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芋田里的精灵闽南风情♥英椒

忆童年再回首♥吉祥

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
市直机关工委、市妇联

投稿邮箱：csfk@xmrb.com

活动
主办

厦门日报社承办

最是清风传家远
廉洁家书征文选登

一纸家书话清廉，殷殷心语传清
风。“最是清风传家远——厦门市廉
洁家风主题征文”活动 4 月 27 日启
动，面向广大党员干部和读者征集廉
洁家书，传承弘扬清廉家风。

此次征文以“廉洁家庭 幸福港
湾”为主题，以书信形式呈现，可以讲
述优秀家训家规、廉洁家风的故事及
其影响，可以阐述自己对廉洁与家庭
幸福和谐的思考和认识，也可以用谈
心的方式引导家人筑牢拒腐防变防线
等，共同构建廉洁文化家庭生态圈。

●征文时间：至2023年6月20日
●征文要求：紧扣“廉洁家庭 幸

福港湾”主题，以书信形式呈现，题目
可自拟。要求内容真实、情感真挚、
文字生动，议论要有真知灼见，弘扬
主旋律。篇幅800字左右为宜，长则
不超过1000字。作品须是署名作者
自己所写、首发，严禁抄袭。

●征文邮箱：征文作品请发送到
指定邮箱csfk@xmrb.com，注明“廉洁
家书征文”字样，并留下真实姓名、地
址、联系电话。

●奖项设置：一等奖 2 名、奖励
600元，二等奖6名、奖励500元，三等
奖8名、奖励300元，优秀奖10名、奖
励 200 元（以上奖金均含税）。获奖
作品同时颁发获奖证书。

征 文 启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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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 文 启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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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踏遍青山人未老
●人间四月

一盏指路明灯

老照片♥李鹏选

人生的“高度”
与“底线”

●蓁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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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海鹰 美编：张宁
投稿邮箱：yy1220@xmrb.com

1970 年 7 月，毕业于南京林
学院的林和盛，义无反顾地选择
回到家乡集美，从事林业与水土
保持工作。在他心里，家乡的山
山水水是那么亲切、熟悉，保护好
家乡的生态环境，是他的专业选
择，更是他的志向。

改革开放之初，有人受经济
利益的驱使，挖沙取土、开山采
石、毁林开荒，林和盛看在眼里急
在心里，他组织专业执法队伍奔
赴现场制止、取缔破坏生态环境
的乱象，熬夜书写宣传材料，抓住
毁林的典型案例进行通报，不断
唤醒村民对保护生态环境重要性
的认识。经常风餐露宿、加班加
点的他，不到五十岁时竟“青丝变
白发”，同事们心疼地说，他为水
土保持工作操碎了心。2001年，
他被水利部评为“全国水土保持
先进个人”。这含金量极高的荣
誉，是对他工作的充分肯定。

记得那年春季，区人大代表
去视察水土保持工作。当大家走
进整治后的河南山时，仿佛走进
了花海：姹紫嫣红的成片桃树，花
开如雪的行行李树，黄花点点开
的相思树……引得代表们连声赞
叹！谁都不敢想象，这里曾经是
大片裸露的山体和杂乱的碎石
场。来到天马山麓，以往飞扬的
粉尘不见了，震耳欲聋的石子粉
碎机声消失了，呈现在眼前的是
绿草如茵，恣意生长的各色野
花。让人惊讶的是：有股山泉时
缓时快由上而下，发出悦耳的声
响，这是大自然流淌出的最美的
旋律，又像是为他谱写的赞歌！

岁月催人老。转眼间林和盛
办理了退休手续，可他却“退而不
休”。他常说，自己姓林，注定今
生与秀美山林有不解之缘。经验
告诉他：水土保持必须从孩子抓
起，让孩子们从小树立起“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他积
极参加区关工委的工作，任关工
委科技组组长，又当上了区科协
科普志愿者。每年暑假，他主动
协助学校、社区，组织中小学生夏
令营，带领孩子们走进大自然，感
受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就。他走进
中小学教室，讲水土保持的重要
性，低碳生活的紧迫性，至今为
止，他义务为孩子们上课百余
节。为增强学习效果，他虚心向
儿子、孙子请教PPT、短视频等的
制作技能。丰富的专业知识，形
象生动的例子，孩子们听得进、记
得牢，大家称他是知识渊博的“林
教授”。

