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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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与集美有个约定 ●胡光照

若爱，请深爱老照片♥叶玉环

载妻回娘家

第一次♥洪根盛

集美东南有鳌园，闻名遐迩。
鳌园深处是陈嘉庚先生陵墓，静立守

候在故乡一隅。集美，著名爱国华侨领袖
陈嘉庚先生的故乡，他生长于斯，终归于
斯；集美，“嘉庚精神”在此开启发源，一个
世纪过去，“嘉庚精神”依然传扬流芳，书
写着其深刻的时代价值。

一直想瞻仰陈嘉庚先生陵墓，便在一
个天朗气清的日子独自来到鳌园。我立
于陵墓前细细端详，墓石碑刻沧桑未老，
弧形青石屏壁图像浮雕无声诉说嘉庚先
生的光辉生平。不由得想：我们常说学习

“嘉庚精神”，那么，“嘉庚精神”的内核究
竟是什么？其时代价值又是什么？我想，

“嘉庚精神”的内核，不仅是艰苦奋斗的勇
敢、自强不息的坚毅和一诺千金的诚信，
更是倾力报效祖国的责任担当和家国情
怀，以“嘉庚精神”为引领，方能彰显其时
代价值。

嘉庚先生倾毕生之力兴学育人支持
祖国建设，是因为他深知“有国才有家”之
真理。没有强大的国家和民族支撑，何来
个人尊严与幸福？国家繁荣昌盛，民族兴
旺发达，千万家庭才能美满安宁。是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离不开家与国的滋养，国
家和个人命运从来就是紧密相连。前有
陈嘉庚先生，后有诸如华为创始人任正
非、玻璃大王曹德旺等知名企业家，他们
的共同之处在于不仅有勇于奋斗的拼搏
精神和胆识智慧，更有一颗中国心和家国
责任感。他们致力创新发展，满腔热情投
身国家建设，不畏西方强权打压，打赢知
识产权官司，反倾销胜诉，只为捍卫国家
利益和尊严，值得我们钦佩敬仰。

在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今天，家国情怀
更体现为一种时代责任。每一个中国人
在奋力成就自我、建设美好家庭的同时，
不应也不能缺失为发展强国而共同努力
的责任感。诚然，能像陈嘉庚先生那样成
就大业的人毕竟是少数，生活中更多如我
这般寂寂无名的普通人。可我认为，普通
人也可以用普通人的方式来践行爱国情
怀。具体到日常，可以是爱岗敬业，恪尽
职守；可以是敢于担当，乐于奉献；可以是
不断学习，提升自我……就像生活在厦门
的我，因为热爱，便要求自己从言行点滴
做起，好好工作，积极上进，和大家共同维
护这座城市的美好，为城市建设奉献微薄
之力。个人之力虽微，但集腋成裘、聚沙
成塔，同心构筑的力量很强大。

“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
丹”，这是每一个中国人对祖国应有的深
情。只有把家国情怀牢记在心，根植于
魂，才能在这个奋进的新时代有所作为。

“嘉庚精神”是润泽我们这座城市的宝贵
财富，理当世代牢记。实现中国梦，我们
每一个人都可以。从自己做起，从凝心聚
力建设更文明现代的美丽厦门开始做
起。让我们无愧于“嘉庚精神”，无愧于时
代赋予的使命，无愧于我们伟大的祖国。

如此，便是我们后人对“嘉庚精神”最
好的传承与弘扬，对其时代价值最好的诠
释与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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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阵子，“二舅”的视频刷屏，让我也
想起我的二舅。他比妈妈小几岁，名叫罗
金贵，这个名字却未能给他带来“金贵”的
生活，从小家境贫寒，初中毕业去参军，从
部队退伍后回老家务农。

客家逢年过节，娘家人都会来女婿家
探视已出嫁的女儿，据说是因为过去穷，
娘家担心自家女儿在婆家被虐待、饿肚
子。而二舅常骑着自行车来看我们，自行
车后座用绑带结实地绑着我们爱吃的东
西，有时一大捆甘蔗，有时一大筐荸荠、橘
子或柿子。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两个表弟出生
后，二舅又抱养了一个女婴，还因此被罚
了几千元“超生款”，在那个万元户都很少
的年代，几千元对于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
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二舅家里越发贫穷
了。

