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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顶岩上有口“拥军井”

老照片♥曹少平

写给父亲的一封信
●邢超

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
市直机关工委、市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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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日报社承办

最是清风传家远
廉洁家书征文选登

追忆军旅读书演讲

吾有所爱
其名翔安

●李冬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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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翔安建区20周年，翔安
区委宣传部、共青团翔安区委员会、
翔安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携手厦门
日报社推出“青春翔安 勇立潮头”主
题征文，面向社会各界征集佳作。

●征集时间：
2023年7月13日至2023年9月30日
●征文内容：
围绕主题，以下几方面内容可供参
考:1.讲述在翔安创新创业、奋斗拼
搏、成长成才的故事；2.见证翔安建
区20年来的发展变化；3.记录翔安
这片热土上的奋斗足迹及展现的青
春朝气；4.为翔安未来发展建言献
策，一起更好地迎向未来等。
●征文要求：
紧扣主题，弘扬主旋律。题目可自
拟，要求内容真实，情感真挚、语言生
动。以记叙文、议论文为主，字数在800
至1000字左右。作品须是署名作者原
创首发，严禁抄袭、剽窃，文责自负。
●征文邮箱：
征文作品请发送到邮箱 zfk@xmrb.
com，注明“翔安征文”字样，并留下真
实姓名、地址、联系电话。
●奖项设置：
一等奖1名，奖励1000元/人；二等奖
4名，奖励500元/人；三等奖6名，奖
励300元/人；优秀奖10名，奖励200
元/人。以上奖金均含税，同时颁发
获奖证书。

盛夏的翔安，犹如一幅优美的画卷。
琼头海边刚靠岸的渔船海鲜味扑鼻

而来，渔民买卖的吆喝声中充满着对生活
的期许；大帽山三角梅红艳艳，出米岩香
火长相续，香山花海美醉人；翔安大道车
水马龙，条条大路四通八达；垃圾分类走
进农村生活，文体活动送到家门口；医务
人员下乡义诊，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文
化下乡一展翔安新风采。

20年的光阴，不长不短，却让翔安焕
然一新，人民生活水平蒸蒸日上。乡村振
兴，并非孑然独立，而是翔安人民心连心
砥砺奋进的成果。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 90 后“翔安
郎”，回想以前，农村环境杂乱，垃圾堆臭
味熏天，农村道路泥泞不堪，农村瓦房遇
到“屋漏偏逢连夜雨”的困境，农民靠天吃
饭，年收入微薄却要省吃俭用养活一大家
子。大人无暇管教孩子的教育，全靠大孩
子带小孩子玩土堆沙一起长大。2005年
那会，虽很少堵车，但跨区路途遥远，从马
巷坐公交车到海沧念书，要远绕同安再到
集美汽车站转车，足足花费2小时，那时

“直达”成为很多翔安人心中了不起的心
愿。

市井长巷，聚拢来是烟火，摊开来是
人间。近些年，短视频的兴起，交通的便
利，很多美食博主走进翔安的小巷进行直
播拍摄，让翔安的“地瓜粉条”“芋包嫂”

“新圩鹅肉”“老店沙茶面”等地道美食涌
入无数网友的视线。随着乡村振兴的步
伐越迈越广，很多游客慕名而来，观赏翔
安文物及旅游景点。看，澳头渔港特色小
镇，香山花海，李长庚故居，大帽山境，下
潭尾湿地公园……人潮涌动，赞美不绝。

清明时节，在“李长庚故居”遇到三位
女孩，询问来由，她们告诉我，“在网上看
到关于李长庚的报道，得知故居就在附
近，特意前来参观，刚好清明节，想给先烈
献束花。”很意外，祖上严明治军、忠毅剿
匪的事迹为更多人所知，素不相识的年轻
人自发前来参观，作为李长庚后裔，我与
有荣焉。其实，翔安类似这样的文物史迹
还有很多，他们的奋斗故事在历史长河里
熠熠生辉，照耀后辈为翔安建设再创新辉
煌。

与其他繁华的地方相比，翔安很小又
很大，大到我整个童年、整个青春都在这，
大到很多创业者把家庭、余生都安放于
此。愿日后，谈及翔安，人们想到的不仅
仅是美食、美景，还有敢拼敢闯不怕输的
翔安人精神！

窗外微风，朝霞如许。案上盆栽
迎风吐翠，檐间铁马悄然对语。不经
意间，一段安家置业的往事，不知不
觉浮上心头。

那是1999年夏，我从部队转业回
地方。家，安在岛内还是集美？思考
良久，依然拿不定主意。当年，岛内
房价比集美略高，岛内生活条件之优
渥，基础设施之完备自不必言；岛外，
特别是集美学村，毗邻巍峨大学，相
见大都是朝气蓬勃的莘莘学子，这人
文气息浓郁的一方宝地，即使放眼全
国亦较少见。

