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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漳州市龙海区公益性公墓工程用地需要，决定征
用位于港尾镇汤头村虎仔林的项目用地，凡在该项目红
线范围内的坟墓请于 2月 25日至 3月 12日内到所属村
委会登记并自行做好搬迁工作，逾期未搬迁的按无主墓
处理，由建设单位统一搬迁。

特此公告
漳州市龙海区港尾镇征地拆迁办公室

2025年2月25日

迁墓公告遗失声明
▲漳州市翠园休闲健身有限公司职

工秦伦翠不慎遗失《职工养老保险手册》，
社会保障号码：512224197202166822，声
明作废。

▲福建洋治泷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50602MA⁃
DA82RQ32）不慎遗失财务专用章壹枚
（财务专用章名称：福建洋治泷科技服务
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肖瑞淇），财务专
用章号码：3506029370785，声明作废。

▲父亲沈溢聪，母亲叶容妹不慎遗失
第二孩儿沈炜鑫的《出生医学证明》，出生
证编号：P350155836，声明作废。

▲福建省好康食品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漳州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03月22日核
发的《生猪定点屠宰证》，批准号：闽漳屠
准字023号，声明作废。

▲ 许 艺 华 （ 身 份 证 号 码 ：
350623198811091844）不慎遗失在立和（漳
州）实业有限公司工作期间的《福建省失业
保险个人缴费凭证》壹本，声明作废。

▲ 周 聪 彬 （ 身 份 证 号 码 ：

350626199111020010）不 慎 遗 失《福 建

省失业保险个人缴费凭证》壹本，声明

作废。

▲漳州市龙文区龙文中学因不慎

遗失中国农业银行漳州市龙文支行专

用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开户许可证

核 准 号 ：Z3990000110201，账 号 ：

13685101040006932，开户日期：2003 年

04 月 03 日，声明作废。

原址在漳州市龙文区步文镇长福
村房屋，现拆迁安置于福建省漳州市龙

文区九龙大道 1227 号西蕃莲小区 3 幢 2306、
2106、2108、2107、2307室共5套、福建省漳州市龙
文区九龙大道1227号西蕃莲小区4幢2004室。今
黄为国、陈彩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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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为国、陈彩珍
2025年2月25日

声明

原址在漳州市龙文区
步文镇土白村房屋，现拆

迁安置于漳州市龙文区建元东路
1-13号店上花园 1幢 1715。今陆荣
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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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荣华
2025年2月25日

原址在柳树巷 12 号
房屋，现拆迁安置于芗城

区漳福路 68 号丹霞名城 2 幢 1606
号。今翁玉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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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玉贞
2025年2月25日

原址在漳州市龙文区步文镇后
坂村后坂社房屋（现拆迁安置于漳州

市龙文区碧湖路 9 号翰苑颐园 2 幢 3106），由
严秋平于2010年11月22日接受杨水兴、严亚
芬赠与。今严秋平申请上述安置房转移登记，
由于赠与方杨水兴死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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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人将向中心申办
不动产权证。

声明人：严秋平
2025年2月25日

原址在福建省漳州市芗城
区芝山镇渡头村房屋，现拆迁

安置于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渡头路 199
号西湖渡头新苑 11幢 2905室。今王美兰
申请上述安置房权属登记，现按漳州市
芗城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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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向漳州市芗城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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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美兰
2025年2月25日

原址在福建省漳州市芗
城区芝山镇渡头村房屋，现拆

迁安置于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渡头路
199号西湖渡头新苑 11幢 1205室。今陈
辉明申请上述安置房权属登记，现按芗
城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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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芗城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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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辉明
2025年2月25日

原址在福建省漳州市
芗城区芝山镇渡头村房屋，

现拆迁安置于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
渡头路199号西湖渡头新苑11幢605
室。今黄阿玉申请上述安置房权属登
记，现按芗城区不动产登记中心要求
登报声明。相关利害人如有异议，请
即日起壹个月内向芗城区不动产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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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阿玉
2025年2月25日

声明 声明 声明 声明 声明 声明

漳浦剪纸艺术源远流长，唐宋以来便在闽南地
区生根发芽。据《漳浦县志》记载：“元夕自初十放灯
至十六夜，乃已。神祠家庙或用鳌山运傀儡，张灯烛，
剪采为花，备极工巧。”

清晨的漳浦县城，阳光透过欧阳艳君剪纸工作
室的窗户，洒在一张铺开的红纸上。只见她手持剪
刀，指尖翻飞间，纸屑如雪花纷落，一张平平无奇的
红纸便化身为手拿乾坤圈身披混天绫的“哪吒”，轻
轻折叠，小英雄竟能跃然立于掌心。“老手艺要活，就
得和年轻人的心跳同频。”欧阳艳君笑道。

