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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与法情与法

□□ 掌声响起掌声响起

□□ 平安三明平安三明

6月5日10时36分许，三元公安分局巡特警反
恐大队巡防警组林友锬、陈兵、刘俊杰巡逻至沙洲
路。因雨天路滑，一名残疾老人坐着电动轮椅摔倒
在机动车道上，巡防警组及时将老人扶起，送至安
全地带，老人称并未受伤，不需要去医院检查，并
对民警表示感谢。

连日来，我市出现降雨天气，巡特警反恐大队增
加巡逻频次，通过警车警灯和喊话提醒保障市民出
行安全，及时化解交通小纠纷28起。

提醒：
阴雨天出行，不管是开车、骑电动自行车、步行，

一定要谨记：保持良好视野；慢速行驶，不要急刹车；
慢转弯，不要急打方向盘；尽量减少超车和并线。

雨天骑行电动自行车外出要注意：道路湿滑，路
况不好，骑行一定要控制速度；转弯、会车时减速慢
行；不要载重或载人，会影响制动效果；避免急刹车，否
则容易侧滑发生危险；不要轻易涉水；应选择穿戴颜色
醒目的雨衣，佩戴安全头盔；严禁边打伞边骑车，雨伞
会增加阻力，破坏平衡，导致车辆重心偏离，存在很大
的交通安全隐患。

雨天骑车
小心道路湿滑
●余 峰

6月2日，尤溪县西城镇一位 79 岁老大娘不慎
走失，经当地民警和火箭救援队3天不分昼夜搜寻，
终于找到老人，并把老人安全送回家。

老人姓郑，6月2日走失，6月3日下午6点，尤溪
退役军人火箭救援队接到报警，迅速组织队伍，分组
分片搜寻玉池公交车站、火车站、红土地工业园区、
快速通道、物流园及尤溪城区，到4日凌晨1点仍不
见老人踪迹。

5日上午，队员们不辞辛劳，继续寻找老人的下
落。队员陈显湘在西城派出所帮助下，与老人家属
查看了视频，发现老人经过湆坑普利制衣厂附近。
下午，队员们会同闪电搜救犬基地，由搜救犬带路，
踩着泥泞，向山上仔细寻找。5日17时10分成功找
到走失老人，令人欣慰的是老人生命体征完好。

临走之前，火箭队员和民警再三叮嘱家属务
必照看好阿婆，避免老人单独外出，以防此类情
况再次发生。民警建议让老人随身携带写有身份
信息或家属联系方式的卡片，以便遇到突发情况
时 可 以 及 时 联 系 家 属 ，防 止 发 生 其 他 意 外 。

（郑承光 洪 霞）

如今的沙县龙舟队里，有六十多
岁的花甲老人，也有意气风发的二十
岁儿郎。这其中不仅有一份热爱，更
有家人的默默关爱和鼎力支持。

在 90 后小伙欧阳健的记忆中，对
于自己初中便划龙舟这件事，父亲向
来没有不同意。2009 年他参加高考，
那年的端午比往年凉爽，高考前他参
加龙舟比赛，和队友像往年一样光着
膀子上阵，起初被迎面袭来的风冻得
有些受不了。父亲在岸上，拿着一台
借来的DV摄像机，记录了一次次比赛
的历史珍贵场景。

从只重视用劲，到后来使用规范
划法，欧阳健见证了沙县龙舟渐上正
轨的过程。“从前选人重在体格健壮，
现在更要求身体的协调性，尤其重视
水下效果。”他说。大一那年，虽然他
在外地读书，但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他常常拿着握力器在宿舍练习划龙舟

的姿势。
端午节前“唤醒”龙船，是沙溪河

畔人民世代流传的习俗。龙舟镌刻在
水乡人身体里的基因，在端午时节被
唤醒。

一船会端午，一水寄乡情，更有一
图念往昔。龙舟馆墙上悬挂一幅上世
纪80年代的龙舟比赛照片，是当地摄
影师张昌木当年用海鸥双镜头照相机
拍摄的6张照片拼接起来的。几十年
过去了，相机和镜头换了一个又一个，
老队员从青葱岁月到两鬓斑白，那一
张张富有冲击力的照片，那一幕幕珍
贵的历史瞬间变成永恒的纪念。

