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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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诗和远方”在集美 ●田成群

▶扫描二维码，可
直接进厦门网投稿。

看到集美，我就像看到了心中的诗和
远方！携笔从戎十六载，一路走来看尽万
水千山，终究还是最爱集美这方热土。那
年，惜别军营，我选择留在集美。

儿时的我有一个愿望，希望有一天离
开一望无际的华北大平原，去一个有山有
海、有田有湖的地方，那里蓝天白云之上莺
歌燕舞，山清水秀之间人杰地灵，阡陌交通
之中舟车纵横……初到集美，我觉得自己
的梦想成真了。刚到部队时，我们的军营
在高崎，一条长长的海堤，一头连着集美，
一头连着高崎。我们跑步的路线真的很
美，穿过长长的海堤，绕过集美桥头，就进
入龙舟池景区，跑上两三圈，再折返，一次5
公里的跑步就完成了。那个时候，我每天
想的就是，能够早点去龙舟池跑步，好借此
机会看一看学村风光、听一听嘉庚故事，近
距离感受这里的人文气息和嘉庚精神。

缘之所至，一往而深。转业时，我毅然
选择留在集美，我的工作单位在石鼓路，那
里距离龙舟池很近，我也有了更多的时间去
了解嘉庚故里。闲暇之余，我经常走一走集
美的街头，寻觅浔江畔上的脚印，望一望龙
舟池畔的嘉庚建筑，用心用情去感受诗意栖
居的集美生活。这不仅使我陶醉于集美生
活的清新，还被这里的人文气息所感染，走
在街头小巷里，我会默念汪国真的诗句：“离
去更觉集美好，涛声犹胜蝉声。白帆点点镜
般平。波中镶小岛，远暗近分明……”

遇见集美，就遇见了潜藏在集美的文
化故事；遇见集美，就遇见了心灵深处向往
的生活；遇见集美，就是遇见了大自然赋予
的爱与力量。在那段难忘的日子里，在人
文集美的熏陶下，我渐渐地爱上写诗，抒发
内心对集美的热爱之情，对嘉庚精神和学
村文化的崇敬之意，如“西有白鹭从云至，

东已明月满天涯”“月眷青云水眷沙，楼光
桥影还眷霞”“黄云暗月长空，夏夜海浪凉
风。几处游人多醉，几处优雅歌声”……

我心所向往，嘉庚故里！只有走进她，
才能更加深入地了解她。2019年一个雨
后的清晨，我见到了心中最美的龙舟池，写
下了《晨在池海》：“东方欲晓霞满天，静水
流云鱼跃凡。雨后才得晴方好，半是晨光
半是蓝。”嘉庚故里，给了我创作的激情和
源泉，让我在“集美学村”“十里长堤”“集美
大学”“园博苑”的绚丽风光中尽情抒发向
上向善的真挚情感。

回望来路，诗情满怀；展望前路，豪情
万丈！集美是诗和远方的归宿，也是我踔厉
奋发、砥砺前行的起点。作为新时代的新集
美人，站在新起点上，我敢于有梦、勇于追梦、
勤于圆梦，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不停滞的
前进姿态，以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集美。

身/ 边/ 人/ 身/ 边/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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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孙力 游泳夏令营真欢乐

食尚♥张玲

寻“凤”记

新兵给我上了一课

智能手机
让老年生活更美好

热腾腾的“病号饭”

●征集时间
2022年7月13日起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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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

r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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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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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 文 选 登
这张照片是1981年 7月中

旬我在厦门大学的海边拍摄
的。那年，为了丰富学生的暑假
生活，由厦门水警区群联科牵
头，厦门水警区机关通讯站主
任、“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李
卫东负责举办了近百名学生参
加的暑期游泳夏令营。从这张
照片中可以看出，在水中的这几
位小朋友玩得很是开心，指导他
们练习水中呼吸的就是李卫东，
他是这次游泳夏令营的总辅导
员、总教练。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厦门水
警区机关和直属分队干部的孩
子们一放暑假便成了“没娘管的
孩子”，有的孩子无所事事，结伙
打架，爬树爬墙，让这些家长不
免担忧。从1975年暑假开始，厦
门水警区群联科就把在各校担
任校外辅导员的干部、战士集中
起来，为孩子们举办夏令营。夏
令营活动的内容由大家共同讨
论决定，需用车辆、物资等给予
大力支持。由于夏令营开展的
活动内容丰富、有益身心，给孩
子们带来了许多快乐，为此，年

