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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 张 百 川（ 身 份 证 号 码 ：

350600197110300552）不慎遗失在漳
州满园青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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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漳州布观音庙因不慎遗失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漳州元昌
支行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3990005742501，声
明作废。

▲龙海区王春彬、甘雅娟夫妇不
慎遗失第一孩儿（王子阳）出生医学
证明，证号：R350309665，声明作废。

▲南靖县阮金富、沈振明不慎遗
失出生医学证明壹张，出生证编号：
Ｏ350216487，声明作废。

▲东山县西埔镇西埔村股份经
济合作社不慎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3996000731501，开户行：中
国 银 行 东 山 支 行 ，账 号 ：
432578674661，开户日期：2020 年 1
月16日，现声明作废。

“简单的跑步，居然有这么多学
问！”近日，在一堂名为“运动+健
康”主题的体育讲座上，“客座教授”
针对跑步技术要点，向大家讲解了
跑步的步法、姿势、频率以及跑步后
如何拉伸等技巧。这也是东山县退
役军人事务局组织的一次“主题党
日+”活动。

当天，那名“客座教授”正是坚持
长跑，并取得不错成绩的退役军人张
桂荣。今年 44 岁的张桂荣是广东饶
平人。从小酷爱运动的他，于1998年
12月入伍。参军后，他更是把训练当
成兴趣爱好。军旅岁月中，他在理论
学习、战备演练、基本体能、专业技能
等领域，多次获得一等奖、二等奖等
比武荣誉。

2015年，张桂荣退役安置到爱人
居住地，就职于东山县经济技术开发
区。工作之余，他坚持跑步运动。并于
2016年参与组建“东山跑团”，带动越
来越多的人参加跑步。

如今，张桂荣已连续参加5届厦
门马拉松比赛，同时积极报名参加其
他赛事，他的马拉松最好成绩是3小
时 15分 01秒，平时跑步咕咚记录总
公里数1万多公里，成为当地退役军
人中的“奔跑王者”。

由于热爱跑步，张桂荣在当地业
余跑者中渐渐小有名气。在工作之
余，他还常常积极参与各种志愿服务
活动。从积极组织单位所在支部退役
军人参加抗疫，到深入中小学指导学
生体育锻炼，再到接受驻岛驻训部队
邀请，张桂荣成了当地热爱锻炼身体
的指导“总教官”。

当天的讲座中，张桂荣结合视
频，向大家讲解了跑步中的动作要
领。此外，通过亲自示范跑步姿势，指
导纠正大家在跑步时的错误发力习
惯。在场的退役军人工作者受益匪
浅，他们纷纷表示：“通过讲座对跑步
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今后要特别注意
纠正错误的呼吸方式。”

据了解，退役至今，张桂荣先后
为驻地部队、学校指导跑步训练近
20次，带领跑团成员累计训练 40余
次。“自从穿上军装，就成为部队的
人，就算现在脱下军装了，也永远是
个兵，永远跟党走。”张桂荣说，今后
将积极参与更多活动，传授科学跑步
健身的知识，带动大家一同感受体育
锻炼带来的乐趣，养成科学、健康、文
明的生活方式。

⊙本报记者 王琳雅
通讯员 戴伟国 朱胜东 文/供图

跑步总公里数超过10000公里

这名老兵退伍后成了“奔跑王者”

本报讯（记者 李润 通讯员 蔡
杨标）5月 20日 1时 21分，漳州高速
交警支队二大队石亭中队民警在漳
州西收费站入口处开展酒醉驾夜查
行动，查获一起有意思、假装请代驾
的酒驾案件。

原来，当晚交警在排查过程中发
现一辆闽 F2×××2号轻型厢式货车，
停在布控区前方不远处，民警立即上
前查看，发现车辆上锁，驾驶员不在车
内，经六合一系统查询后联系车主，电
话关机。民警觉得蹊跷，便一直关注该
车辆动向，半个小时后，该车辆向布控
区驶来，民警立即拦截排查，但驾驶员
并未酒驾，后经了解，车上驾驶员是滴
滴司机，刚刚接单要将车辆代驾到漳
州西入口处调头回去移交给车主，民
警立即坐上车，跟随代驾司机一起到

高速匝道出口红绿灯处，找到了驾驶
员邹某标。经民警严肃教育，说明其中
利害关系后，民警将邹某标带回漳州
西执法站接受呼气式酒精检测仪检
测，经呼气式酒精测试，当事人邹某标
血液酒精含量42mg/100ml，达到酒驾
标准。

经民警现场询问得知，驾驶员邹
某标和朋友在市区某酒楼喝酒，喝了
两瓶喜力后打算驾车送朋友到龙岩，
车子开到漳州西入口匝道时发现交警
在查酒驾，就假装把车子停在匝道，人
走到红绿灯那里，过了半小时左右，以
为交警没发现他，就叫滴滴代驾司机
将车子开到收费站广场掉头回来后，
自己再将车开走。最终，邹某标因酒驾
被处以罚款1000元、驾驶证记12分、
扣证六个月的处罚。

