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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齐树洁 难忘1978年南京行

征 文 启 事
儿时泛舟龙舟池 ●老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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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来读往♥林艳 “城市副刊”是我写作的起点

活
动
主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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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日报社

征文邮箱：zfk@xmrb.com

庆祝翔安建区
20周年征文选登

青春翔安
勇立潮头

翔安正青春
●黄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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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
r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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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 文 启 事

闲趣♥长乐 别样“流水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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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滨也有
“我们的人”

●邱纯纯

周末在家，线上收看几位作家的文学对
谈，作家们分享各自的创作成长历程，畅谈
写作的认识和意义，不断碰撞出新的思想火
花。我不禁思考：我是从何时开始爱上阅读
的？当初是怎样的机缘巧合，让我向“城市
副刊”投出第一篇稿件？我陷入了回忆……

小时候，家里条件有限，一群孩子聚在一
起玩游戏、看电视，阅读也算是其中的一种

“休闲娱乐方式”。还记得当时的鼓浪屿少年
宫在日光岩山脚下的陡坡上，正对大铁门的
二楼是一间不大的图书馆，两面墙的玻璃书
架，三排简易的木制长条桌凳，简洁朴素。前
往图书馆的路上有一处居民楼，围墙外一瀑
金黄色的炮仗花绽放得热烈。多年来，在我
记忆深处，每当提起童年的阅读经历，脑海中
首先浮现图书馆内的陈设和满墙炮仗花。

那时的图书馆管理员是一位慈眉善目
的老奶奶，花白的头发，鼻梁上架着一副厚
厚的老花镜。我们会在开馆前，早早站在门
口等候，她一出现，孩子们就像一群快乐的
小鸟，围着她“叽叽喳喳”说个不停。父母从
不干涉我选书，我爱看故事，连环画是我的
启蒙读物，同行的邻家姐姐也会把她阅读小
说中的故事情节和我分享。年岁渐长，有一
天，在大姐姐的带动下，我从书架上挑选了
青少年版的《双城记》，老奶奶夸我：“你长大
了，开始看名著啦！”

现在，爱阅读的我给自己配置了电子阅读
本，每天揣在包里。我对国内作家的散文和小
说爱不释手，对语言文字的美情有独钟。鲁
迅、朱自清、老舍、史铁生……那些曾经出现在
语文课本中的作家，如今重读他们的作品，我

觉得更有韵味，也有了更深的理解。
一天，我看到“城市副刊”右上角的投稿

邮箱，我想，我是否也可以和大家分享我的
厦门故事呢？于是，我投出了第一篇稿件
《儿时鼓浪屿》。投稿后不久，我就收到了海
鹰编辑的用稿通知。2023年3月9日，我的
文章见报了，我兴奋不已，读者变作者、文字
变铅字的感觉太奇妙了！我把编辑老师修
改过的文章读了一遍又一遍，用心领会文中
词句的修改，发现自己在写作中的问题，从
中吸取经验教训。

如果说，鼓浪屿少年宫是我阅读的开
始，那么，“城市副刊”就是我写作的起点，有
幸与“城市副刊”结缘，也感谢“城市副刊”，
让阅读和写作成为我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

前些日子，一位小学同学从国外归来，饭
桌上聊起儿时的龙舟池，他印象极深的是先有
潮汐发电站才有龙舟池；我印象极深的是龙舟
池早已在那儿。我俩争执不下，便相约到龙舟
池一睹为快。

那天碧空如洗，来到集美学村，一到龙舟池
畔，老同学望着彼岸的嘉庚楼群赞叹不已，色彩
艳丽的道南楼与蔚蓝的天空，在清澈的池水中相
映成趣；高耸的南薰楼以独特的造型自成一处地
标。老同学边拍照边说：“啊，太美了！这就是嘉
庚楼群让龙舟池更加美丽！”我说两者互为补充，
他说：“没有先建成的南薰楼、道南楼，龙舟池能
这么美吗？”哎，又来了，真是“杠精”。

他还是坚持说，龙舟池东端公路下就是潮
汐发电站，海水经发电后排到池里形成了龙舟
池。我不同意他的观点，可又苦于拿不出有力
的证据。但我们都有共同的记忆，便是老师带
我们“远足”——到集美学村参观游览。那次

“远足”，是乘坐什么交通工具到集美的，我们
已然忘记，但带上自己喜欢吃的馒头、面包、咸
饭，穿上自己最喜爱的衣服，怀着雀跃的心情，
泛舟龙舟池上的情景，至今仍记忆犹新。我们
坐上小船，唱着“让我们荡起双桨”，大家七手
八脚地划船，虽然步调不一，可开心的笑声却
是那样无拘无束……也许，池里的鱼儿也被我