于是，我欣然把家安在集美学
村。

搬进新家那会，孩子刚上幼儿
园，语言表达最为活跃。与我同时搬
进同一幢楼的是集美大学轮机学院
的一位澳大利亚教授。教授的妻子
是中国人，他们的孩子与我女儿年龄
相仿。这位“混血儿”平日常在小区
玩耍嬉闹。渐渐地，我们两家大人、

孩子都成为好朋友。许是“童言无
忌”吧，很快，教授的孩子就能用中文
进行简单交流对话，而我的女儿也学
会了简单的英语表述。

童心未泯又和蔼可亲的教授，还
常把我女儿叫到他家，让两个孩子一
起做游戏、讲故事、唱英文歌曲，并鼓
励孩子高声诵读英语单词。这种寓
教于乐的教学方法很适合英语启蒙，
女儿小小年纪就对英语产生浓厚兴
趣，英语口语水平遥遥领先于同龄
人。

2012年，孩子中考前几个月，我
请了集大水产学院的一位研究生，帮
女儿提高英语水平。这位研究生小
姐姐深得集大“诚以待人，毅以处事”
校训精髓，做事认真负责，做人诚恳
谦虚。她不仅认真传授英语知识，还
领着孩子参加集大组织的各种英语
沙龙。

因缘际会，得益于两位“老师”的
教导有方，最终女儿高考英语单科成

绩接近满分，如愿考上心仪的大学。
本科临近毕业时的一次学术研讨会
上，女儿全程英文高能演讲，获得某
所知名大学的青睐——直博。如今，
她博士即将毕业，我希望她有机会回
集大任教，反哺学弟学妹，回馈教导
之恩。

校主陈嘉庚先生，曾亲自为集美
大学书写校训、谱写校歌。校训“诚
以待人，毅以处事”，人们耳熟能详，
怀揣校训并笃行不怠者，必是人杰。
我们生活在集美学村，不仅孩子能享
有得天独厚的优质教育资源，大人也
得到了高素质人文潜质的熏陶。

“闽海之滨，有我集美乡，山明兮
水秀，胜地冠南疆……”徜徉于学村

“嘉庚瓦，燕尾脊，红砖墙，坡屋顶”的
特色建筑群中，漫步于葳蕤葱茏的学
村景致里，耳畔时常有“山明兮水秀，
胜地冠南疆”歌声萦绕。这歌声令人
久久不忘、回味无穷，更激励我们自
强不息、奋勇向前！

最近，归类整理本人与部队有关的
历史照片时，一张25年前拍摄于驻厦门
云顶岩上部队营房水井墙边的照片，让
我回想起当年亲身参与，至今记忆犹新
的拥军故事。

1997年秋，组织上派我到厦门市经
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简称“市体改委”）工
作，任党组成员、副主任。除分管体改业
务工作外，还分工联系拥军工作。军地
共建早就是我市开展“双拥”工作的一种
重要形式，当年的市体改委与厦门警备
区炮团结为共建关系。该团团部设在金
鸡亭的历史建筑“清和别墅”，在厦门分
布多个点，其中一个设在云顶岩上。经
过了解情况和思考，我想，做好与部队共
建工作不仅要在面上开展活动，更要在
为部队具体办实事方面有所作为。

1998年初，在时任该团副政委陈全
兵等的陪同下，我带着市体改委的几位
同事，到该团几个主要基层一线军营点

走访，目的就是要摸清具体困难和需
求。记得上云顶岩观察所走访时，我亲
眼看到几位士兵正在把用军车运上山的
饮用水分装到蓄水桶里。原来，山上驻
着一个排，山上没有自来水，长期靠从山
下用汽车运水上山供战士们使用。子弟
兵长年累月坚守在山上，生活却因用水
不便而受影响，我的心情特别沉重。

当天夜里，我没睡好，想着如何尽快
帮部队解决实际困难。隔天上午，经与部
队领导沟通，如果条件允许打井取水是最
佳方案。为此，首先委托水务专业人员到
实地勘察，庆幸的是那处山上有地下水
源，这使我对下一步有了信心。紧接着，
我让市体改委综合处逐一联系了与该团
有共建关系的其他单位，经过沟通商量找
到有合作意愿的4家。不久，由市体改委
牵头联合其他4家共建单位，根据询价和
测算，共筹集了4.8万元资金。

