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2024年4月5日 星期五

■编辑:刘子锐 美编:赖璇莉 传真:83762670 E-mail:fzrbfzrb@126.com
■更多资讯 详见

福州新闻网www.fznews.com.cn 党报热线83751111 手机上网m.fznews.com.cn

综合

“爸爸，您‘回到’家乡已经147
天了，您和妈妈再也不会分开了！”
清明时节雨纷纷，在连江县黄岐
镇，杨传秀起了个大早，带着菊花
和供品来到父亲杨金锤的墓前，悄
声说道。

去年 11月 9日，连江籍去台老
兵杨金锤终于“回到”他魂牵梦萦
的故乡。这段跨越一湾浅浅海峡
的归家路，杨金锤整整“走”了 73
年。彼时，在连江县动车站出站
口，两岸“灵魂摆渡人”、台湾里长
刘德文从放置在胸前黑红相间的
双肩包内取出杨金锤的骨灰坛，交

到杨传秀手中时，他扑通一声跪倒
在地，泪流满面。

“上一次跟父亲相见还是73年
前，那时我才 2岁，现在我都 75岁
了。”杨传秀说，1950年春的一天，父
亲像往常一样出海捕鱼，却被国民
党抓去台湾当兵，再也没有回来。
从那以后，家里的欢声笑语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母亲李水莲深夜的低
声哭泣、悲痛呕血，以及对孩子们出
海的提心吊胆。两人此生再也没有
相见。1984年冬天，杨金锤在台湾
离世。2022年，李水莲没有等到丈
夫魂归故里，离开了人世。

“我答应过母亲，无论如何都
会把父亲带回来，我做到了。”杨传
秀说。

两岸血脉情深跨越海峡。20多
年来，为帮助众多大陆去台老兵完
成叶落归根的愿望，刘德文背着亡
故老兵的骨灰，一次次渡过海峡，足
迹遍布大陆20多个省份，先后带着
200多名老兵的骨灰回故乡安葬。

昨日，记者联系上了刘德文。
去年送杨金锤的骨灰坛到连江后，
他又先后将3名老兵的骨灰坛送回
福建，其中一名也是黄岐人。

“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让老兵们

如愿魂归故里，这是有意义的事，
是充满正能量的事，未来我会继续
寻找，争取带更多老兵回家。”刘德
文说，接下来的几个月，他将开始
新一轮的大陆行，前往福建、山东、
湖南、河南等地，送老兵回家。

为了帮助更多人寻找亲人的
遗骸，刘德文开始为老兵墓地建
档。他用手机记录下找到的老兵
墓穴，回家用电脑整理墓主、位置
等信息，下次收到委托人请求时，
就先从已建档的信息中寻找。

刘德文说，台湾老兵的亲人大
多在祖国大陆，因为抱着回大陆跟

家人重聚的念头，这些老兵有一半
在台没有组建新家庭。他成为里
长后，把这些老兵当作自己的父辈
来照顾，有幸得到信任，成为他们
心中无关血脉的“至亲”，托付身后
之事。“寻找一个人需要的时间很
难确定，有时是一周，有时是两
年。我不放弃，老兵的家人也不会
放弃，我们一起努力。”

“相比很多还未叶落归根的老
兵家庭，我们是幸运的！还是那句
话，希望台湾能够早日重回祖国怀
抱，让老兵回家的路越来越顺畅。”
杨传秀说。

帮去台老兵完成遗愿，两岸“灵魂摆渡人”穿梭不停——

为了等待半生的叶落归根
本报记者 林文婧

清明时节，一批批公安战友前
往陵园，悼念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
雄模范郭伟民。在战友心里，那个
忠于公安事业、面对病魔依然铁骨
铮铮的“刑侦铁帅”的身影，仿佛就
在眼前。

郭伟民生前任福州市公安局
刑侦支队政委，从警35年始终战斗
在大案要案、涉黑涉恶以及急难险
重案件侦办最前沿，先后组织破获
各类重特大刑事案件 300多起，抓
获各类犯罪嫌疑人 1000 多名。
2023年3月15日，罹患胃癌的郭伟
民经医治无效病逝。

在福州市公安局，每个重大刑
侦案件的侦破现场，几乎都有郭伟
民的身影。“他对案件始终保持着
高度的敏锐性。”和郭伟民南征北
战的福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八大
队副大队长陈巍说。

2008年，郭伟民重启一起旧案
的调查。那是 10年前的持枪杀人
案，因为素有过节，林某被受害者
家属指认为是幕后主使。但由于
当年枪手及一些案件相关人员作

了虚假供述，导致林某被认定为无
罪后释放。

旧案重查，往往面临证据的灭
失以及嫌疑人更加充分的应对，可
谓困难重重。审讯过程中，郭伟民
依靠充足的准备和敏锐的洞察力，
捕捉到林某在谈及自己情人时微
小的表情变化，认定情人是突破
口，并最终攻破林某的心理防线，
侦破了这起一开始被认为“无懈可
击”的案件。

