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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月祝福
3月25日（农历二月十六），

千金来袭，全家欢喜；今日庄锦伊
小宝贝满月啦！愿你如同春风拂
面般温柔自在，如同春雨润泽般
充满爱意；愿你的笑容如春花绽
放，生活充满美好与希望。

庄晓杰 甘淑銮 敬上
2024年4月24日

遗失声明
▲芗城区韩杰明、杨盛云夫妇

不慎遗失第一孩儿韩雨菲的《出生
医学证明》，证号：I350537458，声明
作废。

▲许雨轩不慎遗失漳州卫生职
业学院口腔医学院 2023 级口腔医学
专业4班的《学生证》，证号：20234077
号，声明作废。

▲父亲陈龙泉、母亲杨艺燕不
慎遗失孩儿陈泽霖的《出生医学证
明》，出生证编号：I350535938，现声
明作废。

▲长泰县蘭瑞堂不慎遗失漳州
市民族与宗教事务局于 2015 年 3 月
25日核发的《漳州市民间信仰活动场
所登记证》，证号：宗场证字第 22号，
现声明作废。

▲漳州市浦通运输服务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车号：闽 E81618 重型自
卸货车的《道路运输证》，证号：闽
交运管漳字 350603206269 号，声明
作废。

▲漳州市龙文区伊婉小吃店不
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有效
期至2024年07月10日，许可证编号：
JY23506030048928，声明作废。

▲漳州市龙文区伊婉小吃店不
慎遗失漳州市龙文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 2023 年 3 月 30 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350603MA32XTC85N，现 声 明 该

《营业执照》正本作废。
▲父亲苏仁伟、母亲林雅芬不慎遗

失第二孩儿苏奕的《出生医学证明》，出
生证编号：T350050591，现声明作废。

原址在诗浦村 77 号房屋，现
拆迁安置于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

建元路 57号丽都花园 2幢 506室。今郑全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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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全辉
2024年4月23日

声明

本报讯（记者 肖颖婧 通讯
员 洪晓玲）4 月 22 日凌晨 00 时
20分许，漳州市公路中心龙海分
中心接群众反映称，在国道 319
同城大道K421+400（下行）漳州
往厦门方向路段疑似铁架掉落，
严重影响过往车辆及行人的通行
安全。接报后，养护人员迅速到场
清理，消除了安全隐患。

在事故现场，一块长 5 米、
宽 3 米的铁架横卧占据一个车
道。由于夜间行车视线较不清
晰，加之铁架的体积大，清理难
度较大，养护人员迅速投入到清

理作业中。他们按照安全生产作
业规则先行做好安全布控，摆放
好安全警示标志，提醒过往车辆
减速慢行，随后拿来绳索将铁架
进行捆绑固定以防再次掉落，最
后采用应急铲车和人工合力的
方法把铁架运上清障车。经过一
个多小时的努力，终于清障完
成，道路恢复畅通。

公路部门提示：货车司机运
载货物时请勿贪多，同时须固定
好所载货物并关好车门、车厢，避
免行驶途中发生掉落现象，造成
不必要的安全隐患。

同城大道 铁架“拦路”
我市公路人夜间清障保畅通

本报讯（记者 许文彬 通讯员 张
作掀 林明泽）“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要不然我可得赔钱了！”4月 21日，漳
州高速执法人员在高速路上捡到一
个装有零部件的纸箱，执法人员及时
将其归还，获驾驶员点赞。

当日 8时 32分，漳州高速执法支
队四大队南靖中队执法人员巡查至
漳武高速 B78K+900M 时，发现第二
车道上掉落一个大纸箱，影响路面通
行安全，执法人员当即停车进行处
置，将纸箱转移至安全地带。

经检查，大纸箱内装满了PVC水

管等配件。考虑到配件不齐，失主便无
法进行相关安装工作，失主应该十分
着急，于是，执法人员当即继续往前面
巡查。15 分钟后，当执法人员巡查到
甬莞高速B981K时，发现一辆本地牌
照的小货车停在紧急停车带上，驾驶
员正在车厢上焦急地检查货物。

