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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讯（记者 黄晓燕
通讯员 石公宣） 昨日，记
者从石狮市公安局获悉，为
高考学子开通办理身份证
的“绿色通道”。高考考生

凡是在辖区内派出所申请
办理居民身份证，可做到当
天审核、签发，省厅制证中
心将在一天内制作完毕，交
邮政速递公司邮寄。

28 日上午晨读时间，
南安市诗山中学高中部教
学楼前红旗招展，激情飞
扬，高一、高二的学子们齐
聚一堂，举行为高三学长
加油的“喊楼”活动。“高三
加油，高考必胜！”……呐

喊声、祝福声响彻校园。
高一、高二的学弟学妹们
挥舞着手中的小红旗，整
齐地站立在诗侨楼的空地
前。

“阳光总在风雨后！”“高
三加油！”“诗中加油！”……

一句句振奋人心的口号响彻
诗中校园。随后，在学校高
一年段长尤剑峰老师的带领
下，师生们齐声唱响《怒放的
生命》，为即将参加高考的学
子们壮行，高亢的声调、激情
的旋律，汇聚成嘹亮的歌声

直冲云霄，全场欢呼，令人心
潮澎湃。

诗山中学相关负责人表
示，愿学弟学妹们的“喊楼”
助威，汇聚成冲刺高考的动
力，成为每一位学子美好的
回忆。

海都讯（记者董加固）
昨日，记者从泉州洛江区
获悉，为了给广大考生营造
一个安静、舒适的学习生活
环境，洛江区城管局开展建

筑工地施工噪声扰民专项
整治“零点行动”，行动持
续到 6 月 30 日，午间 12：
00—14：30、夜间 22：00—
次日6：00禁止施工作业。

花式助力 金榜题名
南安诗山中学“喊楼”，晋江一中在榕树上系红丝带，以不同的方式，为高考学子祝福助威

石狮公安开通身份证“绿色通道”

洛江治理施工噪声

N海都记者 黄晓燕 杨江参 通讯员 黄瑜鹏 文/图

高考，是一场难以忘怀的青春盛宴，也是一场
蓄势待发的追梦旅程。28日上午，南安诗山中学高
一、高二学生齐聚一堂，为高三学长“喊楼”加油；而
在晋江一中，学子们在榕树上系上写满祝福语的红
丝带。不同的形式，一样的祝福，他们以自己的方
式为高考学子助威鼓劲。

在晋江一中石鼓广场
上，有一棵茂盛的大榕树，近
日，这棵榕树又有了新“装
饰”——晋江一中学生会成
员将一条条写有学校高三学
子名字及祝福的红丝带系了

上去。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

云帆济沧海”“高考顺利，未
来可期”……记者看到，每一
条红丝带都是“独家定制”
的，给每位考生的祝福都不

一样。“700多名高三学长学
姐，一个也不落下。希望学
长学姐们能带着这份祝福，
一冲到底，在高考中发挥出
色，考上理想的大学。”一名
学生告诉记者。

据悉，系红丝带是晋江
一中学生会为高三学子加油
的特色项目。每年这个时
候，学生会的成员都会将每
个高三学子的姓名写在红丝
带上，并附上祝福语。

红丝带上写祝福

学弟学妹“喊楼”助威

陈老的家位于观东巷7
号，在这幢建于上世纪70年
代末的二层古朴石头房里，
厅堂正中央悬挂着 1991年
泉州市政府颁发的一块木质
匾额，“教育世家”四个大字
昭示着这个家庭的教育渊
源。陈怀哂告诉记者，从爷
爷、奶奶辈起，陈家一门四代
十数人从事过教育工作。

爷爷陈石溪曾在晋江
一带当教员，奶奶刘瑜璧是
当时泉州幼师学校的老
师。父亲陈梅生是泉州有
名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专
家，曾在泉州一中任教，母

亲刘如西也当过教员；姐姐
陈怀昶退休前是泉州特教
学校的老师；妹妹陈怀朗曾
是泉州知名的语文教研员；
陈怀哂自己则与音乐打了
一辈子交道。前些年，妹妹
陈怀朗的女儿许隽琳也接
过衣钵，成了泉州六中的一
名音乐老师。

记者还发现，陈梅生老
先生曾是泉州一中红领巾
班少先队辅导员，女儿陈怀
朗在教书时当过少先队辅
导员，外孙女许隽琳亦是少
先队辅导员。三代少先队
辅导员同堂可谓鲜见。

60年前的“六一”节合影 你见过吗？
海都记者走访“教育世家”陈梅生老先生一家，探寻照片背后的家风传承

在陈怀哂的印象中，儿
时对于他们兄弟姐妹来说，
一年中除了过年，最开心的
节日便是“六一”儿童节。
每年的这一天，奶奶会带着
他们去中山路花巷口的罗
克照相馆拍一张合影。

记者发现，每次合影兄
弟姐妹 7 个都穿得特别整
齐。陈怀哂说，当年身上的
衣服都是母亲刘如西手工
缝制的。“大的传给小的，一

身衣服要穿好几个人。”当
年的日子虽苦，但很会持家
的母亲总能通过各种办法，
让大家感受着温馨与幸
福。这种简朴至今影响着
陈怀哂。

妹妹陈怀朗说，母亲带
给她的影响，更多的在于勤
俭、孝道和善良。当年，家里
经济条件很不宽裕，但每次
家里有好吃的，母亲都要先
给爷爷、奶奶、外婆备一份。

N海都记者 吴日锦 林良标 文/图

你见过 60 年前的“六一”节合影
吗？近日，泉州退休音乐老师陈怀哂在
朋友圈晒出两张 60 年前的“六一”节家
庭合影。记者得知，照片里的七个孩子，
便是泉州市公布的首批“教育世家”陈梅
生老先生的子女，大多从事教育或文艺
工作。究竟是怎样的家风造就了这样的
教育世家？昨日，记者前往陈老家探访，
感受这股浓浓的世第书风。

教育世家 一门十数人从教

良好的家风，潜移默
化间影响着家庭里的每一
个人。陈老的大女儿通过
自己的努力，成为泉州特
殊教育学校首批教师，退
休前是鲤城开智学校校
长。大儿子陈怀哂从小对
音乐很是着迷，后来成为
一名音乐教师。二儿子陈
怀晔勤学苦练，写字画画
从未间断，曾任泉州书法
家协会主席。三儿子陈怀
红，借着跟爷爷学习的英

语基础知识，英语书不离
手，考入厦门大学外语系，
毕业后在外贸领域一展身
手。小女儿陈怀朗从教后
很快成为学科领头人。

今年，临近“六一”，陈
怀哂特意召集在泉州的几
个兄弟姐妹到父亲家一聚，
还特意为每个人准备了一
条红领巾，和父亲一起合
影。他希望，这份美好、这
份温馨伴随着陈家良好的
家风，代代传承。

潜移默化 传承好家风

系上红领巾 留“六一”节特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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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1960年六一儿童节拍摄的老照片（受访者供图）

陈梅生老先生（图中），与子女系上红领巾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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