从风华正茂的英俊青年，到
年逾古稀的老人，林和盛对脚下
这片土地的热爱，从未停止；春来
夏往，秋去冬来，他不知疲倦地行
走其间，他坚守的是那颗初心，享
受的是眼下宜居宜业的生态环
境！

亲爱的观观：
你好！在你十岁生日之际，妈妈想

送你一份特别的礼物——通过书信来谈
谈人生的“高度”与“底线”。作为新厦门
人，咱们就从身边的历史人物说起吧！

话说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军进犯吴
淞口，民族英雄陈化成，这位时年67岁
的“江南提督”，英勇抗敌，最终为国捐
躯。陈化成曾给他的好友兼同乡苏廷
玉写信说：“某海上攻战四十余年，风涛
素习，严兵戒备，如夷来，必能破之，以
张军威。设事机不测，亦必以死继之！”
这段话，热血澎湃又铁骨铮铮。我常
想，这为国为民的志向、视死如归的勇
气，是源于丙洲的天风海涛，还是草埔
巷9号那简单素朴的故居？陈化成为官
清廉、生活简朴，吴淞人民称其为：“官
兵都吸民膏髓，陈公但饮吴淞水。”

无独有偶，苏廷玉也是一个为官清
正的人。观观，如你觉得这名字不熟悉，
我们就说说家门口的澳头公园吧。苏廷
玉就是澳头人，当年进京赴任前，为了便
民出行，曾为家乡捐建石桥“双清桥”，同
时勉励自己要为官清正、为人清白。现
在，你知道常常散步其上的“双清桥”的
来历了吧！不仅如此，苏廷玉力主抗敌，
鸦片战争时期他还组织过民兵队伍、进
行过军事训练呢！观观，听完这两个故
事，你会不会觉得身为厦门人特别骄
傲？你是否想过，他们是怎样变成受人
景仰的人物，我们又该学习些什么呢？

你知道的，妈妈并不看重考试成
绩，但妈妈看重好习惯的培养，更看重
你能树立远大理想。现在是和平年代，
但理想信念的本质没有变。心存“国之
大者”，不是喊口号，是让你从实践中磨
砺。我们常说学习内驱力，真正的内驱
力还是要靠立志。只有为国为民的远
大理想，才能帮助我们在读书生涯中乘
风破浪，不随便屈服困难、放弃理想。

说完了理想的“高度”，咱再说说人
生的“底线”。不论是草埔巷还是双清
桥，我们都能体会到“廉洁”这个为官“底
线”。其实，“底线”对任何人都适用。人
只要心存底线意识，明白哪些事能做哪
些事不能做，自觉约束自己，就不会差到
哪里去。观观，对于你，妈妈希望你说到
的事要做到，不贪小便宜、不爱慕虚荣，
学习生活张弛有度。

孩子，当你决定志存高远、为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而读书时，你的格局就会
打开；你终会明白底线意识，实与人生
境界紧密相连。公正廉洁，是极为高贵
的品质。愿你从孩童时代，就认识这些
指路明灯！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即便
身如微尘，也努力成为自己天空最亮的
星星！祝福你，观观，你的明天会更好！

和你共同成长的妈妈
2023年6月8日

父亲离开我已二十几个年头了，但他仿
佛从来就没有走远，我依然像往常一样，每
天都会打开心灵的窗口与父亲对话，对话是
愉快的、向上的，同时，也是伤感的……

母亲英年早逝，父亲既要当严父又要
当慈母，含辛茹苦地养育着我们九个孩
子。1937年参加革命的父亲，身居要职，工
作繁忙，但父亲常对我们说，他原本简单，
就是一名乡村教师，参加革命入了党，就是
为了谋天下百姓的幸福。他还时常告诫我
们，不要因为他的身份和工作不同而有啥
非分之想。

