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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尘仆仆的风尘仆仆的
老大哥老大哥

郑克根说话接地气，还带着亲切的口音，在做
交通安全宣传时，能快速与群众聊到一块，在队伍
中也被同事们称作“老大哥”。1983年，郑克根从
军队退伍来到公安局工作。39年来，郑克根扎根
一线，默默奉献。尤其是在湖里交警大队负责安
全生产、源头管控工作期间，郑克根肯下功夫、精
耕细作，用“匠心”造实道路交通安全防火墙。

走进企业面对驾驶人
拧好客货运管理“安全阀”

湖里区客货运企业、车辆占全市总量超
60%，光是货运车辆就有3万余部。如何做好源
头管控，面对基数庞大的客货运企业、车辆及驾
驶人，郑克根明白，不能雾里看花，要走进企业面
对驾驶人，透过数字看本质。

郑克根带领专班成员，列出清单，定期加强
清理逾期未检验、未报废车辆，督促审验到期的
驾驶人参加学习教育。对隐患名单逐人、逐车翻
看台账、核对信息、电话沟通，全程跟进隐患清除
进度。

而对于情况不明的车辆，他抽丝剥茧，想方
设法，寻找隐患车辆源头，绝不让情况不明的车
辆行驶在路上。

2020年10月，郑克根得知辖区内有三辆使
用性质与登记不一致的大客车私自在外地报
废。他心中的“警笛”响起——这不符合我市管
理规范，若车辆未按规定报废流入其他城市继续
使用，后果不堪设想。郑克根立即与同事驱车前
往安溪、清流及江西南城，花了两天时间进行核
实，确保三辆大客车均已解体。

牵头落实盲区警示系统
磨破嘴皮动员企业

湖里区码头多、港口多，交通运输需求旺盛，
辖区货运企业、货运车辆占比全市第一，盲区安

全一直以来是货车安全管理的重点难题。
怎么破解司机“看不见”、盲区“躲不掉”的问

题？湖里交警创新性提出“科技赋能、智慧管理”
的事故预防思路，与多部门联合推广普及大货车
盲区监控系统。

郑克根是该工作的责任民警，他深知盲区危
害，从而坚定“每家必装，每车必用”的决心。郑
克根牵头辖区中队，对已安装的企业，走访检查，
定期抽查、跟踪盲区预警设备的应用情况；对未
安装的企业，逐家走访动员，鼓励企业积极配合，
建立安装意向名单。

郑克根每天风尘仆仆，最多的时候一天要跑
10余家企业，到了地方顾不上喝一口水，说完事
就急着往下一家跑，源头专班的辅警经常打趣
他：“流水的企业，铁打的根哥”。在郑克根的不
懈努力下，截至2022年9月，辖区共有41家企业
1463部货车安装了盲区监控系统，有效降低了辖
区内该类事故的发生率。

化身“碎嘴婆婆”
向群众普及安全知识

时间久了，一些企业就有了惰性，把安全台
账、安全宣传这样的“小事”放在公司盈利的后
面，少做或者甚至不做。

“虽然这些工作看似小事，但关系着安全这
件大事，非常重要。”接地气的郑克根于是化身

“碎嘴婆婆”，不仅时常提醒各中队网格警对安全
生产保持警惕，对运输企业尤其是对辖区事故责
任企业，他更是专门建立了“五排查五加强”机
制，围绕车辆安全隐患、驾驶人驾驶资格及安全
意识培训、企业内部规章制度及管理等方面问
题，应查尽查。

面对群众，郑克根更是抓住每一次机会，向
群众普及安全知识。正是他这样把几句简单的
话，翻来覆去反复强调，才将交通安全印在了每
个人的脑海中。

郑克根郑克根（（左左））正在执勤正在执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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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吃苦不怕难，召之即来，来之能战。这就
是孙军海，他曾是一名军人，脱下军装，换上警
服，身上雷厉风行的做事风格没变，成了站在交
通一线的“特种兵”，以实干精神，带领中队攻坚
克难。

