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一个好
校长造就一批好老师。今年9月，厦门沧
江高级中学将正式投用。吴启建名校长工
作室将入驻沧江高中，以师带徒、一带多方
式，直接为该校发展给予相关指导。

去年，海沧区通过“柔性模式”引进第
二批6位高层次教育人才，吴启建是其中
之一。翻开吴启建的履历，温和、平实、稳
健的他是福建省首批正高级教师、特级教
师，福建省原特约督学、厦门市原特约督
学、厦门市中学化学专业委员会原理事
长。2013年至2018年，吴启建管理厦门
第二中学期间，以各美其美、多元成才为理
念，坚持“五育”并举，借助厦门大学和厦门
市教育局联合办学厦门大学附属第二中学
的契机，创办人文创新实验班，开展双合课
堂教学改革实验，推进足球、音乐、美术特
色建设，特色教学成绩斐然。

2018年2月，吴启建从厦门二中校长、
党委书记岗位上退休，当年4月被翔安区人
民政府聘任为翔安教育集团总校长，开启
人生的第二次创业。翔安教育集团是翔安
区创新集团化办学模式，成立的全省首个
公益教育集团。在他带领教育集团的5年
时间里，翔安区幼儿园从4所发展到21所，
办学成效显著，翔安教育集团获评“厦门市
教育工作先进集体”，并荣获“省委省政府
为民办实事普惠托育试点单位”称号。

去年8月，吴启建辞去翔安教育集团
总校长职务，第二次光荣“退休”后，马不停
蹄又投入新工作。去年9月，由海沧区教
育局通过柔性引进，成立厦门市海沧区吴
启建名校长工作室，目前他还兼任福建省
基础教育研究院（德旺基础教育研究院）特
聘研究员。日常工作主要是发挥名校长工
作室的引领作用，通过共研、共建、共享、共
助、共融，助推海沧实验中学、沧江高级中
学等成员学校教师和学校发展。

仅凭手里的一片小树叶，各种经典乐
曲，包括《森林狂想曲》《我心依旧》等就这
样流淌开来。业余时间，多才多艺的吴启
建还和一群志同道合者成立厦门树叶吹奏
协会。这项技艺目前也走进学校，他在海
沧实验中学高一年和松柏中学初一年成立
了“叶笛乐团”，未来还将向各成员学校推
广这一项技艺。

从教43年来，吴启建以前瞻教育为理
念，在学校管理、教师培养、教育科研、教育
督导、教育评估等方面取得一系列成绩。
他出版的专著《托起明天的教育——青年
教师成长之道》在“2013年度中国影响力
图书推展・第四季书目”中获得了教育类
最有影响力图书奖。

我们如同一群拓荒者，创造新模
式，建立新制度、实践新举措，让学校的
课程百花齐放、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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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8月，由厦门市文联扶持资助，
市作协具体负责执行的“珍珠湾文丛”
（第六辑）与广大读者见面。陈元麟的散
文新作集《风的微笑》入选，该书记录著
名雕塑家李维祀，作曲家谢旭、袁荣昌，
摄影家李开聪，画家林岑、韦江琼、孙煌、
郑起妙、洪瑞生、林生等10位艺术家的传
奇人生。

说到《风的微笑》，不得不提到《厦门
文艺人物专辑系列》丛书。为了给我市
有一定造诣的老一辈作家艺术家立传，
从2009年起，市委宣传部和市文联决定
推出这套丛书。每年出版3至5位艺术
家专辑，每个专辑包含艺术家传记、作
品、评论文章以及一部电视专题片光
盘。主编由陈元麟兼任。两年后，陈元
麟即将退休。领导对他说，“你熟悉情
况，还是继续发挥余热吧。”于是，他延续
了这项工作。因为人手不足，退休后，在
主编这套丛书之余，他也亲自动笔，担纲
部分撰稿。

陈元麟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从事
文艺创作、编辑、评论和行政工作，曾担
任过市文联专职副主席、厦门文学院院
长，并兼任过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和
厦门市作家协会主席等职务。作为改革
开放以来厦门文坛的见证者和亲历者，
虽然撰写传记颇费时间和精力，他却乐
在其中。

