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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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
f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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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美圆我小康梦 ●刘长虹

▶扫描二维
码，可直接进厦
门网投稿。

几年前，我们村的年轻人都一个个
跑出去打工了，我经过一番思量，决定
到经济特区厦门打工。来到厦门后，我
不费什么周折，便在集美的一家电子厂
当上了工人。

当时我的工作岗位是打包装，虽说
这活儿也算不上非常辛苦，但工厂里货
源足订单多，经常会加班到很晚才下
班。尽管这样，我还是没忘记学习——
在集美稳定下来的第二个月，我就报了
厦门大学工商管理专业自学考试。

当时自考，有脱产、报网络辅导班、
自学等学习模式。前两种学习模式效
果肯定好些，但都要花不少钱，我经济
不允许，只得选择最吃力的自学模式。
我天天加班到很晚才下班，可都坚持抽
出一点时间来学习。我就这么坚持着，
身心确实挺疲累。

记得有一天深夜，辛劳了一天的同

事们都已经进入了甜蜜的梦乡，只有我
借助走廊的灯光在复习。突然，狂风大
作、电闪雷鸣，看样子是要下大雨了。
这时，我突然想到，白天待出库的一些
不能见水的电子元件还在露天摆放着，
我赶忙跑了出去，把这些电子元件暂时
存放在厂里的停车棚下。搬完这批电
子元件，我还没来得及跑回宿舍，一场
倾盆大雨就下来了。

因为这件事，厂长在员工大会上表
扬了我，他还对我说，要什么奖励尽管
提，公司会尽量满足我的要求。我觉
得，作为公司的员工，为公司做这点事
儿不算啥，所以也不好提啥要求，考虑
到我的学习，我才斗胆说：“厂长，我还
有不到两个月就要参加自学考试了，如
果可以，能不能让我每天提早一个小时
下班？”厂长听了，笑着说：“看来，你不
仅工作表现好，还是个追求进步的人。

这样吧，从今往后，你就不用再加班
了。不过，我有个要求，就是等你拿到
文凭了，还要继续留在公司上班。你同
意吗？”听了厂长的话，我感动极了，忙
说：“我同意，我同意！”

就这样，在公司的关照下，我终于
有时间学习了。后来，为了帮助我取得
好成绩，公司还出资帮我报了个网络远
程辅导班。当然，我也没有辜负公司对
我的期望，不到两年时间，我便拿下厦
门大学工商管理专业自考大专文凭。
在我拿到文凭的第二天，公司便将我调
到了办公室，我开始参与公司的管理。

我很感恩公司给我的一切，这些年
来，我从普通员工被提拔为行政经理。
随着职位的不断晋升，我的薪水也不断
上涨。2020 年，我在集美买了房安了
家，将老家的父母接来集美生活，实现
了属于我们一家的小康梦。

身/ 边/ 人/ 身/ 边/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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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李建英 父母亲永远在我心中

邮寄爱意父母心♥红心地瓜

我家就在军营旁

左邻右舍♥汪金铭

我的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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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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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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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网♥人间四月

在厦门生活40多年了，前后搬过多次家，
每住一处都有幸遇到好邻居。

上世纪80年代末，我在厦大成家，住上单
间宿舍，邻居也都是年轻夫妇，大家率性交往，
几乎每天都要串门。由于邻居都是年轻教职
工，流动性大，当年的邻居后来都陆续“出道”：
有党政领导、银行行长、律师法官、企业老板，
更多的是专家教授。从上世纪90年代起，我
家先后搬进各式“火柴盒”建筑，防护网、铁门
多了，邻居也相对疏远，但我和邻居都相处融
洽，真正体会到“远亲不如近邻”的温暖。

