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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文主题、要求：围绕“青春集美
奋斗有我”主题，要求主旨鲜明、中心突
出、故事真实、情感真挚，以记叙文、散文
为主，900 字左右，最长不超过 1200 字。
请注明“青春集美征文”字样，并附上作
者的姓名、联系方式等。投稿截至 8 月
31日。

●备选写作角度：1.诗意栖居的集美
生活；2.青春澎湃的集美奋斗；3.追梦未
来的集美舞台；4.创业在集美，我选对了

地方；5.安居在集美，我幸福的选择；6.在
集美，台湾青年遇见人生的美好；7.与学
村结缘，开启我的人生新航；8.让青春的
脚步印在浔江畔上；9.我的青春与集美有
个约定；10.台湾青年集美成长记；11.青
春年华“跨岛发展”展作为；12.融入“跨岛
发展”的台湾青年。亦可自选角度。

●征文结束后将评出一、二、三等奖
和优秀奖合计 22 篇，给予奖金，颁发证
书；通过厦门网开展投票活动，得票前8

名者给予奖励。
●投稿渠道：（1）厦门日报城市副刊

邮箱 csfk@xmrb.com；（2）厦门网线上征
文平台（https://wx.xmnncloud.cn/csfk）。
作者选择其中一种投稿方式，请勿重复
投稿。

征 文 选 登
征文活动
主办单位

●集美区委宣传部
●共青团集美区委
●厦门日报社

““青春集美青春集美 奋斗有我奋斗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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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嘉庚精神传承嘉庚精神
弘扬时代价值弘扬时代价值

活动
主办 市委统战部 集美学校委员会 厦门日报社

嘉庚精神增强
青年志气骨气底气

●张清煌

青年强则国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全局和战略高
度，把加强和改进青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摆在
更加突出位置。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嘉庚
精神（忠公、诚毅、勤俭、创新）正是当代最宝
贵的精神财富，须大力传承弘扬，不断激励
广大青年砥砺前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梦贡献青春力量。

在青春的苗圃中，忠公浇筑青年成长。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忠是一
份责任，而公则是更重要的责任。有人说，
任其职，尽其责；在其位，谋其政，这是一个
框线，它让青年明白，职业生涯中唯有尽忠
职守才可担当使命；也有人说，公生明，偏生
暗，这是一个守则，它让青年明白，人生道路
上唯有天下为公才能行稳致远。青年身处
时代大潮，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一代人
有一代人的使命，忠于国家忠于党，公于社
会公于人民，践行忠公品德理念，把思想之
力转为行动之力，方能诠释青年的自强不
息、百折不挠的精神。

在青春的旅行中，诚毅引领青年远航。
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经济受到一定冲击，
导致当下社会资源竞争更激烈，青年优秀人
才想崭露头角，需得诚信处事，坚毅前行。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商鞅立木取
信，获得了百姓信任，从而推行了新法；臾骈
不负信，赢得世人尊敬；季札挂剑了却徐国国
君心愿，被传为千古佳话。坚强的毅力能克
服一切困难，时代楷模黄文秀，心系百姓生
活，放弃安逸生活，回到贫苦家乡，用坚定谱
写攻坚；青年榜样朱婷，心系国家荣誉，赛场
血战强敌，用坚毅实现梦想。诚为根本，毅为
动力，两者结合相得益彰。青春的旅行，青年
可以说走就走，但一定记得，要用诚毅领航。

在青春的学习中，勤俭锻造青年秉性。
勤俭清廉是嘉庚精神的传统本色，更是中华民
族的传统美德。古人云：“俭，德之共也；侈，恶
之大也。”消费有度，杜绝餐饮浪费等文明广告
屡见不鲜，但是真正能做到的人却是少之又
少，当下处于物联网时代，各类产品的营销手
段层出不穷，以短视频带货为主更是引领时代
热潮，让青年人身处疯狂购物感当中，造成错
误的消费价值观。勤俭节约不仅适用于金钱
的问题，而且也适用于生活中的每一件事，并
且能助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勤俭不仅是
人生的导师，更是青年应有的秉性，在学习的
这条路途上，以奋进为主，勤俭为辅，这将成为
当代青年终生享用不尽的宝贵财富。

