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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安局禁毒支队

禁毒宣传

联合举办

本报讯（记者 李灿霞）近日，交
警市区三大队成立专项查缉小组，
加大对存在多次交通违法行为未处
理车辆的布控、拦截、查缉力度。

19日17时14分左右，交警部
门查缉布控系统发出预警警报，一
辆逾期未检验且存在多次交通违
法行为未处理的北京现代小型汽
车出现在潮汕公路与绿榕南路口
交叉路口。交警市区三大队专项
查缉小组接到警报后立即准备拦
截。当晚5时25分，民警在枫溪广
场设卡点将该车辆成功拦截。

经查明，该车逾期未检验，并
且从2007年3月开始屡次违反交
通法律法规，至今累计存在343宗
交通违法行为未处理，其中涉及闯
红灯、超速等多种交通违法行为，
累计应罚款6万多元。民警依法
对该车进行暂扣并责令车主尽快
处理尚未处理的交通违法行为。

据交警市区三大队综合中队
副中队长李伟介绍，多次交通违法
未处理车辆在道路上行驶存在很
大的交通安全隐患。12月17日，
交警市区三大队针对此类车辆成
立了专项查缉小组，加大对其布
控、拦截、查缉。截至目前，共有
44辆因存在多次交通违法行为未
处理被三大队查获。其中，多数车
辆存在闯红灯、压实线、逆向行驶
等交通违法行为。目前，44辆车
已被交警部门暂扣。此类车辆的
车主必须将全部交通违法处理完
毕，才可以拿回车辆。

李伟提醒，接下来，交警部门
将继续加强路面巡查及科技应用，
希望广大车主遵纪守法，文明驾
驶，有交通违法行为的车辆要主动
并及时到交警部门进行处理，否则
将面临严厉的处罚。

交警部门加大布控查缉力度

查获44辆多次交通
违法未处理车辆

本报讯（记者 李旸暄）近日，
广东省电子商务协会发布“2018年
度广东省电商企业100强”榜单，我
市广东海利集团有限公司上榜。

据悉，为推进广东电子商务提
升发展，为粤港澳大湾区电商企业
发展凝心聚力，全面提升我省电商
产业整体品牌影响力和全球竞争
力，省电子商务协会组织了本年度

“广东省电商企业 100 强”评选。
以2017年企业年度销售（营业）收
入、行业知名度、市场占有率、区域
代表性、企业成长性、辐射带动性
等指标为入围标准，经专家评审和
网上公示，评选出2018年度“广东
省电商企业100强”。

广东海利集团有限公司是饶
平县一家专业从事水族、水产养殖
器材产业以及电子茶具、茶文化产
品开发和规模化生产的“国家重点
高新技术企业”。

“2018年度广东省电商
企业100强”榜单出炉

广东海利集团
有限公司上榜

本报讯 为迎接省禁毒办对
毒品预防教育示范学校创建总结
和督导检查工作，日前，市禁毒办
联合市教育局组成毒品预防教育
示范学校创建迎检督导组，并先
后对饶平县、湘桥区、潮安区及枫
溪区的示范学校开展督导工作。

督导组一行听取示范创建学
校的工作汇报，查阅学校关于示范
校创建工作的重点任务完成情况、
拓展活动情况以及创建工作台账、
总结等，详细了解校园毒品预防教
育工作开展情况及其效果。督导
组实地参观了校园毒品预防教育
宣传阵地，并对各学校开展毒品预
防教育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

据了解，从此次督导情况看，
各学校能认真按照示范创建“八个
一”的要求开展工作，积极开展禁
毒宣传活动，采取切实有效的预防
教育措施，营造拒毒防毒的良好氛
围。督导组要求，接下来各学校要
进一步完善资料收集整理，着重做
好创建工作的总结，突出工作重点，
为下一步全面推广提供蓝本，确保
毒品预防教育工作取得新成效。

（詹妙蓉 市禁毒办）

市禁毒办督导检查毒品预防
教育示范学校创建工作

筑牢青少年
禁毒防火墙

本报讯（记者 江马铎 邢映
纯）在改革开放 40 周年的历史节
点，千年古城潮州正通过一系列举
措，朝着全力打造沿海经济带特色
精品城市的目标踏实前行。尤其
是古城区的保育活化利用，呈现出
不少值得称道的亮点实招。日前，
陈平原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时坦言，潮州古城的保护和开发，
令身为潮州人的他颇为欣慰，未来
潮州可立足城市的基本功能，从