年暑期厦门水警区群联科都会
牵头举办夏令营，水警区机关和
直属分队干部的孩子们都踊跃
参加。

当然，干任何事都不会一帆
风顺，这次水警区举办游泳夏令
营就有一些反对的声音：有些家
长担心孩子学游泳不安全，怕出

事故，但水警区群联科的副科长
徐鸿祥和李卫东却认为，只要准
备工作做得充分，组织严密、措
施到位，就能确保孩子们的安
全。

在开营之前，李卫东就进行
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他首先从
本单位挑选了四位责任心强、游

泳技术拔尖的战士作为本次游
泳夏令营的辅导员，还从医疗所
挑选了两名女兵来夏令营担任
小女生的辅导员。这六位辅导
员有明确的分工，营员进入水中
时，其中三位辅导员专门负责孩
子们的安全，监督孩子们必须
在规定的水域内活动，另三位
辅导员则进行分组教学指导。
李卫东是游泳高手，他曾经参
加过武装泅渡 5000 米比赛取
得了好成绩，对蛙泳、仰泳和自
由泳他都很精通，但游泳夏令
营时间不长，不能贪多求全，他
便决定只教孩子们学习蛙泳。
蛙泳比较容易学，一些基本动
作他在岸上先教孩子们反复练
习，待孩子们动作熟练了就下
水。炎热的夏天，孩子们都很
喜欢泡在水里学游泳。游泳夏
令营结束时，孩子们都学会了
蛙泳，有一半的孩子能游上百
米。在夏令营学习游泳，孩子
们的皮肤晒黑了，但大家收获了
健康、收获了快乐，更学会了蛙
泳，孩子们都说：“参加游泳夏令
营真好！”

赓续嘉庚精神
绽放时代光芒

●陈向辉
走进“海上花园”，一位历经世纪风雨而初

心不改的老人长眠于此；仰望浩渺的星空，一
颗编号为2963的小行星“陈嘉庚星”熠熠流
光。有幸在厦门工作，一股精神的力量驱使我
去读懂您的样子——“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爱国始于爱乡”。1891年一位17岁的
少年只身从集美出发，前往新加坡讨生活，在
发展壮大商业的同时，他不忘回馈故乡，散尽
家财兴学，艰难时刻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
持厦大”。厦门是嘉庚先生的故乡，也是许多
海外游子心底的家。受嘉庚精神的感召，改革
开放以来，一批又一批事业有成的海外华商不
远万里回到家乡，兴办企业、创办学校，投资兴
业、造福桑梓……厦门经济特区的第一家外资
企业、第一所国际学校、第一家外资银行都因

“侨”而设、因“侨”而兴。他们从世界各地带来
先进的理念、前沿的技术、雄厚的资本和丰富
的经验，与一代又一代厦门人并肩前行、接续
奋进，以敢闯敢试、敢为人先、敢拼会赢的特区
精神，书写着厦门高素质高颜值现代化国际化
城市发展的传奇。厦门经济特区的成功实践，
是中国改革开放弘扬嘉庚精神时代价值的一
个重要缩影。新时代新征程，更要发挥嘉庚精
神“爱国爱乡”的时代价值引领作用，进一步
激发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为
推动全方位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汇聚更加磅礴的统战力量。

1940年5月31日，嘉庚先生率团访问延
安，断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嘉庚先生清
醒地认识到，真理掌握在人民手中，从而坚定
地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一边。筚路蓝
缕，以启山林。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叠加
交织，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有效
应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接踵而至的风险
挑战，统筹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取得世界上最
好成果，支援海外华人华侨战胜疫情复工复
产，让越来越多的国人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执政
为民情怀，亲身体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彰显的强大伟力。新时代新征程，更要发挥嘉
庚精神“坚定跟党走”的时代价值引领作用，激
励涌现出更多的“陈嘉庚式”企业家，激励海内
外中华儿女更加自觉地履行历史责任和社会
责任，更加坚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嘉
庚先生当年的坚持成为现今国人自觉自发的
信仰，这是理想信念的传承，时代价值的弘
扬，更是民族精神的赓续。