们的快乐所感染，情不自禁地跃上船来，在船
头船尾摇头摆尾、拼命蹦跳，煞是好玩。老师
要我们小心翼翼地把鱼儿放回池里，“咕咚”一
声，鱼儿钻进水中不见了……

此情此景，时隔六十多年依然清晰，以至
于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老同学告诉
我，这是真的，只是我坚持的“先有龙舟池”，那
才是假的。

我们正争论不休，刚好遇到一位老伯在凉亭
中乘凉。我们迎上前去客气地询问。杨老伯说：

“你问我问对了。我爸爸就是在陈嘉庚先生手下
干活的。陈嘉庚先生为了解决集美学村的用电
问题，请来国外的专家，捐巨资、花两年时间盖了
集美太古海潮发电站，1959年被‘8·23’台风给摧
毁了……”看来发电站确有其事，但老同学把时
间和位置搞错了。原来，七八十年前，这一大片
都是大海，陈嘉庚先生在浔江海滩围堰筑堤，是
先有龙舟池才有发电站的，龙舟池早在1955年就
开始举办龙舟赛了，如今已是闻名遐迩的龙舟大
赛举办地。

“集美学村真美，我最爱那‘15层’！”杨老
伯补上最后一句。原来集美“土著”昵称南薰
楼为“15层”。这场争论以我胜出告终，结果，
我还得请老同学吃餐饭，谁叫我是“东道主”
呢。

不久前的一天晚上，手机微信一直响
个不停。谁啊，我停下手里的活瞄了一眼
——啊，是她，我在轮渡码头当志愿者时
认识的哈尔滨游客小单！久未联系，我赶
紧打开微信，几张她在老家做志愿者的照
片映入我的眼帘：帮怀抱幼儿的母亲把婴
儿车放进汽车后备厢，搀扶一位老大娘上
公交。东北姑娘特有的白皙脸庞，在红马
甲的衬托下，像一朵绽放的荷花。

2017年夏天，鼓浪屿申遗成功，来厦
门游玩的中外游客更多了，有不少自由行
的游客走错码头、上错车……鹭江街道非
公党委志愿者服务队队长李文炳看在眼
里急在心里。他与我们几个副队长一商
量，决定全队每逢节假日到轮渡码头车站
开展志愿服务，给南来北往的游客当向
导。

游轮码头怎么走？机场专线多长时
间一班？观光车在哪里上车？2路公交车
直达南普陀吗？去曾厝垵要乘几路公交
车……这些是游客们问得最多的问题。
我刚上岗的时候，以为自己是土生土长的
厦门人，指个路肯定没问题，可不注意细
节还是会出问题。有一次，一位广东游客
想去南普陀，我让他乘坐2路公交车，却
没有告诉他在西村站下车后该怎么走，好
在我们细心的队长让他加了微信，待他下
车后继续“导航”，才帮助他顺利到达。

为了服务好每一位游客，我们过一段
时间就要汇总大家碰到的问题，加以改
进。比如，游客问得最多的是公交线路，
我们就把停靠轮渡的公交车、观光车线
路，用红底黄字制作成A4大小的指示牌，
彩印塑封，让游客拍照备查。我们还密切
关注公交车线路的变化，及时更新指示
牌。此外，我们还建立了岗前培训制度，
第一次上岗的新成员，要有老队员带，并
要背熟所有线路，掌握服务的基本知识，
以免误导游客。

轮渡广场上，队长手里的小喇叭不时
播报：机场专线到了，半个小时一班；29路
车来了，往胡里山炮台、环岛路的游客请
注意啦！我们还经常与“巾帼文明号”的2
路公交车司机互动，扶老携幼：“阿伯，您
小心些！”“小朋友要跟紧大人。”“不要跑，
不要跑！下一班公交车很快就到了”……
队员们还会帮着乘客把大件的行李、物品
抬上车。

我们服务过的游客有的特别热情，主
动加我们的微信，和我们成为朋友，小单
就是其中的一个。当时，她同朋友一起来
厦门游玩，因为跟朋友走散了，手机又没
电，误把轮渡（市民通道）当作邮轮码头。
正不知所措，她一眼看到了我们挂在轮渡
车站边的志愿者服务队队旗，找到了穿红
马甲的我们。我们的队员让她先坐下，送
上矿泉水让她舒缓心情，帮打电话联系朋
友。我们队长还帮她咨询当天还有没有
往返鼓浪屿的票……

