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

身/ 边/ 人/ 身/ 边/ 事

2023年1月2日 星期一
责编：陈少英 美编：张宁
投稿邮箱：csy@xmrb.com

A08
XIAMEN DAILY

暖心油泼面

老照片♥蔡怡琳
之旧物件

家事♥康业岭

一口铝锅
一段往事

一个人的“厦马”

忆儿时冬日老家♥肖丽华

展望厦金
一日生活圈

♥王世勤

活动主办：
福建思归心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厦门日报社

征文邮箱：csfk@xmrb.com

征文
选登

两岸一家亲
同圆中国梦

征文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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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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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首刚刚过去的2022年，让我最无奈的
是，作为一名厦马“铁粉”，一名厦马永久号
（667）拥有者，11月在家门口举办的这场马拉
松赛却因为疫情（在单位隔离备勤）而不能参
赛，那种望“跑”叹息的惆怅与无奈心情，只有自
己心里最清楚。

厦马开赛，人山人海。而远离赛道的我，却
倍感孤独与寂寞。那天，我依然很早起床，整理
好跑步的“行头”，来到位于隔离备勤区的体训
中心，启动跑步机，开始一个人的“厦马”。我幻
想着自己也置身于“厦马”的大队伍中疾跑，思
绪随着跑步机一起飞速“旋转”起来。

一个人的“厦马”，远离了“名利之争”，不用
担心比赛的时间和排名，可以回归跑步的本真
和锻炼本身。其实，一份独特的宁静，也是一种

享受。在人生的赛道上，我们多数情况下也是
“孤独跑者”，学会心理调节，习惯没有鲜花和掌
声，从“众乐乐”回到“独乐乐”，也是一种幸福，
更是一种内心修炼。

一个人的“厦马”，不会为了要“跑马”而激动
得彻夜难眠，真正明白“自己才是健康第一责任
人”的深刻内涵，跑步不仅仅是为了比赛，更重要
的是为了自己的健康，大彻大悟后才能放飞轻松
的心情。其实，一回独自的感悟，也是一种享受。

一个人的“厦马”，就像“因为跑步爱上一座
城市”一样，如果爱自己的单位，“牺牲”一点个
人的兴趣，同样算不了什么。个人的兴趣必须
服从单位整体利益，虽然内心有一种难以割舍
的痛，孰轻孰重，应该掂量清楚。其实，一幕独
白的对话，也是一种享受。

跑步机仍在飞快运转，公里数也在不停变
化，5公里、10公里、20公里……当你真正懂得
跑步的真谛，自身是否亲临赛道、成绩是快是
慢，或许并没有那么重要，只要跑起来，就已经
足够了。虽然失去呐喊与助威，远离喧嚣与喧
闹，但是，我的脚步依然铿锵与坚定，我的精神
依旧饱满与抖擞。一个人的“厦马”，跑的是寂
寞，收获的同样是一份好心情。

世间最有力量的莫过于时间，在新年洪亮
的号角声中，时针铿锵地跨过了2022。疫情和
灾难，低谷和艰难，都无法阻挡、扼杀明天会更
好的信心。要相信，没有一个冬天不会逾越，没
有一个春天不会如期而至。我们期待一元复
始，期待万象更新！凛冬散尽，星河长明，新的
一年，愿大家万事顺遂、吉祥安康！

外婆家有一口铝锅，不到两巴掌高，但使
用率极高。夏日，外婆喜欢用它来煮绿豆粥，
似乎只有那口锅能熬制出粥的精髓——晶莹
的凉粉搭配煮得开花的绿豆，再用搭配的铝
勺舀到瓷碗里，那是外婆牌绿豆粥特有的味
道。

记忆里，这口铝锅自我童年就有。它不是
厨房的主角，却是碗柜里沉默的存在。这段时
间疫情又起，外婆用它为我们熬汤汤水水。一
问才知道，这口锅居然快40岁高龄啦。

30多年前，它曾担纲重任，为来自远方的
工程师们提供过热腾腾的食物。

外婆是厦门感光厂的员工。说起厦门感
光厂，相信很多老厦门人都耳熟能详。该厂
生产的福达牌相纸和福达牌胶卷，记录了几
代人的青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许多人家
里都珍藏着几卷胶卷。当时，彩色胶卷市场
长期被柯达、富士等进口品牌垄断，而乐凯、
福达这些国产品牌因产能低下、材料长期依
赖进口，市场份额远远落后于外国品牌。人
民的美好生活需要被记录，只有自己拥有技
术，才能改变彩色感光材料长期依赖进口的
局面，缩短我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因
此，引进一条具备国际先进水平的生产线成
为当务之急。

