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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季守成 穿着褪色军装训练

征 文 启 事

守护 ●三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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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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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头的“三级跳”
●黄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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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痕♥向日葵 体验吐鲁番的热

闹市探幽魁星山

我心中的集美学村

连日阴雨，下午雨势渐小，我兴冲冲地捧着
书出了门，直奔鳌园。书上说，在集美鳌园，至今
收藏着一纸布告。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
八十五师司令部、政治部关于保护集美学村的布
告。

1949年 9月20日，解放集美的战争正式打
响。心系集美学村的周恩来同志，下达了“集美学
校系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创办，我军在解放
集美时，要尽力妥善保护，严防破坏，宁可多流血，
也要避免使用火炮”的指示。22日，解放军八十五
师二五三团向盘踞在集美学村的敌军发起进攻，
全体指战员坚决执行周恩来同志指示和保护学村
的命令，全部使用轻型武器。经过激烈战斗，集美
最终解放，学村“安然无恙”。战斗中，二五三团伤
亡两百余人，其中八十一人长眠于集美。集美也
成为解放厦门一役中“最小心的战斗”。感念于
此，新中国成立后，陈嘉庚先生决定在鳌园兴建集
美解放纪念碑，而他自己也长眠于此。

看到这，我不禁眼眶湿润。这是一段血与火
的历史，是陈嘉庚先生与周恩来总理两位伟人的
隔空对话，更是学村精神与爱国情怀的水乳交融。

我迫不及待要去看一看那一纸布告，可冒雨
撑伞在鳌园里往返了几趟，我却没找到它。也许，
布告珍贵没在户外展出，也许是我没找对地方，但
目之所及的学村美景和高耸巍峨的集美解放纪念
碑却无不向我诉说着这段感人至深的历史。

虽然寻布告不遇，但既然来了鳌园，我干脆
细细欣赏起园里大大小小数百幅石雕。石雕内
容囊括古今中外，或是历史故事、民间传说，或是

人文花草、产业百科，甚至不乏世界地图，嘉庚先
生“寓教于游、寓教于乐”的理念在这里体现得淋
漓尽致，真不愧如郭沫若所言“鳌园博物大观百
闻不如一见，鹭江集美中学万人共仰千秋”。石
雕前，我仿佛看到了嘉庚先生倾其所有、倾其所
知，不遗余力传授、教导的身影。

不知不觉间，天已放晴，阳光透过云层洒在
石雕上，洒在海面上，洒在不远处南薰楼的重檐
歇山屋顶上。原本寂寥的鳌园涌进不少研学团
队和游客。年幼的孩子趴在父亲的肩头好奇张
望，两鬓斑白的老人拄着拐杖瞻仰集美解放纪念
碑，研学的孩子聚精会神地听着嘉庚故事，不时
在笔记上写着什么。我想，嘉庚先生如果天上有
知，见此情景，应该也会露出欣慰的笑容吧。

离开鳌园，漫步在静谧的学村，突然记起今
年正是集美学村命名100周年。百年学村，就这
样静静地卧在浔江之畔，绿树成荫，校舍如画，碧
海与蓝天一色，龙舟和晚霞辉映。石板路上走过
一代又一代学子，琅琅书声正是学村最好的注
脚，而“诚以待人，毅以处事”的校训更已深深刻
入学村的基因，融入学村人的骨血。

再回首鳌园，回首战火纷飞的那段岁月，我
突然理解了“守护”的意义。哪有什么岁月静好，
只不过有人替你负重前行。守护百年学村的，是
陈嘉庚先生的拳拳爱国情；守护百年学村的，是
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良苦用心；守护百年学
村的，是万千革命先烈的碧血丹心；守护百年学
村的，是万千建设者、教育者的前赴后继。守护
百年学村，是我辈之荣耀，更是我辈之职责！

澳头原只是翔安新店的一个小渔村，如
今是金海街道最南端的滨海社区。它隔海与
厦门、金门两岛相望，是闽南知名的古渡口，
海浪把这里的故事拍打得格外引人注目。

漫步在澳头，村里很多地方依旧保持着
渔村的宁静与美好，房屋错落有致、湖水碧波
荡漾。红砖老厝间、绿树掩映下，美术馆、博
物馆、村史馆……一系列文博场所沿着海岸
线星罗棋布，经过多年的精心打造，这里已走
出了一条文化引领转型发展的特色之路，既
是欣赏海滨古厝、品尝鲜美海味的好所在，也
是文艺创作、展示与交流的大平台。

