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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初，我到水利局从事物业管理工
作。收发报纸是我每天的工作内容之一，当
散发着油墨香的《厦门日报》被送进每间办公
室后，我的心情特别舒畅。我常忙里偷闲站
在窗台边借着阳光，享受阅读文字的快乐。

读多了，忍不住想动笔。我以《发报纸
的趣事》为题，首次向“城市副刊”投稿，接着
又写自己身边所发生的事投稿过去，可惜水
平有限，一次又一次收到编辑的“自动回
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我还是坚持写稿，

“我行我素”，把“日记式”文章不断投稿发到
“城市副刊”邮箱。

2020年4月10日18点，我还在加班。
突然间，手机铃响了，对方亲切地说：“是珊
珊吗？我是《厦门日报》‘城市副刊’陈编辑，
看您经常投稿，近期会刊用《乐善好施的奶
奶》，有些内容需要和您确认一下。”

听到《厦门日报》编辑的声音已经很振
奋了，再加上会刊用我很久以前的投稿，别
提有多激动了。我一蹦三尺高，在旁的同事
问我什么事激动得成这样？我笑着说：“是
报社编辑给我打电话。”第一次与日报的编
辑这么近距离联系，心里头的喜悦，我想只
有当事人才能体会。

不久后，我的文字刊发了，看着自己的
名字变成铅字，我的双手不自觉地捏住报
纸，可兴奋了。中午休息时，我拿起笔，将见
报稿和自己的原稿做对比，发现编辑做了大
篇幅的修改。“我与编辑素不相识，没想到编
辑不仅修改文中的段落与语句，文中那么多
病句，她都不嫌麻烦一一改过。”我深深对着
报纸说了声：“谢谢”。

后来，陈编辑又给我回了几次邮件，鼓
励我多读书，提醒我文字基础比较弱，写稿

件首先要保证字通句顺，继续加油！感谢陈
编辑的鼓励，我的阅读写作热情高涨。

过了一段时间，陈编辑再一次回复邮
件：“《第一次见到大海》这篇文章选题不错，
但落笔头重脚轻，要改，要突出见到大海后
的喜悦。另，文字成稿后，一定要通读几遍
改稿，不要急于投稿。”本以为没戏了，没想
到居然又接到陈编辑的电话。“珊珊，《第一
次见到大海》这篇文章，提到你姑姑在厦门
居住和去澳大利亚的具体时间是什么时候
呢？”原来，她又帮我大篇幅修改了文章，核
实稿件细节后，还教我如何改文章。

每当夜深人静时，我都会琢磨陈编辑说
的“好文章是改出来的”。感谢《厦门日报》，
感谢副刊的编辑老师，不厌其烦手把手指导
帮助我们这些草根作者，我们的点滴进步真
的离不开“城市副刊”这方文学园地。

自2003年首次“厦马”鸣枪以来，到今
年11月的2022建发厦门国际马拉松比赛，
已是第二十届比赛了，而我连续参与了前
15届“厦马”。真的是光阴似箭，往事如烟。

2003年3月底首届“厦马”在厦门国际
会展中心开跑，我报名参加5公里比赛。当
时各类选手多达2万多人，万头攒动，刚开
始因为人数众多导致相互挤压根本就跑不
动，我只好见缝插针式地往前挪，到了“一国
两制”标牌下3公里处才可以拉开距离动起
来。因平时缺乏系统训练，离5公里终点处
还有几百米时，我急促气喘，大腿不听使唤，
当时真想放弃比赛。感谢两侧观众的加油、
助威声，我咬紧牙关，克服畏难情绪，一步一
脚印不断向终点冲刺。俗话说不怕慢，只怕
站。我终于到达了终点。

从此，我从5公里跑到10公里，一直到
2013年第11届，我勇敢选择了跑半程。第
一次跑半程马拉松，我这个业余选手，战术
上采用前10公里主要跟着大队伍跑，力争
不掉队，之后见机穿梭起跑。可是，当我跑
到中山医院离终点还有2公里左右时，大汗
淋漓先不说，大腿还开始抽筋，根本无法正
常前移，只好边半跑边用手拍打小腿以缓解
困囧。