在青春的比赛中，创新助力青年飞翔。
当前，我们正处于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叠加
影响中，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
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经济受创，中国
经济受创，这虽是危机，但也是先机，在变局
中开创新局，当代青年是主力军。对于促进经
济国内内循环、国际外循环，青年的新思想、新
理念、新作为是必不可少的。乡村振兴，少不
了青年的新思想这一环；文化强国，青年的新
理念让文化在生活中随处可见；经济腾飞，青
年的新作为让经济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快马
加鞭。在这场青春的比赛中，创新能让青年在
人生路上快速成长、展翅高飞、尽情翱翔！

弘扬嘉庚精神的时代价值，增强青年的
志气、骨气、底气，忠公让青年成长，诚毅带
青年远航，勤俭练青年秉性，创新助青年飞
翔。在青春的赛场上，以嘉庚精神为引领，
自强不息，相信年青一代必能在新征程再造
辉煌，为建设繁荣富强的祖国添砖加瓦。

●征集时间
2022年7月13日至8月31日。

●征文内容
紧扣“传承嘉庚精神 弘扬时代价

值”的主题，以下几方面内容可供参考：
1.结合实际，阐述对“嘉庚精神”时代价
值的认识、理解和思考；2.讲述新时代各
领域践行和弘扬“嘉庚精神时代价值”的
生动实践；3.如何深入发掘和体现“嘉庚
精神”的时代价值，为助推全方位高质量
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心聚力。

●征文要求
主题鲜明，弘扬正能量，彰显民族

大义、历史责任；言之有物，语言生动，
感情真挚，体现对“嘉庚精神”时代价值
的思考；体裁以议论文、记叙文为主，字
数在1000至1200字左右。作品须是署
名作者自己原创首发，严禁抄袭、剽窃，
文责自负。

●征文邮箱
征文作品请发送到邮箱zfk@xmrb.

com，注明“传承嘉庚精神 弘扬时代价
值”主题征文字样，并留下真实姓名、地
址、联系电话。

●奖项设置
一等奖1名，奖励4000元/人；二等

奖3名，奖励2000元/人；三等奖6名，奖
励 1000 元/人；优秀奖 10 名，奖励 500
元/人，以上奖金均含税。

征文启事

儿时的七夕，是最美的七夕。
我的老家在翔安莲河，按习俗，七夕

这一天是七娘妈（即织女，我们本地方言
称为“七娘妈”）的生日。七夕下午，奶奶
要准备拜拜的供品。鲜花一项，就由我们
几个孩子来准备，大家散到四处去寻花，
屋前屋后的倒挂金钟、太阳花、胭脂花、扶
桑花都被我们轻轻掐下来，攥在手里，献
宝一样拿到奶奶跟前。要采七种花，每一
种都采七朵。刚好我们家有七个孩子，倒
也不难。还要备上一盒粉饼，这就是献给
七娘妈的鲜花和水粉。

奶奶早上就买好了一个彩纸糊的七
娘妈亭，一般是三开间，色彩鲜艳，做成亭
台的样子。供品中一定还有七个水煮蛋，
这是孩子们最期待的。拜拜完了，奶奶就
会把鸡蛋分给我们吃，那时的鸡蛋可真香
啊！

傍晚，各家门前石砖街面上，供品都
摆出来了。我们会借机偷溜过去看邻居
家准备了什么好吃的。奶奶把鲜花整齐
地码在碟子里，供品旁摆上七娘妈亭，点
香时一定会祈祷，保佑阖家平安、孙辈聪
明会读书。这是不识字的奶奶最朴素的
愿望，心诚则灵，后来，我们几个兄弟姐妹
都先后出外读书了。

纸钱烧完，奶奶会把小盒里的粉饼掰
下一块让我们扔上屋顶，我们也把祭拜过
的花纷纷抛上屋顶，祈求自己可以像织女
娘娘一样漂亮，心灵手巧。奶奶再用剩下
的大半块粉饼，在我们的脸上、脖子上都
涂上白粉，说是可以防痱子。夏天孩子们
都晒得黑不溜秋，涂上白粉就黑白分明，
大家都嬉闹着，往对方脸上再抹一把，乐
不可支。

我们那还有一个听香的习俗，七夕
夜，心里想着什么事，可以借听香的机会
得到一点暗示。傍晚时分点上一炷香，悄
悄走到别人家的屋角，听到第一句话，就
是你想问的答案。童年的我听过这样一
件巧事。有一户人家男人在香港多年，女
人带着孩子申请去香港和丈夫团聚，很担
心是不是全家都能得到批准，就去别人家
屋角静听。刚好那家主妇在清洗水缸。
那个年月大家都是水缸装水，差不多三四
天水用光了要清洗水缸，会把缸底的水全
舀出来。刚好听到一句对话，“这水缸全
舀干净吧？”“对啊！”那人听了这句话很安
心，后来果然全家顺利迁居香港。这也算
是一种心理安慰吧！

