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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奋斗成长之路 ●黄佳

老照片♥李鹏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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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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文投稿邮箱：zfk@xmrb.com

征 文 选 登 三年前，我从工作岗位退下来，一个
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老许。老许大名
许惠泰，比我年长10岁，虽已是古稀之
年，但身体硬朗，显年轻。老许说，他年
轻时喜欢打乒乓球，屈指算来，也有60多
年的球龄了。在老许的热情邀约下，我
和老许，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小许，组成

“乒乓球三人组”，活跃在小区的球馆里。
刚开始学打乒乓球时，我还想应该

不难，毕竟自己还有那么点体育功底，中
学时还打过羽毛球，可真的打起乒乓球，
我才发现技术还挺复杂的，你来我往，
推、挡、拉等动作都大有讲究。我看老
许、小许打起球来动作流畅，我拿起球拍
却动作僵硬，不是握拍姿势不到位，就是
眼手配合不默契，别看蹦来蹦去的乒乓
球那么小，但我打起来却很是费劲。尽
管我记住了老许、小许教我的打球要点，
但在打球中要做到却并不容易。由此，
我体会到，乒乓球运动看似简单，实则很
富有挑战性。

当我产生畏难情绪时，老许就鼓励
我：“打球也是熟能生巧，要练好动作需
要成千上万次的重复。”小许不但技术
好，理论讲解也透彻，他经常提醒我打球
时要放松，苦练和巧练结合，他的口头禅
是“一天一进步，一年就一大步”。他们
不厌其烦地给我喂球，陪我练球，一次次
纠正我的动作。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他
们的指导和鼓励下，我的球技有所提高，
打起球来还挺像模像样。

因为天天在一起练球、打球，我们仨
的感情越来越深厚。我特别看重这样的
友谊，因为它无关功利，更没有尊卑，我
们只要在一起，就有聊不完的话题。球
场上，我们意气风发，不打尽兴绝不罢
休；球场下，我们成了无话不说的知心朋
友，互相帮助、交流经验、切磋球艺。真
诚的友谊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打球的快
乐，还有为人处世的感悟。

老许出身书香门第，不仅是乒乓球
高手，还是个书法家。他的父亲许其骏
美术功底深厚，曾绘制集美学村、厦门大
学全景图。老许在我面前不止一次饱含
深情地回忆起已故的父亲，他说，他的父
亲曾于1954年绘制了一张厦门大学全景
图，这是他父亲惟一留下的一件墨宝，尽
管万般不舍，但他还是想捐给厦大，好让
更多人了解历史，传承文化。我听后十
分感动，及时联系了厦大校方，并且很快
将此好事促成，了却了老许的一个心愿。

小小乒乓球，传递着球友的深情厚
谊。无论是严寒酷暑还是刮风下雨，我
们都坚持打乒乓球，别人喝茶泡吧，我们
挥汗如雨，在运动中领略乒乓球运动的
无穷魅力。我很感谢小小的乒乓球，因
为爱上乒乓球运动，我收获了纯真的友
情，这是人生的无价之宝啊。

去年7月中旬，我和家人前往庐
山避暑。离开庐山的那天清晨，我
们来到酒店附近的爱琴湖，想再多
看几眼旖旎的风光，不知不觉中，我
和弟弟妹妹走到了一块儿，老婆见
状即兴喊拍，于是，留下了这张照片
（图2）。

返厦几天后，妹妹在我们家族
群里发了一张我们仨小时候的照片
（图 1）。时光仿佛倒流，一下回到
1959年，那时我们都在老家山西，我
们仨都还是稚童（左为作者）。两张
照片相隔六十几载，我和弟弟妹妹
的位置完全一样，那时，我们纯真稚
气，不谙世事；如今，我们都已两鬓
斑白，年近古稀。不同的年代，不一
样的人间烟火，看着这两张照片，我
真是感慨万千，情感的涟漪把我带
回到那个年代……