掩耳盗铃请代驾
酒驾难逃被处罚

本报讯（林惠卿 邱巧纯 黄艺
欢）台商林女士与人签订土地转让合
同并付款后遭遇对方爽约，漳浦警方
全力帮助她追回钱款。近日，林女士
将一面题有“为台商保驾护航，挽回
损失办实事”字样的锦旗送到漳浦县
公安局经侦大队，表达诚挚感谢。

据了解，在 2007 年 10 月 3 日和
2013 年 3 月 11 日，犯罪嫌疑人王某
以转让土地为由，与林女士签订购买

土地合作协议。林女士先后 4 次付
给王某现金 37.9 万元，但王某至今
并未交付土地给其使用。林女士遂
向漳浦县公安局报警求助。接到报
案后，经侦大队立即展开侦查，对犯
罪嫌疑人王某上网追逃，并多次对
王某及其家属开展动员工作，督促
王某尽快返还非法取得的资金。日
前，犯罪嫌疑人王某被抓获，最终退
还违法所得37.9万元。

购买土地遭爽约
警方成功追钱款

本报讯（记者 王琳雅 通讯员
杨言斌 游江涛）5月19日，市交通运
输综合执法支队芗城大队通过“非现
场”执法手段，对某货物运输有限公
司货车超限运输违法行为做出行政
处罚，罚款人民币5000元，完成科技
治超非现场执法处罚第一例案件。

5月17日，该公司所属货车途经芗
城石亭G355线K474+100公路不停车
超限检测点时，经路面动态称重检测显

示，该车车货总质量超出限重25.45吨。
通过监测系统核查，芗城大队对

科技治超平台推送数据进行确认。随
后，执法人员通过短信、电话等方式，
告知涉嫌违法当事人到大队接受调
查处理。

当天下午，当事人委托代理人主
动携带相关资料到芗城大队接受处
理，并提供车辆驾驶员根据违法超限
提示信息主动卸载的证据材料。

罚款五千元！
芗城首例科技治超非现场执法罚单来了

随着社会进步，信息传播越
来越便捷，找工作选择性更大。
许多年轻人心态浮躁，稍有不如
意就换工作，大学毕业没多久可
能已经换过好几份工作，频繁地
换工作不仅积累不到经验，也导
致自己身心疲惫。

对于老一辈的人来说，一份工
作、一个行业干一辈子是很平常的
事，像铁匠、木匠、泥瓦匠，很多都

是一份工作干到老，可能有人会说
那是他们没得选择，其实更多的是
他们踏实肯干、勤劳淳朴的性格造
就了这份工匠精神。

在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到
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希望
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
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诚实劳动、勤
勉工作，锐意创新、敢为人先，依靠
劳动创造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
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

何为工匠精神？工匠精神，是
指工匠对自己的产品精雕细琢、精
益求精的精神理念。工匠们喜欢不
断雕琢自己的产品，不断改善自己
的工艺，享受着产品在双手中升华
的过程。工匠们对细节有很高要求，
追求完美和极致，对精品有着执着
的坚持和追求，把品质从0提高到

1，其利虽微，却长久造福于世。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工匠精神

不应是一句口号，它应该存在各行
各业的从业者身上和心中，郭文生
从事打铁四十余年，对自己的工作
精益求精，即使行业不景气，他仍
旧坚守这份工作，从未想过放弃。
这正是我们要学习的工匠精神，每
个劳动者应该干一行爱一行，对于
工作要重细节求品质，敢创新求卓
越，只有深入钻研，才能不断提高
技术技能水平。

⊙本报记者 王炜艺

干一行爱一行 重细节求品质

郭文生手工打造的铁制农具

记者手记记者手记

初夏，正是白鹭生儿育女的黄金
季节。5月24日，笔者赶到东山县白埕
公路站，远远就听到左边一片茂密的
树林中，不时传来“呱呱呱”的鹭鸣
声；靠近一看，树木枝梢尾端站立或
跳跃着几千只白鹭。

笔者悄悄弯身钻进林子里，惊奇
地发现，每棵五六米高的刺树上，都
架着二三十个鸟巢，巢里有如小鸡蛋
一样大的鹭蛋，有刚刚破壳而出的小
白鹭，还有已学会跳跃爬树、展翅欲
飞的雏鸟，鹭爸鹭妈忙着叼来小鱼小
虾喂养小白鹭……一幅幅“生态美、
白鹭欢”的美丽画卷，让人惊叹。

笔者移步贴近，这些小“精灵”们
似乎发现被“偷拍”，成群结队展翅起

飞盘旋，仿若风吹白白的梨花漫天飞
舞，亮出了“一行白鹭上青天”的美
姿，点缀着乡村振兴的生机活力。据
介绍，这一片面积不足百亩的密林，
一年白鹭孵育的儿女达1万多只。

