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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遗之岛圆舞曲漫步鹭岛♥鼓馨录

剪报拾趣

邻里亲像一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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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兵新传
●蒋国庆

曾经年轻的自己：
你好！
春去春来，花开花谢，想起走过的37载如歌岁月，

总想说点什么，于是萌发了一种别样的冲动，给年轻的
自己写下这封特别的信。

1986年夏，18岁的你初入警营，成了一名英姿飒爽
的预备边防军官。1988年秋，你毕业来到厦门边防检
查站，成为一名检查员，既是军人也是警察的你热情似
火，全力以赴誓做一名合格的国门护卫者。

聪明好学的你很快走上验证台。一天，你突然听
到熟悉的声音在叫你。多年不见的初中英语老师带着
孩子向你走来。来到你的检查台前，老师非常惊喜。
执勤现场不便寒暄，老师悄悄拿出一支精美的口红塞
给你。说实话，那个年代，这可是稀罕物，但爱美的你
还是“秒拒”了。

查验中，你发现孩子所持的《儿童回乡证》过期
了。老师用期待的眼光看着你，问有没有办法通融。
当时的执勤现场很简陋，没有任何监控，只要手中的章
轻轻一盖，神不知鬼不觉。但你没有这样做，而是及时
将情况汇报给值班领导。多年后，和老师谈及往事，老
师说，当时心里也觉得你不近人情，但如今想起来却为
有你这样的学生感到骄傲！是的，这看似“不变通”的
背后却是一个人的职业操守和底线原则。感谢老师的
理解，更感谢那个甫踏入职场坚持原则的自己。

上世纪90年代初，一本台胞证可以在大陆买一件
免税品。拥有一台进口大彩电，这对准备结婚的你特
别“刚需”。一天你刚下勤，听到有人在喊你。是一位
在厦办厂的女台商，因为经常出入，大家可谓是老熟人
了。得知她专程在码头边等你是为了帮你买彩电时，
你特别感动。她说这是她的一点心意，也是对边检警
官的认可。你一听，脸红了，诚恳告知对方：我们是纪
律部队，不能收受任何馈赠，提供温馨高效的通关服务
是我们的岗位职责。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口岸偷私渡活动一度猖獗。不
法分子通过口岸的合法手续出境后转道偷渡。你手中的
验讫章成了香饽饽，不时有人想方设法找到你。当时盖
一个章就是一个月工资，想发财真的到处都是机会。一
天，轮休在家的你接到一个多年不见的老友电话。他在
电话里热情寒暄，说特地从外省飞来厦门找你，就住在附
近的酒店，想和你合作，一起干大事发大财。机智的你一
听就猜出了来者不善。你告诉对方，他找错人了，这事不
要说干，就是听你都不想听；请他不要再打电话来，你根
本不想再和他这种人做朋友。对方不死心，还在电话那
头游说，你果断挂断电话。望着窗外万家灯火，你在心里
对自己说：国门有我，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时光如白驹过隙，37年一晃而过。祝贺你，一生只
做一件事，清廉自守行正道，守心守廉守国门。一身正
气，两袖清风。亲爱的，青春无悔，为你骄傲！

一名国门卫士
写于凤凰花开时节

这是一本1986年中国逻辑与语
言函授大学单科结业证书（如上图）。
这本证书一直跟随我从地方到部队，
从部队再到地方，辗转多地，未曾遗
失，无以相忘。

我的老家位于皖中，上世纪80年
代，教育资源颇为匮乏，上高中极其不
易，即使有幸考上，受家庭经济制约，
能如愿就读的依然凤毛麟角。我们家
条件并不好，我时常暗忖读高中希望
渺茫，初三下学期帮家里干活的时间
越来越多。

初中毕业不久，乡政府拟招两名
电影放映员。许是运气好，许是字写
得较工整，我幸运地当上了放映员，空
闲时间多了，便想着学点什么。那个
年代，举国上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氛围浓厚，社会上各种函授、面授、短
训班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数理化没
人指导，光靠自学行不通，学文科或许
好点。求学的欲望，对知识的渴求，亦
如雨后春笋不断增长，似乎快顶破了
我苦闷的心。

