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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竖交叠，线条特殊，散布
在各个段落……近日，民间收
藏爱好者林宪杉向记者展示了
几份印有神秘符号的侨汇票。
虽然纸张有不同程度受损，但
完整部分仍清楚地记载着一种
神秘而有规律的符号。以此为
线索，林宪杉进行了深入研究，
又在不少票据中发现了大量同
类符号的使用痕迹。

在这批侨汇票中，有华侨
银行、华商银行、和丰银行等五
种票据，每一张票面都有票号
或列号明示，号码都以阿拉伯
数字填写。然而，在正票列号上
却不是用大家所认识的阿拉伯
数字，而是用另一种民国早期
的“神秘符号”。

记者注意到，在林宪杉的
收藏中，最早出现“神秘符号”
票据的落款时间为 1856年。该
票据为清朝咸丰六年，浒茂仁
和社(现漳州市龙海区紫泥镇
浒茂村)黄总记收佃户田租的
留存单，其中数字部分以“神秘
符号”标注。

同样，在 1948年闽漳城外
东门街联益号账本也出现了该

“神秘符号”。“这些票据对研究
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物价行
情、商行记账方式以及民间买
卖习俗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林宪杉介绍道，票据中不乏蔡
氏布行、笃诚民记参行等漳州
老字号商行的交易存单。既有
副食品、日用品、土特产、布匹，
还有茶叶、人参、补酒等，“这足
以映射出当时漳州商业之兴
盛，经济之繁荣”。

为详细地了解这些票据的
故事，弄清奇特数字所表示的
意思，林宪杉请教了多位研究
古籍善本的前辈，并查询相关
闽南历史书籍以及尝试网上寻
找答案。

根据符号出现的规律，林
宪杉首先判断出这应该是一种

古老的数字表述，但用“古代+
数字”作为关键词搜索出来的
结果并不理想，很多古老的象
形数字与此差异极大。之后，他
又围绕“中国古代数字表达”这
一主题，不断调整关键词在网
络上搜索，最终发现这些符号
与苏州码子的特征十分吻合。

“表示商品价格的奇特数
字就是‘苏州码子’！”林宪杉欣
喜地发现，这种奇特数字是传
统的苏州码子，专门用以记载
账务和标注价码。“苏州码子”
也被称为“古代数字的活化
石”。在票据中“〡、〢、〣、〤、
〥、〦、〧、〨、〩、十”数码，就是
现使用的阿拉伯数字1至10。

“从余留保存下来的旧时
各种官私账本中，其记账均采
用苏州码子符号。但对现在大
多数人来说，基本已不知道什
么是苏州码子了。”林宪杉告诉
记者，据他了解，上世纪 50 年
代以前，在闽南乃至全国范围
内，无论是工业、农业、商业，还
是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百姓的
日常生活，到处都是苏州码子
的身影。比如当票、银票、契约、
账单、官帖等等。同样，在侨汇
票也有发现它的痕迹。

记者查阅相关资料了解
到，苏州码子是中国商业文化
的宝贵遗产，早在 800 多年前
就已经使用，司马光的《潜虚》
就用“〤”代表四。古代著名数
学家杨辉在《杨辉算法》中所用
数码字是从算筹演化而来的，
算筹记数法流传到明代演变为

“暗码”，被综合成为一个系统，
并流行于工商业最发达的苏
州，所以又被称为“苏州码子”。
而后，因阿拉伯数字的推广逐
渐普及和老一辈使用者的离
去，识者渐少，逐渐退出了历史
舞台。如今，才已成大家所不认
得的“神秘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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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神秘符号”
曾在闽南民间广泛使用

本报讯（吴雯玲 黄尖）5月
1 日，诏安县桥东镇林中村村
民吴晓钦把一面写有“不分昼
夜，寻人辛劳”的锦旗送到曙光
救援队，感谢救援队帮助寻找
回广东惠来一少女。

4 月 27 日，在诏安林中村
亲戚家做客的广东惠来少女吴
某慧，因觉得在家无聊，骑电动
车出门游玩。当日下午7点多，
还不见她回家，家人很着急，就
向桥东派出所报警，同时，向村

“两委”负责人反映此情况，派
出所接到报警后立即派两名警
员到该村了解情况并查公共
视频，同时告知曙光救援队，一
场警民携手寻找广东惠来少女

的行动有序展开。
一方面，村“两委”用广播

发动群众在村边进行寻找。另
一方面，根据公共视频显示，该
少女是往县城方向驶去，曙光
救援队组织队员兵分三路进行
寻找。正当救援队紧张寻找时，
有一热心市民向救援队员提供
线索称，在梅园北路小公园边
有位说广东话的少女在那里。
于是，曙光救援队第一时间赶
到现场，只见少女左脚被石头
划到，血流不止。救援队马上将
少女送到附近诊所就医，然后
把少女送回林中村的亲戚家
中，家人十分感激，于是有了开
头一幕。

