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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芗城区许振忠不慎遗失《就业

创 业 登 记 证 》壹 本 ，证 号 ：
3506020014000292，声明作废。

▲漳州市通鑫学生公寓服务有限
公司职工张妹珠不慎遗失职工养老保
险 手 册 ，社 会 保 障 号 码 ：
350421197303077028，声明作废。

▲邹坤衍、罗立莹夫妇不慎遗失
第一孩儿（邹可欣）出生医学证明，证
号：T350041653，声明作废。

▲父亲林少雄、母亲许素芬不慎
遗失第一孩儿林泽楠的出生医学证
明，出生证编号：R350033169，现声明
作废。

▲父亲范荣文、母亲蔡梅英不慎
遗失孩儿范锦煌出生医学证明，出生
证编号:L350412646，现声明作废。

▲漳浦县柯雅馨不慎于 2023年 2
月 1日遗失第二代居民身份证，证号：
350623200310020028 号（有 效 期 限 ：
2018年4月16日至2023年4月16日），
声明作废。

▲漳浦县绥安镇陈碧丽（身份证
号码：350623199106180061）不慎遗失

《福建省失业保险个人缴费凭证》壹
本，声明作废。

▲父亲张金水、母亲张丽琴不慎
遗失第一孩儿张煜晨的出生医学证
明，出生证编号：M350241703，现声明
作废。

▲父亲赵文刚、母亲陈丹不慎
遗失第二孩儿赵子健的出生医学证
明，出生证编号：Q350170291，现声
明作废。

原址在步文镇长福村房屋，现拆
迁安置于龙文区永兴路2号龙江小区

6幢205号、龙文区永兴路2号龙江小区6幢509
号、龙文区永兴路 2号龙江小区 6幢 510号、龙
文区永兴路2号龙江小区7幢103号。今黄瑞杰
申请上述安置房权属登记，现按漳州市不动产
登记中心要求登报声明。相关利害人如有异
议，请即日起壹个月内向漳州市不动产登记中
心提出异议登记。逾期本人将按规定向中心申
办不动产权证。

声明人：黄瑞杰
2023年2月14日

声明

受委托，漳州市国有资产产权（物权）交易中心现面向社会公开
招集竞租人：龙海区浮宫镇浮宫村新圩路4、6、8、10、12、14号共6间
店面（分 6 标招租）三年租赁权。有意竞租者请于 2023 年 2 月 24 日
17:00:00前登录“权益云”平台（www.unibid.cn）自行办理注册用户名
及报名手续。标的详情介绍及资料下载请登录 zzcqwq.zhangzhou.
gov.cn【漳州市国有资产产权（物权）交易中心网】查看。

联系地址：漳州市龙文区水仙大街 100号漳州市政务服务中心
四层南侧4080室

联系电话：0596-2072002、2020057 吴女士/卢女士

店面招租公告

“在家乡的土地，播撒希望的种
子，九龙江爱的灌溉，一点一滴哺育
我们长大。听，水仙花开的声音……”
2月11日晚，“春回大地歌声扬”——
2023年新春交响音乐会在中央电视
台音乐频道播出，芗城区水仙花童
声合唱团团歌《听，水仙花开的声
音》作为参演曲目，再次荣登央视舞
台。著名音乐组合黑鸭子现场深情演
唱（如图），福州海峡交响乐团倾情演
奏，为全国观众带来视觉和听觉的双
重盛宴。

《听，水仙花开的声音》由芗城
区文化馆组织创作，漳州籍音乐人
黄滢滢作词，是一首专为芗城区水
仙花童声合唱团量身定制的团歌。

“这次音乐会以交响乐的形式再现
这首歌曲，有别于之前的童声合唱，
用另一种方式表达歌曲的含义，呈
现另一番精彩。”芗城区水仙花童声
合唱团团长林艳说，今年 1 月上旬，
她收到上级通知，新春交响音乐会
将这首歌列入表演曲目，希望与词
曲作者进一步沟通在交响音乐会上
演出的事宜。

