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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尚♥薇莎 一碗热汤，愿你三冬暖

人间草木♥宗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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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闽南风情♥小辣椒 诗意仙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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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年古樟寻访记

四百年来头一回
♥汪金铭

什么是顶礼膜拜？什么是万人空巷？
什么是血浓于水？一次随保生大帝神像跨
海巡游台湾的经历，让我和我的同行得到了
亲身的体验和领悟，其情其景，至今难忘。

那是2010年的4月25日至5月5日，厦
门海沧青礁慈济祖宫保生大帝圣驾跨海赴
台“驻跸”11天，这是保生大帝信仰传入宝岛
台湾约400年来，神像本尊首次到达台湾本
岛。

据史载，保生大帝也叫大道公、吴真人，
是北宋名医吴夲。他生于福建同安县白礁
村（今属龙海），羽化为神于青礁村（今属海
沧）。生前因医术精湛、悬壶济世，而深受百
姓爱戴，被奉为保生大帝，成为民间信仰。
明末清初，保生大帝随闽南移民跨海上岛。
经数百年风雨，保生大帝在全台湾的宫庙达
370多座，信众达500万人，香火旺盛！

“四百年来头一回，两岸大帝来相会”。
保生大帝神像本尊首次跨海巡游台湾，所到
之处，信众从四面八方赶来，沿途护送，各家
各户门前设案供香，牺牲满鼎，信众伏身膜
拜。所到之处，锣鼓喧天，鞭炮齐鸣，阵头迎
接、礼仪表演轮番上阵；人山人海，沿途街道
被挤得水泄不通，簇拥恭迎，可谓万人空巷。

所到之处，在庄严神像面前，两岸信众
情感相投，亲似一家，血浓于水，尤其是闽南
话一说，两边看不出有任何隔阂，真是：“慈
济心肠传两岸，闽台百姓人人亲。”

就这样，短短11天，自北向南，全台25
个市县，巡游了18个，保生神像本尊先后在
台北、台中、南投、台南、高雄、屏东等地9座
宫庙“驻跸”。

特别是当保生大帝巡游抵达台南时，只
见沿街两旁夹道恭迎的长队长得望不到边，
护送队伍，一路走走停停，从海安路转成功
路抵达兴济宫，距离约一公里多的路程，却
走了快两个小时。难怪说，保生大帝信俗在
台南尤甚，单供奉的庙宇就有49座。

更令人难忘的是5月4日中午，保生大
帝圣驾来到台湾最南端的东港镇大潭保安
宫。在隆重热烈的恭迎仪式后，热情的主人
还特别宰杀了东港镇今年最大的黑鲔鱼招
待客人，这条黑鲔鱼重达160多公斤、市价
360万元新台币。在浓浓的乡情中，宾主双
方同声唱起了闽南歌曲，筵席将散之际，大
家共唱《我们都是一家人》，把热烈气氛推向
了高潮。令人称奇的是，此刻烈日当空，太
阳突然显现一圈彩环，并持续近5分钟才消
失。从科学的角度看，这属于正常的日晕现
象，但在这特别的时刻出现，当地许多民众
则坚信“这是保生大帝圣驾巡游带来的祥瑞
气象”。

当我们要随保生大帝圣驾离开大潭保
安宫时，当地一位陈姓中年人紧紧追上我
们，给我们递上他现场创作的诗歌：“谒祖信
仰千里行，团圆阳光照此行，同台同唱一家
亲，保生往返两岸情！”他还特别注明：“保生
就是神明，神明统一，两岸就统一；找回祖庙
和分庙的距离，5月4日太阳光环显团圆天
象，50年从未见过，不是神明安排有如此巧
妙‘合唱’？”此情此景，至今想来，令人感怀！

慈济精神系两岸，保生圣德佑万方——
11天的巡礼实现百万人的夙愿，留下了久远
的回味……

志愿服务
就在身边

♥洪丽敏
冬日的翔安，东方刚露出一点

鱼肚白，沉睡一夜的街道逐渐热闹
了起来。一位站在路口的志愿者，
挥动着红色旗子，正引导行人、车
辆有序通行——文明润物无声，一
股暖流悄悄温暖着这个冬天的早
晨。

这一天，我也是志愿红的一
员。偶尔，有路过的行人问我，为什
么要当志愿者？要是以前，这个问
题我是不知如何回答的，可是那天
我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因为不久前
的一次，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志愿服
务的力量，是如此平凡而又不凡。

