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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的集美学村

工作在学村，幸福的选择 ●薛薇莎

“闽海之滨，有我集美乡，山明兮水秀，
胜地冠南疆。春风吹和煦，桃李尽成行
……”一曲《集美学校校歌》已经传唱百年，至
今仍在海内外无数集美学子心中久久回响。

师范毕业以后，到集美学村任教，是我
一生最幸福的选择。我的外公是集美航海
学院的一名退休教师，他是在嘉庚先生的
召唤下回到集美来任教的。外公毕业于大
连海事学院，1955年毕业后分配到安徽芜
湖工作，嘉庚先生曾经写信给他，希望他能
回到家乡来，成立不久的航海学院需要他
这样的人才。外公就义无反顾地拖家带口
来到了集美学村工作。工作在学村，退休
后在学村生活，外公觉得充实而安宁，他希
望我也能到学村来工作。他说：“孩子，到
学村来工作吧！这里文化氛围浓厚，特别
适合潜心工作、教书育人，另外，我也希望
你在我的身边。”后来，我通过选拔考试，进
入当时刚成立不久的集美二小任教。如
今，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了。

在学村工作，生活幸福而快乐，内心有
一种力量引领着我成为一颗闪闪发光的星
星，那就是嘉庚精神。嘉庚先生怀抱“教育兴
国”的信念，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他
用一生的坚毅，培育了桃李芬芳，创立了闻名
遐迩的集美学村。多年来，嘉庚精神一直激
励着我，做一个怀揣梦想、脚踏实地的教育工
作者。遇到困难，偶有失落迷惘的时候，我就
会去鳌园走走，去散心，更是去重温嘉庚先生
对教育事业发展的热忱——唯诚唯毅，不骄
不躁。在学村工作和学习的我们，正是有了
这种精神和力量引领着，才能一路砥砺前行，
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如今集美学村
更加枝繁叶茂，历经百年，依然焕发出勃勃生
机。

学村之美，让人心醉，这片土地所承载
的独有的宁静与浪漫，让每一个生活在此
的人们都感受到一种满满的幸福。闲暇
时，我们去仰望巍巍的南薰楼，嘉庚瓦、燕
尾脊、红砖墙，古朴的建筑与现代的生活相

互交融，呈现出独特的美；去龙舟池畔走
走，观赏碧波粼粼的水面与精美的龙舟构
成的迷人画卷；去十里长堤漫步，捕捉青春
的气息在海与天之间飘荡。

学村之美，更美在它的文艺气息，让这
里的人们享受精神和文化的滋养。集美学
村文化艺术节在每年的夏季如火如荼地开
展，丰富了校园文化，繁荣了集美文艺。连
续举办18届的集美诗歌节，充分挖掘人文
集美的诗意之美，吸引更多的人，把诗意和
浪漫带到集美。集美还设立扶持奖励专项
资金，促进文艺繁荣与发展，我的散文集
《人闲桂花落》正是获得了扶持才能顺利出
版。我的文学梦想在集美生根发芽，绽放
出了美丽的花朵。

工作在集美学村，是我幸福的选择。在

嘉庚精神的引领下，美好的环境，独特的文
艺气息，都使我感到充实和快乐。我愿意在
学村这片热土上，继续谱写属于我们的幸福
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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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过妈妈一回

网上“读书会”

相思树♥雪峰

网来网趣♥紫花地丁

老照片♥夏轩

自重 自省 自警 自励
——致母亲的一封信

●苏元悦

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
市直机关工委、市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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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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中的那一抹
“志愿红”

●黄勤

2009年的一天，我在公交车
上见到了两名协助交通部门调查
交通状况的大学生志愿者，他们
彬彬有礼，有空座位让给乘客，自
己坚持一路站着登记和统计相关
数据。那天晚上，我在厦门网海
峡博客写了一篇《公交车上的大
学生志愿者》，我在文中写道：“如
果可以，我多么希望自己也是一
个满腔热血的青年志愿者，为社
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贡献
一点微小力量。”那时，我刚从山
区来到厦门不久，对志愿者充满
新奇和敬慕之情。

时光飞逝，在厦门生活了十
几年，厦门随处可见那一道道亮
丽的“志愿红”，我自己也时常穿
上红马甲。有时在寒冷的雨天协
助社区疫情防控工作，偶尔利用
周末时间以社区党员的身份参与
洁净家园活动，更多的是作为助
老志愿者入户走访贫困或失能老
人、为老人送轮椅拐杖助行器
……大红马甲穿上身，心头便多
了一份庄重神圣的责任。

