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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集驿站”真够赞
♥蔷薇科

在集美区行政服务中心，台胞有一
个共同的家——台胞服务驿站。这个驿
站，以“台胞服务台胞”模式运营，招募台
青服务专员引导台胞台企办事，急台胞
之所急，想台胞之所想。为有需要的台
胞构建温馨便捷的服务体系，让他们感
受到家的温暖，被亲切地称为“阿集驿
站”。

台胞花奶奶对阿集驿站“家人式”的
服务，有切身体会。花奶奶来自台湾高
雄，在厦门生活了十几年，十分喜欢并习
惯这里的生活。2020年之后，因疫情的
原因，往返两岸不便，花奶奶便一直在厦
门生活。听说两年未回台湾，自己的劳
保退休金会被冻结，老人家很担心，如何
才能解决这个大问题呢？花奶奶四处问
询，却不知该怎么办。听说集美有个“阿
集驿站”，可以为台胞提供一站式服务，
她便大清早赶过来。

走进“阿集驿站”，花奶奶看到这里
的环境干净整洁，工作人员还用闽南语
亲切地问候她，顿时让她焦虑的心稍稍
安定下来。花奶奶向驿站工作人员说明
了自己的情况，工作人员详细询问后，先
是亲切地安抚了老人，然后打电话进行
协调。花奶奶在温馨的氛围中喝完一杯
茉莉花茶，工作人员也搞清楚了问题的
关键所在——第一步需要开具一张生存
证明。但是，生存证明怎么开？具体手
续怎么办？花奶奶心里还是没底，她担
心流程很繁琐，也担心自己年纪大了，办
不好。想来想去，老人家稍稍放下的一
颗心又焦虑起来。

为了帮助花奶奶，“阿集驿站”的工
作人员专门向主管请示，派出性情温柔
可爱的台籍专员陪伴。当这位小姑娘出
现在花奶奶面前，一声软糯的“阿嬷”，顿
时让花奶奶把心放下了。她细心地牵着
老人家的手，先是带着她到公证处复印
资料，公证完成后又将公证书送到服务
中心的邮政窗口，寄回台湾。一老一少，
来回穿梭，被搀扶着走路的花奶奶笑得
很开心，她俩看起来像是祖孙。办完这
些事，她还带着花奶奶到集美区行政服
务中心申请了敬老易通卡。

“一体化”联动、“一条龙”帮办，“阿
集驿站”与服务窗口建立快速联动机制，
打造“接待+办事”服务模式，用心做好

“家人式”的互助互帮，用心落实每个工
作细节，切实解决了在厦台胞的许多燃
眉之急。

此后，花奶奶逢人就夸：“那个‘阿集
驿站’的‘一条龙’服务真的太好了，在一
个地方就能办好所有的事，也不嫌弃我
老人家烦，真是‘有够赞’！”

小时候，老家用的是柴火灶，在灶台后，
锅与烟囱之间，有一个小小的角落，那儿太
窄，根本放不了什么东西，但由于柴火烧完，
会有余温，那儿总是特别温暖。因此，家里的
小花猫总喜欢躺在那里，享受温暖。

母亲平时很喜欢小花猫，因为有它在，老
鼠就不会来我们家了。但是，一看到小花猫
躺在灶台上，无论何时，母亲总是会立刻呵斥
它，把它赶跑。我们姐弟实在不解，这地儿挺
好呀，也没人跟猫争，为啥不让猫待着呢？母
亲平时可是很疼爱小花猫的，可呵斥驱赶它
时，又很执著，不把它赶走绝不罢休。

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就问母亲。她说：
“是没人跟它争。可这不是它该待的地方。
是猫就该尽猫的职责，太宠了，它就爬上灶
台，灶上温暖，它不挪窝、不运动，就变成肥
猫，哪里跑得过老鼠？灶上啥吃的都有，猫轻
而易举就能得到好吃的，它哪有动力去捉老
鼠？我赶它，是为它好，这样它才不会丢了捉
老鼠的本领。我们任由猫爬上灶台，不是爱
它，是害它。古人常说，宠猫爬灶宠儿不孝。
宠儿也是一样，不教他规矩，不帮他掌握生存
的本领，一味地满足他的需求，这根本是害
他，让他以后凭啥立足于社会？”

宠猫爬灶宠儿不孝，此话真不假。唯有
鞭策而不是溺爱，才能帮助所爱的人走得更
远。

为逝去乡亲写悼词

1962年9月，我读高一。记得第一
堂政治课走上讲台的是一位身穿旧军装
的老师，带着浓重的外地口音，声音却异
常洪亮，讲到关键处，他扬起手臂，砸下
拳头，一下子就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