一晃孩子们长大了，二舅也没钱盖新

房，还是住着原先的老房子，矮小的院子
在四周高大簇新楼房的映衬下，显得更加
破败老旧。二舅虽穷，但对长辈，对子女，
还有我们这些晚辈都很大方。记得每年
暑假，正是农忙抢收抢种的季节，表弟们
在农田里帮忙收割完夏稻，插下秧苗，忙
完了二舅会犒劳他们二十元，甚至五十
元，对童年的我来说可是笔“巨款”，那些
钱都被我买零食吃进肚子里了；而表弟们
拿到“巨款”也不会乱花，去城里逛书店，
买教辅材料、课外书，他们把零花钱变成
知识“吃”进了肚子里。

1998年，父亲买了辆摩托车，轰一脚
油门就能跑老远，很是拉风，二舅还是骑
着那辆破旧的自行车，跑了近十公里路过
来。“米儿马上要高考了，姐夫，你会让她
继续读书吧？”这天，二舅又来了，他搓着
手问父亲，父亲说，“如果能考上，是这丫
头的福气，我会一直供她到毕业；考不上

就莫怪我了，早点嫁人了事。”客家人一向
重男轻女，二舅担心父亲不再供我读书，
所以老远跑来一趟，我听了也不怪父亲，
只是担心早早被安排嫁人，所以铆足了劲
更加发奋读书。

那年八月，我的录取通知书来了，二
舅来我家开心地喝着酒，喝得满脸通红。
过了三五年，两个表弟陆续考上了心仪的
大学，抱养来的小表妹也考上了好大学。

二舅一个贫苦的农民，用一双勤劳的
双手供养出三个大学生。笑容荡漾在他
脸上，可常年劳作，他的腰更弯了，脸色也
不再红润。终于，因长期劳作和饮酒引发
的疾病日益严重，四十多岁的二舅在一个
秋风萧瑟的季节离开了我们。如今，我也
到了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有时遇到烦心
事也会像二舅那样，啜几口酒，微醺中仿
佛又看到二舅，正微笑地看着我。是的，
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一直在我们身边。

上周，与远在浙江老家的85岁老父
亲通电话，他告诉我赶集刚回来，买了马
饼、水果等，准备七月半拜拜用。

农历七月十五，是民间传统节日，与
除夕、重阳、清明合为“四大祭祀节”。最
早是民间在丰收之后用新粮做祭品告慰
先祖。后来，这一天与道教、佛教的节日
都有重叠，道教称“中元节”，也称鬼节；佛
教称“盂兰节”。

家乡人说话音节短，干脆利落把这天
说成“七月半”。这天家家户户要举行颇
为隆重的祭祖仪式，在古宅大堂正面墙中
央挂上历代祖先的画像，俗称“挂太公”。
在祖先画像下，明烛高照，香烟缭绕，祭台
上摆放着青枣、葡萄、桃子等新鲜水果。
供品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马饼”。

马饼，是糕点，卡通状，形似马匹，由
面粉加麦芽糖经小苏打发酵用模具印制
后烘烤而成。有马首、马尾、四条马腿，但
线条粗壮，看起来更像一只长了六个指头
的胖手。马饼吃起来口感酥脆，细嚼慢咽
后口腔里留下淡淡的甜味。

据说，七月半这天，去世的先祖、太公
太婆会回到凡间来，用红头绳串联马饼，
放在祭台是为了方便他们快马加鞭赶回
家与亲人团聚，也让祖先保佑子孙，事事
顺意、马到成功。

供奉结束的马饼、水果，不得浪费，
要分给子女吃。老人家会打趣地说：“吃
了马饼才跑得快，到了晚上小鬼就追不
上你……”

小时候，我最喜欢先吃四条马腿，再

吃马尾巴，最后才一小口一小口吃“马
身”。遇上邻居小伙伴，各自还会拿着马
饼“斗马”，你撞来我碰去，谁手上的“马”
先碎了，谁就输了，得让对方咬它一口。
玩着玩着，不知不觉，马饼就彻底落肚了。