学点什么呢？我苦苦地思索。偶

然间，从报纸上看到，位于北京的中国
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正在招生，欣慰
的是所有13门课程没有数理化，征得
家人同意后我立马报名，邮去学费。

不久，我收到学校寄来的写作、现
代汉语、逻辑学、哲学教材。我一头钻
进教材里认真苦读。那个时候，没有
老师指导，只会拿着书本死记硬背，在
书中不断划杠杠，红的、蓝的杠杠遍布
全书。

无知者无畏，第一次闭卷考，我竟
然报了四科，其中逻辑学、哲学两科，
闻所未闻，纵使翻烂全书收获亦甚
微。考场设在安徽大学，第一场是哲
学考试，拿到考卷后心慌手抖。监考
老师看到我的窘态，走过来不停地安
慰我。懵懵懂懂考完四门，未承想，
《写作》《现代汉语》两科竟然过了及格
线。那年7月我收到了函授大学寄来
的结业证书，无比兴奋。

一起放电影的同事给我出主意：
“既然你这么爱学习，本地又找不到可
以辅导的人，不如去当兵。部队是个
大学校大熔炉，战友之间还可以取长

补短、互相学习。”他的话，犹如一盏明
灯，为我指明了人生方向。

于是，1986年 11月我光荣入伍
了。刚到部队那会空闲时间少，但我
依然利用点滴空隙坚持自学。我学的
函授教育全是需要理解和背诵的理论
知识，遇到实在不理解的问题，还好部
队里能人多，可以请教解惑。遗憾的
是，服役期间经常变换单位，学校寄来
的教材须不断转寄，转来转去耗费时
日，有的学科收到资料时，已过考试期
限，万般无奈只能放弃。谁知，这一放
弃就是二十多年后，我才重新拾起书
本。

在部队的十多年，大部分时间放
弃了书本知识学习，但部队却教会我
书本外的多项技能，这些技能足以令
我终身受益。无论是从军还是转业，
让我更加坚定，人生的意义在于不断
学习、不断进取。而第一次参加函授
自考的经历，一直定格于记忆深处。
这本特殊的证书，见证了那个教育资
源匮乏年代里，不甘沉沦的青年追求
上进的执念与执着！

夏至连端午，暑热猛如虎。端午
三天假期，邮轮中心厦鼓轮渡码头闷
热无比，但有一支老兵志愿者队伍，
在如织的人流中，挥汗如雨，热情真
诚地为来自天南地北的游客提供志
愿服务。

可以看到，上鼓浪屿的外国游客
明显增多了，但志愿者一点都不紧
张，因为志愿者队伍里有在美国生活
28年的台胞志愿者，还有外派工作18
年的老兵志愿者。这几位的外语都
是“杠杠的”，与外国游客交流一点困
难都没有。

众所周知，鼓浪屿是热门景点，
节假日客流量翻倍，无论是春节还是
五一长假，老兵志愿者全员在此值班
站岗，用真心、爱心，热情地为游客服
务，常有感人的故事发生。

“厦门不仅城美、景美、人更美，
我要把在厦门的感受，老兵志愿者的
热情服务事迹带回云南。”这是一位
昆明游客在感谢信中的一段话。她
的由衷感谢，道出一段故事。4月16
日中午，几位游客匆匆忙忙来到驿站
求助，闫女士说：她的手机落在鼓浪
屿酒店，酒店老板已代为保管，要她
回鼓浪屿自取。此时，从邮轮中心厦
鼓轮渡上鼓浪屿的船票已售完，她们
下午还要乘飞机回昆明，没有手机，
她们焦急万分，寸步难行。正要下班
的刘碧莹、吴建阳、张茘几位志愿者，
接到求助后，诚心诚意地为她们提出
许多建议。刘碧莹急游客之所急，她
把这拨游客安顿好，自己走市民轮渡
码头，到鼓浪屿酒店帮游客取回手
机。当失而复得的手机又回到游客
的手中时，游客闫女士激动不已，称
老兵刘碧莹是“侠女”。此时已是午
后，刘碧莹才吃上外卖小哥早已送来
的饺子。饺子凉了，但她心里热乎乎
的。