更多时候，我把自己视作未
穿红马甲的志愿者。我曾在去上
班的公交车上搀扶几近休克的中
学生下车，帮他联系家长，陪他等
到家长赶来；我也曾在路边跪地救
助过一位因低血糖瘫倒在地的年
轻姑娘，为她按摩缓解症状、喂她
牛奶饼干；我主动为额头碰伤的老
人递上纸巾擦拭血迹，在医院耐心
帮助中老年患者用自助机挂号和
结算费用。记得一次在厦门火车

站进站口，一对老夫妇小心翼翼地
询问我如何进站，说他们第一次乘
动车。我让他们在过闸机时像我
示范的那样刷身份证，进行人脸识

别，过安检；领他们到检票口，教他
们看电子屏幕上动车班次检票动
态。老人如释重负的表情让我很
欣慰，举手之劳就能帮助他人解

决难题，何乐不为呢？
十几年来，我在厦门帮助最

多的还是来厦游客。在景区、路
边、动车、公交车、飞机上……从

指路到提供路线参考、游览建议，
向身边游客详细介绍景点、出行
住宿、本土老字号餐饮、厦门特产
……我觉得，如果游客因为我的

帮助能在厦门得到更轻松愉快的
旅游体验，感受厦门这座城市的
友好和善，那我所做的一切就非
常有意义。

在厦门这座文明城市，爱心
守望和热心相助寻常可见，志愿
服务蔚然成风，跨越年龄、性别、
职务。中青年是志愿者队伍的主

力军，老人亦可发挥余热，做一些
力所能及的志愿工作。我想：只
要愿意，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可
以是一名志愿者；无论是否身披

红马甲，只要心中有那一抹“志愿
红”，助人为乐的精神和责任感就
一直都在。

亲爱的妈妈：
您好！
最近您过得如何？我试用期满，已正式成为一

名检察官助理了，这让我既觉得兴奋，又深感责任
重大。近期，我们单位开展了“写一封廉洁家书”活
动，借着这次机会，我也想给您写一封信，和您聊一
聊我对于廉洁家风的看法。

作为一名政法干警，我们在正人之前更要正
己，要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勤政务实、清正
廉洁。“清正廉洁”自古以来便是对一位官员崇高的

褒扬，也是很多“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文人士大
夫孜孜不倦的追求。法院、检察院，作为国家的政
法机关，都肩负着公平正义的重任，作为人民公仆，
更要清正廉洁、恪尽职守。

走上工作岗位以来，我参加了多次警示教育大
会，观看了各类警示教育片，参观了廉政文化教育基
地，有些领导干部贪污腐化，最终害人害己、跌入无
尽深渊，这些案件深刻地警醒着我，检察干警要时刻
怀公心，不能妄自尊大，将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自身
谋取私利的工具。同时作为普通党员干部，也要深
知“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要洁身自好、心存敬畏，防
微杜渐、“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要慎
交友，慎用权，将党纪国法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亲爱的妈妈，从外公那辈算起，我们一家都是
光荣的共产党员，从小到大，家中长辈的为人处世
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您也时常教导我，要清清
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我们的家庭并不富裕，但
始终保持着难能可贵的平常心、知足心，这是我们家
的好家风。作为一名新晋检察干警，我要时刻牢记
自己的身份，坚守廉洁底线，我想这既是对工作、对
自己负责，同时也是对您、对我们家负责。所有腐化
堕落的党员干部，都是忘却初心，沉湎于物欲、囿于
不良的朋友圈，最终身败名裂。我会引以为戒，严于
律己，努力做到自尊、自重、自强，不断加强思想道德
修养，抵制不良风气和腐朽思想的侵蚀。

作为您的孩子，我一直牢牢记着您说过的话。
在这里，女儿向您郑重承诺，在接下来的工作和生
活中，一是要自重，坚持不忘初心、不辱使命，树立
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二是要自省，对待工作始终
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紧迫感和危机感；三是
要自警，保证自己能在任何情况下抵挡住思想中出
现的懒惰，不怕苦、不怕难，做好本职工作；四是要
自励，在工作中积极向先进学习，增强自身为工作、
为检察事业贡献毕生力量的决心。