“您的位置发一个给我，我马上
让人过去看一下。”放下求助电话，
我将被铁钉扎破轮胎的汽车缓缓停
到安全的地方，等待救援。

那天一早，为了赶一个采访，我
选择了一条平日里很少走的山路，
却在这条路上遇上了“拦路虎”。

“砰”一声巨响，让寂静的山野更显
空旷，我心里一惊，仪表盘提示胎压
出了问题。被迫降速后，我停车查
看，一根五厘米的铁钉斜插入我车
子的右前轮，我的心情跟着车胎一
起瘪了气，焦虑、慌乱瞬间席卷而
来，对于一个新手来说，我束手无
策，需要帮助，但目光所及的这条山
路，除了风吹落叶，没有一个行人和
一辆车经过。

“找‘寻补黄’！”突然，我的脑
海闪过一个念头——翔安“寻补
黄”交通志愿服务队，平日里我曾
听过不少他们的故事。抱着试一
试的想法，我在手机上输入了“寻
补黄”关键字，一条条与它有关的
信息全跳了出来。我又试着打开
了“车抛锚，打个电话有人帮”信
息，一个“风雨无阻救援电话”被清
晰地标注出来。我打了过去，“嘟”
了两声，电话接通了。同电话那头
的人仅简单对话几句，我就有了安
全感。不到十分钟，一辆皮卡车赶
来了，是一个穿着“寻补黄”荧光背
心的小伙子，他话不多，但干起活
来却十分专业。他拿出工具，快速
帮我换好备胎，为了确保我行车安
全，他还将车开到他的店里进行检
查。我不知如何表达感谢，便想支
付他工时费，小伙子却带着笑意真
诚地说：“小事一桩，能帮上忙就
好。”

这对他来说是小事，于我，却是
一件雪中送炭、解燃眉之急的大
事。我的心里暖暖的，“志愿服务就
在身边”，这个真实而又充满力量的
答案从此在我心里扎下了根，我告
诉自己，我也要成为像那位小伙子
一样的志愿者，把暖心的志愿服务
送到别人身边！

征 文 启 事

一个人怀念故乡的风物，也许最先想到的
是路旁村口或者故宅门前的一棵老树，春夏间
的繁茂成荫，秋冬时的落叶萧萧，记忆中的老
树，是陪伴童年成长的“老者”。

每到一个地方，我总喜欢寻访那里的古
木。北方的古树多是槐树、松柏或银杏，南方
则多为榕树、樟树。厦门古树名木众多，听说
翔安区新圩镇金柄村有一棵千年樟树，我便慕
名而访。

当车从金柄村街上驶过时，我忽然瞥见车
窗外闪过一抹浓绿的树影，急忙停下车。走过
去才发现，原来是两棵古榕树，树龄均已有
400多年，树旁建有一座炎帝庙。询问庙里的
老人，他告知我古樟树的方位，我按照老人的
指点向前走去，却并不好找，村中道路高低不
平，岔路较多。这时我看见一位坐在老榕树下
休憩的婆婆，便上前询问，婆婆只会讲闽南话，
听不懂普通话。我急中生智，指了指老榕树，
做了一个比这棵树还要粗的手势，并大声说了
一句“千年樟树”。婆婆忽然明白了，笑着用手

指着旁边一条上坡的小路。
我沿这条小路往上走，百余米后，果真发

现一棵樟树，但不像是我要寻觅的千年古樟，
继续前行几百米，却仍然没有发现古樟的身
影。我想，可能婆婆理解错了我的意思，便准
备原路返回，正巧迎面过来一个骑电动车的
老伯，便向他打听古樟的位置，老伯说就在上
面，并热情地说，要载我过去。原来，走上山
坡后，还得从一条小路拐进去，才能看见古
樟。

寻觅多时，终于找到古樟的位置——它枝
繁叶茂，矗立在我的面前，旁边的石栏上刻着

“唐樟”二字，树龄已有1300余年，是金柄村的
始祖在唐代植下的。而近旁的后埔村也有两
棵“唐樟”。方圆数里之内，竟能保存下三棵千
年古树，这在国内也殊为少见，我想这应当与
金柄村“始祖肇纶公手植香樟树林，乃造福通
族之胜迹，子孙世护勿毁”的祖训有关。

金柄村的这棵千年樟树，树身要数人才能
合抱，树皮龟裂，像苍龙的鳞甲。古树的枝桠

纵横，高下交错，回环盘曲，宛如千百条虬龙游
于空中。有一侧枝杈已经枯萎，依然垂悬其
上。古树位于山坡上，周围建了不少民房，它
的枝桠有的伸进村民的院落里，有的遮盖在房
顶上。忽然一阵风吹来，古树枝叶簌簌作响，
如天籁之音。

此时已近黄昏，落日的霞光遍洒村落。我
站在古树旁，俯视山坡下的村庄，有不少红砖
古厝，在夕阳中一派静美。再看身旁的古樟
树，如一位和蔼可亲的老者，守望着村庄。千
年的时光里，老树守望着村民生生不息，看他
们世代繁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看他们在时
代变迁里迁徙外地，开枝散叶。