作为漳浦剪纸的第三代传承人，不久前，欧阳艳
君获得省级乡村工匠名师称号。从艺四十载，欧阳艳
君从未停下手中的剪刀，她用匠心与巧思，不断将传
统技艺与时代精神相结合，让古老的剪纸艺术焕发
出新的光彩。

指尖下的童年
红纸里藏着的命运密码

20世纪70年代，太阳照在青石板铺就的院子里，
幼年的欧阳艳君托着腮帮子依靠在床边，看着外婆拿
着剪刀在彩纸上干净利落地裁剪，“咔嚓、咔嚓”的声响
是藏在她记忆深处的童谣。

欧阳艳君的外祖母是一位传统的民间民俗用品
艺人，擅长制作各种祭祀用“纸银”和婚庆用品中的剪
纸装饰。在她的童年记忆中，外婆的房间里总有一篓篓
的、用彩纸与白纸剪成的一个个精美的“纸银”。

“那时候觉得，剪刀是有魔法的，耳濡目染下，我
也开始尝试着剪出各种我心中的图案。”指间经年累
月的变形老茧，是欧阳艳君与红纸“对话”的见证。

改革开放后，漳浦县开始挖掘和推广民间剪纸
艺术。1984年，欧阳艳君所就读的县实验小学开设
了剪纸兴趣班，凭借着对线条的感悟和出色的绘画
天赋，她成为兴趣班的首批学员。而后，在启蒙老师
陈秋日、高钱厚以及老一辈剪纸艺人黄素的指点下，
从临摹传统纹样到独立创作，她的技艺在剪刀与红
纸的碰撞中飞速精进。

初中毕业后，步入社会的欧阳艳君，在打工之
余，依然没有放下指尖上的功夫。凭借精湛技艺和执
着追求，她成为县文化馆需要的为数不多的兼职剪
纸艺人。欧阳艳君回忆：“那时我一边打工一边剪纸，
收入不高，但能靠作品赚钱，我很满足。”那段经历让
她意识到剪纸可以成为谋生手段，也让她在剪纸的
道路上越走越远。

四十年间，她不仅从学徒成长为省级非遗漳浦
剪纸技术代表性传承人，更凭借着中国工艺美术

“百花奖”金奖、中国剪坛（五把）金剪子奖、福建省
工艺美术大师等多项荣誉，让全省乃至全国看到
了漳州剪纸文化的魅力。

刀刃上的突围
传统技法“剪”出新天地

在欧阳艳君剪纸工作室的墙上，清晰写着她的格
言：“工匠精神是千锤百炼的实践后，对自己技艺的肯
定。”这句话也成为欧阳艳君在艺术探索过程中艰辛而
且充满喜悦的心境写照。

1999 年，欧阳艳君成立了“剪纸之窗”工作室
（欧阳艳君工作室的前身），正式开启职业生涯，她也
成为当地首位专职剪纸艺人。

创业初期，欧阳艳君一人包揽创作、销售、推广

工作，常为赶制订单彻夜忙碌。“最困难时，右手大拇
指不能动、食指变形，但看着作品被认可，就觉得
值。”她坦言。

为了让传统剪纸更好地适应现代需求，欧阳艳
君在坚持创作实践的同时，开始不断尝试融合各种
艺术形式的技法。她不再局限于过去多用于小幅作
品的“剪排”技法，而是深入揣摩如何让红纸上的锯
齿纹如流水般自然衍生，以及如何使图案的光影层
次更加丰富多彩。通过不断的总结与尝试，她不仅形
成了自己独特的剪纸风格，还独创了“长排剪技法”
（荣获省级五小创新项目一等奖）和“分段长排剪技
术”（获得外观专利）。凭借这些创新技术，她不仅突
破了传统剪纸技术的瓶颈，更在福建省首届民间剪
纸职业技能竞赛中荣获了最高荣誉——福建省首届

“金刀剪奖”。
除了推陈出新之外，作为漳浦剪纸的第三代传

承人，欧阳艳君也深知自己肩负的使命与责任。她不
仅在创作上不断探索，更致力于剪纸艺术的传承与
推广。

为了推广剪纸艺术，自2007年开始，欧阳艳君通
过进校园等方式，将剪纸艺术带入幼儿园、小学和中
学。她认为，培养孩子们对剪纸的兴趣，是传承这门艺
术的关键，此外，在教学的过程中，欧阳艳君也从教师
队伍中挖掘并培养出一批县级传承人和剪纸技师。

剪不断的情缘
让古老技艺扎根新时代

在工作室的长案上，一幅约1.5米长的剪纸新作
《山海画廊唐郡漳浦》格外醒目。黄道周执笔凝思、火
山岛玄武岩柱参差林立、赵家堡古厝飞檐翘角、金刚
山云雾缭绕，甚至憨态可掬的佛昙河豚都跃然纸上
——欧阳艳君用独创的“分段长排剪”技术，将家乡
的人文历史与山海风光浓缩于一纸之间。“剪纸是漳
浦的‘活地图’，年轻人看着这些图案，自然会好奇背
后的故事。”她轻抚作品说道。