长时间站岗痛风复发
仍坚持参与夜查

今年国庆假期，孙军海一如既往地站岗。除
了夜查酒驾行动外，他几乎每天都在辖区主要路
口站岗疏导交通。

10月4日凌晨，刚结束站岗工作，曾患有痛
风的双腿开始疼痛起来，孙军海不作声，自己默
默坐着休息一会儿，很快又带队赶往夜查酒驾现
场。

当天凌晨1时许，一辆白色的小车，在设卡
查酒驾前方道路放慢车速，孙军海立即反应过
来，该小车可能是想“冲关”。孙军海立即通知同
事快速到车辆旁。果然，驾驶人酒后驾车，在孙
军海的劝导下，对方配合检查。

而当天，孙军海忍着脚上的疼痛，一直到凌
晨3点才回家。

用实招化解难题
群众称他“靠谱”

一线交警的工作错综复杂，还常遇到各种难
题，孙军海却能凭借自己靠谱的做事风格、坚定
的原则立场，在完成任务的同时也赢得了大家的
尊重。

2021年，孙军海在湖里交警大队殿前中队
担任网格警，他负责管理的辖区有209家客货运
输企业，这些企业情况复杂，管理难度很大，难以

排除事故隐患、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管理主体
责任。

接到任务的孙军海，从摸清企业及车辆底数
入手，采用集中约谈、个别约谈、实地访谈等多种
方法，逐家企业、逐部车辆核对信息。对那些在
安全管理上不成熟的企业，他更是“手把手”教他
们建立安全台账。经过2个多月的努力，营运企
业的安全管理得到有效提升，许多事故隐患得到
了排除。

“海哥做事很讲原则，每次他约几点到企业，
哪怕刮风下雨也从没有迟到过。工作起来也特别
认真，是个靠谱的好警察。”一名货运企业老板说。

舍小家为大家
铁汉柔情心系群众

在公与私的天平上，孙军海总是以公安事业
为重，舍小家为大家。孙军海有两个年幼的女
儿，由于他工作繁忙，与孩子相处的时间少，常是
他上班孩子还没醒，深夜回家，孩子们又已经睡
下。孙军海坦言自己有愧于家庭，对家庭亏欠一
点，给女儿的陪伴不多，但对群众他却倾尽所有，
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

前不久，辖区新建的厦门市音乐学校（五通
校区）周边道路设施不完善。有家长反映接送孩
子不方便。孙军海立即带队实地考察，研究整改
方案，一连几天蹲守在校园周边，协调完善道路
设施。排除交通安全隐患，他还不放心，一有时
间就到那个路口去站岗疏导交通。

五通片区城中村拆建，工地比较多，有的夜
间施工影响周边居民生活。孙军海连续几天带
队走访工地，约谈车队，要求土方车不要超载超
速，不要鸣笛扰民。夜里一有空，他总要到施工
地附近巡查，确保居民生活不受影响。

肯吃苦

能战斗

勇奉献

得益于申遗成功，这座惊艳了世界
的岛屿，更加璀璨夺目。近年来，厦门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就鼓浪屿申遗
成功和保护文化遗产作出的重要指示精
神，认真总结成功经验、借鉴国际理念、
健全长效机制，持续推进鼓浪屿文化遗
产保护利用，推动历史文脉有效传承，取
得丰硕成果。一栋栋“活”起来的老建
筑，成为其中的典型缩影。

