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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址在汇成大厦 505房屋，现拆迁安置于福建省
漳州市芗城区腾飞路 316 号福海阳光 17 幢 1504 室。

今林伟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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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伟平
2021年 12月 20日

坐落于漳州市龙文区联丰浩苑 6 幢 202
号,业主苏木海遗失联丰浩苑拆迁安置补差

结算调整清单壹份，原协议编号：NO：0063，现声明作废。
声明人：苏松荣

2021年 12月 19日

声明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许小东不慎遗失漳州职业技术学院电子工程

学院 2020 级工业机器人专业（1）班学生证，证号：
2001114034号，声明作废。

▲南靖县智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不慎遗失闽
E66769 货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正、副本，
证号：350627200974，声明作废。

▲父亲林文波、母亲方萍萍不慎遗失第一孩儿林
澎赫的出生医学证明，出生证编号:P350035084，现声
明作废。

▲父亲周龙于、母亲汤晓静不慎遗失儿子周凌锋
出生医学证明，编号：O350595301，声明作废。

▲父亲周龙于、母亲汤晓静不慎遗失女儿周语萱
出生医学证明，编号：M350063612，声明作废。

诏安县白洋乡湖美村有一位
八旬老人，在暮年之时迷上烙画
这门艺术，从中不仅收获了无穷
的乐趣，还体会到艺术对身心的
陶冶。昨日，笔者来到湖美村拜访
这位老者，倾听老人与烙画艺术
的不解之缘。

老人名叫吴养金，是退休教
师，今年 85 岁，“年轻时，我在湖美
小学教书，当时就十分热爱艺术，
经常练习写书法。”吴养金介绍，
2008 年退休后，他闲不住又开始
学习画画，写毛笔字、作画成为他
退休后最大的爱好。“5 年前，我在

《闽南日报》‘文化走廊’看到一篇
关于烙画的报道，细读之后对这门
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下决心
学习。”吴养金说，烙画的重要工具
烙铁在农村买不到，他就骑自行车
到县城的五金店买回一套。

用烙铁写字画画，比用毛笔难
度大得多，吴养金边示范边讲述：

“烙画多是在三合板、葫芦上作画，
走笔要慢，用力得均稳。”坚持练习

了几年，他能够作出花鸟、山水、书
法等作品。“我自学烙画不求名不
求利，只求心里欢怡。”吴养金笑
着说。他的烙画作品还得到了诏安
县书画界人士的好评。

吴养金在学习烙画的过程中
深有体会，当拿起烙铁准备作画
时，精力要集中，情绪要稳定，这是
一种动静结合的养生好方法。他
说，在创作烙画时，一切杂念都自
行排除，心与烙铁完美融合，每当
完成一幅烙画时，心旷神怡，内心
充满成就感。“敢于追梦、勤于圆
梦，我们就永葆年轻。心情好，身体
自然舒畅。过去我胃不好，住过院
开过刀，正是由于平日里有了艺术
的陶冶，现在身体比以前好多了，
体检各项指标趋于正常，连医生都
夸我老当益壮。”

喝茶、读书、看报、烙画、养花、
散步，吴养金受益良好的生活习
惯，并在艺术的陶冶下，收获了充
实而愉快的晚年生活。

☉沈良生 文/图

八旬老人痴迷烙画

吴养金与部分烙画作品

本报讯（记者 李润 文/图）
本报于 12 月 18 日刊登《男婴住进
市医院龙文院区儿童重症监护室》
一文后，再次引发社会各界人士的
广泛关注，大家纷纷通过本报了解
捐款渠道和方式，都想尽自己的微
薄之力帮助小铭辰渡过难关。12
月 20 日下午，记者从漳州市福利
院了解到，已有许多爱心人
士通过媒体公布的汇款账户
向小铭辰捐款。

“从 12月 18日文章刊登
后，截至目前，市福利院收到
119人次捐款 19000多元。”该
院院长谢俊波表示，非常感谢
社会这么多爱心人士对小铭
辰的关心和爱护，有的捐几十
元、有的捐几百元，钱不在乎
多少，这些都是大家的爱心善
心，也感谢媒体的积极宣传报
道，让这么多人了解这件事
情，并伸出援手帮助这个可怜
的孩子。

