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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芗城区谢建龙不慎遗失《就

业 失 业 登 记 证 》壹 本 ，证 号 ：
3506020018002722，声明作废。

▲漳州市建闽建筑设计咨询有
限公司职工林梅翠不慎遗失职工养
老 保 险 手 册 ，社 会 保 障 号 码 ：
350600196803223022，声明作废。

▲福建川叶农资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50629MA31XUH625）不慎遗失
公章壹枚（公章名称: 福建川叶农资
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明宁），公
章号码：3506292003141，声明作废。

▲ 漳 州 弘 福 物 流 有 限 公
司 不 慎 遗 失 闽 E75593 货 车 的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道 路 运 输
证 ，证 号 ：350603203831 ，声 明
作 废 。

▲ 父 亲 刘 元 利 、母 亲 陈
雪 环 不 慎 遗 失 第 一 孩 儿 刘
丰 滋 的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出 生
证 编 号 ：A350526830 ，现 声 明
作 废 。

▲父亲张文江、母亲张丽蓉不
慎遗失第二孩儿张鑫烨的出生医学
证明，出生证编号：R350270637，现
声明作废。

午后，匆匆收拾完行李，在司机
的催促声中，青年摄影师苏俊维一步
三回头地离开了闽南。若非有不得不
离开的理由，他还想多住些日子。

来之前，苏俊维的小红书还是鲜
有人关注的私人账号。离开时，他的
小红书已经收获几十万浏览量、数千
个点赞。

对来了一趟闽南就变成“网红”
这件事，苏俊维显得很淡定:“说不上

‘走红’，我只是把闽南的风俗拍出
来，能得到大家欣赏，我很开心。”

苏俊维是通俗意义上的文艺青
年，从小就有“用脚丈量中国”的梦
想。初中时，爱好骑行的他到过吉林、
青海；上了大学，苏俊维拥有了人生的
第一台相机，每每放假，都要随身携
带，并记录下他觉得有意义的一些影
像。

苏俊维来漳州，既是临时起意，
也是筹划已久。

苏俊维来自河南信阳。对漳州人
来说，这个地名也许不太熟悉，但提
起漳州人和信阳人共同的老乡——
开漳圣王陈元光，距离感一瞬间瓦解
了。“某种意义上说，我和漳州人也算
是同根同源。”苏俊维告诉记者，他早
计划着来漳州看看。

今年春节，当听闻闽南正月十二
有舞龙舞狮时，苏俊维凭着胸中那股

冲动，说走就走，坐了
20 小时动车“杀”到漳
州。彼时，他还没想到，
师兄口中平平无奇的

“村级”舞龙舞狮，居然
是这样一场民俗盛宴。

“闽南文化不是资
料里的，是活的！”初见
闽南人“拜天公”，生长
于河南城区的苏俊维颇
感震撼，“我第一次见到
那么多人参加的民俗活
动，特别激动。”

看完“拜天公”，还
有“火烧尪”、游神、赛大猪……行走
在闽南乡村，苏俊维一头扎进闽南人
的精神世界里。

繁华褪去，留人回味的是红砖瓦
厝。这次漳州之行，苏俊维最喜欢的
作品《乡厝青年》，便是依托天宝山美

村的“大厝”创作。
在老厝拍一组时尚大片？一开

始，山美村村民不是很看好这个外来
青年的策划。在他们眼里，老厝与时
尚搭不上半点关系。“担心我是瞎胡
闹，甚至一度没人愿意出借老宅。”苏
俊维回忆说。

“我想借助村子里的民俗图案，
展示已经成长为青年一代的大家与
自己过往记忆之间的微妙碰撞。”苏
俊维说出自己的观点，虽然上了年纪
的村民还是不明白，但过年返乡的青
年们有些懂了。

“随着大家外出求学，老厝已经
少有人来了，所以我认为记录下这些
老厝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作为离
乡已久的青年，继泓第一个站出来力
挺苏俊维。有了年轻人的支持，再寻
觅一些传统的日常用具，光影作用之
下，这组“时尚大片”出炉。拿着照片