亲爱的妈妈，我会珍惜由自己的努力和刻苦换来
的当下，也希望您能够时刻监督我、批评我、指正我，我
们的工作和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祝您身体健康！

您的女儿

每年的六七月份，正是凤凰花开
的时节，31年前，也是这个时节，我们
在大学校园中度过了学生生涯的最后
光阴。

那是实习及毕业论文上交之后的
一段放“羊”的日子。这段日子，我们
主要忙两件事。一是忙着吃告别饭，
同班同学、同组同学、同年级同学、师
弟师妹以及好友，告别饭一顿接着一
顿。而另一件事则是印制毕业纪念册，

以纪念我们在一起的时光。为此，年级
成立了编委会，主要职能是取册名、写
序、写跋、印刷、编制。我有幸成为编委
之一。编委会征集册名，我记得我当时
的建议是“大风歌”，取自汉高祖刘邦的
《大风歌》，立意自觉不错，但却不被录
用。一名女同学建议“天问”，因“天问”
带有浓浓的历史气息而被采纳。毕业
纪念册的名字虽不是我取的，但写序
的光荣任务仍落到我身上。

在那些即将告别校园的日子里，
偶然翻阅那个年代文艺青年必看的
《读者文摘》，书中有这么一个故事打
动了我：故事里的主人公是一位从未
出过门却即将远行的山里人。临行
前，他向村里最德高望重的老人辞
行。老人送了两个字“不怕”给他。若
干年后，出门的青年终于回到村里，再
去探望老人时，老人已故去，但老人嘱
人为他留下了一张纸条，此时的他已
鬓发染霜，打开纸条一看，还是两个字
——“不悔”。因了那时的心情，也因
了那时的年少，很为“不怕”与“不悔”
这四个字所感动，于是，我把四个字连
同这个故事写进序里，送给即将离校
远行的同窗。

若干年后，初生华发的我们重聚
母校福建师大。觥筹交错之际，有人
开始计算我们离开学校的岁月，一位
同窗笑着对我说：“算来，我们都是老
江湖了！”不知怎的，在那一瞬，我却恍
惚了，回到了31年前即将分别的校园
时光，我想到了那年的许多人和事，也
想起了那则故事以及“不怕”与“不悔”
四个字。于是，那晚我总在想，不知故
事里的青年回家时是衣锦还乡还是满
目沧桑，是“怕了”还“悔了”？

故事终究是故事，而我却很能体
会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是以怎样的一种
心情走进喧嚣城市的。我不知道当年
那年轻人是否有同伴？倘若有，是同
舟共济、相互取暖，还是分道扬镳、
形同陌路？倘若没有，那又是怎样一
种孤军奋战的心情？

日子，就这么一点一滴地流逝！
要做到“不怕”与“不悔”，是很难的，但
正如那想化蝶的蛹，不经过一番苦苦
的挣扎，茧里的生死奋斗，哪能张开翅
膀飞翔呢？

▲作者当年的毕业纪念册《天问》。

我在“微信读书”上读《史记》，用了很长
时间，这不仅因为《史记》这样的经典著作需
要慢读，还因为，我相当于在同时读两本书，
另一本书可叫作“读者留言”。

我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从小习惯了
纸质书，所以尽管后来有了电子书，我对电子
书似乎有着某种隔阂，总要手捧纸质书，要闻
着那淡淡的纸墨香才会有读书的感觉，甚至
出门旅行，我也不嫌累，总是会在包里塞一本
书……直到去年，一位朋友推荐我读一本书，
因为没有找到纸质书，于是我第一次在“微信
读书”上付费阅读，一开始，我是“听书”的，听
了一部分，我被吸引了，于是开始付费阅读，
这也才发现，电子书还有电子书签，也可以标
注，还可以留言。打开电子书，我好像慢慢打
开了另一扇窗，看到了另一种风景。

在“微信读书”上读《史记》，古老的经典
用了最现代的方式——电子书阅读，好像开

启了一段奇妙的旅行。开始时，总是遇到各
种生僻字词，我都要去网上或用词典查找读
音和解释。有一天，我随意点开了电子书左
下角的“想法”，“想法”里面，都是读者留言。
于是，我就像遇到了一个“读书会”，很多人在
共读一本书。“三人行必有我师”，在这里，我
觉得每个人都是我师，有人给生僻字词注释，
甚至一个字常常列举出《说文》《诗经》《左传》
等处的用法及意思。一个字尚且如此，其他
的更不必说了。有时太史公的一句话就是一
个典故，常常引来留言里的旁征博引，大段论
述，有正史佐证，也有野史传说。在这个“读
书会”里，可以说是百家争鸣，精彩纷呈。尤
其是一些争论，不见硝烟，却有思想的火花在
碰撞。而我饶有兴致地看“百家争鸣”，偶尔
发表自己的意见，感觉极大地扩展了阅读的
广度、深度和趣味，甚至，也在生活中不断地
得到启发——一件事情，不该简单地贴上