他就是老照片中第二排左三的张新
民老师，江西萍乡人，1949年参军，1957
年被南京师范学院录取后退役。1961年
他毕业时不忘自己曾是军人，主动要求
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于是他来到当
时还很贫穷的南通县教育系统工作。

当时，张老师的宿舍在操场边，与存
放运动器具的低矮小平房为邻，课间，我
随同学们一起去看新鲜，他宿舍的墙壁
上挂了一张他穿军装的照片，威武帅气，
让我心生羡慕。

学校开运动会，论他的年龄与身体，
名次只能垫底，可他仍然积极报名。铅
球赛场上，他一出场便引来不少同学围
观，只见他身穿运动服，置铅球于耳边，
后退弯腰，一个冲刺把铅球抛出，踉跄的
瞬间，球已落地，响起掌声一片。他的参

与精神由此深深地铭刻在学生的心中。
我珍藏的这张老照片拍摄于1964年

6月，后排中间是我。当时张老师已经34
岁了，但仍积极参加共青团活动，任教职
工团支部书记。1964年，我们班编制为
一个民兵连，张老师在民兵训练中大显
身手，他组织我们“实战”拉练，目标是25
公里外的军营。同学们束着腰带，头戴
树枝伪装，行进中派出侦察分队，途中进

行传话、疏散训练。我们在军营住了一
个晚上，听抗美援朝的老战士讲故事，实
实在在地接受了一次军事教育。

我上高三时，我们学校新来的校长
周一行也是一位转业军人，他常以军人
的标准要求我们坐有坐相、站有站相。
他的言行与张老师一样充满军人风范，
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后来，我和班上的其
他两位同学都参了军。

回首往事，我曾遇到很多惊喜，这些惊
喜让我得到了很多，也让我更懂得感恩珍
惜，知足常乐。

母亲怀我时已是40多岁的高龄产妇。
我生下来时面黄肌瘦，奄奄一息，在那缺医
少药的偏僻山村里，父母除了叹气流泪，无
计可施。在我即将断气之时，一位远房亲戚
匆匆赶到，奇迹般地用艾灸把我从死神手里
拽了回来。大难不死，是老天赐予我最大的
惊喜，境遇不顺时想一想，觉得自己曾到鬼
门关前转了一圈，还能平平安安地活着，就
是最好的运气，便宽解了自己。

1990年3月，我怀揣军校梦参军。到
部队后，发现自己一个山里娃孤陋寡闻不
说，连普通话都说不好，我自卑得没有勇气
向连队汇报自己的想法，因此也没能去教导
机构培训，失去了报考军校的资格。在我心

灰意冷等退伍的时候，新来的指导员发现了
我的思想问题，鼓励我“放下包袱，抓紧复
习”。我心想，都已经没机会了，就没把指导
员的话放在心上。没多久，指导员突然对我
说：“连队决定让你去师教导队补训，你可以
报考军校了。”这句话让我惊喜万分。补训
后，我努力学习，终于圆了军校梦。如今遇
到困难时想一想，自己的命运能有这样一次
逆转，就是人生赢家了。

还记得2000年3月初的一个深夜，在
师机关当参谋的我突然接到科长的电话：

“有首长推荐你，你要调去军政治部干部
处。”我听了将信将疑，能去军机关工作是我
梦寐以求的，可我调到师机关工作还不到一
年，谁会看中我这个“菜鸟”呢？科长的这个
电话带给我始料不及的惊喜，如他所说，我
拥有了更大的成长空间，顺着这个阶梯不断

迈进，我收获了许多。
2008年7月，我从电视上看到一个靠

捡垃圾为生的老人收养了一个小女孩，并帮
助其寻亲的感人故事，有感而发写下短文
《我们常需补点“钙”》，投给“城市副刊”，却
一直未见刊用。时隔3年多，突然有一天，
一位文友告诉我，他在“海燕”版上看过我写
的这篇文章。我听后很纳闷，我没往“海燕”
投过稿啊？找出报纸认真一看，才知“城市
副刊”的编辑老师兼任“海燕”的编辑，我的
稿件早已刊发，真是惊喜。现在无聊时想
想，自己也有“无心插柳”的故事，真是美好
的回忆。