作为特区的厦门当仁不让，先行先试。
1984年，全国各地不少工程师来到厦门，支
援感光厂的建设。那时，外公刚去世不久，外
婆悲痛欲绝。本来在生产一线工作的她，担
心因情绪不佳导致工作出错，申请转后勤为
工程师们服务。外婆煮的一手好菜，被安排
为工程师们做饭。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外婆当即上
街挑了几口好锅，这口铝锅就是其中之一。
外婆记得，来自北京的一位工程师喜欢吃面
条，用这口铝锅煮的面条软硬适中，很是劲
道，于是她用这口锅煮面条最多。

“人家是来支援我们建设的，小伙子背井
离乡，一定要招待好。”外婆不仅煮三餐，有时
还提供夜宵，很受大家欢迎。1988年，彩色感
光材料生产线建设成功，外婆也功成身退，退
休了。

除了这口铝锅，她还一直保存着几个装
照相纸的纸盒。每次打开纸盒，就像打开回
忆宝盒，里边有年轻的外婆，还有与外婆一样
参与特区建设的无数特区人的奋斗故事。

现在，拍照轻而易举，唾手可得。不少人
还是怀念那种从相机里取出胶卷，等待照片
洗出来时的期待。其实期待的，更多的是用
时间熬煮的真情真意吧。

早在明清两代，金门与厦门便均
隶属于同安县管辖。 金门人常在厦
门工作、经商，而厦门人也一直在金厦
水域行船、摇橹、捕鱼，两地人民通婚
交往，亲情浓厚，关系密切。遗憾的
是，由于内战，仅隔三海里距离的两岸
阻隔了近四十年，致使骨肉分离、咫尺
天涯。

所幸1987年，探亲政策开放，相隔
了近半个世纪的亲情再度燃起，两岸
的文化与教育交流、商业、经济、宗教
与婚姻的往来更加密切。就说两岸民
俗文化的交流，多年来表现出了两岸
人民“团结共荣共享安康日子”至善至
美的愿景。疫情之前，金门代天府池
王爷的信众们，每隔一段时间便会前
往厦门马巷池府王爷庙“刈香”；金门
天后宫的妈祖娘娘也会定时回湄洲妈
祖庙“回銮”；而双脚踩着龟蛇二仙的
玄天上帝庙，也早已成为湖北武当的
分镇了。再说，现今金门人在厦门地
区的购房置产超过两万套，而在金门
有近2000个“陆配”均来自大陆各地。

的确，金门地理环境特殊，就地缘
与人文性质而言，与福建厦门同文同
种，自南宋以来朱熹便在金门开书院
授理学，因此金门文风鼎盛，人才辈
出。而宗教更是源于大陆，目前金门
三四百间寺庙有九成的神佛道儒源自
大陆，其关系密切，自不在话下。金厦
的通水更增加了金门与大陆的关联性
与依赖性，而“小三通”之后，与厦门的
往来更是密切，厦金一日生活圈带动
了生活的便利与需求，“小三通”带来
了便利的航运，造就了台商与金门人
民探亲的特殊“管道”，惠及无数思乡
子弟。

此外，借助“小三通”，不少学有专
精、优秀的台湾教师和博士生前往大
陆授课，大陆学生来到金门和台湾本
岛精进学业，开展双向和谐的学术研
讨与交流，也为大陆莘莘学子带来了
优异的教育效果。

我的儿子学有专精，成绩斐然，现
受聘在大陆高校，每年还以数篇高水
平的学术论文在国际上发表，他所在
的大学为之骄傲。这些事实，身为金
门人感受最深，期待两岸能和平相聚，
本福国利民宗旨造福中华子民，则民
族甚幸！人民甚幸！

欣逢福建思归心文化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与厦门日报共同推出“两岸一
家亲，同圆中国梦”主题征文，本为炎
黄子孙暨金门子弟的身份与角色，共
襄盛事，期待海峡两岸本着同源同根，
同文同种的血脉相连关系，早日和平
统一，共同营造一个健全优质的富康
环境，共享幸福安康的日子。