四十年来，欧阳艳君的剪刀始终追着时代走。从儿
童期剪婚庆“囍”花、祭祀纸花，到后来创作《喜上眉梢》

《闽南穿灯脚》《月是故乡明》《为人民服务》等佳作，再
到如今更聚焦文旅融合题材，创作了《世界自然文化遗
产》《故乡的云》《山海画廊唐郡漳浦》等系列作品。

“老手艺不能只活在博物馆里，更应该服务于新
时代。”在欧阳艳君的剪刀下，不仅仅有风花雪月，也
有国家安全和廉政，这些都让老手艺有了更实在的
作用，更好地融入了现代生活。

提及关于AI技术、3D打印等新兴技术将冲击
传统手工业的话题，欧阳艳君表现出了乐观与自信。

“剪纸是一门线条艺术，每一根线条都蕴含着创
作者的情感和灵魂。这是机器无法复制的。”在她看
来，尽管科技可能会对传统剪纸产生一定影响，但手
工剪纸的独特魅力和艺术价值是无法被替代的。“AI
可以快速创作出图案，但它无法替代手工剪纸的温度
和情感。”

同时，欧阳艳君表示，传统与现代并不是对立
的，而是可以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她也衷心希
望年轻一代的手艺人能够在学习传统技艺的基础
上，结合新科技与当下的数字经济、谷子经济探索
新的表现形式，让剪纸艺术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
活力。

采访结束后，剪刀开合声沙沙作响。如今已到知
天命之年的欧阳艳君，依旧保持着日均五小时的创
作强度。在她的剪刀下，红纸上的闽南山海渐次浮
现，那些蜿蜒的线条里，既流淌着外婆煤油灯下的古
老歌谣，也跃动着新时代的数字星河。

⊙本报记者 许文彬
通 讯 员 林惠卿 文/图

省级乡村工匠名师是怎样炼成的？漳浦剪纸技术代表性传承人欧阳艳君——

日均五小时 四十年坚守

本报讯（记者 李润 通讯员 何
娴 文/供图）最近在漳州的大街小巷，
有个“小明星”风头正劲，它就是垃圾
分类形象 IP“绿宝”。无论是热闹繁
华、游客如织的漳州古城，还是温馨
宁静的居民小区，抑或是书声琅琅的
校园，都能看到“绿宝”那活泼灵动的
身影。

在古城的出入口，一座以“绿宝”
为造型的生活垃圾景观小品格外引人
注目。“绿宝”微笑着，仿佛在热情欢迎
每一位游客。游客们纷纷驻足，拿出手
机与它合影留念。一位外地游客兴奋
地说：“没想到在这充满历史韵味的古
城，还能看到这么可爱又有意义的垃
圾分类宣传设施，这时刻提醒我在游
玩的同时，也要做好垃圾分类。”

在居民小区中，“绿宝”也成了一

道独特的风景线。新桥街道悦港名都
小区的花园里，矗立着一块“绿宝”造
型的景观宣传牌。几位老人正带着孩
子在宣传牌前仔细研究上面的垃圾分
类知识。特别吸引孩子们的是宣传牌
上的互动翻转牌，只见一个小男孩兴
趣盎然地翻转着牌子，口中念念有词：

“苹果核是厨余垃圾，用过的电池是有
害垃圾。”一旁的奶奶满脸笑意地说：

“以前教孩子垃圾分类总觉得枯燥乏
味，现在有了这些有趣的互动牌子，孩
子自己就积极主动地学，而且学得非
常快。”

校园里，“绿宝”更是成了同学们
课间的好伙伴。课间休息时，西桥中心
小学的一群学生围在景观宣传牌前，
一边玩着翻转牌，一边热烈讨论。“用
过的涂改液瓶是有害垃圾，我可记住

啦！”一位小女孩开心地说道。老师也
表示：“这些景观宣传牌为校园增添了
趣味性，让垃圾分类教育变得更加生
动，孩子们在轻松的氛围中就能学到
知识，效果非常好。”

“芗城区城管执法局在市城市管
理局‘绿宝’垃圾分类形象 IP 的体系

框架下，积极创新，将垃圾分类宣传与
城市景观完美融合。这不仅美化了环
境，还让垃圾分类理念深入人心。”市
垃分办负责人曾灿辉介绍，截至目前，
芗城区已在古城出入口、居民小区和
学校共设置了 17 座“绿宝”IP 形象和
垃圾分类翻翻乐景观宣传牌。