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打我记事起，从
幼儿园到小学，我和普通家庭的孩子就没有

什么不同，一般高一般齐。上世纪六十年
代，大哥高考前染上了肺炎，高考落榜，父亲
没有用手中的权力给大哥安排工作，也不允
许组织上照顾，后来大哥被分配到某市郊区
农科所工作，每天除草、挑肥、插秧，风吹日
晒，俨然就是农民。父亲却说：“农民有什么
不好，我不也是农民出身吗？没有农民你们
吃什么？”

父亲总会在经意或不经意的生活点滴
中引导我们，淡泊世俗名利，用心生活。大
姐是块读书的料子，高二时想当兵，父亲劝
她考虑一下，但尊重她的选择。小时候，我
们家后面有块空地，我们和邻居两家人各
自种着菜，对方爱“越界”，不懂事的我一气

之下把整片菜地都给毁了，父亲知道后非
常生气，他严厉批评了我之后，又给我讲了
许多道理，其中的一句话我记住了，居然成
了我一生的座右铭：“不以恶小而为之，不
以善小而不为。”

长大后，我参加工作，单位的一位政工
干部对我说：“小李，其实你挺适合搞政工
的，你去和你父亲说一下，要个转干指标
嘛。”我当时听了心里很纠结，虽然我们父子
情深，但在原则问题上父亲从来不会让步。
尽管如此，私心还是占了上风，我找父亲“摊
牌”了，父亲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孩子，我帮
你不难，但你有没有想过，群众会怎么看
我？单位的同事又会怎么看你？如你真想
要，自己去争取——自己摘的果子，吃起来
会更甜。”

今年清明，我和家人来到父亲曾经工作
过的闽西连城县，来到了“石门湖水库”（位
于今天的冠豸山）。思源亭一侧的石碑上，
仍清晰可见当年参与修建水库的县领导人
的名字，其中就有父亲的名字。这时一位管
理员向我们走来，主动介绍当年修建水库时
的艰辛和感人事迹……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父亲把毕生的
精力都献给了党的事业，他常说：“一屋不
扫何以扫天下。”父亲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
做的，他的思想和品德影响着我的一生，每
每彷徨时，父亲总会再现眼前，恍若前行中
的一盏指路明灯，始终指引着我朝着正确
的方向行走。

第一次随女儿来到五缘湾湿地公园，已
经是傍晚了。夕阳温柔地洒落在公园里，远
近楼房、湖水亭台，全浸染得幽幽婉婉。浓
荫的榕树下，道路干净得一尘不染，空气非
常清新，扑面而来的是淡淡的花香。我不由
得赞叹了一声：“这里的空气真好！”女儿笑
道：“五缘湾湿地公园被称为厦门的‘城市绿
肺’呢！”

不一会儿就到了迷宫，浩大的湖面上建
筑着许许多多木栈道，放眼望去，木栈道七
拐八弯，茫茫一片，看得到进口处，却看不到
出口在哪里。木栈道上有很多游客，全都是
流连忘返的模样。我们走进迷宫，顺其自然
而行。木栈道下，平静的湖面上漂着许多睡
莲，可惜尚未开放，我想，等到满湖睡莲开放
时，一定非常醉人！木栈道的许多拐弯处，
种植着木槿、银合欢、落羽杉，郁郁葱葱，为
迷宫增添了不少绿意。我更喜欢那高耸的
落羽杉，这里一株，那里一株，为游客撑起一
把把巨型绿伞。女儿对我说：“到了冬天，这
些落羽杉会像枫树那样全红了，更好看呢！”

迷宫上建有多座拱桥，还有亭台，增添
了不少情趣。有些游客走累了，就坐在亭台
里休息。我们倒不觉得累，徜徉在迷宫中，
近看远眺，赏花阅草，感到心旷神怡，步履轻
盈，不知不觉，走到一处，竟然是出口。“哎
呀，迷宫不迷呀！”我在心里感慨，联想到人
世间许多事，也像这迷宫一样，开始也很迷
茫，不知路在何方，但是只要你不畏困难，坚
持走下去，一切都在自然之中迎刃而解了。
俗话说得好：“船到桥头自然直”，就是这个
道理吧？年轻时，谁知道自己的未来是怎样
的呢？但只要迎难而上，坚持不懈，努力奋
斗，总会找到一个光明的前景，也就是出口。