如今，糕饼店的马饼做法也与时俱
进，配料增加了芝麻、葵花籽等，让原先口
感平实的马饼变得更加香脆可口。以前
用煤炉烘烤，现在用蒸汽烤箱，温度好控
制，也干净卫生。原先拘泥于祭台上摆设
的马饼在创新后，也开始逐渐受到了大家
的喜爱，远道在外的游子也会在网上订购
品尝。

看着一排排的马饼，好似“千军万马”
踏蹄而至，振奋人心，它接力着民俗文化，
传承“尊老孝亲”的精神。

又是一年高考录取季。每年这个时节，
我就会情不自禁想起自己当年被武警学校
录取的场景。

1984年，我在武警福建省总队龙岩地
区支队武平县中队服役。那时交通不便，山
路崎岖，龙岩到各县只有简陋的沙土路，车
子开过便是尘土飞扬。

结束45天的新兵集训生活后，我被分
配到武警武平县中队。单位远离县城，条件
艰苦，白天除了参加学习训练外，晚上还要
站岗放哨。我应届高中毕业入伍时就怀揣
军校梦，因此，即使再苦再累，我也会挤出点
滴时间进行文化自习。我很感谢当时的陈
再国中队长，他知道我有报考的愿望后非常
支持，还专门腾出一间空房供我学习用。

我高中时读的是文科，而军校考试则是
理科，其难度可想而知。底子差，又偏科，唯
有发奋，别无他法。第二年七月，骄阳似火，
我终于完成了考试。可是，成绩到底如何？
能否顺利录取？我心里一直都没有数。

恰好支队机关通信班有一位老乡黄道
云，他驻扎在龙岩市，消息比较灵通。我与
他约定，一旦有了考试结果，无论录取与否，
都要第一时间告知我。

等待的日子是漫长的，也是难熬的。八
月底的一天下午，正下着瓢泼大雨。中队接
到县公安局电话，通知我六点到局机要室接
龙岩的长途电话。当时通信条件差，中队与
支队是没有办法直接联系的，必须先经过龙
岩公安局总机接转，将电话打到县公安局，
约定时间才能相互通话。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决定命运
的时刻终于到了”。武警中队到县公安局本
来需要骑自行车15分钟，那一天，不知是激
动还是紧张，我顾不得雨水的浇灌，一路奋
力骑行，仅用了5分钟便赶到县公安局机要
室。

约定的时间未到，我在机要室里一会儿
盯着墙上的白色挂钟，一会儿盯着桌上的红
色电话机，手足无措。随着秒针和分针的一
步步移动，心也跟着转动起来，那种心情至
今不能用语言来准确形容。六点到了，电话
铃突然响起，我急切地拿起红色听筒。

那头传来老乡黄道云熟悉的声音，“告
诉你好消息，你被录取啦！”虽然长途电话音
量小，但十分清晰。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
朵，连问了三遍，黄道云也肯定回答了三
遍。通话结束前，他要我一定保密，以正式
通知为准。回到中队，我守口如瓶，悄悄地
准备着出发的行囊。三天后，中队接到支队
通知，我成了武警福州指挥学校的首批学
员。

如今条件好啦！靠接力方式传送信息的
年代一去不复返。生活在新时代的我是幸福
的，唯有珍惜当下，做好本职工作，才是对那
段艰苦军旅生活的最好回报！

用奋斗书写青春。这是一种信
仰。每当走在龙舟池畔，听着柔风的声
音，看流云变幻，水波澹澹，我总是会问
自己，身为嘉庚学子，身为集美人，我应
怎样用奋斗去书写青春？

时光的镜头拉长。我看见爷爷客
厅里那张泛黄的照片，照片里背景是一
片滩涂，爷爷正拿着一把锄头，裤脚挽
得高高的，脸上却是笑着，眼神坚毅，阳
光照在大地上，照在他的身上。

