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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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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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漫的另一种诠释

老照片♥林恒立 奶奶的话种在我心田

情网♥暖情

集美区委宣传部 集美区宣传事务中心 厦门日报社活动主办 投稿邮箱：csfk@xmrb.com

我心中的集美学村

翔安，厦门东部之城。抬望眼，翔安大
地，生气蓬勃。高楼鳞次栉比，古厝村落绵
延成片；香山、大帽山、妙高山、鸿渐山，群山
环绕；小嶝、大嶝、角屿、南屿，星罗棋布……
山长水阔，错落有致，宛如一曲动人乐章，有
高低起伏，也有强弱渐变，有激昂大气，也有
婉转和谐。让我用音乐来诉说翔安二十年
来的繁华与美好，把翔安的诗情画意、人间
烟火，唱给你听。

繁荣新城：磅礴大气的交响乐

翔安新城从过去一片平地到如今高楼
林立，新体育中心、新会展中心，起伏多变的
建筑群，机场、海底隧道、下穿隧道、地铁、跨
海大桥等立体交通路网，如大海澎湃的涛
声，是气势磅礴的交响乐；夜幕下星月低垂，
万家灯火的温馨好比钢琴的轻盈节奏；缓缓
流淌的九溪，城际大小公园，像小提琴的优
雅从容；城市主干道上车水马龙、街头人潮
涌动的喧嚣，如同美妙的协奏，演绎了打击
乐的活泼欢快……磅礴大气的音符，奏响繁
华旋律，道出翔安二十年城市发展历程的日
新月异，千变万化。

山水田园：大自然的协奏曲

香山、大帽山、下潭尾湿地公园……犹
如一幅幅诗情画意的山水画镶嵌在翔安大
地上，鸟鸣虫吟，奏写自然和谐韵律。各色
植被四季更替，莲溪十里桃花、香山马鞭草、
后田荷花竞相怒放，吸引游客纷至沓来。不
少翔安青年返乡创业，用一粒小小种子撬动
大产业，开辟火龙果、胡萝卜、西瓜等种植基
地。翔安“新农人”在乡村振兴的路上，道路
越迈越广，日子越过越幸福。

马巷老街：轻松舒缓的蓝调

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逛一逛马巷老
街。街巷纵横，石板路弯弯绕绕，如同一串串
慢调音符，让人尽享静谧时光。商铺林立，各
色美食、服装、杂货小铺聚集于此，古厝、古
井、古庙点缀其间，聚拢着人间烟火。这些
年，借助短视频营销的东风，“姜母鸭”“芋包”

“新圩鹅肉”“薄饼”等地道翔安美食，撞入无
数人的视线。交通的便捷，让越来越多食客
走进翔安市井街巷，探寻闽南古早味。

古厝：悠扬婉转的南音

红砖墙、燕尾脊的古厝，质朴端庄，如一
首悠扬婉转的南音，穿越悠悠岁月。漫步在
古厝长巷里，凉爽的南风拂过，与榕树枝条
共舞。和本地阿嬷擦肩而过，“利褐，呷饭了
没？”对方一句热情的话语不禁让你驻足，停
下脚步“话仙”几句。“月光光，照池塘。骑竹
马，过洪塘。”葱茏的榕树下，一名孩童用稚
嫩的童音唱着古老的闽南童谣，阳光在古厝
飞檐翘角上跳跃，歌声在榕树枝间流淌，在
古厝上空久久回荡。

翔安九溪，奔腾如昨，沧海桑田，换了人
间。二十年历程，城市发展历历在目，乡村
振兴成效可圈可点，从街头巷尾到村庄角
落，都迎来了华丽蜕变。这一首翔安奋进的
歌儿，越唱心越甜。

偶然间，看到一个短视频，几位歌手
正用闽南话深情演唱《阿嬷的话》。此情
此景瞬间拨动了我的心弦，想起我最敬
爱的奶奶。我从小在奶奶身边长大，善
良睿智的她给我留下好多指引人生的