经了解，驾驶员尤师傅按照老板

的安排，一大早从南靖拉一车配件前
往漳浦，由于时间紧任务重，他未检
查配件是否捆绑扎实便急匆匆出发。
当行驶至甬莞高速B981K处时，他听
到后车厢货物有松动的异响，便赶紧
靠边停车检查，发现配件竟然少了一
箱。就在一筹莫展之际，执法人员出
现在了他的面前。

经过比对货单，执法人员发现大
纸箱的水管配件正是从尤师傅车上
掉落的。于是，执法人员将货物返还
给尤师傅并协助绑好货物。考虑到未
造成严重后果，执法人员对尤师傅进
行了批评教育。临走前，尤师傅表示
一定会吸取教训，并感谢执法人员的
无私帮助。

粗心司机遗落货物
高速执法人员帮忙寻回获点赞

毛主席率领红军攻克漳州纪念馆
素称“芝山红楼”，始建至今已有百年
历史。92 年前，毛泽东率师进入漳州
城，便是在此度过了不平凡的20多个
日夜，为中国革命写下了雄壮的篇章。

近日，漳州市政协文史员、漳州一
中红色文化博物馆馆长、民间收藏爱
好者林宪杉向记者展示了一份刊发于
1967年 4月 21日的《漳州报》。通过报
纸，记者可以清晰地发现，“芝山红楼”
的曾用名为“毛主席居住纪念馆”。随
着与林宪杉的交谈，记者关于“芝山红
楼”历史的了解，日渐清晰。

“当时为了确认‘芝山红楼’的身
份，可谓好事多磨。”林宪杉介绍，1955
年，龙溪专员公署为找寻当年红军进
漳旧址，搜集漳州革命史料，特别成立
龙溪地区革命史料办公室。然而，由于
当年亲身经历红军进漳并晓得来龙去
脉的本土革命先贤都已壮烈牺牲，而
诸如罗明、邓子恢等人又远在他方，给
寻找、确认“红楼”旧址带来种种不便。

直到 1956年 5月，革命史料办公

室工作人员在广州走访漳州战役的亲
历者罗明时了解到，毛泽东当年进漳
后住在一教会学校的校长楼，回漳后，
工作人员向当年的寻源中学（当时已
变更为农校）的校方交涉，却被校方否
认。

1956 年 12 月，邓子恢（时任副总
理）来漳参观“芝山红楼”，亲自指认并

强调农校小洋楼就是当年毛主席居住
过的教会校长楼。同时他指出，罗明、
蔡协民、曾志也住过该楼。自此，“芝山
红楼”的身份才得以证明。

1957 年 5 月，为了弘扬党的优良
传统和红军的革命精神，教育年轻一
代，龙溪地委将毛主席居住过的“芝山
红楼”辟为“闽南革命纪念馆”，并加以

整理布展，对外开放。
至 1962 年，“闽南革命纪念馆”

更名为“毛主席居住纪念馆”；1967
年，“芝山红楼”再次更名为“毛主席
率领红军攻克漳州纪念馆”后，一直
沿用至今。

在林宪杉看来，“芝山红楼”真正
的意义，便在于它富有革命纪念教育
意义，它让一代又一代进馆参观的人
懂得，幸福生活来之不易，继承发扬红
军革命精神，是时代赋予后辈的重任，
也是后辈对历史和先烈的最好致敬。

“老报纸是一份直观的史料、历史
的见证，社会价值远远大于经济价
值。”从事收藏30余年来，林宪杉收藏
的旧书刊已达上万份。

“用报纸搭建一座时光隧道，让古
人与今人对话，或许这就是作为收藏
爱好者的使命和意义吧。”林宪杉表
示，未来他将利用闲暇时间，以时间为
脉络整理出报刊版的漳州历史，并通
过展览的方式与漳州百姓见面。