“得知《听，水仙花开的声音》深
受青睐，我非常开心，也很自豪。”曲
作者苗子第一时间便把曲谱发给对
方，并与之交流对这首歌曲演唱的理
解。他希望能够通过黑鸭子组合的歌
声，将水仙娇弱的柔软和坚韧的力量
巧妙结合演绎出来。

“这是一首三声部的合唱歌曲。”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漳州东山人，
词作者黄滢滢对家乡有着深厚的感
情，对于省花也是市花的水仙花，更
是别样的喜爱。“2019 年年初，林艳
老师联系上我们，希望为芗城区水
仙花童声合唱团创作一首专属团

歌。”黄滢滢和苗子欣然应下，经过
深度沟通，最终确定以“水仙花”作
为歌曲的主角，围绕水仙花来歌颂
家乡。而合唱团的孩子们就像一朵
朵盛开的水仙花，他们朝气蓬勃，承
载着家乡的希望，为梦想而歌唱，与
主旨不谋而合。

“敲定主线脉络，我们都很兴奋，
两位老师就像打通任督二脉一样，思
绪灵感源源不断。”林艳说，黄滢滢先
作好词，苗子随后谱上曲。不久后，她
便收到她们发来的一段小样。“我还
记得，点开音频刹那，欢快清新的旋
律传入耳中，瞬间让人感觉如沐春风
般温暖，一秒爱上！歌词生动自然、朴
实无华，特别朗朗上口。”林艳第一时
间将欣喜反馈给对方，紧接着便开始
着手安排录音棚录制以及后续 MV
视频拍摄等事宜。

“后来受疫情影响，童声合唱的
音频录制和视频拍摄延误了许久。”
林艳说。所幸好事多磨，孩子们在两
位词曲老师的现场授课和指导点拨
下，反复熟悉歌曲，最终成功录制。

“2021 年，《听，水仙花开的声音》
MV 视频终于在大家的期待中推
出，发布后全网反响热烈。”林艳笑
着说，作为团歌，孩子们盼望许久。
孩子们清亮的嗓音，唱出了对家乡
浓浓的爱。

“去年‘六一’儿童节和开学前
期，央视分别两次播出了《听，水仙花
开的声音》MV，这次黑鸭子组合的
演唱，是第三次将这首曲子带上央视
的舞台。”林艳说，这首原创歌曲充满
朝气和活力，让人们感受到美丽漳州
的风土人情，无疑是一张掷地有声的
文化名片。

⊙本报记者 李润 文/供图

漳州原创歌曲央视舞台花开三度漳州原创歌曲央视舞台花开三度

“黑鸭子”组合
演绎“水仙花开的声音”

本报讯（林惠卿）2月14日，由中
国侨联主办的“亲情中华”世界华侨
华人美术展开展。在美术展上，漳浦
剪纸艺人高少萍的剪纸作品《征途漫
漫 惟有奋斗》，吸引众多观展者围
观，也让观展者一览漳浦剪纸独有的
艺术魅力。

本次入选展览的剪纸作品名称
为《征途漫漫 惟有奋斗》，长为 1.5
米，宽为1.2米，剪纸左上边“福”字赫
然醒目，右边是霞光万丈；牡丹花寓
意富贵吉祥，国泰民安；鲤鱼寓意年
年有余，鲤鱼跃龙门。该作品不仅体
现土楼、水仙花、女排精神等漳州元
素，画面中有鱼跃花开、祥云朵朵，还
融入了城乡美景。

说起这幅作品的创作意图，高少
萍介绍，在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
的过程中，她反复构思，以报告中增
强文化自信、乡村振兴等为主题，连
日赶制剪出《征途漫漫 惟有奋斗》作
品，以该幅作品庆祝党的二十大的胜
利召开。