1950年，嘉庚先生在修建鳌园时请石匠
刻下了台湾省全图，先生深痛国家分裂百姓
之苦，向往祖国统一民族复兴。历史和实践
反复证明，共识越多，团结的程度就越深，形
成的力量就越大。当前台海形势复杂严峻，
嘉庚先生未了的心愿言犹在耳，其爱国之志
不断鼓舞着海内外中华儿女，新时代新征程，
更要发挥嘉庚精神“统一祖国”的时代价值引
领作用，激励海峡两岸同胞从中华民族的根
本利益出发，同心同德、携手共进，为完成祖
国统一而团结奋斗。

时代潮流奔涌向前，在新时代背景下，嘉
庚精神非但没有过时，反而经过历史长河的
大浪淘沙，闪耀出更加耀眼的光芒，激励着一
代代炎黄子孙继往开来、薪火相传。丹心寸
意，皆为家国。嘉庚先生用其一生写实了爱
国主义情怀，嘉庚精神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
的精神宝藏，弘扬嘉庚精神时代价值必将成
为新时代实现中国梦的强大动力。迢迢复兴
路，熠熠民族魂。萤火汇星河，奋斗正当时。

我1937年出生，我知道不少像我
一样的老年人都不太会用智能手机，
其实，只要肯学习，老年人也能玩转智
能手机！

前几年，我曾参加厦门晚报举办的
老年人智能手机培训班。老师耐心地
手把手教我们使用智能手机。老师引
入门，自己勤琢磨、勤实践，功夫不负有
心人，没多久，我就掌握了智能手机的
各项基本功能。从此，智能手机成了我
的亲密朋友，它让我的晚年生活变得丰
富多彩、有滋有味。打开智能手机，我
就能看到世界的多姿多彩、祖国的繁荣
富强、人民生活的富足美好、社会的文
明和谐，由衷地感到快乐幸福。

我常用智能手机与原单位的同事
及亲戚、朋友进行微信交流，我把所见
所闻及生活中有趣的点点滴滴写成小
短文或拍成小视频，发给他们，不仅增
进了彼此的感情，还常收到祝福和赞
美。我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如今已有
上百位好友，有的朋友遇到难题，还会
发微信问我如何解决？我总是尽心尽
力帮助解决。

我常到图书馆读书看报，看到报
刊上登载有征文启事，我就试着按征
文要求，结合自身的具体情况，用智能
手机写文章，再通过指定邮箱发送给
编辑部。有的稿件发出后，就石沉大
海，没有消息了，但我不灰心，继续
写。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么些年来，我
共有6篇文章被选刊，我写的一篇征
文《陈嘉庚精神激励我一生》被《厦门
日报》“城市副刊”编辑选用，还获得征
文优秀奖。每当我写的稿件刊发，我
都十分高兴，马上将报纸照片晒到朋
友圈，让我的朋友们也分享我的快乐。

使用智能手机发微信、写文章，不
仅使我快乐，让我头脑灵活，还使我的
生活更加方便了。生活中需要的东
西，打开手机一查，应有尽有，下单订
购，快递小哥会送到家里，不满意还可
轻松退货。外出旅游，我也可通过智
能手机选择优秀的团队和旅游目的
地。这些事情对年轻人来说，是易如
反掌的，但对我们老年人来说，真的不
容易。其实，人都得活到老学到老，我
想与老年朋友分享我的老年生活，如
果老年朋友们都把智能手机学起来、
用起来，生活肯定更美好。

最近几天，母亲住的小区邻居们都有点
忙。原来，邻居高老师养了好多年的一只玄
凤鹦鹉丢了，大家都热心地帮着找。

高老师家的玄凤鹦鹉名叫“凤凤”，黄白
相间的羽毛，头顶有撮鹅黄色的羽冠，仿若头
戴一顶皇冠，一对黑珍珠般的眼睛，下方是一
圈硬币大小的橙色“腮红”，它总是蹦蹦跳跳，
歪着头瞧人，可爱得紧。“凤凤”是小区的“明
星”，每天早上高老师提着鸟笼到小区小广场
跳广场舞，熟悉的音乐一响起，“凤凤”就兴奋
地左右摇摆，放声高歌，从《青藏高原》到《幸
福拍手歌》，歌声似口哨一样，或抑扬顿挫、或
悠长清脆，惹得小朋友们纷纷“追星”，围着鸟
笼，直叫唤：“凤凤！再来一首！”