2018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在
全国开展。作为与各种黑恶组织
交手超过20年的刑警，时任福州市
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的郭伟
民临危受命，成立专案组和黑恶势
力斗争到底。

其间，疾恶如仇的郭伟民常常
能感受到危险的气息。“任何威胁
恐吓都别想吓倒我，哪怕是以我的
家人相要挟，我也不会有任何退
缩。”郭伟民不止一次在专案组里
强调这句话，不仅表明必胜的决
心，更是为专案组成员打气。

每起涉黑专案的侦办都是一

段呕心沥血的过程，吃住在专案
组、没有休息日、不回家是常态。
郭伟民在侦办全省首起“套路贷”
涉黑专案时，历经 4个多月经营和
近 5个月办理，单是搜查到的书证
就多达20箱，大大小小的箱子和案
卷资料可以铺满一个足球场。

在郭伟民铁血作风的带领下，
福州市公安机关侦破一批黑社会

性质犯罪组织，成绩突出，福州市
公安局也获评全国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先进集体。

扎根刑侦一线，郭伟民经历过
无数个不知疲倦的黎明和黑夜，度
过无数个风餐露宿的酷暑和寒冬，
直面过无数个血雨腥风的生死瞬
间。直到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才
让他不得不放下心爱的工作。

面对病魔，郭伟民表现出超乎
常人的冷静。治疗期间，他心中放
不下的还是工作。病情日趋严重，
他躺在病床上还通过电话跟踪案
件进展、指导侦办细节。

郭伟民弥留之际，陈巍特意从
一起涉网黑恶犯罪专案中抽身，来
到他的病床前。看着专案组实施
抓捕的画面，已经多日几乎没有动
弹的郭伟民缓缓竖起大拇指。考
虑到郭伟民的身体状况，陈巍准备
离开。郭伟民用尽全身力气吐出
两个字：“再讲。”陈巍只好继续讲
述案情进展。

从事刑侦工作35年，郭伟民办
公室的铁皮柜里整齐码着 50本工
作笔记。他曾在病床上说起自己
的心愿：“现在终于有空了，我想把
我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总结一下，
写成课件或一本书，给大家留下来
作参考。”

尽管这件事成了郭伟民的遗
憾，但他已经在日复一日的言传身
教中为福州刑侦工作留下宝贵的
财富。

扫黑除恶的刑侦尖刀
——追忆福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原政委郭伟民

本报记者 林晗 通讯员 陈宇航

清明节，归乡、祭扫需求旺
盛，加上大雨来袭，公共交通系统
更忙碌了。忙碌而有序的线路背
后，是一群坚守的人。

连夜疏散抵榕旅客
“火车站旅客集中到达，请

迅速赶往增援。”昨日凌晨 1 点，
受台湾地震影响晚点的列车陆
续到站，福州火车站、火车南站
迎来众多旅客，压力倍增。收到
呼叫系统传来的消息，周边的出
租车、网约车迅速赶往车站。看
到一辆辆出租车有序驶入候客
通道，排队候车的旅客神色轻松
了不少。

公交延时加密班次，地铁延
时运营，出租车循环兜底保障
……面对清明节假期和列车晚点
带来的双重压力，3日晚间起，我
市交通运输部门及时部署、果断
行动，延长 9 条公交线路运营时
间，增开 48 趟次公交车；客运方
面，提前储备 80 辆应急保障车
辆，汽车北站作业时间延时到 21
点，汽车北站和西站 3 日共发送

旅客 16360 人次；地铁全线网运
营末班车延长至 23点 30分始发，
3日客运量突破 100万人次。

接驳专线雨中接送
今年为方便祭扫出行，市道

运中心在往年开通省人才公寓—
崇福寺区间接驳专线的基础上，
增开了崇福寺内接驳专线。

昨日早晨6点，公交驾驶员傅
梓博提前到岗，细致地对座椅、安
全带、扶手杠、刹车等设施进行逐
一检查，“祭扫区域要途经一段狭
窄弯曲的山路，对车况、行车技术
都有较高要求”。

榕城持续降雨，冒雨等车的
乘客也显得格外焦躁。“下雨天比
较湿滑，大家上车注意安全”“老
人家，慢一点，扶好坐稳，不用着
急”“小朋友，往后靠，抓稳扶
手”……每迎接新一拨客人，傅梓
博都会不厌其烦地提醒。经过狭
窄路段时，他更是全神贯注，双手
稳稳地操控着方向盘。“这是我连
续第3年参与清明节保障任务了，
今年遇到雨天，路况更差，老年乘