传阅，山美村村民认可了这位年轻的
摄影师。

在漳州的大半个月里，苏俊维收
获了《乡厝青年》《拜天公》《山美村的
蒙娜丽莎》《闽南的月光》等摄影作
品。记者登上小红书浏览苏俊维的这
些作品。见有网友跟帖评论道：“好
看”“存图当壁纸了”“这红砖真的很
闽南，爱了爱了”。甚至有人在帖文下
吟起林语堂的诗“今天戴草笠,明日
装入时。脱去白花袍,后天又把锄。”

在 漳 州 期 间 ，苏 俊 维 拍 摄 了
17000 多张照片。“还有更多的照片
待整理后陆续发布。”他说，希望这些
摄影作品能具体地呈现闽南的人文
风情。”2月17日，苏俊维登上返回河
南的动车。他的心情有些依依不舍：

“要离开的那一刻，我已经在想什么
时候能再来一趟。”

⊙本报记者 林昕蓉 文/供图

河南小伙千里迢迢而来，半个月在漳州拍摄照片上万张。作品里的
闽南印象经“小红书”传播，火了——

说走就走的奔赴 只为相得益“漳”

2月 14 日，一场主题为“爱情见
证计划——耄耋之年的爱与浪漫”关
爱老人的活动在芗城区芝山镇上墩
社区居委会举行。“来，杨爷爷和吴奶
奶你们靠近一点，一起看向镜头，笑
一笑……”随着相机咔嚓一声，照片
中两位带着灿烂笑容的老夫妻拍下
了他们结婚60年来最正式的一张合
照。看着照片中的彼此，两位老人笑
得合不拢嘴。

时间从照片定格的瞬间拉回
1963 年。杨开春，22 岁；吴金葱，18
岁。在两家长辈的牵线下，同在上墩
村的两人结下了这门亲事。“有记忆
以来，我们就经常玩在一起，是朋友
也像亲人。”吴金葱回忆说，她的养父
母看中杨开春为人正直踏实，虽身材
瘦小却勤劳肯干，认可是能托付终身
的。“当初的思想很简单。父母喜欢，
我也觉得挺好，就这样走到一起。”吴
金葱认定这个男人，便是一辈子。

由于生长在农村，条件受限，杨
开春和吴金葱没有读过一天书。他们
大字不识，没有稳定工作，靠打零工
维持生活。“当时环境差，生活苦。”杨
开春向亲戚借了一间 7 平方米的瓦
房，便在此简单结了婚。当年生的第
一个孩子和隔三年后生的第二个孩
子都夭折了。“后来又生了两女一男，
艰难地抚养他们长大，经常是有上顿
没下顿。”杨开春偶然了解到，从龙海
石码载大米回村里来卖，一斤可挣 3

分钱的差价。“虽然不识字，但我很会
算账，一趟最多可用自行车载100斤
大米。一天最多来回 3 趟，可以赚 9
元。”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要知
道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均月收入也
就十多元钱。这么干下来，一个月能
挣 200 多元。“这可是一笔巨款！”说
干就干，杨开春一天往返两地花费 9
个小时，常常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但
揣着血汗钱，他内心很满足，希望妻
子儿女的生活能得到改善。

生活好了，男人的“小心思”难免

会有。“这辈子，我们只拉扯过一次。
那是某天他偷偷跑去打牌。我知道后
气坏了，毕竟那时候挣钱很不容易，
存了点钱，万一败光就完蛋了。”吴金
葱说，因为这事，她忍不住对他动手，
还说了难听话。自认理亏的杨开春默
不作声。吴金葱不承想他居然听进去
了，从此再没踏进过牌室。

省吃俭用，婚后第十年，杨开春
和吴金葱如愿地在宅基地上盖起属
于自己的一层房子。“盖房花了 600
元，这辈子第一次因为花钱而感到幸

福和安定。我们终于有家了。”在这个
小家里，大部分时间男主外女主内，
他们做点小生意，养养猪，闲时挖田
螺，种种菜，生活越过越好。房子也从
一层盖到两层，进而三层。

相濡以沫共担当，光阴荏苒一甲
子。如今，两位老人三世同堂，安享天
伦。儿女们都有自己的事业，孙辈们
知书达礼，读书的读书，工作的工作。

“孩子们懂事孝顺，没有给我们添烦
恼，把我们的衣食住行也都照顾得妥
帖。”杨开春和吴金葱脸上洋溢着幸
福。2021 年，杨开春胃病住院一个
月，曾一度下达病危通知书，所幸在
三个子女的悉心照料下，脱离困厄，
健康出院。去年年底，吴金葱因“大白
肺”住院，也是依靠三个子女轮番上
阵照料，才转危为安。