我还看见爷爷领着我们去山上栽
树，他总说，山青才好看。小路上，爷爷
花白的头发在阳光下发亮，他的背依然
挺得直直的，在部队里曾是伙头军的爷
爷总是说：“一日为兵，终身是兵。”爷爷
从部队回来还自学了很多技能：开车，
编竹席，做各地口味的菜肴，会针灸，还
会给树“看病”……爷爷说，要有一颗随
时准备着上战场的心，要拼到九十岁，

人的青春就应该这样。“爷爷都这么大
岁数了，还‘青春’？”不顾我惊诧的目
光，爷爷自顾自地嘴里喃喃道：“要对得
起脚下的这片土地。”爷爷的话让我不
禁沉思，我似乎明白了爷爷口里的“青
春”含义——嘉庚精神融入了血液里，
热爱着脚下的土地，极尽努力为之奋
斗，即便到老了，心中的爱依然不减，依
然心心念念想着有一分力必出一分
力。虽老，却依然“青春”。

我又想起父亲，最喜欢唱那首歌
——“爱拼才会赢”，二十一岁开始在集
美教书，一直到现在。本是学财政学的
父亲，靠着一股不服输的闯劲，自学了
传统哲学，会计，经济，融入自己的学科
中，不断地学习。夜深了，月光轻轻地
罩在房间里，它爬上了我的肩头，进入
了我的眼缝里，我猛然惊醒，门缝外的
一束光，微微地照亮了我的房间，我打

开房门，发现爸爸仍然在读书，喝着咖
啡提神，手上的笔不停地写写画画……
爸爸常说，他要把知识毫无保留地教给
学生。要对得起脚下这片热土。他教
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有许多扎根在
集美，那一个个青春的身影，沐浴在阳
光里，努力奔跑着……

在这片土地上，有着无数像我爷爷
我父亲那样平凡的人们，他们深深地热
爱着这片土地，将那首我从娘胎里就听
过的“爱拼才会赢”的精神，融入了血液
里，一心向党，努力奔赴，才有了今日集
一切之美的集美。

“爱拼才会赢”，要对得起脚下这片
土地。这是一种信仰，也是一种传承。
我想，我知道，我应该怎样用奋斗书写
青春了。努力学习，拼搏，要对得起脚
下这片土地，那是青春对我的寄语，也
是我和亲爱的集美的约定！

妻是潮汕人。距离，让每位远嫁的女
儿，对回娘家都有一份特别的企盼以及美好
的感受。

第一次陪妻回娘家正是新婚阶段，那时
的交通工具主要是长途汽车，考虑到回娘家
后还有出行需要，我们决定骑摩托车回去。
我在前一天就把心爱的“太子”摩托车洗得
锃亮，并加满了油。行前重点做的事项是礼
品的准备，烟酒、土特产……一大只旅行袋
塞得鼓鼓的，加上另一袋我们自己的行李，
摩托车的后座都占满了。好在那时我的身
板精瘦英挺，妻的身材苗条婀娜，两个人挤
在摩托车上，甚是熨帖。

年轻真是一种美好的优势，两百多公里
的行程我们不以为意，迎着朝阳和晨风出
发，一路上激情澎湃。在空旷的路段，我时
而引吭高歌，妻跟着哼唱，端的是夫唱妇随；
时而回头和妻说说话，妻总是贴近我的耳畔
回应着，或者亲昵地把零食塞进我的嘴里。

彼时正值阳春三月，一路上春光明媚。
我们翻过山，越过水，有时在车上浏览旖旎
的风景，有时干脆停车在桥上远眺。从厦门
到潮州主要经过的地界是漳州，漳州以特色
农业著称，这边一亩亩的茭白叶子修长翠
绿，随风起伏，像是一幅水彩画；那边十里桃
花，漫山遍野的灿烂；再过一段路，则是香蕉
田里一串串硕大的金黄……花和果不断交
替呈现，展示着山川田野的富饶和美丽。然
后，我们又停车，向路边的果农购买自然成
熟的水果，一边小憩，一边品尝。一趟回娘
家之旅，也是一次宽松的自驾游体验。