我遇到的惊喜还有很多，比如老友久别
重逢、物品失而复得、无助时得到帮助等，把
它们“串”起来想想，就能“串”出我的满足和
幸福感来。

好几次回同安老家参加亲友的追悼会，
我总觉得，悼词除了逝者姓名、出生日期和去
世时间不同外，大同小异。我一打听，村里负
责红白事的老人告诉我：“我们都是快八旬的
人了，一直找不到人来做这些事啊！如果你
能来参与，就太好了。”那一刻，我心起波澜。

年轻时，我离开家乡外出求学、工作，现
在退休了，是应该为家乡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了。乡亲们一生辛苦劳作，离开人世时，难道
也要像树叶飘落一样悄无声息？为什么不能
有一份属于他们自己的温暖悼词为其送行
呢？

事隔不久，一位宗亲打电话给我，想让我
为他刚去世的大嫂写悼词。他的大嫂是退休
护士，套用公式化的悼词，显然不合适。他告
诉我，在他兄弟俩境遇窘迫时，是大嫂雪中送
炭，慷慨解囊十几万元，帮助他们走出困境，
悼词是他大哥送给大嫂最后的礼物，追悼会
上的悼词，如果不提及大嫂当年的付出，对他
们而言，会留下终身遗憾。听着他悲伤的恳
求，我找不到任何理由拒绝。

很快，我就写完了那篇悼词。当我怀着沉
痛的心情念完悼词，竟然有两三位宗亲不合时
宜地鼓起了掌，他们感慨地说，我的这篇悼词
写得好。从此，只要有乡亲离世，他们的家人
都会找到我，请我为他们逝去的亲人写悼词。

写着写着，我被他们的许多事迹感动
了。虽然这些纯朴的乡亲都很平凡，但他们
孝老爱亲、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的美德，让人
肃然起敬。一份有温度的悼词，既能给逝者
一个实事求是的评价，展现其平凡中不平凡
的一面，亦可教育他们的子孙传承良好家
风。因此，我觉得写好悼词，也是一件很有意
义的事。

人们常说，一颗善心，胜似一座庙宇；一次
善行，胜过万千祝告。既然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为逝去的乡亲送行，给他们的亲友一些安慰和
教育，我为什么不继续坚持这种善行呢？

提起抄书，有的人可能会想起学生因为
犯了错误被老师罚抄书。这样抄书大多是
被迫的、不情愿的，自然没什么快乐可言。
而我这里所说的抄书之乐，是主动的，能让
人享受乐趣的。

抄书之乐，其实也就是读书之乐。常言
道：“书非借不能读也。”借书是读书人常有
之事，借来的书是必须按时归还的，如果发
觉书中内容精彩，不满足于一看了之，又不
方便购买，便只好将书中的精彩内容抄录下
来。

回首自己的读书经历，盘点一下自己抄
过的书，印象最深的是《论语》。《论语》是儒
家经典之一，其中对学习态度、学习方法以
及修身之道的有关论述堪称至理名言，对中
国读书人影响颇深。正因为此书的重要性，

所以我在阅读的同时，顺便就把它抄写在笔
记本上。第二本是《菜根谭》，因为毛主席曾
说过“嚼得菜根者，百事可做”，深信“知识就
是力量”的我就把它给抄了下来。以上两
本，我是按照顺序逐章逐节抄录下来的，至
于只做重点词句段落摘抄的书，那就不胜枚
举了。

抄书可以让我们加深对书中内容的理
解和吸收，这就好比吃饭时细嚼慢咽。随着
电脑、手机的普及，我们写字的机会越来越
少，人们常常苦恼于提笔忘字，而经常抄书
正好可以减少这样的苦恼。抄书不但可以
写字，还可以练字。对于有文化的人来说，
一手好字意味着什么，大家都心知肚明。

近年来，我爱上了“学习强国”App，在
这里我读到了不少好文章，每天都有新的收

获。当我读到白居易的《与元九书》，发现有
许多经典名言都出自此文，比如“感人心者，
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

“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文章合为时
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等，读后很受启发，
再加上我喜欢写诗，因而又将它抄了下来。
这封白居易写给好友元稹的信，洋洋洒洒近
4000字，我的大笔记本抄了6页多。文章
内容丰富、感情真挚，而且有不少独到见解，
读之令人叹服。当我读到《左传・晋公子重
耳之亡》的时候，被文中晋文公的故事深深
吸引，反复阅读还嫌不够，于是又开始抄起
书来。

抄书，其乐无穷。我以抄书为乐，我的
抄书生涯自然也将无穷无尽地延伸下去，直
到抄不动为止。

宠猫爬灶宠儿不孝

抄书，其乐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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