最初住上套房时，我隔壁住着阿公阿婆。
阿公身体欠佳，日常起居靠阿婆照顾，他们家
经济状况一般，但从阿婆举手投足间可看出她
出身不凡。阿婆很会过日子，平时她到市场买
回的海产品大多是廉价货，却能做出美味海鲜
大菜。她常做的虾仁菜肉丸尤其好吃，也时不
时送些给我们，我太太学会了这道菜，儿子特
别爱吃，还向同学炫耀，说是独家“虾饺”。阿
婆和善，我们从其门前经过时，总不忘打个招
呼。有一天傍晚，我又路过，未见阿婆，只见阿
公默默在门口枯坐，便问：“阿伯，您吃饭了
吗？阿婆呢？”阿公喃喃道：“她一直睡、一直
睡，都不煮饭给我吃。”我一听顿觉异常，赶紧
推门进去察看，被眼前景象吓了一跳：阿婆躺
在地上，呕吐污秽沾满一身一地。我立马招呼
邻居小伙，将已昏迷的阿婆背到马路边，拦了
辆的士直奔医院，并通知她在外地的女儿。那
天，虽然把自己刚买的唯一一件品牌衣服弄得
脏兮兮，但为抢救老人出了力，我心里还是暖
暖的。

能做邻居是难得的缘分。记得住在莲花
新村时，我家对门是位大胡子老外，在电视台
任英语编缉，名叫马克。他待人热情，连我那
刚从乡下来的老妈都说，老外特有礼貌，不像
小区的一些邻居，天天碰面连点个头都没有。
老外和老妈尽管语言不通，但比手画脚却聊得
有来有去，马克的家事、他们爱吃啥，都是母亲
告诉我的。因为母亲，我和马克的交流也多
了。马克说，他本来可以在北京、西安工作生
活，但还是选择了厦门，因为厦门很美，厦门人
也好。他说自己喜欢厦门美食，尤其是姜母
鸭，他的太太和女儿来厦门看他，他就带她们
去吃姜母鸭，两只鸭连同姜都吃光了。

“择居仁里和为贵，善与人同德有邻。”住
在厦禾路时，我家对门住的是国企纪总、医生
纪姐一家，我们两家往来热络，可相互寄钥匙、
拿米面。“二纪”夫妇是热心人，常常给我们捎
来从翔安老家带回的新鲜蔬果。那年，我母亲
得了严重的类风湿病，需天天打针，纪姐知道
后主动每天晚上来我家义务打针，至今想来，
我仍感动。莫兰蒂台风来袭时，我家本已关好
的窗户居然被吹开了，我和妻子都在值班，城
市交通完全瘫痪，根本无法回家，是他们帮忙
进屋，顶着狂风骤雨把窗关上，避免了一场大
灾。都说“积善门中生贵子，怜贫宅里有长
福”，纪家孩子特别有出息，考上名校并在名企
工作。有天几位邻居闲聊，大家都说我们楼风
水好，一个门梯出了好多学霸。我笑笑，其实，
邻里和谐、互帮互爱，就是最好的风水啊。

“这电视好像坏了。”听舍友这么一说，我
猛地抬头，那65英寸的大电视仿佛一个不听
话的孩子，用一连串红色乱码彰显自己的叛
逆。“我看看。”虽说是看看，可接过遥控器，我
也只是胡乱捣鼓，很快就束手无策了。

“可惜了这酒店里的大电视啊！不过现在
也晚了，算了，不看了。”舍友暗自呢喃，侧身躺
下，似乎是用这样的方式表达不满。

也难怪，外出培训，上了一天的课，此时难
得有点闲暇时间，可眼前的大电视完全“不配
合”，真让人闹心。

“要不，我们叫人来调试一下？”看着和家
里的餐桌一般大小的电视，我有点不甘心。

“太晚了，算了。这不还有手机嘛。”舍友说
罢，刷起了手机。舍友的话让我打消了原本
的想法，悻悻关上电视，床头的留言板引起了
我的注意……

第二天中午，舍友又开启了电视。说实
话，在电视开启的那几秒钟时间里，我的内心
是忐忑的：它会不会继续“耍性子”？我心里
没底。毕竟，昨晚我写了留言的留言板依旧
一动不动地躺在床头，似乎没有人移动过。