“好”与“坏”，“对”与“错”这样的标签。我曾
经以为自己是比较包容的，而事实上，我的包
容是有前提的，是我不知不觉中遵循世俗框
架而设定的，如果没有了那个前提，我真的能
包容吗？所谓换位思考，我真的能做到吗？
其实并不容易……

我曾经参加过一些读书会，有的读书会
大家恭恭敬敬围坐一桌，主持人发言，其他人
发言，发言稿也大多是事先准备好的，让我感
觉严肃有余，活力不足，思想的碰撞更谈不
上。还有一些读书会，除了推广一下新书，更
像一群人找个机会一起拍拍照、发发朋友圈，
令我觉得寡淡无味。而这个偶然发现的“读
书会”，无需见面，不用寒暄与客套，没有任何

“无效社交”，大家直奔主题，畅所欲言。不见
面的一群人共读一本书，如同一群人一起享
用一份饕餮大餐，每个人的留言便是那精美
的点心，真是令人大快朵颐，直呼过瘾。

妈妈离开我已经十三年了。这些年，她的音容
笑貌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浮现。

对于妈妈，我只有感恩！我是妈妈用营养不
良、体弱多病的身躯孕育的，是妈妈在撕心裂肺的
难产中生下来的，是妈妈在忍饥挨饿的状态下用奶
水喂养大的，是妈妈大手牵小手、背在背上拉扯大
的……在我心里，妈妈的恩情比天高、比海深。

对于妈妈，我羞愧！小时候，淘气的我没少跟
妈妈作对，没少让妈妈生气伤心。高中毕业后，我
执意离开年迈的父母参军当兵，留给妈妈的是思
念、牵挂，是“儿行千里母担忧”，可我并不清楚妈妈
的忧愁……想起这些，我就会流泪。

这些年，我总是在扪心自问：小时候妈妈给我
喂水喂饭、端屎端尿、洗澡穿衣，可妈妈老了，我又
为妈妈做了什么？除了给点钱、回家住上一两天，
我没有给妈妈梳过头，没有给妈妈穿过衣，更没有
给妈妈洗过脚。思来想去，最值得回味的，就是背
过妈妈一回。

记不清是哪一年了，我回家探亲，在家住了两个
晚上后，就得告别父母返回部队了。七十多岁的妈
妈虽有不舍，但也知道留不住，她说自己要去镇上赶
集，其实就是想与我们同行，多和我们待一会、多送
我们一程。从山里的老家到镇上有六公里路，虽然
修了一条土路，却很少有车同行，来回基本得靠步
行。那一天，陪着妈妈慢慢走了三四公里路后，她已
经喘着粗气，很累了，可前面还要走一段近一公里的
陡峭山路，我老婆见状，提醒我：“背老妈！”

听说要背她，妈妈很不好意思，我跟她开玩笑
说：“来吧，别不好意思，让儿子背，看能不能背得
动。”说完，我把妈妈背了起来，发现在我心里像“山”
一样的老妈却一点都不重，我顿时鼻子发酸，眼泪在
眼眶里打转。“路不好走，慢一点”“背累了吧，让我下
来自己慢慢走”——一路上，我虽然看不到妈妈的表
情，但能从她关切的话语中感受到浓浓的母爱。我
浑身是劲，一口气把妈妈背到了平路上。

把妈妈放下后，她在那一段平路上走得很轻
松，和我们有说有笑，再也看不出疲态。母子心相
通，或许妈妈和我的感受一样，我背她，就能给她注
入神奇的力量。我知道，妈妈并不在乎我要背她多
久、背多远，只要离她近一点，她就心满意足。

谢谢老婆的提醒，让我背了一回老妈。我想告
诉大家的是：尽孝要是不趁早，父母恐怕等不了；孝
心不在大和小，梳头洗脚就很好。

▲班级毕业照，后排右四为作者。

▲大学舍友告别校园前合影，前排右二为作者。

征 文 启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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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至9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