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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9日高考落下帷幕，高考的结束
也意味着云霄县退役军人张晓翔和他的
老兵车队又完成了一次爱的奔赴。

今年是“顺冲村村通”老兵车队为考
生爱心送考的第四个年头。每年的这个
时刻，张晓翔都会集结老兵车队的爱心
车辆，车身统一贴上“老兵车队 公益助
考”的醒目标识。这些车辆穿梭在云霄县
的大街小巷，为需要帮助的考生们提供
及时的接送服务。招手即停，考生凭准考
证就能免费乘坐，对于无人接送或居住
地偏远的考生，车队更提供了一对一的
预约接送服务。教师们也能凭教师证享
受到这份特别的关爱。

护航高考路，张晓翔对车队的管理
十分严格，要求队员们尽量将事事都提
前想到做好。早在几天前，张晓翔便组织
队员们对车辆进行了全面的保养和清
洁，并提前一天分别前往考生的家里和
考点踩点，熟悉路况，定好接送集合点，
保证每一位考生安全、准时往返考点。为
了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车上还准
备了雨伞、雨衣、矿泉水以及文具用品等
应急物资，以备考生们的不时之需。“虽
然这么多年只有极少数的考生会用上我
们准备的东西，但这份心意是我对考生
们的祝福和鼓励。”张晓翔说。

今年高考期间，最让张晓翔难忘的
是一位家住云霄县马铺乡的考生。这位
考生的家距离考点较远且地处偏远山
区，交通极为不便。得知这一情况后，张
晓翔主动承担起了送考任务。6月9日清
晨，他早早地出发，驱车近30公里，赶往
约定地点。7点40分，张晓翔将考生安全
准时地送到了云霄一中门口。看着考生
自信地走进考场，张晓翔的心也稳稳地
落了地。这趟行程近30公里的送考，是张
晓翔又一个“送考纪录”。高考3天，老兵
车队累计为18名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默默关怀、专心
送考，传递“陌生人”的温暖，也是老兵车队无声的诺言。

服务考生的这些年，张晓翔和队员们收获了不少感
动。考生和家长们曾送点心、饮料等小礼物，这让车队成
员们感到十分温暖。更有考生在大学录取后，主动打来电
话报喜，分享他们的喜悦与成就。这些时刻让张晓翔和队
员们感到十分欣慰。

据了解，张晓翔于 2003年 12月入伍，在部队期间政
治理论扎实、军事素质过硬，先后获得“训练标兵”“优秀
士兵”等荣誉。退伍后，创办“顺冲村村通”出租公司，解决
了十余名老兵就业问题。自2019年起，在高考期间、新兵
入伍、老兵退伍等重要时间节点，老兵车队主动参与到爱
心送考、送兵、接兵当中，累计服务200余人次特殊乘客。
而谈及这些年的送考经历，张晓翔感慨道，能够陪伴考生
们走过这段重要的人生历程，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未来
还会继续组织这样的活动，为更多的考生提供帮助。

☉记者 王琳雅 通讯员 戴伟国 文/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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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身统一贴上车身统一贴上““老兵车队老兵车队 公益助考公益助考””的醒目标识的醒目标识

本报讯（张基然）近日，在东山县陈城镇发生了一起
令人揪心又感动的事件。陈城派出所接到紧急报警，称一
辆轿车坠入海沟，车内人员被困亟待救援。

接警后，民警以最快的速度赶赴现场，到达后发现海
沟颇深，难以直接下水施救。更糟糕的是，当时正处于涨
潮阶段，水位持续上涨，而车辆在冲入海沟时还撞坏了电
缆固定器械，大量电缆掉入其中，漏电风险极大，现场情
况十万火急。

时间就是生命，在当地村民的协助引领下，民警迅速
辗转至另一边下水实施救援。被困男子见到民警后情绪激
动地高呼：“快一点，快点救我！”民警沉着冷静地安抚他：

“不要紧张，我们一定会救你！”“把头抬高，保持呼吸。”同
时民警尝试打开车门，但水压过大且车门变形，导致尝试
多次都未能成功。水位还在不停上升，形势愈发严峻。

“大家一起帮帮忙！来，一、二、三，抬！”民警果断改变
救援策略，联合村民一起将车辆抬高，终于成功打开车
门，被困人员顺利脱困。

随后，民警迅速将受困人员送上救护车，并一路护送
其至医院进行治疗。幸运的是，由于救援及时，被困人员
并无大碍。事后，被困人员专程来到陈城派出所，满怀感
激地为民警送上一面锦旗，上面写着“危难施救彰显神
速，警德高尚仁心救民”。