老兵吴建阳是市级劳模荣誉获
得者，老红军的后代。每次参与志愿
服务时，他总是站在人流量最大的11
号门前，为川流不息的游客耐心细致
答疑解惑。他常常一站就是半天，顾
不上休息，水也顾不上喝。战友们给
他送水，叫他休息一会，他摇摇头，继
续坚持。他的热情服务，让游客倍感
温暖，点赞不断，有的游客还和他加
微信，成为朋友。

王春生是一位参加过自卫反击
战的老兵，他在作战时腰部受伤，不
能久站，但在码头值班时，他挺直腰
杆，军姿标准，热情服务，堪称“战场
上流血，志愿服务时流汗”。战友们
称赞，这就是军人的精神。

这支志愿者队伍主要是由湖里
街道新港社区退役老兵组成。队员
中涵盖了海、陆、空、武警退役军人。
他们把宝贵的青春献给部队，在战场
上受伤流血，多次立功受奖，居功不
傲，如今每一个人的身上仍然焕发军
人的风采。

鼓浪屿是厦门的一张烫金名片，
厦鼓轮渡码头是通向岛上的桥头堡，
邮轮中心志愿者老兵一定站好岗，放
好哨，共同唱好《鼓浪屿之波》这首
歌，继续谱写老兵退役不褪色的新篇
章，让雷锋精神永相传。

俗话说，“多读书，多看报，家国大事
全知晓！”我深以为然。除了运动锻炼、旅
游度假、阅读写作，剪报也是我坚持了20
多年的一大爱好。

最早尝到剪报的甜头是在高中时期，
我所在的乡村娱乐活动匮乏，紧张的复习
备考之余，读报是我打发闲暇时光的放松
休闲。当时家境贫寒，没有余钱订报，村
里统一订的报刊放在村委会，村委会成了
我的休闲之所，常常是看到饭点才依依不
舍地回家。很快，我发现了看报的另一捷
径。那时塑料袋尚未普及，村里人习惯用
旧报纸包东西，随处可见的旧报纸成了我
的挚爱。每每拿到报纸，我都爱不释手、
细细品读。看到好的时事文章，我会拿出
大剪刀，小心翼翼地把文章剪下来，夹在
一本书里，不时拿出来翻看。在那个信息
相对闭塞的年代，收藏的这些剪报为我的
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高考语文考了高

分，顺利助我跨进重点大学校门。
参加工作后，工资刚一到手，我直奔

邮局，订阅报纸。每天下班回到家，我总会
迫不及待打开信箱，取出报纸回家逐篇翻
阅。头版的时政报道必看，然后就是被称
为“报尾”的副刊了。副刊是我最爱的版
面，那些带着烟火气的故事，那些身边人情
真意切的感悟，常常勾起我对过往的美好
回忆，激起我的共鸣。看到特别棒的文章，
我仍会剪下来，夹在文件袋里。看得多了，
心里就痒痒的，也想写点自己的故事。第
一篇《小两口的锻炼》一经发表，就一发不
可收拾，接下来的十余年，累计60多篇“豆
腐块”见报，在丰富业余生活的同时，也进
一步提升了自己的写作水平。

如今，短视频大行其道，碎片化阅读
成为新的潮流，可我仍然保持着阅读纸质
报纸的习惯。单位订的报纸品种多，午饭
后的短暂时光，我总会翻看这些报纸，其

中，时政评论文章尤其引人注目。这些文
章不仅紧扣时政，而且逻辑思维缜密，排
比气势如虹，举例生动恰当，值得反复拜
读。看着看着，我习惯剪报的手又痒了起
来，不过为了方便归类，我找到新的“剪
报”办法。每次读到好文章，我就打开电
脑，找出电子版，复制粘贴到文档分类保
存。很快，我就收集了数十页电子剪报。
一次参加女儿中考前的家长会，老师建议
家长帮忙收集一些写作素材，特别是报纸
的评论文章。一语惊醒梦中人，我立刻把
收集的电子剪报打印出来，分享给备考的
女儿。女儿如获至宝，随时带在身边复习
消化。那天，当女儿面带笑容走出中考语
文考场，我知道我的电子剪报又立了新功。