正当我极度无助甚至想退出跑道之际，
道旁的热心观众不断为我加油、加水，鼓舞
我坚持前进。此时，我再一次想起“永不言
弃、永不止步”，于是我试着更换呼气方式、
调整手脚摆动节奏，硬着头皮，一步步冲向
当时设在市检察院大楼前的半马终点，参赛
成绩显示为1小时58分。经此一役，我更

加明白，凡事都不能轻易说放弃，更不能轻
易停止脚步。

正是在马拉松精神的不断鼓舞、激励
下，我踊跃参与单位组织的政府系统田径运
动会，还克服年龄偏大、强手众多等困难，坚
持训练，敢于挑战自我，获得了1500米亚
军、引体向上冠军。

从参加首届马拉松比赛就养成热爱体
育、锻炼身体、增强体质的良好习惯，至今我
一直坚持着，永不言弃。平时坚持慢跑、快
走运动。每天早晨不管晴天或雨天，雷打不
动、按时去锻炼。

我想，人生也是一场马拉松。道路漫
漫，生命不息，运动不止。需要有恒心、有
毅力、有坚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方能到
达一个个胜利的目的地。

三十年前，我们的好父亲因病医治无效
永远离开了我们，但是父亲的爱一直伴随着
我们，指引着我们学习工作生活。到现在，
我都很自豪，我有一个好父亲。

从我记事起，父亲已经是大型企业的厂
长了，那个年代我家就安装了工作电话，单
位还给父亲配了一辆自行车。父亲对我们
来说是严父慈父，父亲经常教导我们要好好
学习，帮助他人，团结同事，天天向上。我们
都时刻牢记父亲的教诲，我们姐弟几个在学
校是好学生，工作后是好员工。

在我们的童年，正值国家困难时期，父
亲所在的大型钢厂承载着国家大办钢铁的
任务，父亲那一代人几乎都泡在工厂里，每
天早出晚归，加班加点。有一次母亲对我们
说，“今天晚上爸爸会早一点回来，我们一起
等爸爸回家吃饭。”我们几个孩子都很开心，
跑到对面马路上等父亲回家。等呀等呀，怎

么还不回来呀？天快黑了，也没见到父亲的
身影。终于，一个疲倦劳累的父亲出现在我
们面前，我们拍着小手高兴地叫道：“钢厂的
爸爸回来了！”

父亲虽然如此忙碌，但我仍记得父亲伏
案工作到天明的身影；总是记得，半夜醒来，
看到父亲母亲在昏黄的灯光下给我们补衣
服、补袜子；总是记得，睡到半夜感觉有一阵
阵清风吹过，原来是父亲在帮我们几个孩子
挨个扇扇子。

在我32岁的时候，我被聘为三甲医院的
财务科长，看得出来，父亲内心是挺高兴的，
但是表面上，他并没有更多表情，而是一脸严
肃跟我进行了一次谈话。父亲说：“财务工作
一辈子都跟钱打交道，要严谨认真，要懂得国
家的政策和财务的制度，要认真公平公正办
事。要做到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所以，
我从事财务工作30多年，兢兢业业，多次被

单位评为先进工作者和优秀共产党员。我
想对天堂的父亲说，您告诫的话，我做到了。

父亲到了晚年，重病在身时仍坚持让我
陪他去参加一个同事的追悼会。我劝父亲
不要去了，但父亲很坚持。路上，父亲告诉
我，这个老同事是和父亲一起参加汉阳会计
培训班的同学，后来又一起分配到钢厂。同
事只读了小学二年级，而父亲读了初中，所
以父亲手把手教他识字打算盘，两人建立了
深厚的感情。后来，那个同事还冒着风险保
护过父亲。父亲说，这是患难之交，一辈子
的战友情、兄弟情，是永远也忘不了的。