“这几天，小铭辰的病情
差不多还是那样，胆红素指
标有下降一点，依旧做利胆、
输血浆、补充凝血因子和脏
器功能维护的保肝治疗。”市
医院龙文院区重症监护室医

护人员说，孩子很可爱，一逗就笑，
科里的医生和护士都很喜欢他。他
也很乖巧，在生活上是个让人省心
的宝宝。

对 于 何 时 前 往 上 海 治 疗 等
有 关 事 宜 ，市 福 利 院 人 员 还 在
加 紧 沟 通 联 系 。本 报 将 持 续 跟
进报道。

本报讯（王小敏）张某在一家
空壳公司当财务负责人，为他人虚
开增值税发票，结果因涉嫌虚开增
值税发票罪被诏安县人民检察院
提起公诉。近日，诏安县人民法院
以虚开增值税发票罪判处张某有
期徒刑四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
币 12万元。

2016 年 11 月，张某经朋友介
绍到诏安县某公司担任财务负责
人，到税务局通过认证领取了增值
税专用发票和相关设备。张某明知

自己所在的公司没有实际货物交
易，但是在老板林某的授意下，仍
开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刚开
始，他觉得自己只是打工的，赚点
工资应该没啥大事，但后来越想越
害怕，2017 年 3 月便离开了该公
司。不想，后来公司虚开增值税专
用发票的事被查获，张某也被民警
抓获到案。得知自己涉嫌犯罪，张
某悔不当初。经查，张某虚开增值
税专用发票 78份，开票总额达 600
余万元，虚开税额超 100万元。

虚开增值税发票 获刑

《孩子父母，你们在哪里？》跟踪报道——

爱心人士为章铭辰
捐款近两万元

护士在安抚小铭辰

“返啊返抹去的故乡 改呀改抹离的
乡音……”这首闽南语歌曲《乡愁乡音》
由漳州籍音乐唱作人七狼（庄海安）创作
演唱，歌曲 MV 里的闽南古厝、踢毽子、
布袋木偶、石坊厝都讲述着七狼离乡不
离腔、月是故乡明的思乡情。12月 19日，
在福州举办的福建省街头艺术颁奖晚会
上，七狼重新演绎了这首闽南语歌曲。

记者初见七狼是在他的工作室，一
头长发，一把吉他，浑身散发着艺术家的
气息，让人很容易就猜到他的职业。然
而，七狼并非音乐科班出身，在北方漂泊
二十余年的他，之前一直从事着与音乐
无关的工作。2018年 9月，他怀着对家乡
的思念以及对音乐的热情，回到漳州开
始潜心做音乐，“那时候，我的孩子上了
大学，生活上压力比较小了，就想去做自
己喜欢的事情，追逐儿时的音乐梦，把我
的生活写进歌里。”

七狼有十个兄弟姐妹，并不富裕的
家庭让他从小很难接受到正规的音乐训
练。在七狼心里埋下音乐种子的是他的姐
姐。“小时候每逢看电影，姐姐就对我们兄
妹几个说，谁能把刚才电影的主题曲唱出
来？结果总是我唱得最好，那时我对音乐
很感兴趣。”上小学后，数学老师成了七狼
的音乐启蒙老师，他教七狼基本的声乐知
识以及演唱、乐器等。上了中学，凭着对音
乐的兴趣，七狼加入学校的音乐兴趣班，

汲取着音乐的养分。“或许是命运的安排，
我并没有走上音乐的道路。初中毕业后，
我考上当时的云霄音乐职业中专学校，但
由于家人的反对，我放弃了。之后，我考过
漳州芗剧团，因为角色定位不符被拒。”

