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
式传递给我们：

1. 下载“智慧海都”
APP：在“天堂信箱”的文
章下面留言，写下你的故
事、姓名和联系方式；

2. 邮件：投稿至邮箱
hdbttxx@126.com；

3. 微信：关注微信订
阅号“海峡都市报闽南新
闻”，后台留言，把你的故
事讲给小编；

4. 微博：写下你的故
事，文字注明“清明天堂
信箱”，并@海峡都市报闽
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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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 10月 3日上午
8点多，我从泉州汽车站乘
公共汽车到厦门汽车站，
再搭面包车至厦门机场。
下午 3 点 40 分起飞，在万
米高空的机舱内俯视太平
洋，我有种蚂蚁在地上缓
行的感觉。晚上 7 点 35
分，飞机抵达七千里外的
新加坡樟宜机场。

进入新加坡海关，手
续快捷，1 分钟不到就通
关。叔叔洪俊谋早已在机
场等候我了。我们打的走
高速公路前往义顺。在往
义顺的路上，我用叔叔的

大哥大打回国内家里，向
家人报告安全抵达。

我办的是探亲签证，
有效期为一个月，这段时
间足够我完成恩师陈光亮
委托的任务，寻找新加坡
当地灯谜家郑泽生老师。

10 月 5 日，我写信给
郑泽生老师，告诉他，我受
泉州市工人文化宫灯谜协
会陈光亮会长的委托，携
带大量中国灯谜书刊想送
给他，并留下联系电话。

10 月 7 日，郑老师与
我联系，我约他下午 4 点
30分在金文泰的MRT（地

铁）见面，没想到他听成金
文泰的肯德基店，两人均
空等对方 1个多钟头。直
到晚上6点，通过俊谋叔叔
的大哥大联系，我才得以
和他在肯德基店与 MRT
之间的麦当劳店相见。

此时，郑老师的时间
紧迫，他7点要赶往马林百
列主持灯谜晚会，而且当
晚吴作栋总理将会参加。
他送给我一个50元新币的
见面红包，还给我留下联
系地址和电话，我们互相
说对不起，互道再见，见也
匆匆，别也匆匆。

海都讯（记者 林涓）
3 月 31日，在又一波春寒的
裹挟中，一袋带着温度与祝
福的造血干细胞混悬液，从
福州出发，被紧急送往千里
之外一名再生障碍性贫血患
者就诊的医院，为患者点燃
重生希望。这袋“救命血”的
捐献者，是福建医科大学附
属协和医院的“95后”麻醉住
培医师严子琳。27岁的严子
琳，已经有近十年的“热血之
旅”。进入大学之后，他成了
长沙献血屋的一名志愿者，
在宣传无偿献血以及协助护
士采血的经历中，他自己也

在2016年10月，完成了人生
首次全血捐献。他第一次真
切感受到“热血”救人的力
量，从此便开始用另一种方
式践行医学生的入学誓言。
2017年接触成分献血后，他
主动加入机采血小板捐献队
伍，成了一名“固定成分献血
者”，目前已荣获国家无偿献
血奉献奖金奖。

2018 年，他被长沙血液
中心选中，参与无偿献血公益
宣传，成为“热血代表”之一。
在参与无偿献血志愿服务的
过程中，严子琳接触到来自其
他学校志同道合的志愿者小

伙伴。一次偶然间聊起了造
血干细胞捐献的话题，他们互
相鼓励，相约献血的同时加入
造血干细胞资料库，共同许
下了这份意义非凡的生命之
约，成了一群“热心血友”。

2025年2月，正在上班的
他，接到了来自福州红十字
会高分辨血样检测通过
的电话通知。原来，在
2020年的时候，严子琳
曾经接到过湖南省红十
字会首次配型相合的电
话通知，辗转到福建，他
激动地在漳州再次留取
血样，可惜后续未果，虽

然遗憾但仍心怀期待，五年
后，他毫不犹豫地再次决定
捐献自己的造血干细胞。数
小时之后，严子琳完成了造血
干细胞采集，同时他也收到了
小患者亲笔写的感谢信，在
歪歪扭扭的字里行间，透露
出对未来生活的满满期待。

海都讯（通讯员 陈雅君）3月
31 日，S219 线龙海岳岭隧道整治
工程完成最后阶段调试，正式投入
试运营！

岳岭隧道整治工程于 2025年
1月 4日正式开工，主要对隧道监
控设施、照明设施、通风设施等方

面进行整治，消除机电设施故障；
同时对隧道病害进行处治，主要包
括隧道衬砌渗漏水、裂缝处治等。

为提升隧道智慧化管理水平，
将岳岭隧道控制系统接入龙海花
都监控中心，实现远程监测、控制；
同时引入雷视一体机，实现对拥

堵、抛洒物、逆行等异常事件精准
识别并自动报警，提升隧道安全运
营管理水平。

岳岭隧道整治工程项目的完工
及时消除了机电设施故障、治理了土
建结构病害，有效提升了隧道智慧
化水平，保障人民群众出行安全。

S219线龙海岳岭隧道整治工程正式投入试运营！

海远鱼书至 天高雁字连
怀念陈光亮和郑泽生两位海内外灯谜大师

来信3
追思人：洪志强
TO：陈光亮、郑泽生

“95后”麻醉医师热血捐“髓”
他是来自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的严子琳，为小患者点燃生的希望