广东少女走失
诏安警民寻回

本报讯（记者 李润 通讯
员 郑伟帅 林芳艺）5 月 2 日，
在龙文区云洞岩景区，一名游
客在爬山过程中因踩空不慎滑
倒，导致右脚受伤，无法自行行
走。市消防救援支队接到报警
求助后，立即出动救援力量赶
赴现场救援。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
发现，一名中年妇女摔倒在半
山腰上，右脚无法动弹，经现场
医生初步诊断为右小腿胫骨骨
折。消防救援人员立即维持现
场秩序，配合医护人员用压板
固定住妇女受伤的右脚，然后

小心翼翼地将妇女抬上担架，
并做好保护措施。随后，4名消
防救援人员将受伤妇女从山上
转移到山脚下，120 救护车将
其送往医院进行治疗。

消防部门提醒广大群众，
在爬山游玩时，上下山要尽量
走台阶，少走山面斜坡，登山以
穿登山鞋、布鞋、球鞋为宜，穿
皮鞋和塑料底鞋容易滑跌，为
了安全，登山时可买一竹棍或
手杖。同时，也要重视身体的变
化，适时休息，如不适或受伤，
应及时告知同伴并拨打求助电
话119。

爬山踩空滑倒
消防迅速救援

本报讯（记者 许文彬 文/图）“唐
奶奶您好，我是昨晚来家访的社区志愿
者小林，我给您送泡脚汤包来啦。”近
日，龙兴社区“兴”福志愿者服务队的志
愿者林玉桂将一大包泡脚汤包送到了
老人唐白花的手中，接过礼物的唐奶奶
向志愿者们的暖心服务表示感谢，并伸
出大拇指点赞。

4月27日晚7时许，龙兴社区“兴”
福志愿者服务队联合向阳花社区组
织，在鸿浦豪园小区开展“爱的敲门”
志愿上门服务活动，志愿者们以“敲
门”的形式分批走进社区部分高龄老
人家中，了解老人对居住环境、日常生

活的需求。
今年80岁的老人唐白花便是受访

老人中的一员，家访中，唐奶奶告诉志
愿者，自己常年患有四肢冰凉、关节疼
痛的症状，不利于外出行走。林玉桂立
即向老人普及了中药泡脚的知识。担心
老人健忘，隔天林玉桂又再次上门，为
老人送来一包装满艾草的泡脚汤包，并
详细为老人讲解正确的泡脚流程。“感
谢你们的礼物，也感谢你们对我的关
心，社区有你们这样的志愿者，我感到
很温暖。”唐白花感动地说道。

“时下，空巢、独居老人越来越多，
他们是最需要关心与帮助的特殊群
体，‘兴’福志愿者服务队的服务对象
就是他们。”向阳花社工张丽婷介绍，

“兴”福志愿者服务队成立于今年 3月
底，是龙兴社区党总支、居委会携手龙
文向阳花社工，针对老年人群体搭建
的社区志愿服务平台。“‘爱的敲门’是
龙兴社区、向阳花社工以及志愿者服

务队开展尊老、敬老、爱老、助老活动
的主要形式之一，社区将持续开展‘爱
的敲门’这一服务活动，积极为空巢、

独居老人排忧解难，提供心灵关爱，让
他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社区大家庭的
温暖。”张丽婷说。

爱心敲敲门 温暖送上门

社区小巷是城市基层治理的“神
经末梢”。近年来，东山县铜陵镇顶街
社区党支部通过建立“小巷管家”巾帼
志愿者服务队，搭起党群“连心桥”，
当好居民群众的“传声筒”，将服务管
理工作延伸至社区小巷每个角落，不
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去年 3 月，该社区被全国妇联
授予“全国文明实践巾帼志愿服务阳
光站”称号；今年4月，荣获第五届全国
巾帼志愿服务征集展示活动“十大优
秀社区”。

4月28日，笔者慕名赶到东山县铜
陵镇顶街社区，只见这里依山傍海，风
光优美，穿着红马甲的几十个巾帼志
愿者活跃在通往国家 4A 级风动石景
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东山关帝
庙的顶街路、城脚路、南门海堤，对占
道摊点、乱丢饮料瓶、无序停放车辆等
行为进行“文明劝导”……她们的“志
愿红”已成为铜陵古城一道靓丽的移
动“风景线”。