在得到部队方面的认可和现场协调

配合下，委托专业打井和施工队实施。
从挖钻、修井，到安装抽水及蓄水设施等
工程，先后用了一个多月就顺利完工，经
过水务专业机构的安全检测，在山上取
到的水，经过简单处理符合饮用水标准。

1998年5月，水井及配套设施正式
使用。为纪念军地共建的这一成果，部
队特意在该口井的蓄水池围墙上嵌进一
块青石碑，上面刻着：“涓涓甘泉上云顶，
拳拳之心报鹭岛”，以表达驻厦部队对地
方拥军，帮助部队解决实际困难的感恩
之情。

厦门是全国“双拥”模范城市。长期
以来，地方在拥军方面涌现了许许多多
感人至深的先进典型和生动故事，而作
为厦门地方部门和单位支持部队基层，
帮助解决在云顶岩上军营长期用水的困
难，就是千万个故事中的一个鲜为人知
的小故事。事情虽小，意义不小，令我终
生难忘！

征 文 启 事

人间草木♥小米

这张特殊的合影摄于1984年2
月，那一年，我才二十岁（后排左一），
是师直无线电连第3年的兵。当时，
各行各业都兴起以学习知识、实现

“四化”为主题的读书演讲活动，部队
也不例外。

1984年年初，军区决定举办“学
雷锋、爱祖国、献身国防读书演讲”活
动，先在师、团组织选拔。我于1月
中旬接到通知，代表师直属分队参加
师组织的青年读书演讲比赛活动。
经过反复思考，我以《军人的美》为
题写演讲稿，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
是因为那时美学很时髦，有一本李燕
杰编写的《谈美小札》很畅销。联系
到自己刚入伍时，对部队的《条令》

《条例》标准要求从不适应到充分理
解的过程，我觉得军人整齐划一的队
列动作、高度统一的行为举止、雷厉
风行的战斗作风等也是一种“美”，统
一之美、威武之美、雄壮之美。

师、团共有12人在师部小礼堂
进行试讲与选拔。在台下时，我充满
信心，可一上讲台就心慌，卡壳忘词，
很不流畅。讲得最好的是276团刚
刚入伍的新战士周天源（后排右一），
他声音洪亮，神情自信，手势自然到
位。很幸运，我被选进7人组成的师
巡回演讲队，赴师属各团及泉州官桥
公社作巡回演讲。经过几天的巡回
演讲锻炼，我觉得自己进步多了，师
政治部领导听后也很满意，认为我的

演讲内容新颖、独特、有优势。
2月中旬，我与周天源代表92师，

参加军里的选拔。16选7，第一轮，我
被淘汰了。我正准备打道回府时，接
到留下来的通知，让我参加在军地炮
团、高炮团和93师炮团等处的巡回演
讲。最后一场我发挥最佳，军组织处
一位负责该活动的副处长鼓励我，稿
子好好修改，大有前途。带队的朱干
事暗地里告诉我：“军里对这次演讲还
评了名次，你排第二。”

2月底，我、周天源和来自厦门海
峡广播站的范世红（前排左一）3名战
士，与91师的陈鹰副指导员一行四
人赶赴福州，参加福州军区的演讲汇
报会。来参加汇报会的共 21名选
手，有连、排级干部，也有不同兵龄的
战士。经过试讲选拔、座谈交流、讲
稿修改，选取10名同志进行演讲音
频录制。3月5日下午，再从10人中
选出6人，在军区礼堂汇报演讲。我
有幸被选上了。

演讲汇报会结束后，傅奎清政委
亲切接见了我们。谈到我的“军人的
美”时，他说：“你的演讲稿，思想性、
政治性如果能进一步提升，那就更
好。军人的军容风纪、整齐划一，令
行禁止的作风，这些都是作战需要。
没有严明的纪律，我们的军队是不能
打胜仗的。”他的话我牢记在心。我
们几个因演讲而认识的战友还去拍
照留念，于是有了这张珍贵的合影。

历时两个多月的读书演讲活动，
使我增长了见识、锻炼了能力、收获
了友谊，坚定了我留在部队献身国防
的信心，也成为我激情燃烧青春岁月
的一段美好回忆。

敬爱的父亲：
您好！
久未见面，别来无恙。近来烦事颇多，深夜思

索良久，终是提笔落字。
因伯母上个月去世，才惊觉伯父已逝去17年，

祖父已去世11年，但是他们对我们的教导，依然深
植我们心中。

伯父卒于任上，年仅48岁，一身正气，两袖清
风，去世时未向组织及领导提任何要求，没有请求
领导照拂当时还在上学的堂哥堂姐，从未以公谋
私。现在回想起伯父对我们的教导，爱国自强，忠
诚责任，独立自主，认真学习，不娇生惯养，不过分
溺爱。