““绿宝绿宝””可人可人 宣传垃圾分类宣传垃圾分类

本报讯（记者 王琳雅 通讯
员 戴伟国 吴炎荣）2月21日，诏
安县四都镇城楼村退役军人李先
生夫妇收到了一份暖心的“礼
物”——医保全额补助 800元。李
先生感慨地说：“这项政策真的是
关心到我们心坎上了，为我们减
轻了家庭负担！”

这一举措源于城楼村对军
人家庭的深切关怀。去年底，在
全民参保缴费集中宣传月期间，
李先生夫妇已在手机上完成了
2025 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
费。而此次医保全额补助，则是
该村针对农村家庭人口多、缴纳
医保困难等实际问题，为解决军
人后顾之忧而推出的又一实际
举措。

据了解，城楼村有 70余位现
役、退役军人。此前，一名村民因

未交医保，骑车摔倒重伤后自费
医疗费用近10万元，给家庭造成
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村党委鉴于
此，通过前期征求意见、召开专题
会、村民代表大会等形式，决定拿
出部分村财，专门为全村现役军
人父母、子女，退役军人夫妻以及
已故军人配偶全额补助城乡居民
医保费用。截至目前，已为115位
现役军人父母、退役军人及其配
偶、已故军人配偶提供补助，累计
投入资金4.6万元。

城楼村对军人军属的关怀远
不止于此。2019 年，城楼村退役
军人服务站成立，为村里的军属、
退役军人等提供信息采集、政策
咨询、来访接待等暖心服务。每年
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切实让军属
感受到社会的尊重与关爱，让村
里参军拥军氛围更加浓厚。

医保全额补助

这个村军人军属心里暖乎乎

本报讯（记者 王琳雅 通讯
员 吴慧展 游江涛）“跑了这么多
年长途货运，在这个超限检测站，
我真正感受到了温暖！”近日，来
自广西的长途货车司机黄师傅感
慨道。

当天，黄师傅因长途奔波，
在超限检测通过后，便将车靠边
停在了南靖丰田超限运输检测
站的停车场，趴在方向盘上休
息。执法人员见状，立刻上前了
解情况。

“师傅，您是不是太累啦？”执
法人员轻声询问。黄师傅睁开疲
惫的双眼，声音沙哑地回答：“这
一路开得太久了，实在撑不住。”

了解到黄师傅的情况后，执
法人员迅速将他引导至丰田站的

“司机之家”。一进门，温暖的气息
扑面而来。屋内干净明亮，床铺上
床单、被子、枕头铺得整整齐齐，
旁边的茶几上还有热气腾腾的茶
水和一些充饥的泡面。

黄师傅坐下来，喝了口热
茶，脸上的疲惫渐渐舒缓。“以前

只能停路边休息，吃饭、睡觉只
能在车上解决，现在这里不仅能
让我好好休息，还能给手机充
电，吃桶泡面充饥，真的太好
了。”他一边说着，一边露出了欣
慰的笑容。

值得一提的是，“司机之家”
还贴心准备了简易医疗急救箱，
以备司机们不时之需。同时，书架
上还摆放着各类交通法规和安全
驾驶的宣传手册，供司机们随时
翻阅学习。

据了解，今年春运期间，像黄
师傅这样在丰田站“司机之家”得
到温暖关怀的司机不在少数，这
里成了他们漫长旅途中的温馨驿
站，让他们在奔波的路上也能感
受到家一般的温暖。

近年来，市交通运输综合执
法支队深入贯彻落实交通运输
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印发文件精
神，高度重视“司机之家”建设，坚
持以货车司机需求为导向，不断
完善设施，提升服务质量，努力为
在途司机打造“暖心驿站”。

这个超限检测站好温馨

货车司机不再“路边将就”

本报讯（记者 朱祥超 文/
图）2月24日，漳州台商投资区消
防救援大队到辖区凡尔赛宫师大
阳光幼儿园为 400余名师生现场
讲授消防知识（下图），上好消防

“开学第一课”，全力营造良好的
校园消防环境。

在消防课堂上，讲解员从日
常防火、校园消防安全、汛期溺水
自救等方面，采用互动问答的方
式，结合真实火灾、溺水案例和发
生特点，分析了校园火灾、水域救
援等事故发生的原因和造成的危

害。此外，对火灾发生时如何报
警、如何辨识身边火灾隐患、如何
正确使用消防器材以及如何火场
逃生自救等基本消防安全常识进
行详细的讲解。

活动现场，讲解员还带领学
生们进行疏散逃生演练，现场讲
解灭火器的正确使用方法和操作
技能。随着警报声响起，学生们按
照疏散预案，迅速、安全地撤离到
指定区域集合。整个演练活动紧
张有序，充分调动了同学们学习
消防、参与消防的热情。

消防宣传进校园 上好开学第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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