“电视能看了！”看着那高清的画质，我很是欢
喜，情不自禁地喊出了声。“昨晚电视看不了，
不会是网络维修吧？”舍友若有所思，说出了
他的推测。“或许吧。”我突然想起另一件事
来，大踏步走到洗手间，“不不不！电视是保
洁阿姨让人来修理的。”“我在洗手池也放了
张留言条，让阿姨多给块香皂，这不，现在有
两块香皂了呢！”喜悦、感恩，就这样汇聚在一
起，我马上拿起床头的留言条，工工整整地写
下“谢谢”二字……

翌日上午，利用下课间隙，我离开三楼的
教室回到五楼的房间去取东西。不承想，我直
接和保洁阿姨打了个照面——她正低着头专
注地整理着我的床单呢！“小伙子，电视能看了
吧？”她大概是听到了我的脚步声，抬头微笑着
问我，那声音温柔极了。“能看了！谢谢！还要
谢谢您多给我们香皂。”我心头很暖，她还惦记
着呀！“谢什么呢？这是我应该做的，举手之
劳，祝你培训愉快喔！”

我的嘴角上扬，这是偶然间的美好，美到
心窝里去了！

1919年，父亲李志国出生在河
北省邢台县。1937年，抗日战争全
面爆发，在邢台江水镇任抗日小学教
员的父亲，听闻日寇的累累暴行义愤
填膺。听说日寇正加紧进犯太行山，
年仅18岁的父亲同一批爱国志士，
自发前往附近村庄开展抗日救亡宣
传动员大会，号召乡亲们一起加入抗
日队伍，保家卫国。

“日本鬼子一进村，烧杀抢掠无
恶不作，百姓苦不堪言。”为了保护乡
亲们，父亲等人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
不停奔波，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将村
民的财产、粮食转移到村外隐藏起
来，不给日本鬼子留下任何物资。村
里手无寸铁的老弱妇孺在父亲与战
友们的严密组织和护送下，都躲进了
山里，免遭日寇毒手。父亲还有个哥
哥，当时同父亲一起加入了抗日的队
伍，但不幸在一次战斗中牺牲，悲恸
的父亲誓言要完成兄长遗志，将日寇
打出中国去，在敌后更大力地开展抗
日宣传活动。

1945年4月，父亲任邢台县文化
教员，同年5月入党。1949年3月，父
亲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大
部队一路南下，入闽后，立即着手建政

剿匪，进行土改，带领百姓发展生产。
父亲随大军入闽后，工作多次调

动，在仙游工作时结识了母亲薛玉春，
并结为伉俪。当时，母亲在仙游任土
改干部兼村民兵队长，她走村入户征
收公粮、宣传党的政策，为解放厦门、
保证军需民用粮储努力工作。母亲生
前，曾不止一次向我们讲述父亲当年
在仙游盖尾镇石马桥头击退国民党反
动匪首的故事。福建日报曾报道此战
事，仙游县地方志也有记载。

由于革命工作需要，父亲南下后工
作时常调动，我们一家总是聚少离多。
参加工作后，我们又各奔东西，再加上
工作繁忙，我们没有多少时间陪在父
母身边。父亲在世时，我们最爱听他
在家中高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那铿锵有力的歌声，饱含着父亲的革
命豪情与爱党爱国爱军的深厚情怀。

如今，父亲母亲已离开我们近四年
了，但他们经常唱起的革命歌曲、他们
对我们的谆谆教诲仍回响耳边。他们
心胸坦荡、光明磊落，一直是我们这些
后辈学习的榜样。我相信，他们的革命
足迹永不会磨灭，作为长江支队的后
代，我们一定会传承好红色家风。亲爱
的父亲母亲，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自强不息 勇毅前行
●王福民