一晃，父亲去世30周年了，我们深深缅
怀慈祥的父亲。父亲高尚的人品，坚忍不拔
的性格、憨厚温和的个性，受到广大职工尊
重的人格，犹如光环一直照耀着我们。父亲
啊，您是一座山，是我们的精神支柱；是一盏
明灯，永远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

老宅在鼓浪屿，家里有杆秤，是爷爷
辈传下来的，估计年龄已经超百岁，个头
不小，长 1.3 米呢，平日里只能倚在墙
角。杆秤是木质的，由秤杆、秤钩、秤砣、
秤星、提绳组成。虽然提绳已经老化，麻
绳屑不时掉落，但杆秤上银色金属镶嵌
的秤花仍清晰可见。

这杆大杆秤承载了一段艰难岁月的
记忆。20世纪60年代正值困难时期，街
坊邻居成日围着分粮分面等生活物资
转，常把居委会的办公室挤得水泄不
通。“杆尾平平的，这个还不够，还要再多
点。”“再多些、再多些，怎么给我家的就
少些，给他家的就多点……”大家毫厘必
究，生怕别家占便宜自家吃亏。“上老杨
家借秤，他家的秤最准。”也不知谁嚷了
这么一句，霎时间争得面红耳赤的街坊
一下子鸦雀无声。“对，就用老杨家的秤，
我没意见。”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见大家都
认可，赶紧跑到我家来借秤。

在那困苦的年月里，一般小商贩们
用的都是小杆秤，遇上称大件的柴火、粮
食，就得分好几趟，很折腾。而我家的大
杆秤，秤钩往绑物件上的绳子上一钩，提
绳一拎，秤砣一拨，眨眼的工夫，就完成
了称重，快速便捷。经过左邻右舍的口

口相传，大伙也都认准我家的大杆秤没
让他们吃亏。渐渐地，街坊邻居需要用
到大杆秤，第一时间就是来我家里借
用。爷爷和爸爸也从无二话，乐于出
借。一杆老秤，见证了岁月沉浮，称起公
平诚信。

小时候，我对那杆秤上的秤星还特
别好奇，怎么不是十进制呢？老爸告诉
我，相传杆秤是范蠡所制，利用杠杆原
理，根据北斗七星和南斗六星在杆秤上
刻制13颗星花，定13两为一斤。“缺斤少
两”是用秤者之大忌，后来又添“福禄寿”
三星，以16两为一斤。寓意为缺一两少
福，缺二两少禄，缺三两少寿，以此告诫
商人，必须公平诚信。咱家的杆秤从来
没有动过手脚，一直保持着分毫不差的
精度。老爸说的时候，一脸自豪。他极
其郑重地告诫我，做人也要像杆秤，讲的
是公平公正。

家里的老物件，杆秤、手炉、铜锅
……都是爸爸的心头好。空闲时，他总
爱把这些宝贝拿出来摩挲、擦拭一翻，让
一个个老物件焕发新光彩。随着年龄增
长，我越发理解爸爸的舍不得。老物件
犹如亲切的老友，帮我们记住了流逝的
岁月，也记住了往昔的珍贵与馥郁。

●欣月

母亲近期迷上了电视，天南海
北的“梗”常让我接不下去。上周末
难得回家，这个“百事通”一脸狐疑
地看着我，问了一个拷打灵魂的问
题：“我怎么没能在电视里看到你
呀？”

哎哟，我的亲娘，我一个小小职
员，无官无品，虽然经常忙得脚跟不
着地，可上电视这么风光的事哪轮
得到我呀。我正待跟母亲解释一
下，可瞅见她一脸期待，我又不忍心
告诉母亲这么残忍的事实。

突然，我瞧见电视里正播放一
群红马甲，有的正奋力清理垃圾，有
的正引导交通……我灵机一动，说，

“老妈，你看这红马甲，我每周末加
班，也是这样的。”

忘了从何时开始，每周末必定
有半天，我戴上红帽子、套上红马
甲，雷打不动，参加单位组织的“洁
净家园”志愿者活动。和同事们一
起，把天台上的杂物抬下来，把堵塞
的楼梯清出来，把绿化地垃圾捡起
来……