用镜头记录龙舟赛，也是保留文
化传承、城市发展的印记。张昌木坦
言，他会拍到自己拍不动的那一天，为
龙舟手留下纪念过往、激励后人的最
有力证明，更是为龙舟文化留下历史
的注脚。

6月3日，台胞李先生专程来到建宁县公安局出
入境管理大队，将一面绣有“两岸一家亲，服务暖人
心”的大红锦旗送到大队民警手中，感谢民警帮助解
决他在大陆定居落户一事，并成功办理居民身份证。
这是建宁县首次为台胞办理定居落户。

李先生在建宁县出生，1994年3月获批前往台
湾定居。因其妻儿还留在大陆工作生活，几十年来，
他往返台湾和大陆之间，非常不便。年龄增大、思乡
心切，李先生迫切想回乡定居。

今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局支
持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十项出入境政策措
施》正式实施，给台胞来闽定居落户带来了政策红利。

前不久，李先生回到建宁探亲，民警送政策上
门，耐心向他宣传有关政策，并将申请在大陆定居所
需要的材料一一告知。

随后，李先生立即到建宁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
大队递交了申请所需材料，仅十天就顺利拿到《台湾
居民定居证》，成为首位在建宁县定居的台胞。

“终于在建宁县定居落户，和妻儿团圆了，非常
感谢出入境管理大队民警，帮我实现了多年愿望！”
李先生激动地说。

两岸一家亲
首位台胞在建宁定居落户
●建宁记者站 曾 程 通讯员 黄 倩

3天搜寻
找回走失老妪

6月4日，走进沙县区龙
湖公园，湖面上浪花飞溅，水
波荡漾，距离一年一度的沙
县区龙舟比赛还有不到一周
的时间，各支龙舟队已经开
始了紧张的训练。

“一二！一二！”这边，鼓
声咚咚，西门龙舟队队员喊
出激情的口号。“上桨！大家
注意哨声！”那边，北门龙舟
队队员在相互提醒。

两个月来，每天傍晚，这
些龙舟队伍集结于此比拼，就
为了端午节发挥最好的水平。

一桨划过八百载，十里平
流千层浪。沙县，也称虬城，
赛龙舟的习俗可追溯至宋
代。每到端午，虬城万人空
巷，沙溪河上龙舟竞渡。数百
年传承，这道风景历久弥新；
文脉绵延，龙舟文化走进文化
馆、博物馆，登上了大雅之堂，
焕发出新的魅力。

走进提升改造后的东门古街，一
座座徽派房屋，翘角飞檐，白墙青瓦。
72 号古建如今是“沙县龙舟民俗文化
馆”，成了市民与游客寻访龙舟民俗的
文化驿站。

今年3月11日，二月二“龙抬头”那
天，沙县龙舟民俗文化馆正式开馆。
这个文化馆占地面积270平方米，主要
分中国龙舟发展史、龙舟龙头展示、中
国诗人屈原文化展示、沙县龙舟赛历
史图片展、沙县龙舟老物件展示等部
分，通过展示沙县龙舟民俗文化的历
史渊源和传承发展过程，将龙舟竞技
的“速度与激情”从水上搬到陆地。

踏入馆内，大门左右两边摆放着8
个不同时代神态各异的龙头。这些都是
各龙舟队捐赠的，有的利齿外露，有的
长须低垂，个个龙角栩栩如生，眼睛炯

炯有神，往跟前一摆，棕色、黑色、白色
的龙须飘扬起来，满江竞渡恍若眼前。

每个龙头嘴中都放上一颗龙珠，
寓意吉祥。据说，那龙珠犹如一根长
长的舌头，带着龙吐出的气。过去龙
舟赛，以“气”先碰到终点线定为胜者。

展馆正中央，摆放着一条供观赏
的龙舟，长约 8 米。龙舟一般长 15.5
米，因展厅限制，只得截去中间部分。
过去沙县龙舟用杉木打造，船身轻、吃
水浅、起步快，船体细长，可坐20余名
龙舟手，竞赛时全靠队员调整保持平
衡。2017 年，当地龙舟队采购国际标
准玻璃钢制龙舟，摇摇晃晃的手工龙
舟退出历史舞台。