从手工剪报到电子剪报，体现的是社
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变迁，改变的是方式和
手段，不变的是一颗与时俱进和终身学习
的心！

读来读往♥敬亭山

最近我右舍的邻居正式入住新屋，他
们家张灯结彩，好不喜庆。整个楼道也被
重新粉刷过，一派整洁干净、清新明亮的
新气象。新邻居还宴请了我们同一层的
邻里，庆祝乔迁之喜。十来个人喜气洋洋
围坐一桌，彼此间没有生疏与客套。大伙
举杯前，我说了这样一番话：“几百万厦门
人民，我们有幸一起做了邻居，以后我们
就是有缘的人，今天当然要庆贺一下啦。”
大伙纷纷表示赞同，举杯响应……夜深
了，我们的第一次相聚依然余兴未了，也
彼此玩笑着，“现在真正叫作扶墙回家，再
也不怕喝高了……”

新邻居搬来后，晚上，我常与女主人
一起坐在他们家门前的台子上话仙。那
一刻，听着中庭花园传来的阵阵蝉鸣与蛙
叫，凉风微拂，我仿佛回到儿时。那时，没

有高楼，没有空调，街坊邻居聚在房前屋
后，摇着扇子，吃着西瓜，一起乘凉。大人
们海阔天空闲聊，小孩嬉戏打闹……这样
的画面，是今天居住在高楼里的人，很难
想到的情境，而能回忆起从前美好的夏日
夜晚，要感谢新邻居带我回到童年。

端午前，我从八市带回好几把艾叶分
享给邻居。五月初五的早上，左邻右舍纷
纷在门上挂起我给的艾叶，而他们也在我
的门前回赠了粽子。其实这也是我第一
次在新家过端午。站在楼道里，闻着艾草
的清香，那一刻，我觉得真美好！

其实，这位新邻居正式入住还不到十
日，我却发现自己悄悄变化着。新邻居女
主人是一个很勤快的本地人，与我同龄。
在她入住前，我经常看到她蹲在地上，用
小刀一点一点清理自家门前地上的黑

垢。望着他们家那整洁白净的地面，我都
有点不好意思了。于是，端午假期第二
日，我也蹲在地上清理了。

两三个小时的辛劳付出，汗水湿透了
全身，可看着焕然一新的地板，我心生欣
喜。新邻居也走过来瞧，她大声叫着“真
白”，我真诚地对她道了一声“谢谢”。我
告诉她，我体会到了什么叫“见贤思齐”，
因为她的勤快，使我不好意思懒惰。

远亲不如近邻，就如那首很好听的歌
里唱的，厦门亲像一首歌……我告诉新邻
居，我一下体会到“孟母三迁”的内涵和重
要性了，原来，邻居之间真的是会互相影
响着。我希望邻里之间，也能亲像一首
歌。更期盼邻里之间，既像君子之交真诚
包容，也能像亲人之间一样，互相尊重，互
相关照。

左邻右舍♥步步莲花

登临日光岩，放眼眺望，海天连接处，
一道柠檬色的光带依稀可见。光带之下
是蓝色长天与青色远山。此刻，海关大楼
钟声响起，下意识地对手表：七点整。一
群鸟儿掠过，飞向隔岸的厦门岛。

周末清晨，已是一派忙碌景象。车来
车往的演武大桥、穿梭不息的邮轮、快艇，
透过林立的高楼，这座岛城无时无刻不在
欣喜述说着日新月异的发展。

岩仔山，这一琴岛观景的绝佳去处，
当年可是郑成功演武练兵的水操台。此
刻，面朝大海、背靠日光岩的，正是挺拔的
郑成功雕像。器宇轩昂的国姓爷，将那日
光岩衬托得尤为巍峨。