那天，高老师出门买菜时忘记关窗户，贪
玩的“凤凤”咬开了鸟笼插销飞了出去。这可
把高老师急坏了，连忙出门去找，还在小区业
主群向大家求助。于是，许多热心邻居开始找

“凤凤”。那天，大家从上午找到下午1点多，
却没有发现“凤凤”的踪迹。有邻居分析，高老
师家临街，“凤凤”会不会飞到小区外面了？还
有邻居出谋划策，让家里年轻人制作打印“寻
鸟启事”，贴在小区周边……那天下午，邻居们
吃过午饭，顾不上休息，兵分两路，一路人马去
小区外面沿街找、贴“寻鸟启事”，一路人马在
小区“地毯式”搜索。大家还总结经验，拎着移
动音响，一首接着一首地高声播放“凤凤”熟悉
的歌曲，边沿路询问边解释道歉，但直到天黑，
仍一无所获。

第二天一大早，高老师拎着移动音响出
了门。妈妈听到隔壁关门声，赶紧追了出去，
小区里的几个阿姨也赶来了：“高老师，您可
别见外，人多力量大。”于是，邻居们两两一组

“再出发”，跳广场舞的阿姨们负责在老地方
放音乐，物业保安也来帮着找……这样的“搜
寻”持续了三天，仍是不见“凤凤”的踪影，高

老师脸上的倦容一天比一天重。那天晚上，
她在群里一面谢过热心的邻居，一面致歉声
响扰邻，并宣布放弃寻找“凤凤”。

第四天上午，高老师家突然传来急促且
响亮的敲门声，来报信的小“飞毛腿”气喘吁
吁：“奶奶！‘凤凤’找到了！”原来，跳广场舞的
几个阿姨一早又开了音乐“呼唤”“凤凤”，几
个眼尖的孩子发现了大门灯柱上有只像“凤
凤”的鸟儿！为了留住“凤凤”，阿姨们一边提
着移动音响慢慢地靠近灯柱，一边让其中一
个孩子赶紧去找高老师，手提音响一遍遍地
播放着“凤凤”拿手的《幸福拍手歌》，高老师
穿着拖鞋奔到灯柱前，大声喊：“凤凤——凤
凤——”那只黄色的小鸟似乎回过神来，扑棱
着翅膀飞向高老师，仿佛孩子扑进妈妈的怀
抱！

那天，小区“线上线下”都传递着一个好
消息：“‘凤凤’回家了！”

这事发生在我到部队的第三年。有天下
午，团里宣传股的张股长让我到师政治部宣传
科送文件。从团部到师部大概有3公里，张股
长下楼把他那辆自行车推给我，对我说：“骑我
的车去，快去快回，等下我还要下连队呢。”

我拿上张股长递来的“骑车证”，跨上自
行车飞一般出了营区。不一会儿，我就远远
望见了师政治部机关大门：右边是持枪站立
的哨兵，左边围墙上立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

“出入请下车”。骑近了一看，哨兵肩上戴着
“一条杠”，原来是个新兵。大门口没设栏杆，
我下了车，推着车前行。哨兵昂首挺胸，将左
脚跟往右脚跟用力一靠，“啪”一声抬起右手
向我行了一个军礼，我一惊，赶紧回礼，向哨
兵点了点头。

走过大门，我不由自主回头又看了一眼哨
兵，心里闪出一个念头：“我是老兵，又‘公务在
身’，干吗还要在新兵面前下车啊？不行！我

这老兵的‘架子’要树起来！”到宣传科送完文
件，我便匆匆骑车返回。临近大门，我甚至都
没有瞧哨兵一眼，松开刹车就冲了出去。“下
车！”正当我庆幸闯关成功时，身后突然响起哨
兵的一声喊。我心里一慌，赶紧下车，故作镇
定地回头看了哨兵一眼：“怎么啦？”“你是哪个
单位的、叫什么名字？”哨兵一个箭步冲到我面
前，紧紧抓住自行车，怒目而视，硬着来肯定不
行，我赶紧将“士兵证”“骑车证”递上。

