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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伍中和

地瓜粉团

再回首♥樱花草指导员找我谈心

征 文 启 事

难忘集大百年校庆那一天 ●朱发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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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时夏夜

公生明廉生威
●黄土高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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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0月20日，金秋送爽的
日子，由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
先生创办的集美大学迎来了百年华
诞，学校的老师、同学召唤我们这些
已毕业的学子有空就回去看看。这
是所有集大人的荣耀，作为集大学
子，我怎能不回去看看呢？

那一天，我早早就来到了集美
学村，“嘉庚精神立校，诚毅品德树
人”“百年传承，追梦集大”“欢迎海
内外校友回家”等一条条温馨的标
语，温暖着我的心。

毕业以后，我就很少回集美学
村了，这次返校，我决定重走以前的
路。那条当年常走的石鼓路还在，
但比那时更干净、更繁华了。琳琅
满目的商店、来来往往的人群，一派
欣欣向荣的景象；道路两旁高大的
树木依旧伸展着葱绿的枝叶，为莘
莘学子挡风遮雨；还有那美轮美奂
的嘉庚建筑，模样一点儿没变……

不知不觉，走到了龙舟池，也许
是“校逢喜事精神爽”，凉亭、拱桥和
池面显得更亮堂了。拾级而上，来
到集美中学，南薰楼旁有块大石头，
当年我常站在这里，吹着海风，极目
远眺，望着海上往来的船只，看对面
飞机起起落落，心中常升起一股豪
情――那意气风发的青春岁月，那
恰同学少年、指点江山的日子，如今
已成为我人生最宝贵最美好的记
忆！

路上遇到两个老外，他们用不
太熟练的中文问我陈嘉庚纪念馆怎
么走，我刚好也想去，便领着他们一
起来到纪念馆。纪念馆里，一群群
游人和参加校庆的嘉宾正以崇敬之
心认真地浏览纪念馆里的展陈。参
观完毕，我又去了鳌园，记得我入学
后，在集美学村照的第一张照片就
是全班在集美解放纪念碑前的合
影。再回首，那些场景依然如昨

——同学们意气风发的模样、班主
任慈爱的笑容仿佛就在眼前。

沿着龙舟池返回，路上又遇那
两个老外，他们向我竖起大拇指。
我来到集美学村牌楼下，不禁思绪
万千。1994年，集美学村各大专院
校合并组建集美大学，我作为学生
会成员，有幸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
时刻。时光太快，一晃近30年过去
啦，真是弹指一挥间！

夕阳西下时，同学打来电话，说
校庆晚宴快要开始了。我赶了去，
见到了熟悉的老师和同学，很是开
心。晚宴上高朋满座，大家都很开
心，喝了不少酒。

这是难忘的一天。离开集大
时，我带着深深的眷恋和不舍，向老
师和同学道别。我告诉自己，要经
常回母校看看，母校“诚以待人，毅
以处事”的校训，我会永远铭记于
心！

最近，我有幸获得了
“光荣在党50周年”纪念
章。在这光荣的时刻，我
不禁回想起自己五十多年
来走过的路，从一名少不
更事的青年逐步成长为一
名共产党员，能为党和国
家做一些有益的事，完全
得益于组织的教育和培
养，前辈的指导和帮助。
我发自内心地想要感谢当
年给予我很大帮助的连队
指导员陈祥堂。他 1959
年入伍，是福州人，他的爱
人是厦门人，1975年，他
转业到厦门工作，我们至
今仍有联系。

1970年底，我从学校
毕业，应征入伍。当时我
家人口多，粮食经常不够
吃，父母觉得我参了军就
能吃上饱饭，而我自己的
想法也简单，希望能走出
家门看看外面的世界。

刚到部队时，我思想
简单，以为自己多少有点
文化，又是从农村来的，不
怕吃苦，在部队服役三至
五年后退伍返乡就行。由
于心中没有理想，行动缺
少目标，我竟成了班里的

“后进分子”。班长批评我
孤傲、不谦虚，不善于和别人沟通；排
长也指责我组织观念不强，没有批评
与自我批评精神，不善于团结同志。
我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我没有做什
么错事，也没有得罪什么人，怎么就

成了“后进分子”？
为此，连队指导员陈祥堂多次找

我谈心，做我的思想工作。在我至今
仍保留的“新兵日记”上，清楚地记录
了指导员找我谈话的情况。他肯定

了我的优点，指出我的不
足，为我今后的成长提出
了要求：一要加强学习，树
立理想信念，主动向党组
织靠拢；二要严格要求自
己，不仅自己做好，还要带
动别人、帮助别人；三要努
力改造世界观，树立正确
的人生观、价值观，要有理
想追求，明确奋斗目标，发
挥自己的优势，克服缺点，
不断进步。他还给我推荐
了几本书，要我认真学习。