（本文作者系金门日报“浯江夜
话”专栏主笔成员之一）

“特区夕阳”
“Zhi”愿红

♥家艺
在新时代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

市活动中，厦门特区有一支特殊队
伍，曾被评为全国志愿者服务先进集
体的厦门离退休老同志老党员“志愿
者服务总队”，他们退休不褪色、离岗
不离党，继续为文明创建、疫情防控
等重要工作助力助威、添光增彩。这
一种红，可称为特区夕阳“Zhi”愿红。

“志”愿红

鹭岛大街小巷、交通路口等场
所，身着红马甲的公安“老民警志愿
者服务队”,退休后仍继续义务维持
交通秩序、调解社区矛盾、维护社会
治安。

卫生系统的老专家组成“天使志
愿者服务队”，平时协助医院医疗导
诊、文明劝导等活动。疫情防控期
间，“天使”们参与义务诊疗、核酸检
测等志愿活动，依然为文明创建、疫
情防控等工作忙碌着。

来自教育系统的“五老志愿者队
伍”，深入各学校关爱下一代，帮助开
展新教师岗前培训，助力提升青年教
师课程思政能力和教书育人水平。

市场监督管理系统的“老党员志
愿者服务队”，深入市场、商场开展

“督导市场、助力创城”宣传、电梯安
全知识宣讲活动，继续为文明创建做
奉献。

那一抹抹爱的宣传者、奉献者形
成的夕阳“志”愿红，勾画出特区一道
道亮丽的文明风景线，值得抒怀。

“挚”愿红

如今，特区的志愿服务已蔚然成
风，夕阳“挚”愿活动也火热进行着。
退休老法官组成的“老妈妈关爱团”
经常深入学校，义务为青少年开展普
法教育；走进监狱、工读学校，为失足
青少年宣讲法律、心理疏导。湖里区
金安社区老同志办“下午四点钟家校
组织”，义务帮家长接送孩子、辅导作
业。也有老同志加入“蓝天”“曙光”
等民间救援队伍，参与地震等公益救
援。

哪里有困难需求，哪里就有夕阳
“挚”愿者的身影，那一群群爱的弘扬
者、播种者，构造出一幕幕助人为乐、
关怀他人的感人画面，令人难忘。

“智”愿红

智能化的设备，如今也与时俱进
用于夕阳红志愿服务中。市委市政
府的离退休老同志，带头学习并使用
智能化的电脑、手机等新设备，继续
为党史、方志的编纂劳作着。获得全
省金奖的《把红旗插上厦门岛》舞台
剧，就是市委老干部局牵头组织有关
老同志自编、自导、自演的。还有些
老同志使用智能化设备如生命探测
仪器、无人机参与抗震救灾。智能新
科技助力夕阳红志愿活动提升了水
平。智能新科技，也同样为夕阳红志
愿者，刻录着一场场“智”慧为民的闪
亮影像。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特区
夕阳“Zhi”愿红，继续传播“至”爱，传
递文明，值得点赞、致敬！

去年12月，学校提早放寒假，孩子“归笼”
了。平日里，我和爱人工作忙，身边“小阳人”日
渐增多，孩子的寒假生活成了我们最放心不下
的事儿。而一碗暖心的“油泼面”，让我改变了
对10岁儿子的认识。

我是北方人，对面食情有独钟，几十年来不
曾改变。炸酱面、水捞面、炒面、汤面、油泼面，
我都爱。孩子在厦门出生长大，从他上一年级
开始，我就有意识地引导他别忘了北方的

“根”。他却常说，“老爸，我是河南人没错，但我
不喜欢吃面食。”我也只能无奈一笑。

前几天，我像往常一样加班，准备回家时，
儿子的电话来了。“爸爸，今晚想吃什么呀？我
来做你爱吃的油泼面，如何？”我很吃惊，但满口
答应，心里既高兴又担心，担心他一个孩子不会
正确使用天然气灶具。免提电话里，爱人告诉

我，她下班到家了，在儿子身边呢。儿子当天的
学习任务已完成了，练习了萨克斯曲。儿子是
看到爸爸妈妈每天工作很辛苦，他刚好寒假在
家，想给爸爸妈妈做一顿油泼面。说心里话，我
最喜欢吃油泼面，有时会为了吃上正宗可口的
美味，我会特意走过几条街巷去附近一家河南
饭店吃油泼面。听说儿子要做油泼面，我不由
自主脚踩油门往家赶……