⊙本报记者 许文彬 文/图

一份旧报纸 一段红色史

1967年4月21日的《漳州报》旧报纸局部

本报讯（记者 李润 通讯员
郑达伟 郑雅婷 文/供图）4月 22
日，324 国道上发生一起货车追
尾事故，有一名司机被困，幸好得
到消防人员的及时救援，该名受
困司机未出现生命危险。

当日 7时 18分，市消防救援
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在 324 国
道漳浦县长桥镇公路站路口处，
两货车发生追尾，后车驾驶员被
困驾驶室，情况紧急，请求救援。
接到报警后，该中心立即通知辖
区漳浦县消防救援大队，调派绥
安消防救援站和官浔消防救援
站，出动 2辆消防车及 14名消防
救援人员赶赴现场。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后发现，

两辆货车发生追尾后，后车车头
严重变形，司机被困车内，腿部被
紧紧卡住，无法动弹且疼痛难忍，
但他意识较为清醒。为确保救援
安全，消防救援人员与交警配合
设置警戒区。

随后，消防救援人员利用专
业救援工具对车门进行扩张和剪
切。成功破拆后，救援人员发现司
机腿部被卡得异常紧实，面对紧
急情况，他们再次利用液压扩张
器对车头进行扩张，并派 1 名消
防救援人员深入车头，对被困人
员进行情绪安抚及辅助救援。

经过 20 多分钟紧张有序的
救援，被困司机被成功救出。目
前，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货车追尾 一人被困
消防人员紧急救援

消防救援人员对车门进行扩张破拆

本报讯（记者 李润 通讯员
王思文 文/供图）近日，一场特殊
的消防安全科普知识小活动在市
医院展开。组织这场活动的是漳
州卫生职业学院 2021 届消防志
愿者叶达荣，他发挥消防志愿者
的专长，为所在单位的同事们科
普消防安全知识。

“我毕业后投身医疗事业，但
对消防安全的关注并未减少。在市

医院工作期间，我发现许多同事对
消防安全知识了解有限，因此决定
利用自己过去当消防志愿者掌握
的消防知识，为同事们普及。”叶达
荣在业余时间精心准备，此次活动
他通过生动有趣、通俗易懂的讲
解，使同事们了解了医院日常防
火、扑救初期火灾、逃生自救、火灾
预防、消防设施器材的使用及维护
保养等方面的消防知识。

曾是志愿者 今当宣传员

本报讯（记者 王琳雅 通讯
员 沈若鑫 游江涛）近日，东山交
通执法部门接到漳州市公路事业
发展中心东山分中心举报线索，
反映省道 S503 线 K21+700 梧栊
村路段有施工队涉嫌未经审批擅
自穿越公路埋设电力管线的违法
行为。交通执法部门迅速响应，依
法查处该起未经审批擅自埋设管
线案。

当天，东山县交通运输综合
执法大队接到举报后，立即派出
执法人员赶赴现场进行调查。执
法人员发现，该施工行为造成绿
化带长 3 米、宽 1.1 米的沟槽，同
时也造成路肩损坏，且现场施工
人员无法出示相关施工许可。执
法人员当即责令其停止施工。

执法过程中，执法人员现场
向施工人员进行公路法律法规的
宣传，耐心讲解了随意挖掘公路、
埋设管道给公路带来的危害性及
潜在的安全隐患。经过执法人员
的耐心宣传和教育，施工人员认
识到自己的错误行为，当即表示
停止施工，并将道路恢复原状，待
审批通过后再进行施工。

经查，涉案公司未经审批擅
自实施穿越公路埋设电力管线的
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路法》第四十五条、《公路安全保
护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项的相
关规定。日前，该起案件已处理完
毕，东山县交通运输局对涉案公
司依法作出罚款人民币 9000 元
的行政处罚并责令其恢复原状。

严查擅自埋管 维护公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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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成松（右一）在捐赠
协议上签字