轿车掉落海沟 男子被困车内
民警上演“生死时速”成功救援

本报讯（记者 许文彬 通讯员 蔡淑娇）近日，南靖县
靖城镇某寺庙一管理人员将一面印有“雷霆出击破案神
速 一心为民廉洁奉公”的锦旗送到南靖县公安局靖城派
出所民警手中，对民警快速破获案件找回被盗香火钱表
示感谢。

4月30日，靖城镇某寺庙的香火钱遭遇窃贼盗取，寺
庙管理人员发现后将被盗情况向靖城派出所报警，请求警
方破案将盗窃者捉拿归案。靖城派出所接到报警后，迅速
抽调精干警力，全力查找现场蛛丝马迹，全面走访案情发
生地周边群众，收集破案线索，很快就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在掌握了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后，经缜密侦查，确
定了犯罪嫌疑人吴某的活动范围。经全力布控，于 5月 1
日，在犯罪嫌疑人吴某家中将其抓获，现犯罪嫌疑人吴某
已送南靖县看守所执行拘留。

寺庙功德箱被盗
警方迅速破案获锦旗

李伟茂的“茂记白铁行”

李伟茂裁剪铁皮李伟茂裁剪铁皮

本报讯（记者 李润 通讯员 欧南程
廖伟峰 文/供图）“片片粽叶香，浓浓端午
情”。端午前夕，漳州司法强制隔离戒毒所
民警来到群裕社区和金源社区，与社区群
众一起制作绿豆糕和肉粽，开展以“健康
人生 绿色无毒 安康端午”为主题的禁毒
宣传教育活动。

活动中，通过包粽子话健康，悬挂主
题横幅、展示毒品仿真模型、发放禁毒宣
传折页等方式，向广大居民群众详细讲
解毒品的种类、危害和预防毒品方法，并
结合禁毒宣传资料及身边典型案例，讲
述沾染毒品给个人、家庭、社会的危害。

尤其是对“含依托咪酯成分的上头电子
烟”“笑气”“跳跳糖”等新型毒品进行知
识科普；并就如何防范滥用新精神活性
物质等相关知识开展互动答疑，让大家
深入了解毒品的伪装性、隐蔽性、迷惑
性。教育引导大家自觉遵守法律法规，时
刻警惕新型毒品，摒弃侥幸心理，把健康
知识带回家，当好禁毒义务宣传员。

同时，民警还为社区困难群众发放大
米、食用油等慰问物资，让他们感受到党
和政府的关心和温暖。对于一些因行动不
便等原因无法到现场的困难群众，他们还
入户慰问，并送上粽子等节日慰问品。

警民警民““粽粽””情一家亲情一家亲

本报讯（记者 许文彬 通讯员 蔡淑娇）高龄老
人在出行时，尤其要注意脚下安全。近日，在南靖县
龙山镇马山线公路旁，一位阿婆因雨天路滑，不慎
摔倒在地，一时间动弹不得。发现这一情况后，正在
执勤的巡逻民警第一时间展开救助，获得群众的一
致好评。

6月 3日下午，南靖县公安局龙山派出所民警
巡逻至辖区马山路段时，发现该路西侧的非机动车
道有一位老人连人带车摔倒在地，民警立即下车查
看，发现一名老人瘫坐在地上，神情恍惚，民警立即

向老人询问家庭住址，查看受伤情况。经过询问了
解，老人从身上掏出了手机，说上面有其家属的联
系方式，民警随即找到了号码，与老人家属取得联
系，并告知了老人摔倒的确切位置。

不一会儿，老人的家属就匆匆赶到现场。民警
与家属将老人搀扶上警车送到就近医院进行检查
治疗。离开时，家属对民警的及时救助连连道谢。民
警叮嘱老人，雨天尽量避免单独外出，驾驶摩托车
要注意安全。老人对民警连声道谢，并表示以后一
定注意出行安全。

雨天路滑老人摔倒路边 民警暖心救助

本报讯（记者 李润 通讯员 陈茂金 沈冰川）
诏安一男子胡某，在户外劳作时，为防止被蜜蜂叮
咬，点燃枯草烧蜂巢，不料引发森林火灾，造成严重
后果。近日，经诏安县检察院提起公诉，胡某被判处
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

2023年 11月的一天，胡某像往常一样来到自
家茶园给茶树施肥。不料惊扰了一窝土蜂，土蜂立

即对他进行攻击。胡某为避免再次被叮蜇，便点燃
起茶园里干枯的杂草，对土蜂的老巢进行“反击”。
风将燃烧的火焰吹起，引燃周围的枯草并进一步扩
散，造成森林火灾，过火林地总面积近170亩，构成
失火罪。