走出迷宫，女儿说：“我们去天鹅湖看看
吧！”我问：“为什么叫天鹅湖？”女儿告诉我：

“那里栖息着许多黑天鹅，人们就叫它天鹅
湖了。”越过一片树林，我们很快就到了天鹅
湖。走近一看，湖水宛如一块大翡翠，静静
地镶嵌在这块土地上，赋予大地无限的灵
气。微风过处，水面荡漾着一层层涟漪，送
上千般柔情，妩媚动人。曲曲弯弯的湖岸
上，聚着许多游客，他们都像我们一样，是前
来观赏黑天鹅的。好些游客为了招引黑天
鹅向自己游来，不断地向湖里投下零食。果
然，不少黑天鹅经不起食物的诱惑，争相前
来抢食，有趣极了。不过，也有不贪食的黑
天鹅，它们在湖面上游来游去，自由自在。
嘿！一对黑天鹅远远地向我游来了，仿佛一
对情侣，并肩而游，卿卿我我，且落落大方。
我赶忙掏出手机，从不同角度拍了几张它们
的照片。它们似乎对我的拍照很满意，昂起
头叫了几声，仿佛在向我表达谢意。

五缘湾湿地公园，步步皆景，风情万
种。行走迷宫时，我得到启迪，增添了自信
和战胜困难的勇气；在湖光秀色之中，我放
飞心情，让生活中的一切烦恼烟消云散……

初夏六月，田头村的仙景槟榔芋长得有
一人高了。站在路边，放眼望去，成片的芋田
犹如一望无际的绿色海洋，微风拂过，芋田泛
起粼粼波光，真有“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河星”
的意境。走在田埂上，意外地遇见了芋田里
的精灵，它们在芋田里编织了一个绚丽多彩
的世界。

看啊！前方飞来一只身子一半黑一半
红的精灵。它振动着黑色透明的薄翼款款
飞来，过了一会儿，它立在翠绿的芋叶上，像
在绿叶上开出了一朵火红的花朵；又有一只
穿着金缕玉衣的精灵飞来了，它连薄翼也是
透明的金黄，它飞呀飞，忽而立在田埂边的
细长草茎上，张着四片薄翼平衡身体，微风
吹动小草，它随着草茎晃动，一副惬意的样
子。这两只便是芋田里迷人的小精灵——
蜻蜓。

瞧啊！一只约莫巴掌大的黑翅膀精灵也
飞来了——啊！这么大的蝴蝶精灵我还是头
一次见呀！它周身黛黑，背部有光亮的藏蓝
色。它扇动着高贵美丽的翅膀，一会儿飞进
芋田里不见了身影，一会儿又飞到眼前，低掠
过青草尖，和青草轻轻握了一下手又飞进了
另一片芋田，它的飞行路线仿佛空中一条弯

弯绕绕而永不打结的细线，蝴蝶精灵呀，难道
你是在这芋田里学习几何吗？

芋田长长的田垄蓄了满满的山泉水，浅
浅的水清澈如一面镜子映照着蓝天白云。在
水里住着的小精灵可招人喜爱了！一群有着
胖乎乎的脑袋、尖细尾巴的小精灵，没人的时
候，就静静地趴在水底的泥床上，浅褐色的皮
肤和泥土混为一体，不易被识出。可是它们
非常灵敏，一听到脚步声就惊慌了，像离弦的
箭一样冲了出去，尖细的尾巴变得柔软，一扭
一扭地摆动，镜子似的水被打碎搅浑了。它
们或成群地游向石块底下，或三两只游到田
垄斜坡用胖乎乎的脑袋钻进松软的泥土。它
们是可爱的蝌蚪小精灵。

蝌蚪小精灵是灵敏轻盈的，相比而言，蜗
牛精灵就是缓慢稳重的了。它拖着重重的
壳，伸长了收发电报的触角，黄皮肤的肉身扒
着泥土稳稳重重地前行，像一只只守卫芋田
的小坦克。它对外界的干扰无动于衷，无论
多么响亮的声音都不能影响它坚定前行的脚
步。