夏夜，看着漫天繁星，总会想起牛郎
织女的故事，想起奶奶拜拜时虔诚的祈
祷。

东海舰队训练团是专门培训士兵掌握
舰艇技能的学校，受训过的水兵都把它称
为“水兵摇篮”，位于浙江江山境内老虎山
下。这张相片就是训练团入伍训练结束
时，中队区队领导与我们泉州兵的合影（第
三排右一为作者）。时隔40多年，但与来
自天南地北的战友朝夕相处十个月，同吃
同住同学专业的往事依然历历在目，现将
几件有趣的事与大家分享。

趣事一：穿旧袄戴旧帽。新兵入伍三
个月期间，我们穿着的是旧军服，有些甚至

是抗美援朝期间留下的棉袄、棉帽（许多服
装里还有姓名、入伍时间及血型）。这究竟
怎么回事呢？原来应征到训练团的士兵，
必须经过体能训练及文化补习合格后，方
能留下学习舰艇专业。每届入伍训练结
束，总有部分战友条件不适合，会被重新分
配到陆勤服役。只有留下学习专业的士
兵，才能成为身穿呢制服、脚蹬皮鞋的真正
舰艇水兵。新兵训练时，担心损坏新服装，
训练中用这些旧装代替，有些战友心里很
是不爽。而今回想，这些旧棉袄可是前辈

保家卫国的光荣见证，与有荣焉哪。
趣事二：南方兵喊“下棉花”。那时应

征入伍都是在冬季，下雪对北方兵是司空
见惯的事。而对从未见过雪的南方人，如
同内陆人首次见到大海一样，既好奇又兴
奋。首次见到下雪，南方兵都跑到操场上
追雪花，还大喊着“下棉花了，下棉花了
……”待雪积厚了，大家还打起雪仗，而北
方兵则躲在窗口看热闹，戏谑不已。

趣事三：拿馒头换稀饭。上世纪70年
代物资贫乏，部队早餐也单调，仅馒头稀
饭配点小菜。北方兵习惯吃馒头，南方兵
尤其是闽南人，爱喝稀饭。用餐时北方兵
拿馒头，南方兵盛稀饭，大伙按各地习惯
用餐。可新兵入伍训练是高体能消耗，训
练过程中，南方兵多次喊报告跑卫生间，
解决问题后，肚子空荡荡体力不支。南方
兵开始学着吃馒头，馒头供应也变紧张
了。后来规定每人只能先拿一个馒头，而
个别南方兵不习惯吃馒头，就拿馒头去跟
北方兵换稀饭。这样的交易，北方兵当然
乐呵呵。

趣事四：半夜开灯查铺。部队是不允
许光背睡觉的，这是战备上的要求，而许多
北方兵习惯晚上光背睡觉，连队领导多次
提醒教育，部分战士仍不按规定，或熄灯前
查铺时穿着，熄灯后就光背。为了根治难
题，连队领导只好出招，待熄灯一段时间后
来个紧急集合。开灯掀被的瞬间，有些战
士就“曝光”了。光背的士兵得在班务会上
做检讨，写保证书呢。

40多年过去了，还时常梦回那段“团
结紧张、严肃活泼”的难忘时光。祝福当年
的兄弟们，敬礼！

又是一年“八一”，经过了青涩的少
年，步入沧桑的中年，时光虽悄然无声溜
走，但总忘不了当兵的岁月。

回想起十几年的军旅生涯，与战友并
肩战斗的场景还在眼前，连队驻地的地貌
特征仍记忆犹新。对部队生活的记忆，对
战友情感的依恋，太多的情景，太多的故
事。

时常翻开那本泛黄的相册，总会想起
曾经的战友，一起冒着风雨顶着酷暑训
练，一起咬牙忍痛站岗放哨。虽然现在大
家已少有联系，但总不曾忘怀。

前几天和几个战友小聚，那种对军营
的思念和向往又一次涌向心头。我是十
八岁从皖南来到闽南当兵的，记得当时是
坐了38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凌晨四点多，
天刚蒙蒙亮才到了厦门站，然后被一辆大
卡车颠簸大半天才拉到泉州。