哨兵转身回到哨位，指着围墙上的木牌
盯着我问：“上面写着什么？”“出入请下车。”
我极不情愿地低声回答。“大声点！念 50
遍！”哨兵的眼神咄咄逼人。“出入请下车、出
入请下车……”我含含糊糊，语速飞快，不一
会就念完了。然而，哨兵的脸色依然难看，对
着我就是一顿数落：“你认为自己是老兵就了
不得了，就可以不遵守规定？你认为这木牌
是摆着看的？哨兵就是一尊泥菩萨？……”

一连串的质问让我脸上火辣辣的，我这个老
兵的“面子”丧失殆尽。

我急中生智，走上前去对哨兵说：“我把
自行车放在这里，我还要去组织科办个事。”
哨兵没再说话，我拔腿就走，硬着头皮敲响了
组织科邱干事（我当新兵时的排长）办公室的
门，对他大致说了事情经过。他听完瞪了我
一眼：“那是你不对啊！”我跟着邱干事来到大
门，只见他上前与哨兵低声说了几句，哨兵就
将我的证件交给了邱干事。“我们骑车出入大
门都要下车，你竟敢‘闯关’，胆子不小啊！”邱
干事转身将证件递给我，一脸严肃地批评
我。我面红耳赤，骑上自行车，灰头土脸地回
到了团里……

后来，我经历工作调动，又转业到地方工
作，无论身在何处、做何事，我都时时以此事
告诫自己遵守纪律、行有所止。感谢那位不
知名字的新兵，给我上了难忘的一课！

小时候感冒发烧吃不下饭时，妈
妈总是打发我上床休息，我在床上迷
迷糊糊，妈妈会端来一碗热腾腾的粥，
叫我趁热吃。这是妈妈给我做的“病
号饭”。妈妈做的“病号饭”其实很简
单，熬一小锅粥，起锅前加上切碎的卷
心菜、一点盐和胡椒粉，最后撒些切得
细细的萝卜干。

虽说只是一碗简单清淡的菜粥，
对我来说却胜过无数美味。那碗粥，
粥汤温润黏稠，米粒晶莹饱满，嫩绿的
菜叶和淡黄的萝卜干点缀其间，赏心
悦目且香气扑鼻。妈妈总让我趁热吃
下去，吃到额头冒汗，连鼻头、人中都
沁出汗珠来是最理想的，等发完一身
汗，再换上一套干爽的衣服继续睡一
觉，第二天人就好多了。

前些时间，我感冒发烧，整日昏昏
沉沉，吃了三天药才好一些。婆婆看
我好些了，赶紧炖上鸡汤，说是要给我
补补元气。虽然发自内心地感谢婆婆
的关爱，可是看着鸡汤表面漂着的点
点油星，我一点都没有胃口，倒是想起
那碗热气腾腾的菜粥来。

我身体恢复之后，家中两娃也先
后感冒发烧。见孩子们无精打采、呕
吐、食欲不振，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决定给孩子们做“病号饭”。

“病号饭”得清淡且能发汗，我决
定根据孩子们的口味略加改良。西红
柿去皮切块，冷水下锅，大火煮沸后转
小火慢煮，煮到西红柿烂熟后，打进鸭
蛋，待蛋白凝固成形，再将焯过水的面
条放入，一起煮到面条软烂，加入盐、
酱油、蚝油、胡椒粉和葱花调味，一锅
热腾腾的面条就煮好了。雪白的面条
软乎乎的，红红的西红柿面汤里卧着
圆鼓鼓的荷包蛋，葱花那一抹绿令人
眼前一亮，有助于增进食欲。

两个娃自生病以来茶饭不思，等
面条端到跟前，居然像两只小猪一样，
呼噜呼噜吃了个底朝天。看他们吃得
那么香，我也觉得很开心。吃完面汤，
他俩就开始直冒汗，摸摸他们的后背
全是汗，看来这顿“病号饭”达到了预
期的效果。我连忙让他俩换上干爽的
衣服，关了灯，让他们早早入睡。

孩子们睡着了，家里安静不少，看
着窗外的万家灯火，我开始享受难得
的清静，这要归功于热气腾腾的“病号
饭”，不仅安抚了孩子们的肠胃，给他
们带来身体上的舒适，也让我在无尽
的繁杂琐碎中寻得片刻闲静。

夕阳红♥廖清伏

宠物故事♥菜头

军旅♥邓卫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