“选择就是永远。”谈起 60 年的
婚姻秘诀，吴金葱笑着说，他们这辈
人很纯粹，“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不
是愿望而是日常，婚姻应该少埋怨、
多谦让，少自私、多包容，少争论、多
理解。“作为女人，她很不容易，为家
庭奉献了全部，没有一句怨言。我亏
欠她很多。”杨开春对自己的付出轻
描淡写，念念不忘妻子的贤惠持家。
两位老人就这样在柴米油盐的日常
坚守中，演绎细水长流的爱情佳话。

⊙本报记者 李 润

实 习 生 刘梓荣

拍下结婚60年来最正式的一张合照，两位老人感慨——

与子偕老不是愿望而是日常

二月三 文昌诞
二月二，龙抬头。二月三，文昌诞。连日来，“米烧粿”成了市民热购的

美食（图①）；文昌宫前，许多市民驻足赏芗剧（图②）。在芗城区芝山街道
金品社区里，居民与志愿者吃面线话家常（图③）。

据了解，文昌帝君又名文曲星，是主管文运功名的星宿。文昌文化影
响深远，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是凝聚乡情、弘扬民间慈善文化的载体。

本报记者 黄子君 实习生 陈奕佳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王琳雅 文/图)
“不用去理发店排队，下个楼就能享
受这种贴心的服务。真是感谢社区、
物业和志愿者们！”67 岁的陈婆婆
理完头发，满意地说。2月 21日，芗
城区芝山街道下碑村社区组织志愿
者在万科璟园，开展一场义诊义剪
活动，受到社区居民欢迎。

一把椅子、一块围布、一把剪
刀，就这样，这个临时义剪区开张
了。因疫情原因，陈婆婆春节前都没

有出门理发。问清楚老人的剪发习
惯后，志愿者开始利落地义剪起来，
手中银剪上下翻飞，原本凌乱的头
发变得整整齐齐，娴熟的技术让老
人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现场还开展义诊活动。针对居
民常见的眼睛、口腔问题及保健知
识，医生们耐心而详细地给予解答，
并开展免费视力测试、眼病检查和口
腔义诊。活动结束后，志愿者们还为
居民发放了免费检查单和小礼品。

等候缴费时，车厢突冒白烟
高速收费员及时扑灭

本报讯（记者 许文彬 通讯员 叶阿亮 杨雪军）“太
感谢了，没有你们，不只车上货物，整部车都有可能被烧
毁。”2月17日，一辆货车经过漳州高速长泰收费站时，满
载货物的车厢突然起火，现场工作人员发现后迅速采取
措施扑火，及时帮助群众挽回损失。

当日上午9时许，一部小货车驶入收费站车道。当货
车司机停在出口车道正欲缴费时，该车车厢内冒出大量
白色烟雾，正在执勤的收费员小杨发现后上前查看，发现
车厢里的货物正在燃烧，小杨随即示意司机远离货车，随
手拿起就近的灭火器上前灭火，并通知同事上前帮忙。在
高速人员和司机的合力之下，不到两分钟，车厢内的明火
便被扑灭。车上的货物也得以保全。

事后，货车驶出收费车道，停到安全区域。为避免复
燃，高速人员再进行了详细检查。临行前，小货车司机对
高速人员的帮助连连道谢。

本报讯（记者 李润 通讯
员 王思文 陈巧梅 文/图）
2 月 21 日下午，漳州卫生职业
学院志愿消防大队与芗城区
消防救援大队走进天宝镇张
坑社区，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服
务活动（如图）。

消防救援人员和消防志愿
者通过发放消防安全宣传单、
设立咨询点等方式，与过往群
众、社区居民、学生及家长开展
互动，详细讲解日常生活中容
易被忽略的消防安全知识，普
及家庭常见火灾隐患、初期火
灾如何扑灭、家庭消防安全隐
患自排自查、火场中逃生注意
事项等消防安全常识。此次活
动为春季防火工作营造了浓厚
的宣传氛围，使消防安全意识
更加深入人心。

春季防火 宣传先行

杨开春、吴金葱夫妇在院子里莳弄花草 郑文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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