“人”的角度出发，在设计规划上做
好文章，打造成为既符合市民生活
需要，又能够自我更新发展的特色
小城。

陈平原认为，潮州古城区到
目前为止，仍然整体保存相当完
好，老街老巷的格局，以及居民的
生活方式，都维持着传统的风貌，
这 在 国 内 历 史 文 化 城 市 建 设 来
说，是非常难得的。近两年，一些
未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筑，
也逐渐“活”起来，进驻了文创新
业态，使历史文化遗存得到更好
的传承发展。“特别是中山路改造
升级后，成为工艺一条街，又与西
湖公园、牌坊街、滨江长廊三大景

区牵手，更好地呈现了古城艺术
传承、文化休闲、特色美食等特
点。一江两岸灯光秀，也令人惊
艳……相信随着配套设施的日益
完善，今后到潮州旅游的客人，会
像到欧洲小镇那样感受到古城的
特色风韵。”他说。

潮州古城，之所以被称为是一
座“活着的古城”，正是因为众多原
住民仍然在古城中工作、生活。古
城的保护和发展，如何兼顾居民的
切身利益？陈平原说，城市建设应
更多考虑市民需求，把适合居住以
及本地民众的感受放在第一位；古
城的改造更新活化开发，必须因地
制宜、实事求是，对这座城市有充
分的了解，根据实际情况来设置保
护和建设方案。要更多考虑市民
的感受，把宜居放在第一位，在做
规划设计的时候，多设身处地想一
想，民众是否愿意接受这样的生活
状态和生活环境。当然，民众也需
要让渡一部分利益，共同促进古城
的可持续发展。

针对潮州古城保护发展的实
际，陈平原认为，应由政府、专家、
市民三方共同来做好古城规划，既

让居民的生活质量有所提高，又能
拉动旅游业态的进一步提升。首
先要规划建设好停车场地，缓解市
民和游客乱停乱放带来的交通混
乱现象；第二要尽早规划设计好单
行道，宣传引导民众适应新的出行
模式；与此同时在景点较为集中的
区域划出步行街，将若干个景点串
联起来。由于规划步行街很可能
直接影响到居民的出行，可通过设
置时间限制来加以解决。另外，随
着时代的发展，年轻人成为旅游业
的主力消费群体，而深度游也是当
前的趋势。想要将“文青”留在潮
州，就需要推出更加有吸引力的文
艺展示平台。陈平原说，潮剧是潮
州文化的突出代表，可以在适当的
场所设置小剧场，为专业或业余的
剧团提供演出的场所，让更多游客
愿意留下来感受潮州文化，也增强
古城的文化气息。

谈到对潮州古城未来的期望，
陈平原说，希望若干年后，潮州既
是一座适宜生活的城市，又具备自
我更新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吸引游
客、吸引投资者的关注，又让本地
人感觉生活优雅、能够创造价值。

陈平原点赞潮州古城保护开发，期望建设规划更加以人为本

打造适宜市民生活的特色小城

长期在外工作生活的陈平原教授依然喜欢喝潮州工夫茶。他说：
“这是潮州人的一种生活状态。” 本报记者 江马铎 摄

本报讯（记者 丁玫 詹妙蓉）
昨天，记者从有关方面了解到，目
前韩江北堤综合整治工程已完成
总体工程量的95%，预计春节前全
面完工。

昨天，记者在北堤综合整治
工程现场看到，北堤防汛通道新

铺设了沥青路面与步道砖, 施划
了醒目的交通标线, 路面宽敞平
坦，行道树挺拔翠绿，步道砖整洁
美观，行车体验更加舒适。在旅
游综合服务中心附近，几台挖掘
机正在平整外围路面，工人们正
在拆除临时脚手架，一座青瓦白

墙、徽式建筑风格的两层楼房十
分抢眼。

据工程监理单位现场监理
工程师赵清华介绍，北堤防汛通
道建设基本完工，包括道路两侧
绿化、路灯安装、步道砖铺设及
路面沥青摊铺，具备通行条件。

北堤停车场的沥青路面及绿化
配套均已完工并投入使用，共提
供停车位 313 个，满足市民停车
要求。此外，北堤旅游综合服务
中心已完成工程量约 80%，完成
主体工程建设、屋面盖瓦及主体
砖砌体施工。“目前，综合服务中