“这次剪纸作品能够作为漳浦
侨乡的文化特色入展世界华侨华
人美术展，让我倍感兴奋。”谈起能
够参加如此高规格的展览，高少萍
仍掩不住内心的激动，她表示，今
后将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做侨
文化的推广者和引领者，为团结华
人华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做出应
有的贡献。

漳浦剪纸亮相世界华侨华人美术展

本报讯（记者 李润 通讯员 翟
嘉意 许泽杰）2月13日凌晨，市公安
局角美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有一
女童疑似迷路，在角美镇田里村涵洞
前嚎啕大哭，请求帮助。

接警后，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现
场。一名身穿浅粉色上衣的女童正站
在路边大哭，见状，民警立刻蹲下对
其进行安抚，得知女童今年 3 岁，讲
不清父母姓名与家庭地址。前往周边
村庄寻找家人未果后，民警便将该女
童带回派出所照顾。

为尽快帮助女童找到家人，民警
先是通过微信群和朋友圈发布女童
迷路的信息，同步到各村居走访询
问。经过多方渠道询查，成功锁定女

童的家人并联系上。“警察同志，真的
太感谢你们了！”将女童送回家时，其
母亲激动地握着民警的手说。经了
解，因父母外出，女童独自在家无人
看管，睡醒后找不到父母便跑出家门
寻找，走着走着就迷了路。

民警提醒：孩子走失，大多数是
因为父母粗心大意，家长平时要加强
防范意识，不要让他们离开视线范
围；教孩子记住家人的电话，这样有
助于施救者快速联系到家长；同时要
教会孩子记住街道门牌号或标志性
建筑，告诉孩子平时走在路上，遇到
警察、交警、军人等是可以求助的。一
旦走失要及时报警求助，以免耽误最
佳救助时间，增大寻找难度。

女童深夜迷路 民警连夜送回

打开房间的门，汤贤东熟练地摸索到电脑桌
前，把电脑、录音设备、读屏软件一一打开，在话筒
前酝酿一下脸上的表情，便开始了一天的录制。

如果没有特别说明，可能很多人不会注意到，
这个认真工作的男孩已经失明了近20年。

和大多数盲人不同，从特殊教育学院毕业后，
汤贤东并没有像同学一样从事传统的推拿工作，
而是选择了自己喜欢的音乐。机缘巧合，他接触了
网络音频剪辑，并走上音频剪辑之路。凭借自己多
年的努力，如今的他在圈子里闯荡出名气，稳定的

收入也减轻了家里的负担。
汤贤东是漳州云霄人，生活在一户多残的家

庭。在他出生前，哥哥因发烧患上了癫痫。1995
年，汤贤东来到这个世界，命运并没有因此眷顾
他，在他还没认清这个世界，就因青光眼失去了视
力。一户多残，让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负担更重
了。为了照顾孩子，母亲只能全职在家，仅靠父亲
出外打工养家。遁入黑暗的他也曾抱怨过命运的
不公，但自幼乐观的心态，也让他渐渐发现上帝为
他打开的另一扇窗：虽然看不见，他的双耳却异常
敏锐，对声音、音乐特别敏感。那会，收音机、电视
机成为汤贤东生命里的光。源源不断的悦耳之声，
治愈了他儿时的苦闷和寂寞，也因此改变了自己
接下来的人生轨迹。

由于幼时生活自理能力欠缺，到 13岁时，他
才真正踏出家门，与诸多六七岁的小孩子一起上
一年级。一路走来，他都比同学大上四五岁。又或
许是“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在选择专业时，当时
的他已用成年人的视角去看待自己未来的道路。

通过各种渠道，当时的汤贤东知道音乐专业
很难就业。“年纪已经不小，知道自己没有任性的
资本。”汤贤东告诉记者，尽管清楚自己对声音的
敏感度异于常人，但他真正下定决心从事音乐行
业，经历了许多挣扎、犹豫。“盲校的同学很多都去
学按摩了，甚至学音乐的同学最终也转行按摩，但
我就是难以割舍心中的热爱。”