下山后，漫步港仔后海滩。平缓的海
滩，一直伸向离岸的远方。波涛起处，但
见星点帆影点缀其间。帆板少年倾身、扬
帆，任风啸浪涌，个个奋勇争先。运动员

们那矫健的身姿恰恰说明了岛民性格里
那“拼搏进取、永不服输”的一面。

港仔后海滩沙粒绵细，索性当回“赤
脚大仙”，在清新的海风中尽享海岛这独
一份惬意。海滩上行人三三两两，漫步、
轻唱、笑语、低吟……碰面时，相互间报以
微笑、点头致意。有人说，岛上名人众多，
三两步就能碰上一位。此话固然夸张，但
那些教授学者、艺术名家，很可能就隐身
于擦肩而过的路人之中。

步出港仔后，走进蜿蜒的小路，两旁
的树木依坡而立，葱郁的枝叶遮掩着幢幢
小楼，影影绰绰。墙上时有几丛浅紫色的
牵牛花探出头来。“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
喧”并非只在诗境里。

穿街走巷，八卦楼那标志性穹顶已然可
见。不知从深巷哪栋老厝里传来悠扬的琴
声，是德沃夏克的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

恰在此时，巷子对面的洋楼里飘来《望春风》
的美妙歌声，这是首极具闽南风味的曲子。
诗人吉普林说过：“东是东，西是西，东西永古
不相期。”他要是来过鼓浪屿，一定会对中西
合璧的建筑感到惊奇……

思索间，却被铃声唤起，门开处，是那
位帆板同窗。咦，他怎么没在港仔后驶帆
呢？此时的我，由甜美的“梦境”中醒来，
手里是一本精美的画册，摊开的那页是画
家林生老师的作品《世界文化遗产鼓浪
屿》……林生先生对鼓浪屿的各所在皆熟
稔于心。他之于鼓浪屿，恰如石涛之于黄
山，尤脱利罗之于巴黎一般。无怪乎，这
样的画境令笔者陶醉其内，流连忘返！

搁笔前，想起画家惠司勒。他常以音
乐用语作为其画作标题。我想，就以《世
遗之岛圆舞曲》作为本文题目，再合适不
过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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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旧证件

结业证书
青春为证

今年是陈嘉庚先生创办集美学校110周年，也
是集美学村命名100周年。百余年来，“诚以待人、
毅以处事”的校训滋养着一代又一代莘莘学子，无
数青年秉承嘉庚之志，在集美学习、成长、奋斗，以
实际行动践行“嘉庚精神”。为进一步凝心聚力，
征文主办方诚邀广大市民朋友，通过自己的亲历
或眼见耳闻的“身边人身边事”，分享发生在百年
学村中的学习、成长、创业、成就故事，特别是近年
来建设青年发展友好型城区的励志故事，为推动
集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汇聚新合力。

●征文主题：“我心中的集美学村”
●征文要求：作品切合主题，观点鲜明、故事

真实、情感真挚，以记叙文、散文为主，900字左右，
最长不超过1200字。

●备选角度：作者围绕主题自选角度，以下角
度仅供参考：1.一段集美学村的难忘往事；2.记集
美学村的一位恩师（同窗学友）；3.那年我回学村
看变化；4.学村是我创业加油站；5.安居在学村，幸
福的选择；6.在集美，台湾青年遇见人生的美好；7.
与学村结缘，开启人生新航向；8.“诚以待人、毅以
处事”校训激励成长；9.学村唤你“回家看看”；10.
学村最美的景观（建筑）；11.学深悟透学村校训；
12.青年发展友好型城区吸引天下创业者，等等。

●征文时间：2023年7月1日至9月30日。
●投稿邮箱：厦门日报城市副刊邮箱 cs-

fk@xmrb.com，请注明“百年学村征文”字样，并附
上作者的姓名、联系方式等。

●征文评奖：征文投稿截止后，将组织专家评
出一等奖2篇，各奖励1200元；二等奖4篇，各奖励
800元；三等奖6篇，各奖励500元；优秀奖10篇，各
奖励200元。获奖者将获得奖金和相应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