客也多，安全第一。”

“公交医生”问诊忙
清明假期公交运营压力增

大，康驰新巴士公司维修车间天
刚亮就响起击打声、夜里灯亮到
很晚。

4 日早晨 7 点 40 分，王玉到
达紫阳维修车间，戴上沾了油渍
的手套，提着一把扳手，钻入地
沟，在车子底下来回检查和维
护。电力、制动、转向、传动、行
驶、轮胎、灯光、油液……公交车
零件多，王玉手中的扳手就像医
生的“听诊器”，配合目检、手触，
到处敲一敲、拧一拧，每个死角都
检查一遍。

越是节假日，车间人手越紧
张，家在甘肃定西的王玉选择留
守，“公交不能停运，这段时间我
们都忙到夜里 11点，就是为了每
一辆公交车都健健康康出厂”。

跟王玉一样，今年清明节有
25名维修工选择加班。企业还安
排技术人员驻守站点，随机抽查
运营车辆，确保安全运行。

加班疏散旅客 冒雨保障出行
我市公共交通系统工作人员假期坚守一线

本报记者 朱榕 通讯员 陈晶晶 杨胜兰 陆韬

清明又至，我市广泛开展缅
怀先烈事迹、传承英烈精神系列
活动。人们来到纪念公园、革命
旧址等地，祭英烈、寄情思，于追
思和回望中汲取奋进力量。红
色基因和红色血脉，在跨越时空
的思念与坚守中不断延续。

致敬革命英烈
清明节前夕，省自然资源厅

联合鼓楼区汤门社区党建联盟
单位走进三山陵园，开展清明祭
英烈活动。党员干部在福州抗
日志士纪念墙前整齐列队，认真
聆听革命先辈的光辉事迹。随
后，大家怀着崇敬的心情，敬献
鲜花，鞠躬默哀，表达对英烈的
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

守护烈士纪念设施
连日来，福州文林山革命英

烈纪念园高质量、高标准、全方
位提升烈士纪念设施服务质量。

讲解员对纪念园内福州市
革命英烈事迹陈列馆的展陈内
容进行再学习，深入挖掘展板背
后的故事，针对不同群体撰写讲
解词，持续提高讲解服务质量。
绿化人员对园区树木进行全面
修剪、美化，整治环境卫生，提升

绿化景观，为市民提供庄严肃
穆、干净整洁的瞻仰环境。安保
人员加强对各类消防设施、音响
设备、烈士纪念设施等检查，及
时排除各类安全隐患。

传承红色血脉
清明节前，罗源县多所中小

学组织师生来到罗源县革命烈士
陵园开展清明祭扫活动，缅怀革
命先烈，弘扬革命精神，赓续红色
血脉，汲取奋进力量。学生们通
过朗读、呼号等方式，表达对革命
先烈的深深敬意。罗源县关工委
常务副主任沈向群向全体师生讲
述罗源革命史，引导大家继承优
良传统，进一步增强爱国情怀。

“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们应该
学习革命先烈坚强不屈、不畏艰
难的优秀品质，用自己的实际行
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
量。”罗源三中学生张阳说。

清明节前夕，福建师范大学
协和学院师生前往宁德屏南革命
烈士陵园、陈祥榕纪念馆开展

“清明祭英烈·缅怀戍边英雄陈
祥榕”主题活动。革命烈士纪念
碑前，师生们用朗诵、宣誓、献花
圈、写悼念卡等方式表达对陈祥
榕的崇高敬意和无限追思。

致敬 守护 传承
——我市广泛开展

缅怀先烈事迹、传承英烈精神活动
本报记者 赖志昌 曾建兵 任思言 谭湘竹
通讯员 王秋圆 杨斌 陈晓凤 王珍珍

本报讯（记者 陈君沂 通
讯员 陆逸 韩毅）昨日是清明
假期第一天，福州铁路迎来旅
客出行高峰，发送旅客超15.5万
人次，福州站实际开行旅客列
车 128.5对、福州南站实际开行
旅客列车141对。

假期虽有雨水，但春意盎然，
踏青出游的人数不减反增。福州

火车站增派党团服务队员、铁路
青年志愿者、应急人员共140人，
增开人工验证通道4条、自助验
证通道10条、安检通道9条、售票
窗口 3个，确保旅客顺利乘车。
福州客运段还在福建开往广东等
地的夜间高铁列车上提供“闹钟
服务”“轻声服务”，并在到站前提
醒旅客，避免旅客睡过站。