外人只知澳头如今出名了、热闹了、有
玩头了，不会去想多年前它虽然历史悠久却
寂寂无闻。短短十余年，澳头看似风云变
幻，实则有迹可循。作为其中的亲历者，我
目睹了它的华丽转身。我手头保留着澳头
创建厦门市乡村旅游特色村、福建省金牌旅
游村和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三份文档，它
们共同见证了澳头从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
蜕变为艺术氛围浓厚的国际文旅艺术片区
的“三级起跳”全过程，更清晰展示了它一路
走来的艰辛与不易、创意与创新。

时间拉回到2006年，因为海域退养面临
的转产就业问题，澳头村民靠海吃海，通过
成立海味联合会，在村里搞起了海鲜特色餐
饮，吸引了一批又一批岛内及周边的老饕前
来寻味觅食，“大厝宅里吃海鲜”撑起了澳头
最初的旅游招牌。

2014年以怀远湖治理为起点，澳头开始
着手发掘文化古建，引导创意改造。民兵哨
所改造成海防文化馆、蒋氏小宗巧变澳头村
史馆、苏氏小宗化身澳头文学馆、沙塘尾34
号古厝设立闽侨文史馆……通过将一大批
古厝民宅变身为艺术乡舍，实现了闽南侨乡
在地文化和现代生活美学的相辅相成。

2016年《澳头片区文旅产业入驻机构改
造装修、租金补助实施暂行办法》应运而生，
澳头依此引进了15家文化企业，打造了超旷
美术馆、北欧艺术馆等13个艺术空间，同时
大力发展乡村民宿产业，引进社会资本投资
建设了澳海一号、雨巷、花间等9家民宿，实
现了生态资源与中西方艺术主题乡村文化
旅游的融合发展。

毫不夸张地说，如今的澳头在翔安乃至
在厦门，都可谓“美食+美术”的样板、“科
技+艺术”的标杆、“海洋+文旅”的示范，它
像一个激情燃烧的弄潮儿，意气风发地立于
潮头。

公元1821年澳头村民驾驶的帆船经厦
门港直达新加坡，成为我国第一艘直通新加
坡的货船和新加坡开埠的第一条商船，成就
它的历史高光时刻。如今的澳头牢牢踩在
当年扬帆的古渡码头，迎着新区发展的强劲
东风奋力“三级跳”，跳出了属于翔安独有的
广度和高度，它的成功既是翔安以文旅为引
再立潮头的现实缩影，也昭示着翔安全区勇
毅前行的未来可期。

我的老朋友在莲花五村附近开了家诊
所，我和爱人偶尔人不舒服就去找他。有
一天，我发现他居然把诊所阳台的大部分
区域改造成一小片菜地，种有丝瓜、南瓜、
辣椒、茄子，而种得最多的，竟然是苦菜
——城里人种土里土气的苦菜，真是一件
新鲜事！

从闽北山区走出来的我，对苦菜有一
段铭心刻骨的记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我读小学、中学，那时节，农村很是缺粮，
怎么办呢？“低标准，瓜菜代”，即粮食不足
就用瓜、菜补充。于是，背着竹篓，上山采
苦菜，就成了山里孩子的重要一课。苦菜
生命力强，可当粮，山民们称之为“救命
菜”，它虽然有点苦，但只要用水焯一下，
苦味就不太重了，而且还有一股淡淡的清
香。把焯过的苦菜晒干，拌在米中做成苦
菜饭，味道更佳。苦菜清凉解毒，维生素
含量高，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这是上苍
恩赐人们的天然健康食品。山里的苦菜
多，荒坡、野地、水沟旁、田埂上，处处都可
以看到朴实的苦菜。

山里苦菜多，摘了很快就会长，当年，
从来没有看到有人种苦菜。或许，这位深
谙医道的朋友，真正懂得苦菜的价值，竟
然在阳台上种起苦菜来了。他见我如此
喜欢苦菜，就大方地摘了不少送给我，并
且告诉我，苦菜是可以扦插的。我听他这
么说，更是吃惊，我从小就和苦菜结识，居
然不知道这位“老相识”还能扦插成活。