小单见我们几个志愿者围着她忙前
忙后，感动地说：“厦门真好，我回去后也
要向你们学习！”当时我以为她只是随口
说说，没想到她真的穿上红马甲加入了志
愿者队伍。为此，我们都高兴地说：哈尔
滨也有“我们的人”。

四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到南京，尽管时间久
远，当时的很多细节至今依然记忆犹新。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隆重召开，“科
学的春天到来了”，全国人民为之欢欣鼓舞。我
那时是新疆军区某部超期服役的老兵，即将告
别军营。在连队宣布退伍命令后，我收到了妹
妹从福建三明的来信。信中说：“告诉你一个特
大喜讯，车间主任今天通知我，我将和本车间的
9位工友一同去南京燃化公司氮肥厂培训4个
月，3月27日启程。”妹妹1974年高中毕业后，
到泉州郊区的东海公社北星大队下乡。1976年
11月我回家探亲时，曾到北星大队看望她，只见
她穿着朴素、灰头土脸，正和几位知青在田里劳
动。1977年11月，她通过知青招工考试，成了
三明化工厂的一名新工人。

南京是六朝古都，历史名城。我们都很向
往。收到妹妹的来信后，我当即决定，返乡途中
在南京下车，看望妹妹，并一同游览古都。

4月2日，驻守南疆的退伍老兵离开部队。
4月12日傍晚，我乘坐的列车到达南京。下车
后，我在火车站通过“114”查询台查到南京燃化
公司总机的电话，再通过总机打电话到南化培训
队宿舍，门卫说：“今晚停电，我不便到女工宿舍
叫人。你明天再打电话吧。”我说：“我从新疆退
伍回福建，途经南京下车，希望看看妹妹，明天我
就离开南京了。”他一听我是从新疆来的，立即去
宿舍喊人，把我妹妹叫来了。我问妹妹如何乘车
到南化，她刚到南京不久，从未外出，说不清楚，
只好问门卫。门卫很热心地告诉我乘车路线，最
后说了一句：“你要快一点，8点半就没有公交车
了。”放下电话，我赶紧出发，从南京火车站乘坐
10路公交车到四平楼站，然后步行上了长江大
桥，走了10多分钟，到达大桥上的回龙桥站；再
从回龙桥站乘车到泰山新村站；晚上8点半，我
坐上当天最后一班公交车到小门站。

妹妹和几位一同来培训的男工友在小门站
迎接我。他们已经等了半个多小时。厂区一片
漆黑，几位男工友把我带到他们的宿舍，那里正

好有一张空床，那个晚上，我们“卧谈”了很久。
他们都是高中毕业生，渴望了解外面的世界。
我正好曾借调到军部报道组几个月，采访过一
线边防部队，便给他们讲故事。

第二天一早起来，和我同宿舍的青工都去
上班了。妹妹带我到食堂吃早饭，途中，只见高
炉林立，管道纵横，年轻的工人们脚步匆匆，充
满朝气，如潮水般涌向车间。我第一次见到这
种场景，为之惊叹，内心羡慕不已。早饭后，我
和妹妹一同乘车进城，游览了南京长江大桥、雨
花台、中山陵等。当晚，我坐上火车，继续乘车
南下，回到福建泉州。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不久前我和妹妹一家吃
饭时，问妹妹和妹夫：“你们还记得1978年我到
南京看你们的事吗？”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记得！
怎么会忘记呢？”妹夫就是当年和妹妹一同到南
京培训并在小门公交车站迎接我的男青工之一。
我说：“那好。我就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吧。”

初至厦门，我孤陋寡闻，只知同安，
不知翔安。对翔安的关注始于翔安海底
隧道的开通。记得翔安海底隧道通车不
久即逢“五一”假期，我兴致勃勃要求家
人开车一起去体验海底隧道。虽然并非
我想象的“车在隧道走，鱼群在身边游来
游去”这般浪漫，但海底隧道的开通，着
实拉近了翔安和岛内的距离。

海底隧道通车六年后，女儿上了大
学，我到翔安去的次数也变得多起来。
厦大翔安校区离岛内距离不短，女儿周
五晚上进岛回家，周日她爸开车送她返
校，我也一起，顺路出岛兜风，翔安大道
宽敞平坦，沿途视野开阔，路边一栋栋高
楼拔地而起，高架立交优雅盘旋……当
时，“去澳头吃海鲜”已成为一种时尚，澳
头小渔村绿野红厝，碧水白桥，美得很，
我们常常吃过一顿海鲜大餐后，再送女
儿返校。