嗬！儿子穿上围裙，像小大人一样还戴上
帽子。据他说，他先前在网上看过做油泼面的
视频，他是凭着记忆一步一步照做。

水开了，把宽面条抻好下锅，煮开滚两滚捞
起，均匀地放进大碗里，撒上葱姜蒜头，将酱油、
香醋、鸡精、花椒粉、盐等配料调制好放进碗
里。不瞒你说，我偷偷尝了一下配料，不咸不淡
刚刚好，味道很鲜美。尔后，儿子从冰箱里取出

一小把香菜，洗净依次放进碗里，抓了一小把辣
椒平铺在面上，用筷子捯饬了几下，俨然一位正
待出发的战士，不慌不忙，井然有序。倒掉汤
水，刷洗干净，倒油加热，油沸腾了，用热油一
滋，瞬间香气扑鼻，连空气都是香的。那一刻，
一种自豪感油然而发，我禁不住为他点赞！儿
子的小脸笑开了花。

一碗油泼面，不算美食，但培养的是孩子的
孝道，是他的生活能力；一碗油泼面，不算补品，
但它喂饱了我的胃，更启发了我养儿的初衷。
作为家长，谁不盼望自己的儿女才华出众有出
息呢？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孝顺懂事有进步
呢？我想，日子终归趋于平淡，成功需要日积月
累。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教育孩子不要做温室
里的花朵，拥有孝心、独立自强、敢于实践，不负
未来，足矣。

三明老家的冬天，非常的寒冷。阴天，是那
种冻入骨髓的湿冷，天气晴朗时，常常是伴着霜
冻的干冷。记得小时候，冬夜里，寒风在屋外呼
呼地刮着，风吹到脸上像刀割一样，屋内也是寒
气逼人。奶奶絮叨着，明早的霜冻肯定又是结
得厚厚的呢。

果然，隔天一早醒来，窗外已是霜满天。远
处的青山，山坡上披上了一层银白色的外衣，氤
氲着清冷的寒气，显出朦胧之静美；近处的田野
里，已是白茫茫一片，散落的一堆堆稻草上，落
满了霜花，像是盖上了一床床白色的小被子；屋
顶上的霜结得最是厚实，霜花沿着瓦片的形状
一溜溜地呈现，厚厚堆积成排，放眼望去，每家
屋顶都闪着白晃晃的耀眼的光，蔚为壮观。而

不远处的那棵光秃秃的梨树上，则挂满了一串
串的冰凌子，晶莹剔透，仿佛一阵风儿吹来，它
便会像风铃一样叮叮当当地响起，令人雀跃！

此时，大地笼罩在霜的世界里，村庄还没有
完全醒来，天地间仿佛静止一般，四周显得异常
的静谧。随着太阳的初升，村庄慢慢热闹起来
了。每家屋顶都升起了炊烟，人们陆续从家门
口探出头来，都不禁呼叫一声：哇，今早的霜下
得好大啊！然后又缩回屋内去了。而我们这些
小孩子则是兴奋的，顾不上寒冷，约上小伙伴们
往地头田间奔去。或捧回大块的厚厚的冰块，
或拎回一串串晶莹剔透的冰挂，尽情地嬉笑打
闹，冻得通红的小脸蛋上洋溢着天真与欢乐，村
庄因此有了勃勃生机。

阳光似乎也在升温，晒在身上逐渐有了暖
意。人们纷纷走出家门，走到向阳的地方，聚在
一起沐浴暖阳。吃过早餐，有的提着取暖的火
笼，有的双手插兜缩着脖子，或站或坐聊着家
常。更有捧着饭碗加入其中的，边吃边插上几
句；难得闲下来的农妇们，吃过早饭收拾好家
务，搬张小板凳挨着自家的墙根坐着，手里也没
闲着，飞针走线赶织过年的毛衣，不一会儿就招
来了几个街坊邻居，叽叽喳喳说笑着……冬日
早晨的寒冷，就在这欢声笑语中逐渐散去。

时至今日，我还是会念起那些落霜的早晨
及冬日暖阳下的种种欢乐。只是，时光不复返，
故人已不见，往日的情景也再难寻觅，徒留叹息
与怀念。

感悟♥汪志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