夏日芋田里的精灵啊，在这有山、有水、
有绿叶的王国里，你们尽可呼清风为朋，唤明
月为友，自由自在，欢乐遨游！

儿时，我的母亲在乡村中学教书，父亲则
在另一地的学校教书，属于两地分居。

我的出生颇有点传奇色彩。我是提前二
十多天出生的。近四十岁的母亲责任心很
强，虽身边没有一个亲人照料，仍坚持教书。
我出生那天晚上，据母亲回忆，是在一个同事
家中聊天，忽然阵痛不已。同事赶紧招呼了
另外好几个同事，把母亲送至当地的卫生
院。可当时的镇卫生院多是赤脚医生，偏偏
母亲是高龄产妇又遇到难产，赤脚医生束手
无策。好在吉人自有天相，赤脚医生建议转
去镇上的铁路医院，那里刚好来了省城的产
科专家。于是，同事们又赶紧肩扛手扶，把母
亲送到铁路医院。省城来的果然是专家，我
不但安全落地，特别负责任的医生还仔仔细
细地给我做了检查，然后拿起手术剪刀伸进
我的口腔，“咔嚓”一刀，把母亲吓了一跳：这
娃怎的这么命苦？刚从生死线回来，怎么又
要挨一刀？后来才得知是专家看我舌系带太
短，给我来了一刀，使我免于日后口齿不清的
困苦。

乡村的童年是快乐的，烤地瓜、掰甘蔗，
我都干过。但也是要干活的：捡柴草烧火，钓
青蛙、捡粮食喂鸡鸭。母亲所在的学校，学生
多是周边村子的孩子，因路途遥远，他们一般
都自带粮食在学校的食堂蒸煮，中午则在学
校大操场用餐，常有学生将吃不完的米饭倒
在操场上。而我和伙伴们早已守在一旁，一
见其饭盒扬起，就眼疾手快地接入手中的塑
料袋中。我的成绩不错，不但妈妈养的十多
只鸡鸭食物无忧，还常有剩余，可以晒干后用

于寒暑假的“业务淡季”。
后来，因为要上小学，我便随父亲回到城

里。那些年我们租住在老城区的一个老木板
房，一厅一房一厨房，很是破旧，但却带一后
院。父亲发挥自己农学的专长，在院子里盖
了鸡鸭舍，还搭了一间小屋种蘑菇，每日收获
白白嫩嫩的蘑菇，不用吃，看着都高兴。

木板房破旧，“冬冷夏热”，尤其是夏季难
熬。夏季傍晚，哥哥姐姐便打了井水，泼洒在
屋前的过道上，再用大木盆打满一盆水放在
屋前，就是我的“洗澡池”。夜晚，搬一纳凉的
竹椅，一家人与左邻右舍闲话家常，炎炎夏日
就这么过了。

父亲好酒，但在那时只能以水果糖佐
酒。住家附近原有一古庙“塔口庵”，后来改
为食杂店，我就常到那里打酒买水果糖。最
高兴的是父亲来了酒友，平日节俭的父亲便
会让我上食杂店买鱼罐头、肉罐头、水果罐
头，当然，我也可以沾沾光。“穷则思变”，年少
的我偶尔会从学校旁的小摊上买点小零食，
分成小包装加价卖给邻居的小孩，也曾将家
中的连环画放在家门口摆书摊，但只有一两
个小屁孩光顾，我便收摊休业。

雨季时，街上积满了水。我们住的屋子
常漏雨，家里摆满了瓶瓶罐罐接水，大人更担
心的是，屋子地势低于街道，全赖高高的门槛
拦住积水，一不小心，水便会灌进屋子。但我
等小孩却很高兴，因为可以戏水，可以折纸船
在门前的“小河”漂，那纸船仿佛载着我的梦
想前行，只是不知那年少时的小纸船如今漂
到了何处？

▲1976年春节，我当兵即将离开家，父
亲（前排中）和在龙岩的兄弟姐妹给我（后排
右一）送行，拍下了这张照片。

▲1954年我家的全家福，母亲怀中的娃就是我。我15岁就失去了母亲，是父亲含辛
茹苦把我们这些孩子拉扯大。

走读鹭岛♥廖金璋

漫步
五缘湾湿地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