N海都记者 杨江参 洪志强供图

海远鱼书至，有华侨的地方就会有
传承；天高雁字连，有华侨的地方就会有
赓续。

1995 年 10 月，我受恩师陈光亮的委
托，赴新加坡直落亚逸芳林公园灯谜会所，
与当地灯谜家郑泽生取得联系，并向其赠
送大量中国灯谜书刊。郑泽生说，我是第
一位赴新加坡灯谜会所交流灯谜书刊的中
国谜友，从此开启中国与新加坡灯谜交流
活动序幕。

郑 泽 生 说 ，他 1925
年出生在广东潮州的鲲
江乡，自幼接受乡土文化
教育，深受潮汕浓厚谜风
的影响，抗战胜利后定居
新加坡。他解释说，他的
谜号新中，就是为了纪念
侨居的新加坡和祖籍地
中国。

郑泽生刚到新加坡
时，为了摆脱穷困，从事
艰苦的、没有固定店面的
移动理发工作，劳动工具
就是早期的剃头挑子。
后来他转行，专门从事与
灯谜密切相关的书法绘画
工作。

自20世纪60年代起，
郑泽生便投身于新加坡的
中华灯谜活动。1963年，
他发起并组织了合乐民众
联络所谜社，从此活跃在
新加坡谜台上，振兴当地
谜坛。他策划并成功举办
多项大型谜会，成为当地
谜界带头人。他不仅致力
于灯谜创作研究，还积极
承担起学员培训工作，为
新加坡培养了一批又一批
灯谜爱好者和专业人才。

郑泽生说，在我之前，
有一位姓张的山东青岛谜

友到新加坡，可惜还没找
到他，就因签证到期不得
不回国。我是第一位赴新
加坡灯谜会所找到他，并
交流灯谜书刊的中国谜
友，送给我他创作的 5 条
新加坡当地特色灯谜。

离开牛车水后，郑泽
生又带我参观了潮州八邑
会馆。这是一座历史悠久
的建筑，承载着潮州人移
民新加坡的历史和文化。
会馆内陈列着各种潮州文
化的展品，让我感受到了
潮州人对传统文化的坚守
和传承。

时光飞逝，转眼间太
阳已经西沉。郑泽生因晚
上有其他安排，不得不与
我告别。

这趟新加坡灯谜传承
之行，不仅让我领略了新
加坡——这座充满活力和
多元文化城市的风光，更
让我感受到了华人与华侨
之间的血脉相连。

（作者注：2018年5月
31日，新加坡灯谜泰斗郑
泽 生 仙 逝 ，享 年 94 岁 ；
2020 年 3 月 15 日，泉州灯
谜大师陈光亮在泉州辞
世，享年83岁。）

灯谜传承行
让我感受到了血脉相连

10 月 22 日下午，我携
带恩师陈光亮送给郑泽生
老师的《刺桐谜苑》《刺桐商
灯》《闽南虎》《八闽商灯》
《全国灯谜信息》《灯谜世
界》等大量灯谜书刊，乘853
路公交车来到马林百列。
我打电话给郑老师，他约我
下午 2点半，在劳工部大厦
的过街天桥上相见。两人
见面后，我送他灯谜书刊，
他很高兴，请我到牛车水吃
肉骨茶大虾面。

牛车水是新加坡的唐
人街，仍保留着 19 世纪至

20世纪初的建筑风貌。作
为华人社群的核心区域，
街道上弥漫着华人日常的
活力。老字号店铺如潘记
（京都）刹骑马延续着家族
生意，售卖沙琪玛等传统
点心。街头还能见到手工
艺人制作书法、木雕等工
艺品，保留着文化传承的
痕迹。

当时的牛车水地铁站
已运营十余年，成为连接该
区域的重要交通枢纽。街
道上以步行为主，汽车流量
相对较少，保留着较慢的生

活节奏。新加坡河的支流
尚未完全治理，部分区域仍
带有旧时水岸生活的痕
迹。牛车水正处于传统与
现代的过渡期，既保留了早
期华人移民的历史记忆与
市井文化，又悄然接受着城
市化带来的变迁。这一时
期的牛车水，既是老一辈居
民的生活据点，也是新加坡
多元文化的一张名片。

这里的店都不大，店面
只是作坊。郑老师带我来
到松发肉骨茶店，我们和其
他顾客一样，坐在店外人行

过道的简易餐桌旁，边聊边
等上菜。

先上的是热气腾腾的
肉骨茶，香气扑鼻，汤头浓
郁，搭配着鲜嫩的猪排骨，
让人回味无穷，仿佛在告诉
我们，新加坡华侨与大陆同
胞肉骨相连。而大虾面则
是另一番风味，面条劲道，
虾肉鲜美，每一口都是对味
蕾的极致诱惑。在这碗面
中，加入新鲜的大虾，它们
在汤中游弋，仿佛在告诉我
们，这是一次海外游子与大
陆同胞的亲密接触。

送灯谜书刊 老师高兴得请吃“大餐”

受恩师委托 飞赴新加坡寻找郑泽生

严子琳捐献造血干细胞（部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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