徜徉在鼓浪屿的街巷中，隐藏着岁

月烟云的老别墅，给了游客一个个惊喜，
让大家深深感受到这座“万国建筑博物
馆”的独特魅力。

鼓浪屿有大大小小1000多栋老建
筑，其中有400多栋被认定为历史风貌
建筑挂牌保护，修缮活化利用工作卓有
成效，老建筑焕发出新的生机。

高高翘起的燕尾脊屋顶，极具古典
气质的石头拱门，饱经风霜的木制梁柱
……记者随几位游客走进鼓浪屿市场路

66号，这是一座被称为“黄氏小宗”的老
建筑。作为鼓浪屿石浔黄氏曾经的宗
祠，它也是岛上现存最早的闽南传统木
构院落式民居之一。经过“修旧如旧”修
缮保护，黄氏小宗再现当年风采。市民
樊书毅刚走进这座建于19世纪上半叶
的祠堂，就被条石门框上方的“黄氏小
宗”石匾所吸引，当年刻制工艺之精致考
究，令人啧啧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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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我们

通过“喜迎二十大
忠诚保平安 一线
交警风采系列报
道”看到了一个个
忙碌一线、为民守
安的交警形象。他
们中有冲锋在前的
基层中队长，也有
柔性执法的宣法民
警，还有办案细致
的事故处理民警。
今天，我们将再次
走近两位优秀的一
线交警。

第十九站 鼓浪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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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浪屿有什么好玩的？鼓
浪屿该怎么逛？这是来厦游客
常问的问题。除了秀美绝伦的
自然风光以外，欣赏岛上老别
墅，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拥有“万国建筑博物馆”美
誉的鼓浪屿，岛上有千座不同
历史时期建筑，其中大夫第、黄
氏小宗、春草堂、菽庄花园等
53处文化遗产核心要素，是鼓
浪屿遗产价值最突出的物质见
证。这些风情各异的建筑物散
布在鼓浪屿各个方位，形成别
具韵味的风景。刚刚过去的国
庆黄金周，许多市民游客前来
探访打卡。古老的街区，在新
时代依然活力四射。

为了守护好琴岛的“家
底”，申遗成功后，鼓浪屿每年都
会根据国际公认的文物保护准
则，对世界遗产地的保护状况，
定期进行专业检查、审议和评
估，并整理出监测报告，还陆续
完成多处文物建筑保护修缮工
程。

保护文物建筑不仅要守
好、修好，还要善于探索新方式
新手段，在活化利用方面下功
夫。毕竟，文化遗产保护的成
果，终究需要利于百姓生活。
为此，鼓浪屿支持管理文物建
筑的使用单位或业主在符合文
物保护的前提下充分合理利用
内部空间，进行多种模式活化
利用，促进文化遗产保护可持
续发展，提升文物的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

如今，鼓浪屿上的不少历
史文物建筑“迎来第二春”，化
身成为不同主题、不同类型的
博物馆、美术馆，便是活化利用
最好的案例。

鼓浪屿风琴博物馆馆长，青年
管风琴家、钢琴家方思特：

鼓浪屿回归
原来的味道

鼓浪屿上有大大小小一千
多栋老别墅，位于笔架山麓
的八卦楼无疑占据 C
位。作为鼓浪屿世界
文化遗产核心要素之
一，八卦楼是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曾
作为厦门市博物馆，后
在2005年被打造成为
国内唯一、亚洲最大的风
琴博物馆。

担任鼓浪屿风琴博物馆馆
长以来，方思特几乎天天与八卦楼“腻”在一
起，“它毕竟是历经百年沧桑的老建筑了，又受
到海岛高温、高湿、高盐分等因素影响，主体结
构存在一定安全隐患。”方思特说。

为此，八卦楼去年8月开启了修缮提升工
作。这也是鼓浪屿申遗成功后最大规模的修
缮提升项目。看到“老伙计”得到一次全面“体
检治疗”，方思特打心眼里高兴。“趁此机会，我
们风琴博物馆也可以进行新的展陈设计，实现
原来想做却做不到的方案。”方思特告诉记者。