走走停停，六个多小时后，我们开心地
抵达家门口。大舅哥早就进出张望多次
了。“到了啊！”他喜滋滋迎了上来，帮忙提行
李。进屋才坐下，嫂子就端上热腾腾的点
心。亲戚们都闻讯来看望，邀请去家里“呷
茶”“呷饭”。在朴实的亲戚眼里，我这位姑
爷，既是亲人，又像是特区来的贵客。

此后，通常每年我都陪妻回娘家一趟。
一年又一年，已经记不清陪妻回娘家多少趟
了，而最美好的记忆莫过于第一次。也许那
时的路很长，路很长……足够长的路才可以
承载浓烈的思念与温情。

我的二舅

老家♥水静 七月半吃马饼

就像打呵欠会传染一样，怀念的心也
会互相传染。7月9日回到母校参加福信
校友总会并被选为名誉理事，瞧见年近八
十的老校友在台上细数母校历史、倾诉对
母校的爱恋、“赖”着不肯放下话筒后，我
也忍不住晒出1992年7月摄于福州龙腰
山下的压箱底毕业照。

30年前，母校当时还叫福建电子工业
学校，我们这届学生是学校招的包分配的
第二届初中生。大多数同学以绝对高分
从八闽各地市考过来，其中不乏地市状
元。后来很多同学成为行业翘楚，同学中
厅级干部、博士、上市公司老板不在少
数。我就读的是无线电专业，编号为8812
班。班里的同学年龄、家境都参差不齐。
1988年入学时，有15岁的应届生，如我
（二排左五）毕业时还一脸稚气。也有同
学毕业时22岁了，已是青年模样。大多数
同学来自农村，期盼着“包分配”帮家里摆
脱困境。记得有同学凭着每个月学校发
的29斤饭票、16.5元菜票（伙食补贴）过了
四年，没向家里再要过一分钱。

很幸运的是，我们遇到了最懂逻辑和
正弦波理论的班主任，李瑜芳老师（一排
左七）是我们的知心姐姐和引路人。她
深入了解每个学生的家庭状况，坚持给
学生写信；她规定所有带“长”的任期都
是一年且不得连任、让每个同学都有锻
炼的机会。她总告诫我们，人生就是一
个个螺旋式上升的正弦波，起起落落很
正常，关键是要守护好内心。这位“最
美”老师后来成了教授。教我们专业课
的老师个个都有“几把刷子”：林爱平老
师（一排左五）通过全国海选，成为厦门
技师学院院长；杨元挺老师（一排左八）
成为一公办高职学校校长（教授）；而我

最尊敬的黄红湖老师（一排右一）成为学
校中层干部，她总是微笑地鼓励学生；郭
勇（一排右五）老师成长为福信物联网与
人工智能学院院长……

同学们都很用功，老师们更用心，经
常组织活动，让每个同学都能找到自己的
发光点。如我的同桌罗丽涵（二排右三）
书念得很好，活动主持也很棒，还会拉二
胡。而我也当上了校记者、进入校文学
社，还参加省学生运动会并获得奖牌。4
年的电校生活丰富多彩，同学间结下了深
情厚谊，毕业后常联系、彼此珍惜。大家
都很怀念学校门口的大榕树、食堂旁的樟

树林，更怀念当年扶着拉着扯着推着让一
群懵懂孩子成长的老师们。

7月9日回母校，我特地独自走到学
校的樟树林，看到树下刻着的“若爱，请深
爱；若教，请全力以赴”几个大字时不禁潸
然泪下。我们真的很幸运，遇到电校、遇
到一群全力以赴的老师，是他们用心用情
教导和呵护，我们才能够从容成长。

我想，若我80岁时还能够像那位学姐
一样，在校友会上中气十足地侃侃而谈、
理直气壮地“霸占”麦克风，那一定是因
为，我很爱母校，很想把爱与后来人分享。

若爱，请深爱。感谢母校！

嘉庚心 家国情
●黄勤

接力传送录取喜讯

再回首♥汪志远

传承嘉庚精神传承嘉庚精神
弘扬时代价值弘扬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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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谱♥林小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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