那年，我6岁，妹妹5岁，弟弟4
岁。我们家孩子多，一个挨着一个，
真是苦了母亲。小学之前的许多事
情，我都记不太清了，只记得我和大
我1岁的哥哥走得近，而妹妹总是护
着弟弟，他们两人总是结伴玩耍。

1966 年，13 岁的我小学毕业
了。很快，“文革”开始，我的初中3

年都没好好读书就毕业了。接着上
山下乡4年，后来我又当了3年兵
——在这7年时间里，我几乎和家人
没有联系，也不知弟弟妹妹的状
况。从部队复员后，我被分配在山
区的工厂氢氧站当了一名技术工，
这才和家人慢慢有了联系。记得一
日我在家中吃饭，见弟弟中指关节
处有一黄豆般大的老茧，才知道弟
弟在电信局工作，是一名报务员。
那时电信局属于半军事化管理单
位，我调侃说：“弟弟也算是半个军
人了。”电信局每年都会举办区域性
的业务评比考核，弟弟总能拿到好
成绩。

弟弟、妹妹不同我，他俩从小就
爱读书，虽因历史原因、家庭变故，
改变了原本的人生轨迹，但他们自
强不息，通过自身的努力都拿到了
大专文凭。妹妹在单位也多次被评
为优秀工作者，业务上有所成就，退
休后依然热爱学习。岁月蹉跎，我
与弟弟妹妹相比，真是自叹弗如，幸
好晚年生活安逸无忧。

如今，我和妹妹都生活在厦门，
弟弟则在漳州，大家各自都有幸福
美满的家庭，这是最令人欣慰的了。

青春年华，来到美丽的集美，进入一家
外企工作。在集美工作生活多年，在我心
目中，这里早已成为我的第二故乡。有人
问我，为什么那么爱集美？我想，那是因为
这里有海、有花、有诗情画意、有独特典雅
的人文气息吧。最重要的是，我在这里奋
斗，在这里成长。

每天早上醒来，踏着晨光出门，来到公
司，遇到同事，亲切地道声“早上好”，开始一
天的工作。公司一直提倡团队合作，工作氛
围良好，遇到问题，大家一起想办法；解决问
题的方法更多，很多时候，解决问题的方法
不是唯一的，没有不好，只有更好。这些工
作理念深入我心，让我明白生活中遇到的问
题，也需要我们如此面对，努力寻找方法加
以解决。

工作之余，我参加了公司文学社团的
活动，如愿以偿地成了文学社的会员。在
文学社组织的活动中，我认识了更多的文
学爱好者。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
西，大家互相帮助，互相交流，我的写作水
平也有了很大的提升。在文学社会长的鼓
励下，我重新拾起笔，开始了写作之路。很
快，我写的文章被公司内部刊物刊发了，我
对写作更有信心了，还积极参加公司文学
社举办的征文活动，征文多次获奖。这些
都让我相信，奋斗的青春是最美好的。

在我们公司，有许多同事都在悄悄地
为自己充电，提升学历。当今社会竞争激
烈，不努力学习就会被淘汰。在同事们的
鼓励下，我报名参加了大专自考。我一边
学习，一边工作，同时还要兼顾家庭。虽然

有点辛苦，但是活得很充实。都说，时间就
像海绵，挤一挤总会有的，我利用休息时间
看书、上网课、做作业。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不懈努力，我终于拿到了毕业证。而
我并没有满足于现状，又继续报考了电大
本科，为实现儿时的大学梦而奋斗。在学
习中，英语课程的难度最大，以前的基础都
忘光了，只能从头再来，我认真学习，一遍
又一遍，最终，英语考试一次通过。这一
刻，我相信越努力越幸运，所有的努力都不
会白费！

为了理想，我背井离乡来到集美工作
生活，即使路上有风有雨、有苦有悲，但是
我依旧选择认真去生活，感恩遇见集美，这
是一个美丽的地方，我很庆幸在集美工作、
生活，这里见证了我的奋斗成长之路。