活儿虽小，压力可不小。单说清
理杂物一项，有的天台简直是露天垃
圾场：装修边角料、废弃沙发、残破花
盆……有电梯还好，最苦的是遇上楼
梯又在顶层，要一趟趟往下搬，那可
真不是一般的体力活。有一次，我和
同事合力搬一个陶土高脚花盆，三四
十斤重，搬到一楼时手指关节都僵硬
了，腿也开始打抖……

最难的是搬走居民堆放在楼道
里的杂物。记得有一辆28寸的老式
脚踏车，满是灰尘、链子生锈、轮胎
干瘪，可当我们劝说扔掉时，老人非
常生气：“这脚踏车十几年都没散
架，怎能乱扔呢！”他的儿子频频朝
我们使眼色、请求帮忙搬走。好说
歹说，终于把车抬到一楼，没想到老
人又跟了下来。一开口，大家都愣
住了。他说，“还好你们帮我下了决
心，门口真的腾出了好大一块地，这
下心也不会堵得慌了。”

这样的故事很多很多，我们曾
在“莫兰蒂”台风后，化身伐木工人，
拿着锯条、砍刀锯砍树干，只为尽快
疏通道路；我们曾在基坑周边下陷、
压坏水管时，把一桶桶清水提到老
弱妇孺家，只为保证供水；我们在繁
忙的上下班高峰，引导行人和交通；
我们像勤劳的啄木鸟，一遍遍查找
文明路上的不足之处……

母亲盯着那一闪而过的镜头，
继续执着地问：“那么多的红马甲，
我怎么能认出是你呀。”我笑了，“妈
妈，你好好看，一定能看到我的。”

我很想告诉母亲，其实看不看
见我，有什么关系呀，我们有个共同
的名字叫“红马甲”——老百姓需要
时，就会出现，不论是否周末、无论
是啥活……卧虎藏龙的“红马甲”就
像无所不能的佐罗一样随需而至、
从不落空。

闻乡音识故人
●敬亭山

“鼓浪屿四周海茫茫，海水鼓起波浪，鼓浪
屿遥对着台湾岛，台湾是我家乡……”相信很
多人对台湾的情愫，与这首耳熟能详的《鼓浪
屿之波》有很大关系，我也不例外。幼年时期，
每当朗读着课本里的《日月潭》,《鼓浪屿之波》

《外婆的澎湖湾》和《阿里山的姑娘》等熟悉的
旋律总会浮现在脑海，对宝岛台湾的向往逐渐
在心灵深处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1992年，长期失散的表叔要从台湾回来探亲。
那时，台湾知名歌手郑智化的《星星点灯》正风
靡两岸，大家一边紧锣密鼓地杀猪宰牛、准备
酒食，一边在“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让迷
失的孩子，找到来时的路……”的歌曲中猜测
着表叔的乡音是否改变。终于到了表叔回家
的日子，村里鼓炮齐鸣、夹道欢迎。岁月虽然
让表叔两鬓染霜，可不变的乡音还是让大家一
见如故。一番寒暄后，表叔迈进家族宗祠上香
祭祖，随后大家以隆重的宴席欢迎这位失联多
年的亲人，在觥筹交错中回忆童年趣事，在酒
酣耳热中畅谈两岸发展。表叔述说着经香港
转机的旅途劳顿和对直飞的渴望，还在读初中
的我对此懵懵懂懂，但表叔嘴里描绘的前景却
令人期待和神往，我期盼着能去宝岛台湾走一
走、看一看。

参加工作后，随着“小三通”“大三通”的相
继开通，两岸交流交往日益密切。2014 年和
2019年，我先后两次赴台湾，每次飞机降落在
台北桃园机场，孟庭苇那首熟悉的《冬季到台
北来看雨》总会在耳畔响起，令我激动、感怀。
那两趟虽行程匆匆，我却收获颇多，或震撼于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的琳琅满目，或惊艳于
101大楼外的璀璨夜景，或流连于清境农场的
清新惬意，或沉醉于日月潭的碧水青山……无
论走到哪，随处可见的“成功路”“开台圣王庙”