“这里缘何成为白鹭的繁衍基
地？”东山县野生动物保护站负责人说，
这里依山傍海，前有西埔湾，后有乌礁
湾，这一片树木郁郁葱葱，附近大面积
滩涂、虾池鱼塘、潮沟湿地，丰富的鱼
虾和浮游生物，良好的生态环境为白
鹭提供了丰盛的食物来源，吸引着数
万只白鹭在此安心筑巢繁衍子孙后
代。周边的多个村群众也习惯了与这
些可爱的“精灵”为伴，共同守护这片
白鹭的家园。 ⊙谢汉杰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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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在龙文区举办的“打
铁花”表演火出圈，铁花四溅犹如绚
丽的烟花，令人叹为观止。其实，说
起打铁，在咱们漳州也有一个“打铁
村”，就在漳浦县深土镇近院村院前
自然村，曾经这个村子的人几乎都
会打铁，打造出来的铁器远近闻名，
有口皆碑。

俗话说，旧行当有三苦：打铁、
撑船、磨豆腐。农耕时代的打铁匠，
曾与篾匠、箍桶匠、木匠、泥瓦匠合
称为“五大匠人”，随着机械化生产
的普及，“叮叮当”的打铁声离我们
的生活越来越远，如今已难觅打铁
老匠人的身影。

在“打铁村”还有少数打铁匠在
坚守，郭文生就是其中之一。近日，
记者走进郭文生家，探访这门古老
的手艺活。

最辉煌时
村里有八十来户打铁铺

叮叮当、叮叮当……顺着清脆
的打铁声，记者来到了郭文生家。

一进院门，径直可见的就是打
铁铺，大概七八平方米的空间，略显
简陋，在里面的墙角，是用花岗石垒
起的火炉，炉子与墙壁之间夹着一
个风箱，炉里的炭火正烧得通红，屋
里的墙壁黑黝黝的，地上散落着铁
耙、锄头、镰刀等各式铁器。

兴许是长年累月的烟熏火燎，
打铁铺主人郭文生肤色显得黝黑，
此时他正对着一块火红的铁块不停
地锤打，不一会儿，一把锄头已初具
模样。

“我们村最辉煌的时候共有八

十来户打铁铺，全是郭氏同族开
的。”郭文生告诉记者，他家是打铁
世家，祖祖辈辈依靠打铁为生，到他
这已是第六代，今年五十八岁的他，
十一岁就跟随父亲学打铁，如今村
里仅剩三户人在打铁，其他人早已
转行，另外两户也是偶尔接点活，专
职打铁仅剩他一家。

形态不同

“打铁花”不是打铁
郭文生是个实在人，平时话不

多，当谈及打铁时，却有说不完的
话。他说，打铁是体力活，更是门技
术活，敲敲打打看似简单，实则每
次落锤的敲击点跟力度都有讲究，
需要多年经验才能拿捏好，最关键
的环节是淬火，经验丰富的铁匠可
以根据铁器烧红的颜色判断最佳
淬火时间，这样打造出来的铁器会

更加结实。
很多人误以为“打铁花”就是打

铁，郭文生解释道：“打铁花跟打铁
还是有所区别的，打铁花是将生铁
熬制成铁水，进行敲打撞击产生火
花，打铁则不需要把生铁熬成铁水，
二者的形态不同。”

谈起过去辉煌时期的打铁生
意，郭文生一脸自豪，上个世纪八九
十年代，是生意最红火的时期，虽
说辛苦，但收入相比其他行业算可
观，最忙的时候曾请了五六个帮
手。“那时候有固定的客户来批发
收购，常常供不应求，从早忙到晚
的，往往吃饭的时候才勉强休息一
下。”郭文生说。

在妻子陈刘英印象中，那时候
常有客户为了抢订单而争论不休，
为了调解矛盾，郭文生经常加班加
点以满足客户需要。

还有需求
老客户更爱手工铁器

“他是我们这边的‘名声人’，十
里八乡的百姓都喜欢购买他制作的
农具，觉得顺手且耐用。”陈刘英笑着
说，十几年前，曾有一位老人从几十公
里外的乡镇来到他们村，只为了购买
她家的柴刀，老人身上带了一大袋的
干粮，本着找不到誓不回家的决心，

“幸好有村民从他身上带的柴刀认出
是我家做的，就把他领过来，老人特别
开心，一口气买了十多把回去”。

随着社会进步，现如今打铁这
门手艺逐步被机器取代。陈刘英说：

“虽然机器生产的农具效率高，价格
便宜，但质量没有手工打造的稳定，
不少老客户还是会选择用我们家的
农具。”

长年累月的打铁生涯使得郭文
生的右手患上了风湿病，如今心有
余而力不足，时常没法按时交付订
单。“手臂在火边烤经常流汗，夏天
有客人过来喝茶，用冷水洗手，容易
患上风湿。”郭文生感慨道，打铁又
苦又累又赚不到钱，现在年轻人没
人愿意再从事这个行业，也许过不
了多久这个行业就会消失。

郭文生表示，除了风湿，他的身
体还挺硬朗，只要乡亲们有需要，他
就会一直坚持打下去。

⊙本报记者 王炜艺 文/图

又苦又累又赚不到钱，但他坚持了四十多年，漳浦“打铁村”老铁匠郭文生——

只要乡亲们有需要 会坚持一直打下去

郭文生给铁件加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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