心的水电、消防等管网已铺设完
毕 ，工 人 正 在 进 行 室 内 装 修 工
作，争取春节前对外开放。”赵清
华告诉记者。

赵清华表示，韩江北堤综合
整治工程总体工程量已完成95%，
综合服务中心正加班加点进行室
内 装 修 ，计 划 在 春 节 前 全 面 完
工。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提高韩
江北堤防灾抗灾能力，拓展城市
绿化空间，提升美化城市效果，并
为市民游客提供一个观光休闲娱
乐的好去处。

韩江北堤综合整治工程已完工95%

旅游综合服务中心预计春节前对外开放

 本报记者 江马铎

在饶平县联饶镇与福建省诏
安县交界的地方，坐落着一个多姓
聚居的小山村——潮刘村。这里
远避喧嚣、民风淳朴，几座古老的
土围寨至今保存仍较为完好。有
意思的是，这里世代流传着一段关
于明代南京礼部尚书黄锦的传说，
稍稍年长的村民都能细细道来。

潮刘村并没有黄姓，距离府城更
是路途遥远。是什么样的渊源，让黄
尚书的传说数百年流传下来？村里
是否还存在着一些实物，能够印证村
民口中的传说确有其事？

冬日的一天，带着种种疑惑和
满心期待，我们走进了潮刘村，试
图解开这个历史的谜团。

三口古墓被毁
村支书寻觅遗失墓碑未果

“以前村里有三口并排的古
墓，前面立着三块石碑，大约一米
宽两米高。”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被
毁掉，石碑被搬去修桥铺路了。”

“其中一块石碑埋在村郊的沟
渠里，只露出一角，我曾经亲眼看
见过。”

“还有石碑的基座，现在也被
埋在村道边的地下。”

……
在潮刘村委会的办公楼里，一

提起黄尚书，村干部和村民们纷纷
向我们讲述。83 岁的林坤松老人
告诉我们，在他的记忆中，三块石
碑是平放在地面上的，碑后有三个
土堆，碑上刻着许多字，内容已经
记不清楚了。听先辈口述相传，中
间那口墓的墓主是黄尚书的父亲，
葬在那里纯属意外。

关于这三口古墓，村里流传着
一段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曾
经有两位风水先生，师出同门，分
别受人所托到此处寻觅“风水宝
地”修建墓穴。两人不约而同地相
中了一块穴地，分别用铜钱和银针
做了记号。后来，两家主人争执不
下，闹到了县衙，县官亲临现场，按
他们所指的地方挖开，然后用茶碗
扣住，询问有何凭据。一方说有铜
钱，一方说有银针。当茶碗揭开
时，银针正好插在铜钱的孔里，县
官遂宣布双方各分一半穴地。两
边墓穴修成后，中间就形成了一道
天然的坑沟。黄尚书的父亲从事
贩盐生意，一天挑盐路经此处，不
幸去世（有说遇到强盗，亦有说偶
然病故），尸身被埋在那道坑沟
里。多年以后，身居高位的黄尚书
寻到村里，在原地给父亲修建了坟
墓，这才形成了三口并排的古墓。

现如今，在该村通往诏安县的
道路边，在茂密的植被之中，仍依
稀可以看到土堆的痕迹。村支书
林世荣曾专门派人用挖掘机四处
翻找遗失的石碑，但尚未有所收
获，难以判别黄尚书的父亲是否安
葬于此。

被改建的黄厝馆
村民说曾供奉着黄氏先祖

林世荣告诉我们，除了湮没的
古墓，村里还有一处被称为“黄厝
馆”的建筑，相传以前供奉着黄尚
书的先祖。得知这个信息，我们迫
不及待地想看看黄厝馆的样式格
局，希望找到揭开谜团的突破口。

在村干部的带领下，我们来到
村里一处名叫“长乡楼”的土围
寨。寨子规模不大，外观依然保存
完好，但寨内一些民居已经被改
建，不复其最初的样貌。84岁的居
民林耀火带着我们来到一间双层
的房屋前，只见房屋是石砌而成，
二层走廊有水泥通花栏杆，显然是
现代改造的建筑。林耀火说，这就
是黄厝馆，原本是矮瓦房，里面供
奉着府城黄氏的先祖，“就是黄尚
书（的先人），平时由我们管理，黄
家的人每年都来此祭祖和收租。”