因此，在设计未来新的展陈布局时，方思
特和相关专家准备将展陈设施与八卦楼墙体
做隔断，“相当于在八卦楼里面再搭建一个屋
子”。与普通展陈不同的是，新的展陈吊顶尽
量遵循建筑原层高，这样参观者能更多地欣赏
到八卦楼建筑原本的风貌。

“全面盘活八卦楼整体文物建筑空间，原
本博物馆只有一台可供演奏的管风琴，拟增加
至三到四台，增加互动性，同时将增加全息投
影等高科技设备，为社区居民提供音乐演奏交
流场所，吸引文化艺术人才入驻，弘扬鼓浪屿
音乐文化。”方思特说，如果没有本次文物建筑
修缮工程，这些都是无法实现的。

作为鼓浪屿上的第五代，方思特对于鼓浪
屿老建筑有着很深的感情。她从出生到少年
都生活在鼓浪屿鹿礁路28号，这里是日本领
事馆旧址，如今属于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修缮后，方思特和家人故地重游，她说：

“没有陌生的感觉，修旧如旧，小时候的氛围感
也回来了。”

“文物建筑的修缮保护，让越来越多老建
筑‘活’过来了，琴岛回归了原来的味道。”方思
特说，近年来，特别是鼓浪屿申遗成功后，鼓浪
屿的商业气息淡了一些，文化氛围越来越浓。

访谈

记者手记

守好琴岛“家底”
“活”字上下功夫

拥有拥有““万国建筑博物馆万国建筑博物馆””美誉的鼓浪屿美誉的鼓浪屿，，
岛上有千座不同历史时期建筑岛上有千座不同历史时期建筑。。图为鼓浪屿图为鼓浪屿
全景全景。（。（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火炎王火炎 摄摄））

交警支队湖里大队金山中队
指导员孙军海

雷厉风行的
“特种兵”

方思特方思特
（（受访者受访者 供图供图））

本报记者 朱道衡 詹文
国庆节当天，清晨的第一缕阳

光刚刚照亮鹭江两岸，许多市民
游客便早早登上渡轮，前往被誉
为“国之瑰宝”的鼓浪屿。记者跟

随游客上岛，登船远望，红色穹顶
的八卦楼矗立在三丘田码头上
方，欢迎大家的到来。船未靠泊，
天风海韵，耳畔传来悠扬的钢琴
声。

除闽南传统古厝外，鼓浪屿还拥有
数量众多的哥特式、巴洛克式等西方建
筑风格的文物建筑。位于福建路32号
的黄荣远堂就是其中典型。黄荣远堂建
于1920年，既是重点历史风貌建筑，更
是鼓浪屿53个申遗核心要素之一。

历经百年风吹雨打，黄荣远堂进行
了保护性修缮并活化利用，成为我国首
个国家级综合性唱片博物馆。记者随酷
爱黑胶唱片的游客罗先生一起入馆，从

留声技术的演进到唱片内容的变迁，走
在馆内，犹如开启了一场中国唱片百年
之旅。“这里既能看到中国最古老的黑胶
唱片，也能欣赏到鼓浪屿老别墅，幸福感
满满。”在黄荣远堂中西合璧的庭院内，
罗先生悠闲地品茶、拍照。

漫步鼓浪屿，诸如此类的文物建筑
还有很多：救世医院旧址成为故宫鼓浪
屿外国文物馆，原英国领事馆所在地成
为鼓浪屿历史文化陈列馆，八卦楼成为

国内唯一、世界最大的风琴博物馆……
去年8月，八卦楼启动申遗成功后

最大规模的修缮提升，目前修缮已完工，
建筑整体抗震性安全性得到提升，历史
信息被最大程度地保留和修复，带着清
晰木质纹理的红褐色门窗被还原，“离
家”15年的一对石花座也重回庭院。如
今，扫去岁月尘埃，重现芳华的八卦楼正
等待全新的风琴博物馆展陈布置，期待
与市民游客再次见面。

修缮活化让老建筑“活”起来

历史文化在文物建筑中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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