通过指导员的帮助，
我充分利用时间看书学
习，在不长的时间内，我的
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我
真切地认识到，部队是个
大熔炉，有机会参军，不能
虚度时光，得有目标，应有
追求，要有提升。从此，我
在学习上更加自觉，训练
更加刻苦，组织纪律观念
也加强了，有了明显的进
步。后来，我成了团里的

“战士理论骨干”，多次参
加上级举办的培训学习
班。

1972年10月，我被调
到连部担任文书，在连部
工作期间，陈指导员给予
我很多帮助，不仅在工作

上指导我，思想上教育我，1973年1
月，我光荣地入了党。多年后，我也
当上了连队的指导员，我的许多工作
方法，都还是当年陈指导员所传授
的。

19691969年部队调离厦门时年部队调离厦门时，，陈指导员与亲友分别留影陈指导员与亲友分别留影。。

亮亮儿、欢欢媳：

“五一”劳动节快乐！
首先祝贺亮亮被任命为

单位党办兼办公室主任——
两副重担一肩挑，任重道远
啊！

现把当年我刚被任命为
单位纪委书记时，我的大学政
治辅导员纪老师送给我的书
法牌匾“公生明廉生威”转送
给你。意思不解自明：处事公
正才能明辨是非，廉洁自律才
能树立威望。我们共产党人
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亮亮今
后理当以身作则，廉洁自律，
克己奉公才是啊!

亮亮是搓衣板“跪出”的
大学保送生，全凭自己日夜苦
读获得“王淑景、王文斗奖学
金”，大学4年所学的专业是自
动化。由于党和人民的需要，
亮亮现在改行从政，使命光
荣，须知官场之路，如履薄冰，
要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
法纪；要廉洁做事、清正做人；
廉洁修身、廉洁齐家；清清白
白做人，堂堂正正做事。

亮亮是老外公最疼爱的
外孙之一。今年1月，96岁高
龄的老外公与世长辞。他是
村支书，长年奋斗在基层第一
线，任劳任怨、不计个人得失；
退休后继续关心集体、热心公
益，用微薄的养老金为左邻右
舍架桥铺路、清理池塘……光
荣在党70年的老外公，是我们
学习的好榜样！

欢欢儿媳，你也是一名老
党员。你们家在广州，我们鞭
长莫及，只能通过书信谈谈我
们二老的看法。希望你当好
廉内助，把好廉政关。用你的
廉洁之举，守住平安门，时刻
提醒亮亮管住小节、顶住诱
惑、守住清苦；希望你当个廉
管家，把好防盗门，不收非分
之礼、不取不义之财、不拿身
外之物；希望你当好廉模范，
教育子女，自强自立，规劝亲
属，淡泊名利……

廉洁家庭，幸福港湾。家
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守好
家庭廉洁之门无比重要。我
们要千方百计让亮亮一身正
气上班去，两袖清风回家来。
愿共勉之！

爸爸

最是清风传家远
廉洁家书征文选登

地瓜粉团是闽南人的一道家常
吃食，它香气浓郁，口感Q弹，闻了
让人口齿生津，吃了让人回味无穷。

小时候，阿嬷就常在厨房里煮
地瓜粉团，每当这时，我和表弟就
像两只馋猫，围着灶台探头探脑，
嗅着锅里弥漫出来的香气直流口
水。耳濡目染，我对煮地瓜粉团的
过程谙熟于心。

做地瓜粉团，首先要准备好食
材：将花菜、胡萝卜洗净切块；用温
火炒香花生；香菇泡发后，切碎；将
巴浪鱼干撕成小块备用，下油锅炒
香。然后，将准备好的食材倒入盛
满地瓜粉的大盆中，辅以酱油、蚝
油等佐料，同开水混合，持箸搅拌，
使之凝固成团。这个过程需动作
和缓，静气凝神，切不能心浮气躁，
胡搅乱拌。如果开水放多了，粉团
难以凝固；反之，开水过少，粉团煮
熟后又会有粗涩夹生的问题。这
过程，好比裁缝量体裁衣，需仔仔
细细，一招一式的疏漏，都会给后
续的熬煮带来麻烦。接着，大火烧
开一锅滚水，用汤匙将粉团一勺勺
舀入锅中，也可将手洗净，直接用
手揉捏成团下锅。待锅中粉团浮
起，再加入粉丝和青菜，稍煮片刻，
便清香扑鼻，再撒入芹菜和葱头油
提香，便可呼朋引伴，大快朵颐一
番。

虽然我对如何煮地瓜粉团很
是了解，却也只是纸上谈兵，妥妥
一个行动的矮子。好在我有一个
乐于烹饪的爱人——老满先生。
老满是龙岩人，他第一次吃地瓜粉
团是在我堂弟结婚的时候，从此，