“金句”。多年过去，我依然牢记在心。
从小，奶奶就跟我说：“我们要为自

己说的话负责。是，就说是；不是，就说
不是。”这话听起来直白简洁，随着慢慢
懂事，我才越发明白这句话的分量。

1982年，四叔去《西游记》剧组报到
前，特意带上奶奶和我去上海旅游，留下
了这张珍贵合影（如图）。有天中午，我
们游玩景区时间已晚，便在附近的一家
餐馆用餐。上完菜后，餐馆老板让我们
先买单，就去后头休息间午休了。因为
过了饭点，餐馆里也就我们一桌客人。
吃饭时，我不小心打碎了一个碟子。用
完餐，奶奶和四叔特意去休息间敲门，跟
老板说明打破碟子的事，并赔偿了碟子
的费用。

老板当时说什么我忘了，只记得他
一个劲地给奶奶和四叔竖大拇指。后来
每每读到“慎独”一词，我就会下意识地
想起这件事。要知道，在那个经济刚刚
起步的年代，一个餐碟的价钱对于普通
人来说并非小事，更何况是在景区。

《阿嬷的话》里头有句歌词“阮的成
功你甘有看到”，唱出了人世间奶奶对晚
辈的普遍期许。而奶奶，关注更多的却
是我们的“尽责”。记得有一次，奶奶对
我说：“阿立，要记住，先‘尽人事’，而后
才能‘听天命’。遇到难处，人如果不努
力，是没有资格抱怨命运不公的。”

爷爷英年早逝，一大家子上有老下
有小，家庭的重担压在了奶奶身上。在
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生活的艰辛可想
而知。我曾问奶奶：“那么多困难摆在眼

前，您难道没愁过吗？”奶奶一贯言简意
赅的说话风格：“欢喜是一天，忧愁也是
一天。你说挑哪样合算？天无绝人之
路，尽力做事就对了。你看，现在我们不
是一大家子其乐融融吗？”此后，每每读
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我总会想起奶奶对我说过的话。

那么，奶奶最看重的又是什么呢？
我想应该是“爱心”。所谓“予人玫瑰，手
留余香”，奶奶热心助人，有其独到之
处。年少时，奶奶总对我们几个孙辈说：

“帮助别人时，最好默默无声，更不要故
意让别人知道。不然的话，咱们帮人的
出发点就错了。况且，被帮助的人有时
也不想让更多人知道他有困难呀。这样
多不好。”奶奶帮助过多少人，不得而

知。在她住院弥留之际，有一次几个素
不相识的老人前来探望。原来，他们曾
遇到困难，奶奶无意中从朋友那知道后，
就一直通过朋友帮助他们，并千叮万嘱
交代朋友不要透露她的身份。直到奶奶
病重了，这位朋友才忍不住告诉了受助
人。此时，我们才明白，原来奶奶把家人
给她的零用钱积攒下来，捐助了这些素
昧平生的陌生人。

光阴匆匆，1982年的暑期出游，是
我第一次走出厦门，开眼界长见识，堪称
生命中最难忘的出游。而奶奶乐观向上
的品格也影响我一生。“一生平顺”固然
好，可遭遇风雨时却又如何面对呢？“倏
然站立、经历生命所带来的真实与立体
感”或许是奶奶处世的智慧所在吧！

愿你们生命如诗
●行野

5月，在海沧区残联庆祝第33次全国
助残日文艺汇演的舞台上，我的学员们身
着白色T恤，挺胸而立，或许字不够正、腔
不够圆，但声音朗朗，充满生气。

这是一群特殊的学员，来自残疾人职
业援助中心，我在年初成为援助中心的志
愿者老师，负责语言教学。中心负责人告
诉我，希望通过语言方面的训练，丰富残
疾人的精神世界，提高他们的语言面貌，
增强沟通水平。对于有天赋者，看看能否
在专业上予以帮助，让他们获得一技之
长。

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制定了一
系列课程内容。课程从语音和气息开始，
也有诗歌朗诵的欣赏和练习。每次上课，
他们都很认真，我会放慢上课节奏，反复
确认大家是否能跟上。