检察机关提醒：户外用火要小心，虽是过失，造
成严重后果也会被判刑。

为避蜂蜇燃枯草 引发山火被判刑

本报讯（记者 王琳雅 通讯员 方棋梓
王欣茹）刚买的二手车，竟被原车主用留存的
备用钥匙给偷走了。近日，经龙海区人民检察
院提起公诉，被告人孙某因犯盗窃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1.5万元。

2023 年 12 月 24 日中午，被告人孙某到
龙海区某车行，将其名下的小轿车卖给该
车行老板高某，车行老板就近将车停放在
店门口的路边停车位，岂料当天下午车竟
不翼而飞了。原来，早上卖车后的孙某于当
天下午拿着备用钥匙又找到了自己的爱
车，趁人不备驾驶车辆离去。然而这一幕已
经被公共视频清清楚楚地拍下来，车行老
板报警案发。经查，孙某因急需用钱才自导
自演了卖车盗车这一出。经鉴定，被盗车辆
价格为 6.5万元。

案发后，孙某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被盗
的小轿车已归还高某，并取得谅解。

检察官提醒：本案中，孙某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秘密窃取他人财物，价值人民币6.5万
元，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二百六十四条，应当以盗窃罪追究刑事责任。
提醒消费者购买汽车应到具有销售资质的门

店，同时保存好相关购车凭证，以保证自身合法权益。在车辆证
件齐全的前提下，及时办理过户手续，及时拿回所有车钥匙并更
换车锁、钥匙，不让犯罪分子有可乘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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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的漳州古城，热闹喧嚣。伴随着
阵阵“叮叮当当”的敲打声，循声而去，折
入芗城区香港路148号，临街一个不起眼
的店铺，招牌也被电路管道挡去一半，这
是一家名为“茂记白铁行”的百年老店。

在打白铁被视为夕阳行业的当下，在
漳州古城，还有人依然坚守着传统的老行
当。嘈杂中，锤子、钳子、剪刀、铁砧，几捆
白铁皮，几张板凳，今年80岁的李伟茂坐
在店内，头顶脚下、身前身后都被白铁做
的瓶瓶罐罐、锅碗瓢盆“包围”。他在漳州，
已经敲了45年的白铁。

敲敲打打敲敲打打
也曾是也曾是““卡脖子卡脖子””技术技术

白铁，对年轻人而言想必十分陌生，
这其实是本地人对镀锌铁皮的俗称。因为
镀锌板呈白色，打制白色的镀锌板就成了

“打白铁”，也泛指打制铜、铝或其他金属
板材。所谓的“打白铁”，就是将所要做的
物件，在镀锌铁皮上绘制出平面图，再“按
图索骥”，将铁皮裁切后，用手工敲打成
形，经衔接、焊锡，做成各种各样的食品模
具、通风管道等。

李伟茂的父亲李就家，祖籍广东省大
埔县枫郎镇双溪村。大埔县打白铁的历史
悠久，漳州现在的打白铁师傅，基本上都
是祖籍大埔的。第一代打铁匠，大多是下
南洋学得的手艺。

李伟茂说，上世纪初掌握一门手艺，
是比较稳定的谋生方式，不少人跑到南洋
学手艺。但父亲李就家没有去，而是到漳
州打白铁店当学徒，跟随一位从印尼学成
回乡的师傅学习打白铁。后来，李就家在
市区延安南路开起了白铁铺。1956年“合
作化”时，漳州的 8家打白铁店成立漳州
白铁社，李就家就是该社的负责人。20世
纪 60年代，白铁社改为漳州市第一铁工
厂。工厂改制后，李伟茂继续在延安南路
162号广茂记白铁行打铁营生。

“你们年轻人的‘文’比较高，能做笔
头工作，我只读到小学二年级，只能做些
手工活。”谈起为何从事打白铁的行当，李
伟茂勉强笑道。年轻时，他在一次意外事
故中不幸被高压电严重击伤，留下病根。
也因此，35 岁的李伟茂才跟着父亲学起
了打白铁。按照当时的想法，只要有一技
傍身，就能养活自己，生活不求人。