他在序言中写道：“采写对象基本上
都是相识多年的老文艺家，每一次采访，
都是老友促膝谈心。在不设防的交流
中，了解了他们的创作初衷和奋斗过程，
了解了他们的生活习惯与艺术风格，从
而遗憾着他们的遗憾，快乐着他们的快
乐。”他直言：“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退休十多年来，陈元麟先后写了20
余篇、50余万字的人物传记，此次《风的
微笑》便是择选其中的10篇结集出版。
他说，20世纪上半叶出生的这一批艺术
家很特殊，成长的历史语境带给他们太
多磨砺甚至苦难，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
的追求艺术和表现艺术的方式。

陈元麟认为，《风的微笑》的出版，是
向老一辈艺术家的致敬，也激励青年文艺
工作者传承老艺术家的优良传统，坚守艺
术理想，追求德艺双馨。他说，“文艺事业
如同一场永不谢幕的长剧。为了让先人
匠心独具的艺术创造成为今人的精神资
源，后来者应该了解前辈文艺家探索奋斗
的心路历程、艺术追求。只有了解，才能
理解；只有理解，才能更好地传承。”

文艺事业如同一场永不谢幕
的长剧。只有了解，才能理解；只
有理解，才能更好地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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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春夏交替，是万物生长好时节。
5月31日，张龙春与另外两位厦门农业方
面专家，一起“上山下乡”、进村入户，指导
厦门军营村的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春
茶采摘后茶园管护，以及茶园修剪整形、
开沟施肥等工作，总结生态茶园建设成
效，为下一季的茶产业丰收打下坚实基
础。

1993年7月，张龙春从福建农业大
学教师岗位，调来厦门从事“三农”工作。
是厦门农业资深的高级农艺师。在30年
的职业生涯中，张龙春主要从事指导土壤
肥料、农业机械、耕地质量保护提升、生态
循环农业等推广工作，为全市的粮食、蔬
菜、水果、茶叶及食用菌高优生产提供大
量技术服务。今年4月，为进一步充实乡
村振兴人才队伍，厦门在全市选聘12名
乡村振兴指导员，重点指导推动乡村振兴
精品村创建工作，帮助理思路、谋发展、办
实事、促振兴。他是12名中的一员。

今年来，张龙春参与引进水果玉米、
水果小番茄、花椰菜、黄瓜等特色新品种，
试验示范和技术推广应用。参与引导村
民种植特色果蔬的同时，他还协助农民大
力发展设施农业。如依托本地资源优势，
大力发展以设施农业大棚蔬菜种植为主
的特色产业，推进设施化、智能化、信息化
的绿色高效现代农业生产方式，以生产优
质高效的特色农产品，促进农民增收致
富，以实际行动践行农技人的“一懂两爱”
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因工作经验丰富，能吃苦耐劳，热心
服务基层，张龙春目前与各区、镇（街）等
农业部门、农业专业合作社都保持较好的
联系。5月11日，同安的一家生态养猪企
业，猪粪的沼渣积压，企业主打电话找他
帮忙。他二话没说，当即联系两家有机肥
加工企业前去洽谈。变废为宝，养猪企业
的沼渣成为有机肥加工企业的原料。

张龙春目前还是市委老干部局与市
委乡村振兴办联合成立的厦门银发人才
乡村振兴服务队中的一员。他最喜欢和
年轻人分享工作经验，并称涉农从业者是

“油柑命”，一开始是苦涩，最后都是甘甜
的。他说，“这份工作能让我沐浴最灿烂
的阳光，呼吸最新鲜的空气，吃最健康的
农产品，让我也有个好身体。”新时代，农
村是充满希望的田野，是干事创业的广阔
舞台，他愿意继续努力发挥自身的资源优
势带动农民增收致富，为厦门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新
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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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初心不改，用60年的临床工作专注

做好一件事，以实际行动诠释“医者仁心”
的内涵；他为老一辈艺术家立传，激励青年
文艺工作者传承老艺术家的优良传统；他
以前沿教育理念开展特色教学，教学成绩
斐然；他是厦门银发人才乡村振兴服务队
队员，指导精品村开展生态循环农业……