部队的营区是在一座小山坡下，营房
简陋，周边杂草丛生。起初连队还没有像
样的围墙，是连队干部战士利用周末，近
半年时间从周边捡来石头，一块砌成的。

对于我们这些只有十八九岁，没有干
过多少重体力活的年轻人而言，这是很大
的考验。我那时身体还比较瘦弱，每天都
弄得筋疲力尽，军事训练力不从心，班长
经常带着我利用中午时间单个加练，才勉
强跟得上了，有时晚上躺在被褥里因为白
天训练的劳累与想家而偷偷流泪。都说
当了兵后悔两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的
确，青春的渐逝伴随着精神的升华，体魄
的磨炼铸就了意志的坚定。军营教会了
我勇敢坚强，培养了我不屈不挠的品格。

现在每年“八一”前，我们都会相约聚
聚，说不完的话，聊不完的天，这样的相聚
都倍加珍惜。我们大口喝酒大声唱歌，

“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这是军营赋
予我们最豪爽的一面，同时也给了我们永
不言败的个性。不醉不归，就是“酒不量
力”的战友，此时也一醉方休。在这充满
友情、充满回忆的过程，最能展示战友最
真诚的一面。

“战友战友，亲如兄弟”，曾经在军营
唱了多少遍的歌，如今再次唱起来，别有
一番滋味在心头。不受任何韵律的限制，
每个人都为自己曾经是个兵而自豪。难
忘军旅生涯，感恩峥嵘岁月。生命里有了
当兵的历史，一辈子都不会后悔。

虽退伍多年，可谈起新兵生活，记忆最
深的不是一次次辉煌的战果，而是我的老
班长，那个黝黑的山东大汉。

盛夏的厦门，酷热难耐。晒了一天的
水泥操场，犹如烤鱿鱼的铁板，热气透过胶
鞋底穿行全身，早已酸胀的双腿感觉到些
许颤抖，毫无拘束的汗水流入眼睛，又痛又
痒。微眯着双眼的我似乎有点支持不住
了。这时，一块手帕轻轻擦过我的额头，

“能坚持吗？”“能！”我斩钉截铁地回答，双
臂不由得夹得更紧，双腿挺得更直。最终，
我们班打赢了“站军姿擂台赛”，我也第一
次在新兵连受到点名表扬。

还记得14年前的一次渡海训练，浑浊
的海水泛着白色的泡沫，不时漂来的树枝

杂物向我袭来。我和战友一手攥紧缆绳，
一手相互搀扶，小心翼翼地把沙包垫在脚
下。一排水浪袭来，靠近绳头的我正欲回
身躲避。“小心！”一股力量伴随着一声大
吼，将我狠狠推向战友，七八只手顺势抓牢
我的衣领和腰带，那位救我的老班长却瞬
时漂出五六米远。待我缓过神来，老班长
幸亏被岸边的长钩钩住，一块铆钉门板已
从他身后急速而去。至今，那种后怕的感
觉依然存在，但我深深感激那位老班长。

还有一次，我们到野外拉练。过一个
陡坡时，车子侧倾了一下，轮胎在原地打起
转来。“坏了，车滑到坦克辙里了。”老班长
一边念叨着，一边撸了撸衣袖跳下车，我也
紧跟着到了车尾。“小许，别忘了戴手套。”

他的话音未落，我的手已一把抓在挡板挂
钩上，想要拿开时，手居然被牢牢粘住，钻
心的痛瞬时传遍全身。生活经验欠缺的我
为此付出了血肉模糊的代价。为此，老班
长不但在连队的安全形势分析会上做了自
我检讨，还坚持每天帮我敷药，直至手掌痊
愈。年底他退伍回乡后，还常给我寄来东
阿阿胶。为此，我深深记挂着那个纯朴憨
厚的老班长。

回首从军路上，老班长犹如领路人，指
引呵护我，还搀扶着我前行。一路走来，环
境在变，身份在变，想法在变，但我歇下脚
步细细整理记忆的碎片时，他依旧留在我
的内心深处，像一坛老酒，历久弥香；如一
首老歌，深情吟唱。

记忆中最早听说“集美”是读高二
时，一个同乡考入集美大学，一个内陆山
区县城的孩子能到海滨城市来读书，令
人羡慕。后来自己大学毕业后参军入伍
到武警水电部队，集训结束后分配到机
关驻扎厦门的支队，亲朋好友都为我高
兴。得益于集美新城开发建设，2013年
支队机关从湖里搬到了集美，从此，我便
深深被这片热土所吸引，成为一名新集
美人。