“我们坚持以党建引领，充分发挥
‘小巷管家’巾帼志愿者服务队20多位
党员的模范带动作用，人人心中装着
对社区、对居民满满的爱，把群众的烦
心事、操心事解决好。”顶街社区党支部
书记、巾帼志愿者服务队队长林惠儿热
情地引着笔者踏步大街小巷，参观巾帼
志愿者服务站，边走边介绍巾帼志愿者
服务队在小巷古厝呵护、花化绿化养
护、环境卫生整治、文明交通劝导、邻里
纠纷调解、古城游览向导、治安维稳巡
逻、弱势群体帮扶、业态发展引导、古城
建设服务等方面做出的奉献。

截至目前，顶街社区巾帼志愿者
服务队累计志愿服务时长达 4.38万个
小时，解决环境卫生、邻里纠纷、隐患
排险等问题1345件。

直面顽疾
让南门湾水清路洁景美

“1964年初，东山县委书记谷文昌
带领人民群众建成了南门湾海堤，造
福铜陵百姓。今天，守护好南门湾，让
海水清、海堤洁，更好地服务群众，是
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站在海堤上，
林惠儿深情地说。

以前，住在南门湾海边古街道的
一些老年人，习惯把家中打扫的垃圾
随手倒到海堤边或倒进大海。为了改
变这种不良行为，“小巷管家”巾帼志
愿者服务队通过开展“敲门行动”，坚
持不懈开展呵护蓝色海洋、创建文明

卫生城镇宣传教育的同时，加强每天
巡查。

2020 年 7月，她们在巡视时，发现
住在海堤边老祖屋的一位阿婆，还将
垃圾倒入海里，沙土杂物污染了海堤，
巾帼志愿者服务队立即制止，并对她进
行批评教育。可阿婆不理解，甚至气势汹
汹地说：“你们这些人多管闲事！”过后，
她并没有改变自己的行为，只是改为利
用清早或晚上偷偷出来倒垃圾。

巾帼志愿者服务队发现后，几次
登门做阿婆的思想工作。“阿婆，你好
好地想一想，大家都在保护南门湾，造
福子孙后代……”经过队员们晓之以
理、动之以情的教育，阿婆终于承认了
错误，从此自觉地将垃圾倒进社区放
置的垃圾桶。

在一些人眼里，在大街小巷上随
意丢个烟头、饮料瓶或者掉下一块小
石头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情，而在巾帼
志愿者服务队眼里，这些都是安全隐
患，是事关铜陵历史文化名城文明卫
生建设和形象的大事情。为此，她们以
饱满的状态、贴心的服务、暖心的形
象，敢于“针刺破脓”，直面顽疾，解决
了环境脏乱差、背街小巷夜路难行、

“蛛网”满天飞等民生痛点，激发了居
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热情，点滴变化体
现了“小事办出了民意”“细微处暖了
人心”，展现了巾帼“志愿红”的风采。

如今的南门湾海堤和古屋，旧貌
换新颜，海水清、鱼儿欢，海堤道路洁

净、风景优美，已成为当地网红打卡景
点，每天游人如织，旅游业蓬勃发展。

明理善断
邻里矛盾纠纷巧妙化解

顶街社区是拥有 600 多年历史的
铜陵古城最老街区，常住总户数 1449
户、4707 人。有着老街小巷多、上山下
坡石阶多、老年人居多、弱势群体人员
多等特点，社区治理情况复杂，难度也
不小。

今年4月23日，在一个居民微信群
里，有群众发了顶街后山有人上门偷
东西的消息，这立即引起了巾帼志愿
者服务队队员的关注，队员立即向林
惠儿汇报。林惠儿带人登门询问被说
成小偷的居民刘某，他辩解说，因为邻
居郭某修建房屋，灰尘四处飞扬，弄脏
了他家里的东西，他想去与郭某理论，
不料将木板门推倒了，并没有偷东西，
是郭某诬陷他。林惠儿认为，这事如果
没有处理好，有可能造成双方矛盾激
化。于是，她请来民警、片区负责人和
相邻的志愿者一起，通过调查了解两
方纠纷原因，弄清了是非曲直。后又对
刘某、郭某做思想教育工作，两人各自
作了检讨，表示互相谅解，从而化解了
矛盾纠纷。

家住古街小巷年近八旬的高阿
婆，年过四旬的小儿子因智力障碍及
间歇性精神障碍，脾气暴躁易怒，经常

动不动就开口骂街、追打小孩，闹得周
边20多户居民不得安宁，常常报警或找
上门讨说法，作为母亲的她束手无策。

“这件事还是交给我们来管吧。”
2021年8月，林惠儿带着队员们登门详
细调查了解实际情况，然后分别“对症
下药”。她们对周边的20多户邻居逐户
登门做思想工作，请求大家对阿婆儿
子的身体状况给予谅解，开空调时先
用东西罩好外机，尽量减少躁音影响；
劝告自家出门玩耍的小孩，注意不要
大声吵闹。