他们是银发人才库中的成员，是“鹭岛
银领·党旗红”的一面旗帜，也是我市银发人
才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的生动缩影。银发人
才长期奋斗在各自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
经验，具有较高的专业技术。为用好用活银
发人才资源，厦门市委老干部局持续深化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主题教育，贯彻落实“深学争优、敢为争
先、实干争效”行动，实施“党建引领奋进年”
计划，有力激活银发人才“宝库”、汇聚银发
力量，引导他们在党的建设、乡村振兴、基层

治理、产业发展、医疗义诊、文明
城市创建等方面发挥积极

作用，助力全市

在去年11月举行的“2022全国公
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交流会暨厦门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建院85周年学术论坛”活动
中，陈焕章因做出了突出贡献，被评为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建院85周年重
大贡献人物——卓越功勋奖”。这位出
生于1937年的老人，初心不改，用60年
的临床工作时间专注做好一件事，用实
际行动诠释“医者仁心”的内涵。

1963年从福建医学院医疗系本科
毕业后，陈焕章先后在福建医学院附属
协和医院及附属第一医院任内科医师，
兼临床教学工作。1985年7月调入厦
门市第一医院至今，先后任心内科主任、
干部病房主任、大内科主任，兼任医院专
家组副组长。在认真履行医疗职责和抓
好各项繁忙医疗工作的同时，还承担中
央领导和省领导来厦期间的医疗保健工
作，负责本市每年的征兵体检和高招体
检评审。

2004年退休返聘后，陈焕章继续潜
心钻研医术、看病坐诊，并定期前往杏林
医院查房。2019年，随着年纪越来越
大，他不再参与查房，但仍坚持一周四个
半天的固定门诊和保健巡诊。坐诊时他
会仔细问询每一个患者；对于患者的提
问，他总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耐心细致
地回答。如果遇到病情复杂的患者，他
经常一看就是大半天。

这是一个周四下午，在思明区中华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间不大的问诊
室里，陈焕章穿着白大褂坐在桌前。虽
然好多眉毛都花白了，但他精神饱满，正
一个个接诊。很多患者经常不顾路远，
专门赶来找他看病咨询，他从来不拒绝
远道而来的患者，经常加班到最后一个
患者离开。

陈焕章擅长心血管病的诊治，特别
对高血压病、冠心病、心律失常、心力衰
竭等疾病的治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退
休后，他注重培养团队里的年轻后辈，将
丰富的临床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大
家。有些年轻医生遇到疑难杂症，也会
邀请他一起会诊。在传帮带的同时，他
还与时俱进向年轻医生学习各种适应医
院现代化发展需要的技能。

对病人的慈悲、对技术的追求、对事
业的执着、对医学的奉献，已经融入陈焕
章的血液里。在医学科研工作中，他成
绩斐然，曾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中
国医师奖”奖章、“五一劳动奖章”“厦门
医学突出贡献奖”等荣誉。

这份工作能让我沐浴最灿烂
的阳光，呼吸最新鲜的空气，食用最
健康的农产品，让我也有个好身体。

想尽一切办法去治疗患者，绝
不让一位患者伤心离开。将心比
心，患者和家属是能感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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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全市老干部工作部门通过调研走访、

摸底筛选、谈话动员，目前入库党建党务、
科教文卫、基层治理、体育艺术、法律法规、
农业农村等6个领域省级“银发人才”323
人，组织银发人才开展“清风传家”故事宣
讲、健康义诊、市场秩序督导、公益书画笔
会等志愿服务活动120余场次，常态化用
好社区老党员民情调解室、老法官工作室，
引导银发人才协助调解矛盾纠纷127起。

为全面落实“做好离退休干部工作”重
要要求和“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重要部
署，下一步，市委老干部局还将推出形式多
样的创新性活动，重点打造银发人才服务
平台，摸清银发人才专业特长、本领性格、
意愿要求等，匹配平台载体，激发活力。多
渠道、多形式关心关怀银发人才，深入挖
掘、广泛宣传银发人才先进事迹，激励银发
人才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当好先锋、做好
表率，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
厦门篇章贡献智慧
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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绽放银发力量 助力高质量发展
厦门市委老干部局建好、用好、用活银发人才库，组织引导银发人才服务群众奉献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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