绿色安葬文明祭扫
蔚然成风
晋安溪里村通过红白理事会
推进移风易俗

本报讯（记者 林榕昇）在树干上系上丝
带表达思念、树下摆放鲜花……近日，记者
来到晋安区溪里村的状元岭登山道，沿途绿
树成荫，村民赵女士在树旁祭奠逝去的亲
人，“我的父亲是以树葬的方式安葬，不仅回
归大自然，还能以另一种形式陪伴我们，家
人都挺赞同这种安葬方式”。

据了解，树葬、花葬等绿色安葬方式，近
年来逐渐成为溪里村村民安葬逝者的新选
择，全村上下掀起移风易俗新风。

除了绿色安葬新风，令溪里村委会副主
任陈路静印象深刻的，还有村民祭扫方式的
变化。“清明节前几天，我们就发现不少村民
准备了鲜花，以鲜花替代明火，还有很多年
轻人选择在网络寄托哀思。”陈路静说，这几
天，村干部轮流在状元岭登山口值守，村民
们自觉进行文明祭扫，不点明火，有些老党
员还在沿线开展文明祭扫宣传。

这样的变化并非一日之功。2015年，溪
里村红白理事会成立，成员包括村民代表、
村干部、党员等。在红白理事会的推动下，
移风易俗观念得到推广与普及，村里随之展
开坟墓整治行动。状元岭登山道沿线的 37
座坟墓被迁移到骨灰堂，既节约了土地资
源，也美化了乡村环境。

此外，赵依妹、赵永惠等老党员平日里
带头开展文明祭扫，得到村民的响应，文明
祭扫逐渐成为溪里村的新风尚。

溪里村的文明祭扫不仅是对传统文化
的传承，更是对移风易俗的有力实践。如
今，在红白理事会的推动下，溪里村的文明
祭扫已蔚然成风，成为乡村的一道亮丽风
景线。

莆田人的清明节：

一个“清明龟”
美味寄相思
本报记者宋亦敏

清明时节，扫墓祭祖是莆田人主要的节
俗活动。作为莆仙一带最具特色的节果，

“清明龟”当季热销。
昨日一早，虽然下着雨，但莆田市涵江

农贸市场内还是有不少人围在摊位边等待，
热气腾腾的“清明龟”一端上来就被大家抢
购一空。

摊主林先生说，“清明龟”是莆田人清明
祭祖必备的祭品，“每年清明前后都是我们
最忙的时候，一天平均要卖一两千个”。

“我很喜欢吃‘清明龟’，每年清明回家
扫墓都会带上几个。”顾客郑女士说，她常年
在外地工作，每次用蒸锅为自己蒸上几个

“清明龟”，都会勾起她的馋虫和乡愁。
据悉，“清明龟”在《莆田县志》上早有记

载。莆田民俗专家张元昌说，县志中用“以
鼠曲和米粉为粿，具牲醴展谒丘墓”形容莆
田人家清明祭祖的场景，其中便提到“清明
龟”的做法——由艾草或鼠曲草拌合糯米粉
入模成龟形，蒸制以食，成品暄软可口、别有
清香。

“清明龟”为何为龟形？据张元昌介绍，
旧时有“龟、凤、龙、麟合称四灵”的说法，故

“清明龟”寓有祖先灵气长存、子孙平安长寿
之意。此外，明代倭寇入侵莆田，戚继光于
当年正月出兵打退倭寇，莆田人便制成“清
明龟”纪念那些被倭寇杀害的祖先，同时提
醒子孙后代要居安思危。

这种莆田清明节前后的食物，以一种别
样的形式连接起人与历史、人与自然，为这
个节日赋予更多的意义。

清明节早晨，莆田人会携“清明龟”、花
生、“卷”等祭品上山扫墓，先祭远祖再祭近
祖，先祭族墓后祭家墓，先祭山神、土地公后
祭祖先，先扫墓再祭拜。祭拜完成，每人要
折下一束绿叶青枝带回，象征子孙发达昌
盛、枝荣叶茂。

“现在，政府部门会组织人手在进山的
路口用鲜花换下村民们的传统贡银纸钱，提
倡文明祭扫新风。”张元昌说。

如今，莆田人依旧遵循祖先留下来的清
明习俗。除了扫墓祭祖，人们还会到郊外春
游，叫“踏青”。有的漫步上广化寺、囊山寺，
曲径通幽，登高远眺；有的走进萩芦溪大桥
上的御史亭，瞻仰“直声震于都下”江春霖御
史的风采……人们沉浸其间，与最美四月天
不期而遇。

我们的节日·清明清明

上锅前的“清明龟”。（受访者供图）

福州铁路昨日
发送旅客15.5万人次

志愿者为夜间抵榕旅客服务志愿者为夜间抵榕旅客服务。（。（市道运中心供图市道运中心供图））

郭伟民郭伟民（（中中））言传身教言传身教，，指导民警侦办案件指导民警侦办案件。（。（福州市公安局供图福州市公安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