黄昏里，古樟静默而立，它遍历春去秋来，
枝枝叶叶间光影深深，仿佛是辗转流逝的千年
光阴。村中有这样一棵老树，当真是“造福通
族之胜迹”。人一生的旅途，会看过许多地方
的风景，也许转身后就成过眼云烟，只有故乡
的风物，一座山，一片田，一棵树，会一直留存
在记忆里无法抹去……

一碗热汤，愿你三冬暖，春不寒。
闽南真正意义上的冬天，往往来得特别

晚，冬至前后，寒风起，终于有了一丝萧瑟，让
这座城市，有了几分冬的味道，这时候，就格外
想念一碗热汤，想念那种扑鼻的香味和捧在手
心里的温暖。

小的时候，每到冬天，母亲总喜欢炖四物
老鸭汤，把鸭肉和四物放在砂锅里慢慢地熬
煮，让它们互相渗透，焖煮出浓浓的香味。那
时的冬天好像特别冷，即使是躲在屋里，关好
了门窗，风仍然不知疲倦地吹着，把院子里的
树啊、瓜架子啊，吹得哗啦啦响。晚上，母亲端
来炖好的四物老鸭汤，汤色呈现出一种暗沉的
黑褐色，浓香扑鼻，用冰冷的手捧着汤碗，瞬间
就暖和了，再喝一口汤，那味道直沁人心脾。
母亲说，多喝四物汤可以补气血。我那时候也
没有想那么多，只是觉得冬夜里的四物老鸭汤
是最温暖的记忆。

身处南方，我们冬天见不到雪。那一年冬
天，我终于有机会踏上大西北，见到了真正的冰
天雪地。满世界都是白色的，在阳光下闪着耀
眼的光，真让人欣喜。冷是真冷，一出门就得全
副武装，帽子、围巾、手套、耳套一个不落。每
天，我们都要到当地的学校进行学习和交流，当
地的老师都要先带我们去喝一碗热腾腾的牛
肉汤或者吃一碗面。在甘肃临夏，大街上满是
卖牛肉面的店铺，每间铺子都纤尘不染，干净明
亮，连桌子都擦得亮晶晶的。一进门，扑面而来
的是牛肉汤的香味，我们肚里的馋虫就开始活
动了。一碗热乎乎的汤端上来，褐色的汤漂着
翠绿的葱花，迫不及待地喝上一口，哇，浑身暖
暖的。手捧着汤碗，那是怎样神奇的暖手宝啊，
让冰冷的手都微微地沁出了汗。大西北的面
食也很好吃，金灿灿的玉米饼，松软的花卷，再
喝上一碗汤，那幸福感顿时盈满心头。

既然冬日里喝汤暖胃又暖身，那何不为自

己和家人煲一锅汤呢。参鸡汤、排骨莲藕汤、猪
肚莲子汤、干贝萝卜汤……我都愿意去尝试，
并在每一次的实践中摸索出经验。后来，我发
现，也可以跳出那些固定的搭配，随性地去组合
食材，让它们互相融合，成就特别的味道。萝卜
丝、瘦肉、干贝或者虾米，有肉的滋味，还有海鲜
的清甜，山与海的味道相互融合，最为奇妙；各
种滋味鲜美的菌类也是我喜爱的，茶树菇、红
菇、竹荪，都是搭配肉类的好食材；我还喜欢尝
试在汤中加入各种中药材，党参、枸杞、黄芪，加
入汤中，滋味不错还强身健体。

下班后，花时间在厨房里忙活，炖出一锅
热汤来，餐桌上，热气氤氲，一家人坐在灯下，
一起喝汤，香浓可口的汤汁熨帖了我们的肠
胃，温暖着我们的身心。有时候呀，幸福就是
这么简单，家人围坐，灯火可亲，一碗热汤，足
以慰风尘。这世间的美味，终不敌冬日里的一
碗热汤。

人们都向往“诗和远方”，向往远方那些能
让人心灵澄澈、忘却尘嚣的美丽所在。然而，
待你来过灌口镇田头村仙景社，你便会不由自
主地发出感慨：诗一般的美景何必向远方寻，
在仙景便可让你寻得满眼诗意。仙景，被当地
人称为“山阿”。人居山中为仙，这里山清水
秀，四季鸟语花香，犹如仙境，仙景之名，可谓
名副其实。

居仙景，大可体验一回“结庐在人境，而无
车马喧”的悠然生活。初冬的仙景，卸下了秋
日的金黄，依旧鸟语花香。不信吗？你瞧：这
里有各种各样的鸟，它们中，有的是候鸟，有的
是“常住民”。有的鸟儿，全身披着乌黑的羽
毛，站在稻垛边，显出一副“人来鸟不惊”的自