从集美新城开建至今，集美已经历
十余载的蝶变，而我也在这里工作生活
近十年。无论是闲暇聊天，还是回家探
亲，我都忍不住和身边人分享这方热土
给予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集美好，好
在哪里呢？且听我细细道来。

这里宜居，让每一名新集美人充满
归属感。身处嘉庚故里，每一名集美人
都深受嘉庚精神感染，自觉在生活中、工
作中传承着“诚以待人、毅以处事”的品

格。得益于集美双拥模范城区的优良政
策，2016年妻子顺利随军落户，我们果
断把家从南昌搬到了集美，结束了两地
分居的生活。租房子、找工作、二宝出
生、大宝读书，这几件小家庭中的“大
事”，在这个陌生的城市，因处处遇到热
情友好的集美人，一路顺畅。

这里宜业，是创新创业的好地方。
“一趟不用跑”“最多跑一趟”早已成为集
美各级政府服务群众的庄严承诺，开设

“办不成事窗口”“台胞服务站”，打造青
年友好型城区……这些无不体现着这座
城区的包容、热情。回想这些年在集美
生活工作的大小事，只要合规合法的，都
依据程序一路畅通，从不被谁为难过，甚
是倍感暖心。

这里宜商，是投资兴业的沃土。自
2019年转业安置到集美，工作中多次到
杏林湾营运中心、软件园三期、集美人文
馆等地参观见学，聆听集美招商引资的

相关政策、辖区内各种商业企业的崛起、
近年来取得的种种佳绩，虽然自己不是
商人，但无不让我为之振奋。每当与同
为异乡来到集美打拼的各界人士攀谈起
在这里成功就业创业的故事，盛赞集美
的各种优势便利，总能泛起我满满的自
豪感。

这里宜游，吸引你我在这里停留。
2020年12月，集美区位列第二批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区。每逢节假日，我总喜欢
带孩子在附近的鳌园、园博苑、集美新城
等地转一转、透透气，将随手拍的照片发
至朋友圈，总能收获很多点赞和评论。
我时不时还回复到：“我们这可是全域旅
游示范区，处处都是风景。”

青春集美，未来可期。这里的居住
环境、人文环境、营商环境、生态环境都
能让你我为之动容。安居在集美，是我
幸福的选择，欢迎更多有志之士选择集
美、扎根集美！

闽南农村，蝉的幼虫叫蝉猴。它们蛰
伏地下生活少则三四年，最长甚至达17年
之久。纳天地之灵气后，仲夏时才缓缓爬
出地面，像猴子一样爬到树上脱下外衣，蜕
变成蝉，高歌鸣叫，雌雄交欢产卵，几个月
后悄然离世。

我的老家在草茂林密的山区。孩童
时，每到夏日傍晚，玩伴们手提小灯笼，走
出家门，三三两两来到夜幕下的树林，对着
每棵树仔细搜寻蝉猴。

我却扛把短柄小锄头，到树头旁的湿
地去刨，刨着刨着，没多久就会出现一个

拇指大小的圆洞口，用铁丝钩一掏，淡红
色的蝉猴就露出头来，乖乖成为我的囊中
之物。

那时家庭经济拮据，生活艰苦，如果蝉
猴捉不多就自己“祭牙”。捉回来的蝉猴洗
去泥沙，撒上细盐半小时后，热锅放入茶
油，蝉猴沾上木薯粉下油锅，炸至金黄色时
出锅。炸好的蝉猴外酥内香，百吃不腻。

如果捉的蝉猴多，村里常有小贩来收
购，八分钱一只。有时一个周末就可以捉
上百只，收入可观，且归自己分配，可以买
小人书，也可以买些自己喜欢的零食。

有一年夏天，我的肩膀上长了疮，红肿
瘙痒，疼痛难忍，去医院看过大夫，涂了几
天药膏一直不见好。在大队当赤脚医生的
弟弟打电话，告诉我一个偏方，到中药铺买
蝉猴研磨成粉，用葱汁调匀，一日两次涂于
患处。涂了一周，此疮竟然消失了。

上世纪70年代末，我从乡下调到县直
机关工作，同事小林患风热感冒，发热，出
汗，头痛，咽喉红肿，声音嘶哑。我到中药
店买蝉蜕，每次6克煎水喝，三四天咽喉肿
痛消失，感冒好了。小林无比感激，“吃蝉
蜕比服西药还顶用呀，长知识了。”

闽南风情♥暗香盈袖

七娘妈生

情网♥梁晓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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