“这是我们自己掌握的技术，不用靠
外国。”李伟茂神情自豪。

可别小看这几下敲敲打打，曾经也是
“卡脖子”技术。李伟茂回忆道：“听我爸爸
说，连我都还没出生时，我们这里的铁制
品都得从日本进口，因为我们自己的技术
差，质量不过关，一块铁打得这里薄那里
厚，怎么能用呢。”为了学好这门手艺，李
伟茂花了四年的时间，“要学门技术，三四

年肯定是必要的，你在大学学专业也要四
年啊。”李伟茂笑道。

诚信经营诚信经营
一分一厘也不能差一分一厘也不能差

在小店的左上角，一块用繁体
字写着“信得过摊店”的牌匾早
已陈旧，匾上还贴有“延安南路
162”的门牌。

“ 我 搬 到 这 里 六 七 年
了，还有很多人去延安南
路找我。”李伟茂说。

技 艺 娴 熟 ，功 力 深
厚，品质有保障，是不少
老顾客大老远跑来找他
的原因。

“白铁全靠手工折压，
要敲到线直面平，背后都
是千锤百炼。”李伟茂介
绍，制作白铁物件，是一门
技术含量很高的精细活，要
学好这门手艺，首先得有一定
的几何知识和立体空间感，能计
算出它平面展开的样子，用圆规和
直尺在白铁皮上画图，再根据需要用
大剪刀裁剪、切割成方、圆、弯等各种形
状。敲打的要求更高，要将铁皮的边缘一
点一点地翻卷上去，最终将边缘牢牢咬合
成一体。敲过头了，伤铁皮，易生锈，打得
不够，接不牢，会渗漏。为了符合顾客要
求，每一件器物都要“量体裁衣”，一刀下
去，准确无误。若不是现场目睹制作的过
程，很难体会到这项手艺的不易。

“你在做什么，人家要 24 厘米长，你
这有24厘米半。”时不时向妻子张望的李
伟茂忍不住放下手中的铁皮，拿过尺子，
对妻子的产品横竖比划，显然，他对妻子
制作的铁盘很不满意。

“不然你做吧，我不会做。”妻子赖女
士回嘴道。

在夫妻斗嘴的小插曲中，李伟茂就像
一位严师，嫁给李伟茂后才学习打白铁的
赖女士，在丈夫的眼中，俨然还未出师。

“不是我故意苛刻，这本来就是一分
一厘也不能差，我们小本生意，就是靠诚
信赚钱，如果做的东西不合顾客的尺寸，
人家就要退货，这样怎么赚得到钱呢？”李
伟茂说。

后继无人后继无人
百年打铁声渐微渐远百年打铁声渐微渐远

从延安南路到香港路，从李就家到李
伟茂。一百年来，两代人都在这20平方米
左右的小店里出样、剪铁皮、打白铁，日复
一日。寒来暑往，除了春节那几天，这家白
铁铺每天都开张迎客。

“很早以前，延安南路分为三段，北段
和南段都是金银铺，中段就是白铁一条
街，每天打铁声一片。”在李伟茂的回忆
中，打白铁、补锅底曾经是延安南路上一
道独特的风景线。改革开放前后，是这条
街最忙碌的一段日子。那时脸盆、水桶等

铁制生活用品的需求大，大家常找他们定
做，很多人的桶破了，舍不得换新的，也会
找他们来换底。

而时至今日，当初的白铁老铺，只剩
搬迁到古城的三家。这门手艺，如今已经
濒临后继无人的局面。

“都被取代啦，现在大家都买塑料、不
锈钢，除了做小吃的，像打卤面的会来买
大桶，谁还用白铁。”李伟茂说，过去，人们
在日常生活中大多使用铁壶、铁桶、漏斗、
畚斗等白铁制品，用坏了就修修补补，所
以白铁匠一年到头都有生意。如今日用品
市场品种丰富，应有尽有，塑料制品和不
锈钢炊具的出现给白铁制品带来很大冲
击，手工白铁制品销量已大不如前，处境

窘迫。此外，现在的铁制品也多用机械冲
压，但在李伟茂看来，机械只能做箱子、油
烟机等四四方方的“粗勇”器物，一些如水
壶之类的“圆身”小物件，机械就不如手工
精致。

“失传啦，你们谁来采访都没用。这
行赚的是辛苦钱，利润微薄，饿不死罢
了，现在年轻人没人要学，家里也没人愿
意做，等我打不动了，就关门收摊。”李伟
茂摆手道。

这“叮叮当当”的敲铁声，还能在这高
楼耸立之下的窄巷里唱多久，李伟茂也不
知道。对于这项后继无人的老手艺，李伟
茂显得很无奈。

☉本报记者 肖颖婧 文/图

百年小铁铺，千锤百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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