回到家中，我按照老家的做法，把苦
菜叶子摘下，用水焯过，碧绿的一盘苦菜，
加上佐料，细细一品，淡淡的清香，口感滑
润，着实滋味不错！看来，时代真的是变
了，当年山里最普通的苦菜，居然成了今
日城里人难得的美味佳肴！

我的爱人在屋顶花园里扦插下苦菜的
茎，一截一截有三寸来长，像扦插红薯一样
种在花盆里。在我们期待的目光中，不到
十天，苦菜果然发芽、长叶，它们在五颜六
色的花卉中，是那么普通，而我却觉得它们
那么熟悉亲切。看来，我和苦菜有缘——
陪伴我走过那些难忘岁月的苦菜，隔了半
个多世纪，又来看望我这个从大山里走出
来的老朋友，还给我送来绵绵的问候呢！

这张班集体照（如图），是1970年秋在
东海舰队江山训练团集训时拍的，照片中前
排左三是班长王静明，左二是我，我们俩穿
着褪色的军装，特别显眼。对我而言，这张
老照片背后有一段难忘的记忆。

当时，在江山训练团参训的约有 400
人，绝大部分是12所国防院校的大学毕业
生，其中我们一批60多名来自哈军工的毕业
生都是参军后又集体脱军装的，我们建议免
去入伍训练这一环节，直接分配到部队去，
但建议未被采纳，我们统一按新兵入伍接受
训练。我想不通，觉得这是“炒冷饭”，所以
投入新兵训练很被动。

思想有问题就会反映在行动上。5年前
我考入哈军工时，同时也成为一名军人，曾
领到一套海军夏装，穿旧了，还褪了色。我
把新军装藏起来，穿着旧军装参加训练，我
的心里是有点“想法”的——“以低调的方式
进行炫耀”，无声地展示“我是一名老兵”，心
里还特别得意。然而，一次紧急集合就把这
种“美妙”的感觉冲得一干二净。

一天清晨，响起了紧急集合令，我抓瞎
了，当周围的战友陆续离开时，我的背包还
没有打好，再有迟疑就会掉队，我来不及多
想，扎上腰带，背上挎包，右手抓起步枪，左
腋下夹着叠好的被子，奔向集合地点。连长
整队后立即下令跑步，半小时后，回到原地
点名。连长说：“互相检查装备，没有做好的
要在班务会上做检讨！”如此严肃的场面，众
目睽睽之下，我羞愧难当，无地自容，恨不得
钻入地下。指导员走到我跟前，语调坚定且
严肃地对我说：“这样能上战场吗？”晨曦中，
我满脸通红，无言以对，实在是太丢人了，自

以为是老兵的我，如泄了气的皮球。我在班
务会上做了深刻的检讨，剖析根源，触及灵
魂，吸取教训。此时，我才重新认识到“满招
损，谦受益”的深刻意义。

从此，我踏踏实实地回到了新兵状态，
从立正、稍息、起步走等基本动作做起，一丝

不苟地训练，公差、勤务抢着干，挖煤、搬运
战备物资冲在前。训练结束后，我被分配到
福建前线部队。在后来的几十年中，我吸取
穿褪色军装训练的教训，始终谦虚谨慎，戒
骄戒躁，走好人生每一步。

魁星山，就在我家附近的中山公园
内。虽然在厦门已生活了四十多年，却一
直没有去过，其原因，应该是这地儿太不

“显山露水”了。
说是山，其实就是个由数块大石头构

成的小山包。它树木茂密，浓荫蔽日，隐
藏在公园的旮旯边，几乎不被游客所注
意，就连许多“老厦门”也都不知道有这地
方。那日，到公园散步，见休闲运动的人
挺多，为避喧嚣，我有意绕道而行，沿着蜿
蜒曲折、人迹罕至的小径，拾级而上，想到
魁星山探个究竟。仅行数十步，只见奇石
古木交错，茂林掩映，别有洞天；攀上山
顶，有凉亭石凳，可供休憩观景；抬眼望
去，四周绿峰环拱，苍翠可掬……好一个
曲径通幽、驰目骋怀的所在。更令人心动
的是，每行一处，摩崖题刻跃然眼前，让人
禁不住驻足品读，游兴倍增，流连忘返。