球友老许

夕阳红♥张阿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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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嘉庚精神
创造美好新生活

♥康业岭
2014年10月，在嘉庚先生诞辰140周

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厦门集美校友总
会回信，希望广大华侨华人弘扬“嘉庚精
神”，深怀爱国之情，坚守报国之志，同祖国
人民一道不懈奋斗，共圆民族复兴之梦。

“嘉庚精神”已成为新时代一面光辉的“华
侨旗帜”，底蕴厚重，跨越时空，他的“忠公、
诚毅、勤俭、创新”无不激励着我们永葆本
色，砥砺前行，努力创造美好新生活。

弘扬嘉庚精神时代价值要坚持党的领
导。陈嘉庚先生久客南洋，心怀祖国。他
剪长辫，反独裁，坚信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他创办实业，号召华侨支援抗日救亡运
动。特别是在国家艰困民族危亡时刻，他
招募3000多名南侨机工返回祖国支援前线
的壮举，更是振奋人心。他倾资办学，发展
教育，逐渐形成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
完备体系。新中国成立后，他初心不移，为
新中国建设和党的侨联事业做出了特别贡
献。他的高尚情操深刻影响了一代又一代
华侨华人，更为一代又一代的党员干部提
供了榜样的力量。在新时代，弘扬“嘉庚精
神”，就是要发挥鞭策引领作用，使广大党
员干部和华侨华人在学习领悟中坚定理想
信念，践行为民服务宗旨，一心为党为民，
坚信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团结和带
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

弘扬嘉庚精神时代价值要坚持“诚实
守信”。时下，社会诚信缺失的问题已不
容忽视。社会诚信发生问题，不是说我们
的社会退步了，恰恰证明我们的国家正经
历着突飞猛进的发展。出现问题并不可
怕，我们需要做的是密切配合党的领导，
正视问题，解决问题。反观17岁的陈嘉庚
先生，他远渡重洋，其父欠人20余万元，他
不记“父债子免还”的法文，以信誉为重，
一一偿还。他自创菠萝罐头厂，种植橡胶
园，在困苦中求生存，最终成长为一代华
侨领袖。当下，人民追求美好的生活，我
们更需要坚守“诚实守信”的原则，对唯利
是图、坑蒙拐骗等行为予以坚决抵制，共
同营造信守承诺、诚信为人的社会环境，
与华侨华人一道努力创造美好新生活。

弘扬嘉庚精神时代价值要坚持勤俭
节约。宋司马光《训俭示康》云：“由俭入
奢易，由奢入俭难。”古人告诫我们，从节
俭到奢侈很容易，从奢侈回到节俭却很困
难。陈嘉庚先生身为巨贾侨商，但他生活
简朴，老旧的床铺、沙发、写字台等家具，
似乎与他的身份格格不入，脚上的鞋子、
身上的背心更是补了又破，破了又补。他
常说，该用的钱，千千万万也不要吝啬，不
应该用的钱，一分也不要浪费。而现实中
的一些人却攀比着住洋房、开豪车、穿名
牌，更有甚者为了骄奢的生活，铤而走险，
违法乱纪。进入新时代，我们更需要弘扬
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向陈嘉庚先生学
习，以勤俭为美，以骄奢为耻。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我们要
继承和发扬好“嘉庚精神”，让其时代价值
在新发展格局中熠熠生辉，使大家清醒地
认识到实现宏伟目标仍有其艰巨性，应增
强主人翁意识，为早日实现伟大的“中国
梦”做出应有的贡献。

厦门的夏季，炎热且漫长。我以为，厦门
没有四季；只有两季：夏季和非夏季。

面对高温酷暑，厦门人习以为常，安之若
素，每家每户都会备些消暑之物，诸如凉茶、
绿豆汤、莲子银耳汤、仙草冻等，汤汤水水用
来降火气祛暑热，最是合适不过了。

早前不像现在，有琳琅满目的冰品茶店，
街市上最常见的就是凉茶、冰棒、仙草冻，还
有石花冻。特别是石花冻，是厦门易得的食
材，那石花草贴附在沿海潮间带的礁岩上，潮
涨潮落，随处可见，一小撮便能熬煮一大碗，
清热解毒，是海洋馈赠给厦门人的消暑好物。