既然选择了坎坷的道路，汤贤东不愿服输，他
用周密的人生规划当做武器，一路披荆斩棘。考上
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后，他积极完成基础课业
之余，也不断探索未来的方向。偶然的机会，他接

触到了网络音频剪辑。
盲人也能做剪辑吗？在许多健全人看来，这好

像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毕竟音频剪辑师这个职业，
需要耐得住寂寞，方能守住繁华，更不用说盲人得
多付出多少代价。汤贤东的身边充满了极力反对
的声音：老师觉得这份工作不可能，父母也劝他放
弃、改行。为了追求心中的信念，汤贤东依然选择
坚持。一开始，作为新人的他剪得慢，很难接到单
子，有时候常常接别人不接的急单、难单，甚至连
吃饭也顾不上。尽管一路跌跌撞撞，两三年后的今
天，他已然是一名“剪辑高手”，收入也变得可观。

介绍起自己的工作，汤贤东滔滔不绝。“这不
是杂音，是读屏软件。语速要比常人说话快三四
倍。”汤贤东演示起自己的读屏软件，记者基本听
不清任何一个词语，而汤贤东在它的提示下，能够
快速操作电脑、手机。“现在很多有视觉障碍的朋
友都能通过它认知世界。”

“当时接触剪辑的契机就是了解到一款能够
读屏的剪辑软件，reaper软件。”汤贤东自豪地说，

“有了能使用的软件，我从事音频剪辑就无障碍
了。”遗憾的是，目前还有很多软件并不能兼容读
屏软件，比如健全人音频剪辑时使用的AU等，汤
贤东就没法使用。

“不过，这工作不够稳定，只能作为兼职。”挣
到了钱，汤贤东并没有迷失自我，他对未来有着清
晰的规划，“下一步我想考教师资格证，还是需要
一份稳定的工作。当然，我还有一个小小的梦想，
如果能去特殊教育学校，把谋生的技能也教给更
多的后辈，那就更好啦。”

⊙本报记者 林昕蓉 文/供图

看不见色彩的他，并未放弃生活。盲人汤贤东——

双手妙“剪”音频 寻见那一缕光

本报讯（记者 杨婉真 通讯员 洪君婷）日前，
漳州一名 12岁少年小何（化名）睾丸疼痛三天，家
长得知后带至漳州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就诊。不
料，医生手术时发现其睾丸扭转720°导致不可逆缺
血性坏死，已错过了最佳治疗期，只能切除已坏死
的睾丸。

据悉，小何发现自己左侧睾丸红肿，行走时胀
痛不适，由于羞于告知父母，他一直强忍疼痛。直到
3天后，小何发觉疼痛越发明显，同时恶心想吐，这
才鼓起勇气告诉父母。家人见状赶紧带他就诊，经
医生查体及彩超检查后综合考虑为左侧睾丸扭转，

需急诊行患侧阴囊睾丸探查术。但遗憾的是，手术
中发现小何左侧精索扭转两周，且时间高达 72小
时，导致睾丸周边血管被严重挤压，血液供应几乎
完全被切断，睾丸发生了不可逆的缺血性坏死，只
能切除已坏死的睾丸。

漳州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蔡鹏副主任医师表
示，日常生活中，不少男子对睾丸扭转麻痹大意，疼
痛时一忍再忍，以致错过了睾丸缺血急救黄金6小
时。尤其是青春期的少年，由于害羞或表述不清错
过了早期治疗，可能致睾丸坏死，个别人甚至因此
丧失生育能力，酿成终生不幸。