经过几次做工作，取得了大家对
高阿婆儿子的谅解。同时，巾帼志愿者
服务队对高阿婆一家生活上给予关心
照顾，经常上门慰问，她儿子表示悔
改，不再吵闹邻居。“巾帼志愿者服务
队真值得居民群众信赖。”高阿婆感激
地说。

在顶街社区，像这样的事例不胜
枚举。自从有了“小巷管家”巾帼志愿
者服务队，社区治理难的问题，得以有
效化解。她们明理善断“百家事”，使出
现裂痕的家庭破镜重圆、关系紧张的婆
媳亲如母女、分居生活的夫妻和好如
初，甚至准备大动干戈的邻里息戈言和
……有效地维护了社区和谐稳定。

“对志愿者的职责任务，我们像对
待自己家内事一样来做，大家都很热
心解决群众烦心事。”现年55岁的志愿
者田丽辉笑着说，有人讲她们是值得
信赖的“百事管”，事实也是这样。虽然
她们分成五个片区小组，各负其责，但
分分合合，小事各负其责做，较大的事
集中一起做，每个志愿者都做到风雨
无阻，召之即来。去年9月，61岁的游秀
芳与女儿买好车票，计划应邀去厦门
市亲戚家做客旅游一星期，一听说创
建文明城市，便主动取消了外出计划。

“像这样的事例还有许多许多。”林惠
儿说。

正是这群巾帼志愿者六年来的默
默付出、无私奉献，铜陵古城焕发出了
更加亮丽的光彩。近年来，铜陵镇荣获

“全国卫生乡镇”“第六届全国文明村
镇”等荣誉称号。知情人都说，这些荣
誉的背后，有着顶街社区巾帼志愿者
服务队的一份功劳。

⊙谢汉杰 文/图

凭借出色和卓有成效的巾帼志愿服务，东山县铜陵镇顶街社区获评第五届
全国巾帼志愿服务征集展示活动“十大优秀社区”，且看——

巧理千家事 温暖万民心

林宪杉展示收藏的老票据

志愿者为老人送去泡脚汤包

本报讯（陈建和 文/图）近日，内蒙
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第六
小学第一次“非遗文化进校园”之木偶
工艺传承普及特色课在该校报告厅举

行。漳州木偶头雕刻省级代表性传承
人、“福春派”布袋木偶戏第五代传承人
杨亚州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为师生们
上了一堂生动的漳州非遗特色文化课。

课上，杨亚州详细讲解了杖头木
偶、漳州布袋木偶及提线木偶的特色和
雕刻、上色过程，同时展示并详述了漳
州木偶生、旦、净、末、丑等角色的艺术
形象和性格特点，还表演了漳州布袋戏

“武松打虎”片段。此外，杨亚州还展示
了狮子、马、狗等动物木偶以及冰墩墩
等卡通木偶。

活动的最后，杨亚州还在线回答
学生提问的“为什么漳州木偶分南北
派？”“杖头木偶的结构是什么样的？”
等问题。

据悉，今年4月4日，从媒体上了解
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漳州木
偶头雕刻的伊金霍洛旗第六小学，通过
电话找到了漳州闽南文化生态保护中
心的赵国强老师，表示想购买一些漳州
木偶作为学校非遗特色文化课的讲解
实物。考虑到南北文化差异大，以及漳
州木偶头雕刻的特殊技艺，赵国强建议

学校聘请漳州的木偶头雕刻非遗传承
人进校园讲解传授，学校也接受了他的
建议，并委托他物色授课人选。最终，赵
国强向学校推荐了常年在闽南师范大
学、漳州一中、华侨中学、漳州实验小学
等大、中、小学教授木偶头雕刻技艺的
杨亚州老师，由于地域遥远，双方协商
先通过网络进行线上教学。

杨亚州精彩的授课让远在 2300多
公里外的伊金霍洛旗第六小学的师生
们感受到了漳州木偶的魅力。伊金霍洛
旗第六小学美术教师孙老师说，此次直
播课意义非凡，师生们大开眼界，教育
局也希望全校师生齐心协力做好“非遗
木偶进校园”项目。

据了解，伊金霍洛旗第六小学将于
下个月成立木偶美育工作坊，并以工作
坊为依托，由浅入深地学习木偶制作，
期间，将适时邀请杨亚州到校指导，落
实线下的“非遗木偶进校园”项目。

漳州非遗漳州非遗““飞飞””进内蒙古校园进内蒙古校园

杨亚州在线讲解漳州木偶相关知识

巾帼志愿者提醒在南门湾海边喝饮料的游客不要将空瓶丢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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