去年夏天，我和孙子有幸参加了由厦
门市委宣传部指导，厦门市委党史和地方
志研究室、厦门日报社联合主办的“踏寻
厦门红色足迹”系列活动。

在“我是红色文化义务讲解员”演讲
比赛中，林忠阳老师与孙女组成的爷孙
组合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解
说的内容以“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为主
题，讲述抗战期间，陈嘉庚先生来到延
安，通过实地考察，得出结论：“中国的希
望在延安。”林老师和孙女的解说，赢得
了全场热烈的掌声，并获得了亲子组“最
佳传承奖”。

活动结束后，在获奖人员微信群里，
我发现林老师的微信名称十分特别，是

“嘉庚故事中国精神”。起初，我对取这样
一个长名颇有些费解，后来，更多地了解
了林老师，我才恍然大悟。林老师是金牌
讲解员，多年来，他不遗余力地宣传嘉庚
精神，连微信名都成了他的一种宣传方
式。

那么，什么是嘉庚精神，其主要内涵
是什么？嘉庚精神是陈嘉庚先生用一生
实践为世人留下的“忠公、诚毅、勤俭、创
新”的精神，其内涵主要包括爱国爱乡的
爱国主义精神、重义轻利的奉献精神、自
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以及艰苦朴素的勤勉
精神。嘉庚先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
神财富，我认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在当
下仍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嘉庚先生生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正
是帝国主义列强大肆侵略妄图瓜分中国的
年代，腐朽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
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一切使嘉庚先生
明白了一个道理，贫穷落后就要挨打。如
何使国家强大起来，嘉庚先生深知教育的
重要性。他一生倾资办学，创办了100多
所学校，创办厦门大学时，他为厦大制定了

“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校训。他深深明
白“少年强则国强”的道理，“宁可变卖大
厦，也要支持厦大”。厦大建校一百多年
来，为国家培养了成千上万的人才，为国家
的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跨越百年历史长河，嘉庚先生自强不
息的精神已深深融入我们的血脉之中。当
年，凭着自强不息的精神，我们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
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凭
着自强不息的精神，我们打破了封锁，制造
出“两弹一星”，组建了自己的北斗卫星网
和空间站，建造的航母一艘接一艘下水
……凭着自强不息的精神，我们的国家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国家繁荣昌盛，人民
幸福安康。

今天，虽然民富了，国强了，但我们决
不能高枕无忧，因为天下还不太平。我们
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发扬嘉庚先生
自强不息的精神，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大
力发展经济，尽快使我国的科技、国防赶
上世界最先进水平。只有这样，我们的民
族、我们的国家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炎炎夏日，同事带了一玻璃罐甘草腌
李子到办公室，同事们一起分享，酸甜可
口，满嘴生津。如此好物，大家纷纷想下
单购买，一问才知，竟是同事母亲自己做
的，并非网上可购。

同事说，老家盛产李子。前几日，她
打电话回家和父母闲聊，听父母说李子成
熟了，就顺口提了一嘴，在厦门吃不到老
家那么好吃的腌李子。说者无意听者有
心，她随口一提的话，父母却牢牢记在了
心里。放下电话，她的父亲就顶着烈日骑
车出门了，过了好久，却垂头丧气地回了
家，说是跑了好几家食杂店都没买到腌李
子。既然买不到，同事的父母就决定自己
做，反正腌李子的工序也不复杂。于是，
不过几日，一大罐沉甸甸的腌李子就邮寄
到了厦门。

父母对子女的爱，就是如此直白、浓
烈。不管是子女想要的，还是他们觉得子女
需要的，父母总会到处去寻去买。若买不
到，他们也会想办法，不是去学着做，就是不
厌其烦地做好，然后千里迢迢寄给子女。

想起朋友说的一件事，去年厦门发生
了散发的新冠疫情，她远在外地的父母心
急如焚，总担心她在厦门没东西吃、没人
照顾，要给她寄食物，无论朋友怎么向他
们解释不缺吃也不缺穿，朋友的父母还是
担心。因疫情防控，有段时间外地快递入
不了厦门，于是，她的父母便天天到快递
点报到，天天追着快递小哥问什么时候快
递能恢复正常，就这样和快递小哥变成了
朋友。