高考落榜后，七狼踏入社会。在漳州
郭坑铁路段工作一年之后，他到厦门一
家电子公司工作。在厦门呆了几年后，他
被派驻北方当销售经理。虽从事着销售
工作，但七狼心里对音乐的热情并未磨
灭。他从 1993 年开始创作音乐至今，累
计创作原创音乐词曲作品 200 多首，其
中闽南语歌曲 40 首左右。“我并不是为
了写歌而写歌，我会把我对生活的感悟
写进歌里。”《故乡的鸟仔声》是七狼闽南
语乡愁系列作品中的第一首，诉说了异
乡游子在外打拼遇到的坎坷与乡愁。“这
首歌源自 1999 年我在河北省工作时，发
生的一件真实故事。当时我年轻爱交朋
友，被当地的一个朋友骗走了 4万多元。
遇到挫折不逃避，2000 年春节，我没回
家过年，而是独自在异乡打拼努力赚钱。
在 2001 年 1 月 4 日凌晨，我创作了这首
具有浓郁乡愁的作品。”

回到漳州后，七狼重新录制了《故乡
的鸟仔声》，并邀请台湾音乐人黄秀清参
与合作。“黄秀清老师听了我的作品以及
创作背景很感兴趣。于是，作曲方面我邀
请黄秀清老师修改、规整，形成了这个两

人合作的版本，也是海峡两岸音乐人共
同打造闽南语歌曲、为传承闽南文化一
起合力发声。”两岸音乐人共同打造闽南
语歌曲，一直是七狼回漳州后潜心做音
乐的主线。《乡愁乡音》《仁心圣手》两首
歌，就是由七狼和台湾籍小歌手钟魏晴
合作演唱，《仁心圣手》歌曲的后期缩混
工作，由台湾音乐制作人陈建平负责。

“海峡两岸文化民俗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比如歌曲中布袋木偶、师公念咒、慈济宫
保生大帝等元素，通过闽南语歌曲，两岸
音乐人携手打造，共同传承闽南语文化，
传递两岸同根同源一家亲的理念。”谈及
闽南语文化要如何更好地传承下去，七
狼认为，现在的小孩很多不会讲闽南语，

“要让更多的孩子学会讲闽南语，唱闽南
童瑶，让更多的闽南语文化课程进校
园。”接下去，七狼将创作更多的闽南语
歌曲，融入更多的闽南文化元素，更好地
弘扬闽南文化。“我想在我的歌曲中融入
歌仔戏、锦歌、漳州非遗等元素。未来，我
还将尝试把南音南词、唐诗等用闽南语
歌曲的形式呈现出来。我要用闽南语唱
出我对漳州家乡独特的感情。”

☉本报记者 李立平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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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颜丽月）谎称能代
办驾驶证、代处理违章记录等，
骗取他人 3 万余元。近日，经龙
海 区 人 民 检 察 院 提 起 公 诉 ，被
告人杨某甲因犯诈骗罪被判处
有 期 徒 刑 十 一 个 月 ，并 处 罚 金
7000 元。

被告人杨某甲经人介绍认
识 了 被 害 人 罗 某 、王 某 、杨 某
乙。得知罗某想考取驾驶证，杨
某 甲 便 声 称 自 己 可 以 代 办 ，只

需 两 个 月 就 能 拿 证 。罗 某 信 以
为 真 ，于 2020 年 5 月 9 日 至
2021 年 2 月 20 日 间 先 后 转 账
21000 元给杨某甲。后罗某非但
未 拿 到 驾 驶 证 ，连 杨 某甲也失
去了联络。

2021 年 3 月 17 日 至 3 月 19
日间，杨某甲与王某闲聊时，知
晓 对 方 急 需处理 交 通 违 章 ，便
虚构自己能帮忙处理交通违章
罚 款 等 事 由 ，先 后 骗 取 王 某
8500 元 。不 知 情 的 王 某 又 介 绍
杨 某 乙 给 杨 某 甲 。杨 某 甲 又 编
造免试代办驾驶证的理由骗取
杨 某 乙 6200 元 。后 被 害 人 报 警
案发，杨某甲被抓获归案，自愿
如 实 供 述 自 己 的 罪 行 ，其 家 属
已 退 赔 王 某 、杨 某 乙 的 经济损
失并取得谅解。

点评：申领驾驶证需到交警
部门按照法定程序依法进行，切
勿轻信他人谎言，警惕非正规的
培 训 机 构 代 办 、免 试 等 广 告 宣
传，否则容易上当受骗。

“代办”驾驶证
男子诈骗被判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