因山小地窄，摩崖石刻只有十来处，
多刻于清代及民国时期，这些题刻遒劲洒
脱、意境悠远，具有较高的历史和艺术价
值。这里的摩崖石刻有个鲜明的共同点，
就是所有石刻几乎都出自当年厦门的“最
高行政长官”之手：曾宪德题“三巡鹭江”，
他是清同治年间曾三度出任厦门巡道的
官员，其字遒劲有力；周莲题“万壑云根”

“石瘦松肥、云痴鹤老”，他是清光绪年间
的厦门巡道，“万壑云根”也是所有题刻中
字体最大的一方，飘逸洒脱，气势不凡；题
写“山林逸趣”的潘骏章，题写“鸿雪”的徐
兆丰，题写“峭碧”的庆蕃，题隶书“静观”
的姚文倬，题写“石欹岑曲"的吴山等，皆
出任过道署长官（道尹、巡道）。雁过留
声，人过留名。这些道署衙门长官，有的
留下“清誉”，有的背负“骂名”，还有的则
是附庸风雅的“庸碌之辈”。

从史料价值而言，有一块字数最多的
隶书石刻最引人注目。它为清同治年间
兴泉永道尹潘骏章所题。题碑记述了清
代兴泉永道署在鸦片战争中被英军占领，
至同治癸亥（1863年）始归还，其后，曾宪
德重建道署，潘骏章建造休闲场所的经
过，是为厦门的重要史证。

据史载，魁星山因当年有一巨石，形
似魁星踢斗而得名，是清代设于厦门的

“福建分巡兴泉永海防兵备道”的后花
园。当年的道署官衙从雍正朝起至光绪
年间，多次修葺拓建，颇具规模。

从道署官衙的设立和魁星山的题刻
中，我们可以知道，厦门虽开发较晚，但优势
得天独厚，历史地位不低，甚至后来居上。
雍正5年（1727）原在泉州的兴泉道移驻厦
门，乾隆32年（1767）加兵备衔。道署衙门
长官称“巡道”“道尹”或“道台”，级别较高，
为从三品或正四品。可见那个时候，厦门就
相当于“副省级城市”了。此为趣谈。

魁星山，一个曾经几乎被人遗忘的角
落，一个与清代道署官衙相连的风水宝
地，蕴藏和演绎了厦门乃至台海的历史风
云。随着人们对文物古迹保护的重视，小
小魁星山引来越来越多人寻幽探胜，愈发
显示出其不凡的历史文化价值。

初夏，我到新疆旅行，粗略地在北疆绕
了一圈后，决定到吐鲁番转转，再回厦门，因
为伊犁昭苏实在太凉爽了，如果从伊犁直接
回厦门，就像穿越两个季节，若从吐鲁番回
到厦门，我估计自己比较能适应……

于是，顺着天气慢慢变热的线路，我从
昭苏到新源，再经独库公路南段到库车，接
着从库车到吐鲁番。到了吐鲁番站，狂风呼
啸，难道是铁扇公主的芭蕉扇扇起来了？这
威力也太大了！气温嘛，不热。

从吐鲁番火车站到市区还有四五十公里，
我在火车站的小旅馆休息了几个小时，然后打
车去市区。这时，我明显地感觉到热，和司机
说及天气，司机说：“这几天很凉快，还不到40
摄氏度，前几天我在户外测过温度，52摄氏
度。”司机的话瞬间刷新了我对“热”的认知，一

直以来，我听到人们喊“热死了”，大多是温度
快到40摄氏度，没想到，在一些人们的眼里，
这是“凉快”的温度。随后，我遇到的每一个吐
鲁番人，都和我说：“你来得正好，这几天很凉
快！”而我，走在大街上，只觉得身上的每个细
胞都被那看不见摸不着的“热”所洗礼。

当我走在交河古城遗址，更是感觉热得
无遮无拦，这里寸草不生，唯有炙热的太阳
照耀一切。体验过交河古城的热，我对火焰
山已望而却步，也罢，反正铁扇公主芭蕉扇
的威力我已领教过了，我只想找些凉快的。
果然，葡萄沟是吐鲁番的“清凉王国”，乘车
驶入景区，很快就有凉风吹来。走在近千米
的葡萄长廊，如入仙境，碧绿的葡萄藤蔓遮
蔽了日头，晶莹的葡萄缀满葡萄架，虽吃不
到，“望葡萄忘热”还是顺理成章的。