▲何成松向学生们讲述
抗美援朝的故事

4月 20 日上午，一缕阳光洒在毛
主席率领红军攻克漳州纪念馆的牌匾
上，再次照亮了这栋承载着厚重历史
的小楼。

当天是红军攻克漳州 92 周年的
纪念日，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兵在家人
的陪同下来到纪念馆，将三枚珍贵的
纪念章、一封家书无偿捐献给该馆。老
兵希望这些曾见证他烽火青春的物
品，能让更多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捐献捐献
让让““宝贝宝贝””有更好的归宿有更好的归宿

这位年近九旬的老兵名叫何成
松，是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战
士。如今，他是漳州市第二军休所的
军休干部。当天，他在家人的陪同下，
坐着轮椅缓缓进入纪念馆。他手里紧
紧握着三枚珍贵的纪念章和一封泛
黄的家书。

这三枚纪念章，每一枚都承载着
何成松的荣耀与记忆。抗美援朝胜利
纪念章，是他在战火中坚守的见证；中
国人民赴朝慰问团赠送给志愿军官兵
的纪念章，则铭记着他与战友们并肩
作战的日子；而那枚抗美援朝出国作
战70周年纪念章，更是他为祖国奉献
青春的最好证明。那封泛黄的家书，则
是他在抗美援朝期间写给母亲的信，
信里写满了他对母亲的思念。

“捐了，捐给国家！”何成松声音虽
有些颤抖，却十分坚定。他深知，这些
曾陪伴他走过风雨岁月的纪念章，如
今应该有一个更好的归宿，那就是让
更多的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在纪念馆内，工作人员郑重地将
三枚纪念章及家书放置在展柜内，并
在何成松签署了捐赠协议后，将捐赠
证书交到他手中。看到陪伴自己多年
的纪念章有了“落身”之处，何成松眼
中闪烁着泪光。他知道，他的“宝贝”回
家了。

传承传承
需要后代接力前行需要后代接力前行

何成松的青春岁月，是在战火中
度过的。1951 年，年仅 16岁的何成松
瞒着家人偷偷报名参军，成为三野兵
团第26军后勤医院的一名通讯员。当
时的他，身高还没有枪杆高，却怀揣着
一颗保家卫国的赤子之心，奔赴那个
充满硝烟的战场。

在朝鲜战场上，何成松经历了生死
考验，见证了战友们的英勇牺牲。1952

年12月的一次战斗中，何成松的腿部不
幸被美军的炸弹炸成重伤。在组织的安
排下，他被送回国内治疗，伤愈后又被
保送至军校学习医务专业。从此，他在
医疗战线上一干就是50年。

“我是个农家放牛娃，是党教会
了我做人做事。现在我能做的，就是
为党再做一些事。”何成松说，这些年
他一直珍藏着这些纪念章，现在把藏
品都捐献出来，也是圆了自己的一个
心愿。

后来，何成松的一对儿女也都选

择参军入伍，并先后走上医疗岗位。何
成松的儿子、退役军人何伟东表示，革
命的传统需要传承，他希望后来者能
看到先辈们为了中国梦的实现而奋不
顾身，也希望家国情怀能传承下去。于
是，他和父亲商量捐赠纪念章，父亲爽
快答应。

当天，在纪念馆前，何成松再次回
忆起那段光辉岁月，芗城区人武部官
兵、龙溪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少先队员
代表以及相关工作人员在场聆听。当
讲到一同参加战斗牺牲的战友时，何

老的眼中闪烁着泪光。在场的每一个
人都被他的话语所感动，大家纷纷表
示，要铭记历史，珍惜和平，为国家的
未来而努力奋斗。

“漳州有不少参加过抗美援朝的
老战士，也有不少烈士牺牲在朝鲜战
场上。所以这些东西留在纪念馆里面，
我们会保管好、收藏好，今后有机会还
要把它整理展出，让更多的人看到它
们！”纪念馆负责人林登山说道。

⊙本报记者 王琳雅
通 讯 员 戴伟国 文/供图

向毛主席率领红军攻克漳州纪念馆捐赠纪念章，抗美援朝老兵何成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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