小时候，每次随父亲回乡下探亲，临走
时，大伯母总要慷慨地送些海货，再不济，也
得抱一两捆晒得蓬松的石花草，使劲地往我
们袋里装，道：“没有好东西，这个煮水不
错。”石花草杂乱，还附着不少沙壳，色泽白
中透黄，摸起来有点扎手，看上去脏兮兮
的。我好奇地问父亲：“这能做什么？”父亲
说：“这也是海里的宝贝，清凉降火，回去给
你做石花冻。”

回家后，父亲取一小撮石花草，剪成数
段，于清水中搓洗，轻轻抖落附着的沙壳。
在清水的滋养下，石花草不再“蓬头垢面”，
根须缕缕分明，呈现出玉一般的质感，模样
变得冰清可人。父亲将洗净的石花草置于
锅中，加入清水，放两勺白醋，慢火熬煮。不
知过了多久，厨房飘出一股清香，那香气若
有似无，难以形容。父亲拿筷子搅拌几下，
继续熬煮，直至石花草胶质尽出方罢。取纱
布将石花水滤出，倒进不同的容器，第二天，
石花水凝固，色泽通透，莹润滑爽，切成数
块，更是晶莹剔透。

我迫不及待地取一块塞入口中，冰凉Q
弹，却寡淡无味，正不知所措，父亲调了一碗
蜂蜜水递给我。说来神奇，加了蜜糖水的石
花冻滋味全然不同，冰凉柔滑中满是甘甜，令
人意犹未尽。

母亲还时常往石花冻里添加食材，总能
给我们带来小惊喜。她将西瓜、芒果切成小
方块，与石花冻混搭，且不说瓜果香甜挑逗味
蕾，单就那红的、黄的颜色，就令人垂涎欲滴、

心生欢喜。偶尔，将石花冻刨成细条状，加入
绿豆汤、莲子银耳汤中，那平淡的汤水中便有
千丝万缕的滑柔，心境也跟着柔顺了许多，暑
气消于无形。

街市上售卖的四果汤，将石花冻百搭的
特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各种时令水果、甜蜜
的豆沙，软糯的薏仁、西米、芋圆，“邂逅”了石
花冻，如“金风玉露”的相逢，缠缠绵绵，分分
钟都能碰撞出让人心跳的火花。

南方人爱甜食，石花冻沉浸在蜜水糖罐
中如鱼得水，一些甜品店巧花心思，除了混搭
各种食材，在汤汁上亦做文章，或淋上炼乳、
牛奶、椰汁等，总能让石花冻吃出百变风味。
北方人将重口味进行到底，加入葱、姜、蒜、
醋、酱油、麻油和辣椒等调味品，直接将石花
冻拌成凉菜，味道也别具一格。

无色无味的东西，却是百搭的良材。就
像水，不争，而利万物。石花冻呢，给点色彩，
就能缤纷整个夏季；给点味道，便能浸透人生
百味。厦门的夏天，何惧炎热！有了石花冻，
便多了一份惊喜，少了几分暑气！

这句闽南俗语中的“铁钉尾”，闽南
人用来比喻没有什么用处的人或事物。

“唔甘”则意为“不舍得”。
这句俗语讽刺有些人对没什么用处

的人或事物抓住不放，力图多少能有所
弥补，却最终难免落空。如劝人放弃亏
本的生意：“这生意无好，蚀本，你还‘狗
咬铁钉尾，唔甘放’，再做下去，本钱都会
赔光！”既然是“铁钉尾”，那还是放弃为
好。

闽南话本♥郑通和

食尚♥浅绛 夏日惊喜石花冻

狗咬铁钉尾，唔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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