坎儿井可谓是吐鲁番的又一处清凉
地。吐鲁番干旱少雨，蒸发量大，吐鲁番先
民因地制宜，修筑了坎儿井这种独特的水利
工程。一道坎儿井就是一眼不枯的清泉，故
而被誉为“生命之泉”。我参观了坎儿井博
物馆，进入暗渠，如入地下凉宫，曲曲折折的
通道，水流涓涓，天山雪水经历百转千回到
了这里，清澈凉爽。走出暗渠，外面的世界
与暗渠里面真是冰火两重天。

体验过吐鲁番的热，回到厦门，我好像
对“热”有了不同的看法。热不热，温度是尺
度，只不过，温度尺度也各有不同。想起吐
鲁番人说的“还不到40摄氏度，很凉快”，我
也阿Q地说一句：很凉快嘛，还不到40摄氏
度。这么一说，好像真的没那么热了——去
了一趟吐鲁番，我似乎找到了避暑法宝。

走读鹭岛♥汪金铭

食尚♥向南

种苦菜

家事♥梅花

爸爸主动打电话来，说要来厦门住几
天，我很开心。放下电话，我就开始盘算带
他们去哪里游玩。

我提前收拾了屋子，但还是有点凌乱，
家里堆满了书和我画的画。把爸妈接到我
的小家，妈妈一进门，就问我：“哇，这些是你
画的吗？”我说：“是啊。”妈妈一幅一幅细细
看过去，连连称赞，还对爸爸说：“快看，老
李，你女儿画的画，多美。”其实，这些画都是
我这个业余绘画爱好者的乱涂乱画，但是在
妈妈的眼里，就成了大作。

傍晚时分，暑气慢慢消散，我领着爸妈去
走山海健康步道。行走在半空中，与郁郁葱
葱的相思树比肩，俯瞰厦门，视野开阔。妈妈
那好奇又雀跃的心情在她的言语里流露：“女
儿，在厦门居住很幸福啊！走路就可以看到
这么美的景色，真是健身又养眼。”“我发现，

这里的老人和小孩都爱运动。”夕阳下山了，
城市华灯初上，放眼望去，整个城市如同发光
的宝石。妈妈拉着爸爸说：“女儿，快给我俩
拍些照片，把这么美丽的夜景都拍进去。”妈
妈还要爸爸拿出手机给她拍单人照。我很惊
讶，七十岁的爸爸还学会用智能手机拍照片
和视频了。我站在他们身后，抓拍了很多镜
头。我给妈妈看相机里的照片，她赞不绝口：

“这张好看，这张也好，我要洗出来。”爸爸是
个寡言又严谨的人，在妈妈的感染下，也乐呵
呵地拍着照。在园山桥巨大的旋转步道上，
爸爸边给妈妈拍散步的视频，一边开心地说：

“这回可是比上次去香港、澳门游玩还开心，
可以这样慢悠悠地走走看看。”

周一，我带他们去厦门市博物馆参观，
到了门口才发现周一是闭馆日。妈妈没有
气恼，依然好心情，对我说：“下次可以来，博

物馆不会跑掉。”于是，我们拐到附近的图书
馆去，进了偌大的图书馆，爸爸拿出老花镜，
细细查看书架上有什么书，他是爱书之人。
妈妈不大识字，却也不无聊，随着爸爸左看
看右看看。回家路上，妈妈又开始赞叹：“厦
门的图书馆真的好大啊，里面那么多书，孩
子们有看不完的书。我们老家县城也应该
建个大图书馆，这样孩子们暑假就有地方去
了。”

我又带爸妈去海边。妈妈光着脚，去踩
浪花，在海浪里欢快地跳着，我抓拍到她如
少女般的笑容。爸爸也跟着光了脚站在浪
花里，于是我又抓拍到他们在夕阳下携手看
海的背影。

我坐在温暖的沙滩上想，妈妈真是一个
旅途好伴侣，永远那么好奇，永远赞不绝
口。这大概是书生气的爸爸爱她的原因吧。

带爸妈游厦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