“妈祖庙”饱含着台湾人民对郑成功和妈祖文
化的敬仰与尊崇。行程中，更大的惊喜来自每
一次与台湾同胞的交流，亲切的闽南话、客家
话、普通话让沟通畅通无阻，也印证着台湾与
大陆的同根同源。

近几年，由于从事经济工作，接触了不少
台商，他们那根植于心、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
承和发扬，让彼此心灵相通。一次，获悉台湾
本土某知名游戏公司的游总准备到厦门设立
企业，我迅速联系上对方并预约好会面时间。
会面前浏览资料，发现游总不仅是“80后”，还
是台大毕业，真是年少有为。会面那天，提早
十五分钟到达的游总，刚踏上鼓浪屿码头，听
到《鼓浪屿之波》，连称亲切。我们一起在鼓浪
屿察看了几处候选场所，一路聊起游总的大陆
祖籍地、鼓浪屿的万国建筑，虽第一次见面，熟
悉的乡音却让我们似曾相识、惺惺相惜。辖区
另外一家台资芯片公司的财务总监也是台湾
人，我们日常走访企业，了解企业需求，解读相
关政策，与其接触比较多，其待人接物的彬彬
有礼，分析问题的条理清晰，言谈举止的风趣
幽默，双方言笑晏晏，政企沟通零距离。

无论是探亲旅游，还是商务投资，随着两
岸交流交往的进一步深入，海峡两岸人民血浓
于水的认同感日益加深，海峡两岸地缘相近、
血缘相亲、文缘相承、商缘相连、法缘相循的

“五缘”情谊日益坚固。我们有理由相信，台湾
这个漂泊在外的游子终将回家。

活动主办：
中共厦门市委文明办
厦门日报社
征文邮箱：zfk@xmrb.com

新时代文明实践
厦门志愿服务故事

征文
选登

活跃在大街小巷的一抹抹
“志愿红”，是文明厦门的一道
美丽风景线。为更好地以文明
实践汇聚前行力量，主办单位
面向全社会征集厦门志愿服务
故事。可以记录自己难忘的志
愿服务经历、感受及故事；或者
讲述身边志愿者、志愿团队的
故事；也可以为厦门志愿服务
的发展建言献策。

●征集时间：2022年11月
16日至2023年11月16日

●征文要求：扣紧主题，题
目自拟，要求内容真实，情感真
挚、语言生动。以记叙文、议论
文为主，篇幅不超过 1000 字。
作品须是署名作者自己原创首
发，严禁抄袭，文责自负。

●征文邮箱：征文作品请
发送到邮箱 zfk@xmrb.com，注
明“志愿服务故事征文”字样，
并留下真实姓名、地址、联系电
话。

征 文 启 事

我们有个
共同的名字
叫红马甲

“厦马”励我永不止步亲历●佳艺

激动我心的电话读来读往●珊珊

父亲的教诲

●征集时间：2022 年 12 月 1 日至
2023年1月15日

●征文要求：围绕“两岸一家亲”
的主题，记录和书写两岸血浓于水的
情缘，割不断的乡思乡愁，讲述两岸交
流交往的故事、融合发展的新篇，畅想
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愿景。要求以小
见大，故事真实，感情真挚，语言生动；
以记叙文为主，篇幅掌握在 800-1000
字左右。作品须是署名作者自己原创
首发，严禁抄袭，文责自负。

●参考角度：
1)两岸渊源及亲情故事；2)见证两

岸交流交往、合作发展的故事；3)台胞
台青来大陆追梦筑梦圆梦的故事；4)台
企台商台胞受益“惠台政策”的故事；5)
两岸共同传承弘扬中华文化的故事；6)
畅想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愿景……

●征文邮箱：征文作品请发送到
邮箱csfk@xmrb.com，注明“思归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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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元/人，并颁发获奖证
书。以上奖金均含税。

征文启事

相思树●杨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