生动再现，也唤醒了不少人对
一座城市的记忆。一些来参观的老漳州
人感慨道，“这些古城里点点滴滴伴随
着我们成长，每幅画都唤起了儿时的记
忆，期待这些作品能够走出漳州，让更多
的人了解漳州古城里的闽南故事。”

在画里回味旧时光

本报讯（记者 许文彬 通讯员
黄毅明 吴立鸿）8 月 8 日上午 10 时
左右，漳州高速公路综合执法四大队
九峰中队执法员在开展日常勤务时
发现，一名扛着扁担的老人正沿着平
梅高速BK28+400公里路段行走，全
然不顾身旁疾驰而过的车辆，执法员
立即将其接上巡逻车了解情况。

询问中得知，老人是平和县九
峰镇人，出门回家途中迷了路，误打
误撞翻越围栏走上高速公路。执法
员再进一步询问老人身份信息及家
庭住址时，她却含糊不清，无法提供

有效信息，而且老人身上也未携带
相关身份证明及通讯工具，于是执
法员决定先把老人送到平和九峰收
费站休息。

在九峰收费站招待室，值班人员
拿来矿泉水、饼干等食物为老人补充
体力。待老人情绪逐渐缓和后，在场
工作人员再使用本地方言与其交谈，
试图找到更有效的信息。工作人员同
时在村委联动微信群发布寻人信息，
并通过九峰镇上的朋友协助帮忙寻
找老人家属。在多方共同努力下终于
联系上了老人家属。

迷路老人误上高速
多方联动助其返家

清晨7:30，烈日当空，冰厂工人昌
丽珠已经守在大型制冰机前，即将迎
来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

昌丽珠所在的这家冰佳食品有
限公司位于龙文区朝阳北路，是龙文
区最大的食用冰制造厂，平均每天可
生产圆柱形冰墩 2000 来颗，小冰块
1200 包，主要销往漳州本地和厦门、
泉州等周边地区，供应给酒店、酒吧、
冷饮店等。

制冰车间的 4台大型制冰机一次
可以制作 1000颗冰墩。生产主管黄国
华熟练地爬上一米多高的架子，小心
地把制冰机上方的保温膜和保温软板
揭开一个小口。不出所料，冰墩们整齐

划一地“躺”在各自的桶槽里。黄国华
很满意：“可以准备脱模了。”

“自来水，要变成冰块，可没有想
象中的那么简单。”盖上制冰机上的覆
盖物，黄国华从架子上下来，随即按了
加热按钮。“脱模必须经过加热，大概
要10分钟。”

趁着这个空当，黄国华带着记者
来到净水车间。“净水机 24小时工作，
净水过滤后出来的水达到无菌直饮的
标准。”不仅如此，净水还必须保存在
4摄氏度的低温下，以防止细菌繁殖。
制冰时，低温保存的净水通过水管注
入制冰机里的桶槽，经过 8 小时不间
断制冷，即可冻成冰墩，全程自动化，

最大限度保证食用冰安全无菌。“要说
有缺点，就是损耗太大了，一吨的自来
水，净水后只剩下 500 公斤了。”即便
如此，为了保证最后成品冰的食用标
准，黄国华坚持在净水环节把好第一
道质量关。

回到制冰车间，10 分钟也到了。
“你听，制冰机里砰砰响，水一直沿着
边沿滴下来，这说明冰块已加热好可
以脱模了。”黄国华按了控制按钮，制
冰机的底板瞬间往下降落，几百个亮
晶晶的圆柱形冰墩随即出现眼前。工
人昌丽珠早已拿着不锈钢耙子等候在
一旁，接下来，她需要用耙子不停地把
一块块冰墩推到一边的传送带上。传
送带的另一头，一名工人守在那里，看
着冰墩顺利通过自动包装机，封上透
明的外包装袋，一块包装完整的食用
冰就诞生了。

8小时不间断制冷 冰墩脱模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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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很多漳州人

来说，再没有什么

比烈日下的一碗四

果汤、一杯冰奶茶

更解暑降温了。而

这些透心凉的冷饮

里，都有食用冰的

影子。在漳州，就有

这么一群食用冰的

生产者，他们在“冰

火两重天”中瞬间

切换，身上的短袖

和 棉 大 衣 随 时 轮

换，只为满足酷暑

天气下人们对冷饮

和刨冰的热爱。近

日，记者走进制冰

厂，揭秘一块冰墩

的诞生过程，感受

制冰师傅们一日即

四 季 的 别 样“ 乐

趣”。

“冰”爽一下正当时，但你们可知手中的冰是怎么来的？顶着烈日，记者探访制冰厂——

两重天 一日即四季

制冰车间隔壁，通过传送带，物
流口不断涌出已单个包装好的冰墩，
工人杨石发负责把冰墩装进更大的
包装袋，再把大袋装的冰墩搬到一旁
垒好。“8 个装 1 袋，一大袋有 50 斤重
呢。”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不停地装
货、搬货，身着短袖工作服的杨石发
额头上早已渗出汗珠。“这边很凉快，
但是我们干体力活的，肯定要流点
汗。不过跟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比，
我们很幸运了，也不用晒太阳。”

清晨的户外温度31摄氏度，制冰
车间里最多26摄氏度，一个个冒着白
气的冰墩，为车间里的舒适凉爽贡献
了自己的一份力。“不过，真正冷的是
冻库，零下18摄氏度。”黄国华每日需

要频繁进出冻库，“大袋的冰墩包装
好后，需要用叉车运送到冻库保存。
订单来的时候，我再把冰墩从冻库运
出来。”

冻库大门旁边的墙上，挂着两套
厚厚的棉衣棉帽。“随时都有可能要
进入冻库，如果时间长一点，就必须
做好保暖措施。得穿上棉衣，戴好帽
子。”跟着黄国华进入冻库，立刻感受
到扑面而来的强冷气。记者看到，尽
管外面是盛夏，但冻库的顶部已有一
层厚厚的冰碴，地面仿佛也包裹了一
层冰晶，走在上面需要格外小心。偌
大的冻库里堆放的成品冰并不多，

“现在旺季，出货快，冻库都没啥存货
了。”黄国华笑着说。

在冻库里待了不到30秒，记者赶
紧“逃”了出来，因为实在“太冷了”。
一出来，眼镜上的镜片遇热瞬间起了
一层白雾。黄国华说，他经常需要在
冻库连续待上一个小时，如果觉得太
冷了，就到外面“暖和”一会儿。从冻
库忙完出来，也没法休息，“需要给客
户配送冰块。”前阵子户外最高 38摄
氏度，黄国华经常在外配送流了一身
汗，回来进入零下18摄氏度的冻库前
照样要一一裹上棉衣棉帽，此时着衣
感觉特别不舒服。不过，黄国华说，再
难受都比冻坏身子强。

每天频繁穿梭在最高温差 56 摄
氏度的环境里，但黄国华丝毫不在
意：“我家以前是开雪糕厂的，我早
就习惯了冷热交替。再说了，冰块生
意就这两三个月是旺季，还不得开
足马力。”

⊙本报记者 杨婉真 文/图

最高温差56摄氏度 一日体验四季

净水机24小时净化自来水 脱模成型的冰墩晶莹透亮

传动带上的冰墩 昌丽珠用不锈钢耙子把冰墩推到传送带上

黄国华在冻库里工作

制冰机里已冻成型的冰墩

自动包装冰墩

冰墩装袋

冰冰火火

柯毅分享小画背后的漳州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