近些年来，因为工作的缘故，我更是
常到翔安，对翔安的城区街道和乡村有
了更多的了解。从现代化城区到美丽新
农村建设，日渐繁荣、前景可喜的翔安吸
引了一批又一批人才前来寻找发展的沃
土，源源不断地为翔安注入新鲜活力。
我认识一些翔安本土青年，他们怀揣对
家乡的深情，返乡工作创业，或教书育
人，或传承文化，或从事建设，立志造福
乡里，青春蓬勃的力量挥洒在这片充满
希望的热土上，书写着敢拼爱赢的奋斗
新篇章。

我们曾参观过“马塘精神”主题馆，
以及海翔码头附近的超旷美术馆和维尔
海洋馆。这些从荒地中拔地而起的现代
风格场馆，向人们展示出翔安崭新的风
貌，传统与现代、人文与自然在此交汇相
融。记得当时海洋馆里有一群幼儿园小
朋友，他们好奇地观赏五彩斑斓的热带
鱼，你一言我一语，将海洋馆变成了欢乐
的海洋……不知为什么，此情此景，竟让
我一下想起杨朔先生在散文《茶花赋》里
写的那段话：正在这时，恰巧有一群小孩
也来看茶花，一个个仰着鲜红的小脸，甜
蜜蜜地笑着，唧唧喳喳叫个不休。我说：

“童子面茶花开了。”普之仁愣了愣，立时
省悟过来，笑着说：“真的呢，再没有比这
种童子面更好看的茶花了。”

我微笑地看着眼前这群活泼可爱的
孩子——他们也许就是翔安未来的希望
和力量。此刻的翔安正紧紧把握战略机
遇，以青春矫健的身姿和步伐奔跑在时
代前沿，而这些稚嫩可爱的花朵将和翔
安一道共同成长，生生不息，接力翔安建
设，与翔安一起飞奔向前！

我刚要出门，门铃就响了，十有八九是
心急的小琴——“走，跟我去吃‘流水席’。”
她一把拉住我，我们进了电梯。细细端详，
她今天居然梳着“凤髻”，穿着改良的汉服，
背一圆形古风小包，穿着一双绣花鞋。看她
这一身打扮，着实有些不习惯，我心里嘀咕：
穿成这样去吃流水席，难道不另类吗？

坐上车，我回想起第一次吃流水席时的
场景。那年我八岁，随父亲赴宴。刚进村
庄，便听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的鞭炮声，满
地红纸屑，从村口绵延至主人家门口。走近
一看，蒸笼比人高，几口大锅热气腾腾，食材
摆满长案，客人随到随吃。印象最深的不是

“堆山积海”的佳肴和络绎不绝的宾客，而是
吃到一半突然下起瓢泼大雨。大人们淡定
地吃喝闲聊，孩子们怎舍得放弃如此好的戏

水时刻，纷纷放下碗筷、踩着水坑玩，享受着
名副其实的“流水席”。

车行山路十八弯，目的地竟是一古朴的书
院，名唤“半亩方塘”。就在我诧异之时，小琴
将我引入后院，竹林为墙，小池为界，古乐为
伴。我瞬间眼前一亮，原来这就是她说的“流
水席”，此流水非彼流水，实为“曲水宴”。曲水
流觞自古便是文人雅客的赏心乐事，一水蜿
蜒，穿越古今，宛若群贤毕至的兰亭雅集。

与主人颔首施礼后，我们落座。木制的桌
子点缀着石头，桌子中间开凿一条“小河”，蓄
水成流，末端留有排水口，水中散落花瓣，缓缓
流过的有果酒、桂花糕、荷花酥……虽然天气
炎热，但看着身旁汉服穿戴的女子，我仿佛错
入“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的风雅
之地。在一群佳丽中，衣着随便的我反倒成了

另类，所幸古乐与檀香令我镇定些许。
品酒闲聊，渐入佳境，方知此地为热衷

汉服和喜爱诗词的妙人所设，主人自号“半
隐”。酒至半酣，听这号，便觉得是同道中
人，距离一下子拉近了，我们开始谈古论今，
吟诗品词。主人的女儿年方及笄，她建议，
大家一起玩“酒”字“飞花令”：“把酒祝东风，
且共从容。”“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
旗风。”“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
思泪。”“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
乡。”“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
味。”……小琴在侧，弹起古琴《声声慢》。此
时温婉的她与平日大相径庭，巧笑倩兮，美
目盼兮，果然诗书礼乐最为养人。

繁星满天，谢别主人，隔墙犹唱——“诗
酒趁年华”。

南京烈士陵园照相的收费票据。

南京长江大桥和中山陵
照相的收费票据。

从南京火车站打电话到南
京燃化公司的电话费票据。

1978年4月13日，作者在南京长江大桥的留影。

我心中的集美学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