怕羞强忍三天痛 12岁少年痛失睾丸 相关链接>>>

什么是睾丸扭转？
睾丸扭转是指支配睾丸的精索发生

扭转，进而阻断睾丸的血液供应，是青春
期急性阴囊疼痛的主要原因。新生儿至
70 岁的老人均可发生睾丸扭转，12-18
岁的青春期少年是本病的高发年龄段，
该病治疗不及时会导致睾丸坏死或不可
逆的萎缩。因此一旦怀疑扭转，应尽快到
正规医院就诊，否则会因缺血时间过长
导致睾丸坏死。

⊙本报记者 杨婉真 整理

灿烂如花绽夜空，流星似雨洒峦
崇。2 月 14 日晚 7 时许，炫丽的铁花点
燃龙文区闽南水乡的上空，当晚，不少
市民早早来到永兴桥附近占好位置，只
为等待这一刻的来临。此时的永兴桥
上，手艺人李宝刚与搭档张帅全神贯
注，配合无间，当停滞在半空中的铁水
被木板击向夜空，瞬间绽放的铁花宛如
群星坠落如梦如幻，令围观的市民叹为
观止。

“从 11 号晚首场演出之后，‘打铁
花’在抖音同城频道的热度便居高不
下，平均每五条视频便有一条关于演
出。”“打铁花”的受欢迎程度，也让首次
来漳州演出的李宝刚十分兴奋。“来漳
州的几场演出，每一场都人山人海，掌
声、欢呼声此起彼伏，我真切感受到了
漳州百姓对‘打铁花’的喜爱，这也许就
是非遗的魅力所在吧。”刚刚结束完表
演的李宝刚不禁感叹道。

今年 35 岁的李宝刚来自河南开
封，是大宋打铁花表演艺术团团长，也
是开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打

铁花）表演传承人，从事演出工作16年
来，常年带着团员在全国各地进行演
出。据李宝刚介绍，“打铁花”是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最早可追溯到春
秋战国，盛于明清时代，是流行于豫晋
地区的一种传统烟花形式，起源于民间
工匠的祭祀活动，后逐渐演变成为民间
传统表演艺术，有祈求国家和人民丰
收、平安的寓意。“打铁花”整个过程，充
满了丰收的激情、喜庆的豪情和浓浓的
吉祥色彩，十分受当地百姓的喜爱。近
年来，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
护，“打铁花”这项传统技艺逐渐走进大
众视野。

“从铁块到铁水往往要烧一个多小
时，温度在 1600℃左右，一锅铁水需要
两人为一组进行配合。”李宝刚告诉记
者，表演时必须选在较为广阔的场地，
一人用木勺洒出已烧至高温的铁水，另
一人拿着“花棒”去击打已经抛至高空
的铁水，表演的人数越多场面越壮观。

“真正让我坚持的，是场下的观众
被绽放在天空的火花所震撼，发自内心
的欢呼与掌声。”从事“打铁花”表演十
多年来，李宝刚表示，从事“打铁花”表
演并不容易，表演者既要具备娴熟的技
艺，又要保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
爱，才能把这项传统技艺传承下去。

此次漳州之行，对于李宝刚而言既
有收获，也有遗憾。每到过年期间，李宝
刚总是带着团员在外地演出，很少陪家
人过年，演出结束后，李宝刚一行便要
踏上回家的旅程。“趁着演出的空档，我
和团员们去参观了漳州古城，这个地方
很漂亮，小吃很美味，特别是四果汤，不
亚于我在广州吃过的糖水。期待与漳州
的再一次重逢，再来时一定要去南靖的
土楼和云水谣，走一走，看一看，弥补这
次没去的遗憾。”李宝刚说。

⊙本报记者 许文彬 文/图

2月15日，来自河南登封的大宋打铁花表演艺术团结束了为期6天的漳州之旅。
临行前，团长李宝刚表示——

期待与漳州再次浪漫邂逅

大宋打铁花艺术团队在闽南水乡合影

手艺人在永兴桥上表演

汤贤东在剪辑音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