得；有的鸟儿，身披白羽衣，头戴小黑冠，在收
割后的稻茬边上，碎步小跑，用尖而细的小嘴
敏捷地啄着稻草；有的鸟儿，体型较大，展翅翱
翔，飞过头顶，飞过芋园，傲然俯视大地；有的
鸟儿，穿着一身褐色的羽衣，还有着飘逸的长
尾巴，轻快地跳过田间小路，扑棱着翅膀钻进
芋园，只留下一阵尘烟在路上；还有的鸟儿，站
在窗棂上眺望远方，犹如站在相框里。哇，
看！不远处的树丛里，还跳跃着一只橘红色的
小鸟儿，它时隐时现，似一位羞赧的少女，不愿
将美丽的自己过度暴露。

这么多鸟儿，不仅形态各异，让人目不暇
接，而且它们唧唧啾啾的声音，更让人感受到村
居的清幽以及“鸟鸣山更幽”的意境。它们中，

或有卖力地鸣叫，似要把肺腑之气尽发出来，撒
欢得要让对面的山林都听见的；或有含蓄地练
嗓子的，小家碧玉般地低吟浅唱……各种鸟声
高低起伏，动听优美，奏成一曲美妙的乐音。

绕仙景村道一周，可以欣赏到初冬的花
儿，它们虽没有春夏的花儿艳丽，却有冬日独
特的味道。小而密的白色满天星，开满田埂；
满山坡的野菊花环绕着路旁的小池塘，映照在
清澈的水面上；浅紫色的喇叭花深情地缠绕在
三角梅花枝上，朝向道路，仿佛向路人播报着
什么消息；大红的茶花，散发出沁鼻的香味，招
惹着你凑上前去闻一闻。

居仙景，感受诗藏于景，足可让人悦享“诗
和远方”的美好。

半个世纪前，我怀着一腔热忱参军报
国，通过体检和政审，我很快就接到了入
伍通知书。

1972年12月22日，我告别乡亲，来
到新兵集中点，穿上了梦寐以求的绿军
装；26日，我到达南安洪濑军营，正式入
伍，成了一名光荣的炮兵，开始了激情燃
烧的军旅岁月。入伍后，我入了党，提了
干，还被选送到军校深造，成长为一名大
校军官。在绿色军营，我度过了人生中最
宝贵的青春年华，往事点点滴滴，至今难
忘。

记得入伍第一年的一天夜里，轮到我
站岗，哨位在离连队驻地三公里外山脚下
的团油料库。说也怪，我上岗不到15分
钟，突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不一会儿就
下起了倾盆大雨。我没穿雨衣，哨位上也
无岗亭，只能撤到油库的大门边上。可我

刚靠上油库门，就听见油库内连续发出巨
响，把我吓得不轻。不到半小时，油库内
又“嘭嘭嘭”地发出好几声巨响，真把我这
个“新兵蛋子”吓坏了。偌大的油库就我
一个人站岗，我紧握着半自动步枪，紧张
得手心都出了汗。事后，班长才告诉我：

“夏天气温高，太阳暴晒了一天，油桶遇热
会膨胀；晚上，一场暴雨又突然降温，汽油
桶盖遇冷收缩会发出声响，这是正常的

‘热胀冷缩’，不用害怕。”
我当班长时，班里有个新兵叫许元

才，他接到父亲病危的电报，无心训练，寝
食难安，我看在眼里，决定找他谈心。晚
饭后，我拉着小许来到营区后的小山坡，
我俩席地而坐，我耐心地安慰着小许。第
二天，我拿出自己平时节省下来的津贴，
到邮局给小许家寄了20元钱表示慰问，小
许得知后十分感动，放下了思想包袱，积

极投入到紧张的训练中。
1979年是我毕生难忘的一年。那年

1月，我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福州军区炮兵
第五次代表大会党代表（图1）。40多年
来，我始终以红色代表证（图2）为荣，无论
在部队还是转业到地方工作，都牢记使
命，珍惜来之不易的荣誉，努力做好本职
工作，即使退休了，也一直保持着共产党
员的政治本色和军人的优良作风。

俗话说得好：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2003年，我告别了亲爱的战友、告别了火
热的军营，转业到厦门工作。

如今，我已退休十年了，晚年生活过得
十分充实。前些天，我领到了“退役军人优
待证”，优待证上标注我的服役年限是29
年9个月。手里攥着优待证，我热泪盈眶，
是祖国和人民给予我这份荣耀，我为人生
中有当兵的经历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❶❶ ❷❷

军营点滴
永远难忘

老照片♥学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