中堂上陈列着龙舟赛鼓，这鼓牛皮
面，极富韧性。赛龙舟，讲究队、鼓合
一。鼓手击鼓，时疾时缓，指引全队沉

着发力，至关重要。
沙县老城呈长方形，有东门、文昌

门、庙门、南门、师古门、小水门等数个
城门，早期各个门都有龙舟队。队员们
生活并不富裕，但各队村民自愿捐款集
资打造龙舟。至今当地有龙舟队伍12
支，龙舟馆墙上对此一一展示介绍。

当地龙舟手平素泛舟打鱼，深谙
水性，常有救人善举。在沙县人眼中，
他们就是身边的超级英雄。早年，家
家户户集资置办小吃、酒水犒劳参赛
选手。大家将荷叶包、花椒饼、五花肉
片、烤豆干、浆糍、芋头粿等小吃，送到
龙舟上让选手食用。久而久之，形成
了选手训练和比赛时吃龙船酒的习
俗。如今的龙舟酒，吃豆腐、豆荚、豆
干，离不开“豆”，“豆”通“斗”，有斗志
昂扬、争快比快的寓意。

今年62岁的肖祖华，身体健壮、皮
肤黝黑，话声洪亮，说起龙舟，精气十
足的双眼里就有了不一样的光芒。

水乡儿女的手，不仅插秧点苗，还
能握桨逐浪。因此，肖祖华身上看不
出岁月的痕迹，早年划龙舟的经历让

他体魄强健，精神矍铄。
17岁，他从学堂毕业，走上祖辈走

过的务农路。但是从小在河边的生
活，让他痴迷上龙舟这项水上运动。

握桨、弯腰、发力……经过老一辈
队员的指点，肖祖华成了水南龙舟队
的中段主力。

队员们白天各自忙于工作，临近
端午，下午3点就结束农活，到河边集
合训练，乐在其中。

有人赛舟，有人雕龙。现年 79 岁
的孟炫是沙县民间能工巧匠，文化馆
中那艘龙船的龙头正是他创作的。没
上过学，他靠着几眼画卷上的龙形，就
能雕出30多种龙头。

一块梧桐木，几把雕刻刀，订单来
了，老孟就把自己关在家里十几天，只

为做出一个完美的龙头。“不管多难、
多久，我一定要钻进去，把它做出来，
这时候我不知道困难是什么。”老孟
说，若是现在还有人找他订购龙头，他
也“在所不辞”。

热爱，是龙舟协会最大的“向心
力”。使用国际标准龙舟后，老孟渐
渐放下了这门手艺，但是他用另一
种方式和龙舟续缘。龙舟馆摆放的
3 幅精美的木雕画，就是他赠送龙舟
协会的。

2018 年，沙县区龙舟协会正式成
立。如今有了龙舟民俗文化馆，协会
有了新的舞台。“馆中每一件展品，都
是各龙舟队支持的。”从筹建到开馆，
会长彭友光与会员们付出了不少心
血，“我属龙，和龙舟渊源不浅。”

珍贵记忆，从唤醒到传承

热爱坚持，从桨上流向指尖

“速度激情”，从水上搬到陆地

龙龙舟竞渡舟竞渡
穿越八百年的虬城记忆
●全媒体记者 陈 渴 沙县记者站 许 琰 文/图

沙县东门，一条旱舟吸引孩子体验

沙县龙舟赛
（摄于上世纪80年代）

2023年沙县区“厨神杯”闽台龙舟邀请赛

沙县龙舟民俗文化馆内的龙舟沙县龙舟民俗文化馆内的龙舟

房子装修不慎打穿墙，造成邻居受损，经民警
与社区调解，一场邻里纠纷终于和解。这事发生在
永安。

邱某在永安御景华府小区买了新房，便开始装
修。不料工人不慎，打孔时打穿邻居王某的墙，造成
王某家卧室墙体和床铺损坏。王某要求邱某更换床
铺，把墙体抹平粉刷，邱某不同意，双方僵持不下。

5月27日王某报警求助。燕西派出所民警黄润淮
与龙山社区副书记王云燕、调解员郭凌姗一同去调
解。第一次调解，受损方要求墙体抹平保修3年的期
限再赔偿1500元，邱某不同意。第二次调解，民警和
社区工作人员分别找一方做思想工作，并要求他们换
位思考解决对方的问题。这办法果然有用，肇事方邱
某一次性赔偿受损方王某2500元，达成协议。双方对
调解结果很满意。 （廖昌照）

装修打穿墙
邻里纠纷化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