又想起了我的公公。有一次远在山
西的老人给我们寄来一小包东西，我打开

一看，是晒干的深褐色、蓬松的“菜干”，我
满脸疑惑，不会是紫菜吧？先生告诉我，
那是一种内陆地区春季打雷后才会出现
的植物，叫“雷公菜”，又有“地胶皮”“地木
耳”之称。因为它的植株小，又贴地生长，
不好采摘，所以在市场上并不易买到，很
是稀罕呢。公公给我们寄来的这些“雷公
菜”是他自己一点一点摘来，洗净晒干的。

还有一次，公公居然给我们寄来一大
袋油炸肉丸，原因是先生和他通电话，说
天冷了吃火锅，想起以前烫火锅最爱吃公
公做的油炸肉丸。第二天，公公就下厨做
了一大盆油炸肉丸寄到厦门。

儿女在外工作，都是父母最深的牵
挂。那些从老家邮寄来的物品，就像人们
手中的风筝线，一头连着故土乡情，一头
系着父母对子女无尽的爱意。

如果你问我人生有啥遗憾？我会不
假思索地告诉你：没有当过兵。但是，我
家曾在军营旁，也算是一种慰藉吧。

1997年，我乔迁新居。新家离军营
直线距离仅30多米，正读小学的女儿逢
人便说：“我们家最安全！”我家在五楼，从
我家俯瞰军营，那两排高大的芒果树盛开
着簇簇白花，微风一吹，时不时飘来沁人
心脾的花香。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每天清
晨6时，激昂的军号声响起，战士们起床
训练；晚上9时，当我们还在看书、看电视
时，军营又吹响熄灯号了。守卫在厦门经
济特区的战士，却享受不了特区丰富多彩
的夜生活，军人的奉献精神让我肃然起
敬。我一直在思考，能为可爱的子弟兵们
做点什么？

转眼间，“三八”妇女节来临，在街道
任妇女主任的妻子告诉我，她要组织街道
的妇女到军营去帮战士们洗衣服、缝被

子。我告诉妻子，我们可以将家里一些旧
书籍整理一下，再买些新书，带去军营送
给战士们，那次，我家捐赠了近200本书
籍。我交代妻子，如果有人问起书是谁捐
赠的，就说是一位邻居，远亲不如近邻。

2004年，我们再次搬家，新家离军营
直线距离二三百米，美中不足的是，我们
在此居住五年后，两栋新盖的小高层立在
我家的右前方，挡住了前方的视线，就连
那熟悉又亲切的军号声，也听不太清了。
我一时半会儿适应不了，心情挺烦躁、郁
闷。

也许是割舍不下那份特殊的鱼水之
情，2012年，我家又搬到新小区居住，这
里离军营只隔着一条十多米宽的路，我十
分满足。每天清晨，当军号响起，我就会
站在我家西面阳台上，听着战士们铿锵有
力的报数声；下午下班后，我总是先走到
阳台上，看战士们打篮球、跑步、挑水种

菜。每天看看这群血气方刚、充满活力的
战士，竟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我发现他们的训练十分刻苦，不管是
酷暑还是严冬，他们的训练都毫不懈怠。
有时，我会看见部队拉练结束归来，战士
们的皮肤都被晒得黝黑黝黑的，心中不禁
赞叹，他们真不愧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当老兵要退伍时，军营里会反复播放
那首耳熟能详的歌曲《送战友》，新兵老兵
深情地拥抱在一起，老兵们依依惜别军营
与战友的场景，令人动容。我仿佛看到他
们脸上流下的泪水，听到他们深情的叮嘱

“多保重”，战友情是我们这些没有当过兵
的人永远无法体会的。我崇拜铮铮铁骨
的军营汉子，也欣赏重情重义的部队战
士，由他们组成的人民军队是有血有肉、
无坚不摧的胜利之师！

我暗下决心，这辈子不再搬家了，我
要永远与军营为邻！

亲历♥小牧

偶然间的美好

▲1955年，我的父亲母亲（右二、
右一）和战友在仙游石马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