令人失望，黄厝馆在六十年代
被改建成现在的模样，作为杂物间
使用，建筑石料都是从它处运来
的，连旧时的一砖一瓦都没有保留
下来。

虽然看不到黄厝馆的原貌，
但我们从村民口中得知，潮刘村
由五个自然村组成，其中刘厝村、
新坡村的村民，以前世代都向府
城的黄氏交付田租房租，也即是
黄氏的佃户。

村里曾盛产红糖
村史至少可追溯至明代

林氏是较早来到潮刘村的姓
氏，目前是村里的大姓，居住人口
最多。据林世荣介绍，从十二世祖
来此定居，到目前已传至二十七
世，算起来大概有四百多年。而
后，萧、刘、杨、沈、许、张、柳、赖、陈
等各姓氏纷纷前来，逐渐形成多姓
聚居的情况。

由于姓氏众多，也就修建了许
多祠堂。该村最大的土围寨“长康
楼”里，便存在着四间祠堂，两间属
于林氏，其余两间分别是萧氏和赖
氏。相比长乡楼，长康楼的民居相
对保存较好，三横七直的巷道分布
清晰。这种土围寨普遍出现于明
代中后期，当时朝局动荡，山贼横
行，村民不得不筑起围寨，防御山
贼的劫掠。

老居民萧荣华说，他家好几代

人都住在这里，生产队时期，寨中
人口最多，住着90多户，如今大多
数搬了出去，只剩下二三十个老
人，以致一些老建筑日渐荒废。

我们留意到，潮刘村各姓氏的
祠堂，普遍格局较小，只有一进，不
过或多或少都保留了清代的物
件。长康楼里一间赖氏的祠堂，虽
然整体已经残破，但梁载上的木
瓜、花牙，屋中的石柱、石础，仍不
失清代后期的风貌。由于与福建
省接壤，潮刘村里的老祠堂，既具
有潮派建筑的风格，也渗透了福建
建筑的味道。

潮刘村目前常住人口有700多
户约 3500 人。村民们还说，在古
代，这里名叫“潮坑”，东临福建，南
边不远就是大海，又有沟渠可通航
运至饶平县城。村里往日盛产红
糖，通过航运销售到外地。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始合作化生
产，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年产量
高达4000石。

实物证据流失
传说真伪仍有待考证

最终，我们在潮刘村并未发现
有价值的实物，来印证这段流传了
数百年的黄尚书传说。不过，潮州

文化研究学者陈贤武认为，从种种
迹象来看，黄锦父亲（黄夙盛）的墓
穴修建于此，具备一定的可能性。

陈贤武说，黄锦是明代饶平
县宣化都人，即今大埕镇上黄村，
与潮刘村相距仅二三十公里。现
有的史料对黄锦父亲的记载较为
模糊，但黄锦家里是“灶户”，这一
点是有明确记载的。明代的灶
户，专门承办朝廷的盐课，也就是
制 盐 的 劳 动 者 ，其 身 份 是 世 袭
的。所以，村里传说黄锦的父亲
从事贩盐生意，是准确的，挑盐途
经此地，也是较为合理的。但是，
据陈梅湖所撰传记：“（黄夙盛）少
从父雪松公耕贾……晚年以子侄
贵显，叠膺封诰，然接物处事愈益
撝谦，足迹罕至公门。”（《饶平鸿
程黄氏传芳录》）以此来看，黄夙
盛是得享高年，无意外之祸灾，故

还需进一步考证。
此外，中国封建社会的租佃制

度源远流长，自先秦到魏晋南北朝
时期已初步发展，隋代至元代立契
租佃制度普遍流行，明代到民国时
期，逐步发展成单纯纳租的租佃关
系。明代中后期，土地兼并之风盛
行，大量自耕农的身份转变为佃
户，通过为地主劳动换取衣食之
资。潮刘村虽然偏远，但土地肥
沃、田园广阔，村里未出过显赫家
族，因而得以形成多姓聚居的情
况。而作为朝中有一定地位的官
员，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在这里
拥有自己的佃户，亦不足为奇。

当然，一切到目前为止仅仅是
推断，我们希望潮刘村日后能够找
到流失的石碑、石基等实物，为一
段流传了数百年的传说提供佐证，
从而揭开这个历史的谜团。

一段有关黄尚书的传说世代流传
众多村民称亲眼见过古墓古碑 真相仍有待考证

▶现如今，在该村通往诏安县的道
路边，在茂密的植被之中，仍依稀可
以看到土堆的痕迹。

本报记者 黄春生 摄

▲村民向记者介绍黄厝馆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