祖父一生谨小慎微，经手村里的财务工作，未
有任何差错，小到一分钱都能在账本上找到出处。
对于孙辈的教导，就是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
事，不该拿的一分也不要拿。因为这些教导，伯父
在工作时才能抵住诱惑，从一个小科员到乡镇书
记，恪守本分，兢兢业业办实事，不拿群众一针一
线。正是因为伯父不贪图享受、不以权谋私、清正
廉洁，在伯父因突发疾病卒于任上后，单位领导、群
众代表都来吊唁。因为祖父、伯父以身作则的正面
引导，我们这群孩子认真读书，努力奋斗。

父亲，您虽然只是一名普通党员，但您也时常
教导我们“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物质生活方面
学会自我管控，做到“知足常乐”，不要做越过纪律
法律底线的行为。您深知“家之兴替，在于礼义，不
在于富贵贫贱”，总是告诉我们努力工作，积累成
果，不要急功近利。

祖父、伯父和您在廉洁自律方面做到了言传身
教、知行合一，你们严格要求自己，做好表率，爱家
爱国，在潜移默化中教导子女在实践中磨炼意志、
提升素养，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引导我们建立良好的
人格品性，对我们这代人乃至下一代人都有深远影
响。

借用林清玄的一句话，“步履一双，清风自在，
我有明珠一颗，照破万丈山河”，我会谨记祖父、伯
父以及您的教导，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保持初心，
坚定理念，恪守奉公，脚踏实地努力工作和生活。

此致
敬礼！

女儿：邢超

树缘
许多年前，当我读到阿城的《树王》时，我为之

震撼，我相信树有灵魂，就像人一样。从那时起，我
对树怀有一颗虔诚的敬畏之心。

我喜欢树，当我行走在大地上时，我总会下意
识地留心身边的每一棵树：梧桐、银杏、菩提、紫荆、
蓝楹、木棉……我惊叹它们微小的变化，寒来暑往，
它们呈现的是一种生命的轮回。

我未曾想过，在我的生命中也能拥有一棵树，
但我又是那么真切地感受到我拥有了一棵树。这
棵树就在我的窗外。因为它，我想说，在所有的树
木之中，我最喜欢的是凤凰树。

这是一棵特别的凤凰树，它几乎终年不开花，
即便开花，也不过是三三两两，点缀其中。但它却
丰盈了我窗外的世界与内心的感受。

初识这棵树时，它不过是一棵身姿羸弱的小
树，十六年的时光一晃而过，已根深叶茂。

清晨，当漆黑的屋里还残留着夜的孤独，我已
清晰地听见窗外树上的鸟儿此起彼伏的欢鸣声，也
依稀看见一缕微光轻洒枝头。拉开厚重的窗帘，我
望向窗外，它也正望向我，我似乎听见它在对我说：

“嘿！早上好！今天又是新的一天！”
午后，窗外树影婆娑，透明的玻璃窗上光影斑

驳。我手捧书卷端坐于窗前，它像是一位惜字如金
的老友，静静地陪我于书海中沉浮，体悟世间的冷
暖，感知人性的善恶美丑。有时一阵微雨过，它精
灵般的叶子上缀满了水珠，着实迷人。

我曾在凄冷的夜里凝视它，与夜一同熟睡的它
带着静谧的气息。那树影之间若隐若现的月光，像
是为我而留的一盏夜灯。忽然，一阵微风惊扰了
它，它睁开疲惫的双眼，满是心疼地望着我：“睡不
着吗？是又在思念天堂的父亲吗？”我泪水滑落。

“快睡吧！父亲在梦里等着你呢！”它仿佛洞悉了我
的一切。

我不曾见过比它更坚强的树，细数它曾遭遇过
的磨难，使我更加坚定地认为。莫兰蒂台风的蹂躏
未曾使它与大地分离，它只是轻伏于窗前，为我的
小屋遮风挡雨。它善良的天性，犹如人间的天使，
面对灾难与自身命运的不确定，它没有退缩。

那年，野蛮花工的残忍修剪让人触目惊心，我
心疼得几乎落泪，像是自己的身躯被切割了一般。
许久许久，即使在白日里我也不愿拉开窗帘，只因
无法直视它支离破碎的样子。但伤害不曾使它堕
落，它高贵的秉性使它越是在困境中越是不屈。

一年后的春天，它再次以优雅的姿态呈现，这
个惊喜猝不及防，像在对我说：“如果生活一定要给
予我什么，那我就接受它！”

与树结缘，结的是一段善缘。

难忘往事♥林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