便对这道美食念念不忘。在仔细
向我了解烹煮方法后，他开始照葫
芦画瓢——尝试着做地瓜粉团。
第一次，由于菜花切块过大，粉又
揉搓得过于干涩，粉团一下锅，立
即就松散开来，各种食材“兵分四
路”，在沸腾的滚水中沉浮，任何补
救都无济于事，老满只得草草下米
粉“收场”，聊以慰藉一家人干瘪的
肚皮。闽南的菜肴看似简单易做，
却总是暗藏门道，需要耐心细致地
琢磨，才能参悟其中的精妙。

我常在老满煮地瓜粉团的时
候，倚靠在厨房门口，同他天南地
北地闲聊，时不时给灶前奔忙的他
奉上一杯清茶。我们三岁的儿子
也会时不时闯进厨房，攀着灶台，
用黑葡萄一样的眼珠子巴望着台
面上的美味和他忙着下厨的老
爸。老满下厨，气定神闲，在案板
上切姜丝与葱花，“哒哒哒”的声音
如同马蹄踏雪般清脆有力。他反
复搓揉地瓜粉，多种食材在他充满
力道的揉捏中融为一体。而后，揉
捏成团的地瓜粉团被放入滚水中，
一番沉浮，渐渐焕发出晶莹剔透的
神采，释放出质朴清新的香气，充
盈整个居室。

随着老满煮地瓜粉团的次数
越来越多，技艺也不断精进，真是
越做越好吃，每每让一家人吃得肚
皮浑圆，嘴巴却停不下来。再看看
吾家小儿，头埋进大碗里，小嘴猛
嗦，直至嘴角印上碗沿的红痕，两
颊也泛起汤汁的油光，依然吧唧着
小嘴，一副回味无穷的模样，真是
让人忍俊不禁！

偶然间读到很美的诗句：“那
些夏夜，充满了月光，充满了树影
溪声和青草的芳香，林间总有照路
的萤火虫……”不知怎的，我的思
绪一下子被拉回到儿时的夏夜。

儿时，待到夕阳醉倒在山的那
头，热浪似乎也知趣地减退了。这
时，乡间的小路迎来了暮归的老
牛。蝉鸣、蛙噪、蛐蛐声，此起彼伏
的乐章慢慢拉开了夜的序幕。月
亮不知何时已探出头来，看着劳作
一天的人们。男人们放下锄头，洗
把脸，好似洗去了一天的疲惫，而
女人们拆下头巾，再换上围裙，便
在灶台旁忙开了。

我家门口有两棵辣木籽树，树
下是一方桌子和几块石凳。这小
小的地方，是街坊邻里畅谈的天
地。大伙儿爱热闹，常把饭菜端过
来吃。边吃还边聊着田里的庄稼、
子女的学习。大人们的操心事，好
像辣木叶一样，繁密而细微。我们
这些小孩子哪里听得懂呀！吃过
晚饭，招呼三两伙伴就跑开了。在
皎洁的月光下，我们跳皮筋、捉萤
火虫……玩起来都不觉得热了。
直到月亮躲起来，一身汗的我们还
乐此不疲，最后只能在大人们的催
促声中不情愿地告别了。

有时，我也会坐在石凳上听大
人聊天。我印象最深的是邻家一
位阿公，七十几岁的人了，因长年
劳作，骨瘦如柴。他常穿一件藏青
色的老式短袖衬衫，还敞开胸膛，
裸露出古铜色的皮肤。他总是吃

完饭来门口小坐，买上一瓶小小的
绵竹白酒，静静啜饮上几口。但更
多的时候，是他坐在我家门口的石
凳上打盹。可能是太累了，人们说
得再大声，他依然沉浸梦乡，打盹
还起鼾。或许是梦见田里的庄稼
丰收了吧？邻家阿婆手执一把旧
蒲扇，打趣阿公只会干活。直到人
们都散了，我爸才轻轻叫醒他：阿
公，该回家了。

待阿公回去，也是该睡觉的时
刻了。那时我们就睡在楼顶。洗
完澡，一轮明月做伴，两张草席为
床。我和阿姐四仰八叉躺在草席
上，抬头就可以看到天上的月亮。
那时我觉得月亮最调皮，总是走到
哪跟到哪，躺下来细看，她又乖乖
不动了。但这月亮是可望不可指
的，不然会在下半夜来割耳朵，大
人们总是这样说。于是，我只能拼
命睁大眼睛，仔细辨别月亮里的黑
影，是不是桂花树和玉兔的身影。
待到看累了，眼皮便也不争气地合
上了。那时候的晚风已经微凉了，
人不仅感觉舒爽，梦也做得香甜。

现如今，人们更多的是在高楼
里享受空调的清凉，有时我也会突
然怀念那时的夏夜。心血来潮，遂
编一首打油诗，以作纪念：“忆夏
日，最忆是夜晚。三两伙伴门口
闹，大人谈天还说笑。唯有阿公睡
大觉，邻家阿婆把扇摇。遥看月亮
似个宝，无边思绪随风飘，众人散
去静悄悄。旧时夏夜哪里好？寻
常日子亦逍遥。”

食尚♥陈儒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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