一开始，或许是害羞，或许是对语言
课程感觉陌生，大家都不太张口，中心的
工作人员会热心地参与，带领大家一起朗
读。渐渐地，我和他们越来越熟，上课的
氛围也好起来。

我记得几个小细节，感受到学员们的
热情和认真。有次上课，我请大家轮流发
音，轮到阿光时，他站起来，浑身战栗，落
泪，拔腿跑了。下课时，他又跑过来跟我
说：“老师，对不起，我不是不念，是不会
念，很伤心。”——阿光很纯真，像个孩子，
我知道他想学，只是领悟没那么快。

老何曾是个画家，我见过他的油画作
品，一串葡萄，在光影明灭中闪耀着宝石
般的色泽，但因一次意外，动过两次开颅
手术。老何温和有礼，我们都叫他何老
师。何老师是上课时最积极的学员，他特
别喜欢朗诵，当我讲到诗歌之美时，最有
共鸣的也是他。他努力地纠正着自己的
普通话，模仿着我的语言节奏，一遍遍练
习。可能是因为年龄，也可能是因为经
历，他的朗诵里透露着生命的沧桑和感
慨，他的手势动作也极为自然。很显然，
何老师非常喜欢语言课程，总在课程结束
后，对着我鞠躬，我赶紧还礼。

我每次去中心给他们排练，阿杰都会
递给我一瓶水，还贴心地帮我拧开，有一
次我咳嗽，他一边帮我拍背，一边跑去找
工作人员拿药给我。这是一群纯真善良
的人，和他们在一起，我无比坦然舒畅。

最终，作为节日献礼，也是阶段性学
习的成果展示，他们站在助残日文艺汇演
的舞台上，开喉朗诵散文诗《初相遇》，我
改编了席慕蓉的这首散文诗，并将节目名
称改为《生命如诗》：“美丽的梦和美丽的
诗一样，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我喜欢
那样的梦，在梦里，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
……胸怀中满溢幸福，只因你就在我眼
前，对我微笑，一如当年。”看着他们自信
的表演，我的眼眶微湿。

希望我的语言课，能给学员们带来精
神上的美感，也希望有一天，能助力他们
人生的起飞。这大概也是我，一名志愿者
老师的幸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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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余年前，陈嘉庚先生倾毕生之心
血，在家乡先后创办集美师范、中学、水
产、航海、商业、农林等 10 多所学校。
1923年8月，为避战乱，以谋安全，在陈
嘉庚先生的函示下，时任集美学校校长
叶渊先生倡议把集美学校所在地划为

“永久和平学村”，以确保学生安全求学，
将来为国家建设出力。提议于当年10月
20日获得孙中山大元帅批准，“集美学
村”由此得名。

陈嘉庚先生爱国兴学，重金礼聘教
师，以民主自由之办学精神，诚毅之校训
吸引众多名师纷至沓来，集美学校一时
跃为中国名校。回望集美学村之百年历
史，那是一段“非有大楼之谓也，而有大
师之谓也”的辉煌岁月，蔡元培、鲁迅、黄
炎培、马叙伦、钱穆、马寅初、许钦文、王
鲁彦、龙榆生等先生纷纷与集美学村结
缘，缘深缘浅，但他们授业传道，栽桃植
李，出版书刊，使集美学村在艰危的纷乱
时代桃李芬芳，生机盎然，集美学村的历
史也因他们而增添了厚重之感。

今天，当我们再去追寻那些远去的
背影，感受他们生命的温度时，我们只需
打开一本名为《集美学村的先生们》的

书。而我，在铭记集美学村众多先生们
的同时，也记下该书的作者——陈满意
先生。

初识满意先生源于一次采访，那之后
半年的某一天，在集美大学百年校庆之
际，我收到了满意先生送来的一份珍贵的
礼物——《集美学村的先生们》。这是满
意先生耗时三年多，在浩瀚的故纸堆中搜
寻、查找、整理而得出的一本专著。

时隔五年，我犹记得当初虔诚地翻
开这本厚重之书时的惊叹，我惊叹来自
皖北砀山的异乡人陈满意先生如何能够
做到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钩沉。我读满
意先生的《集美学村的先生们》是先从后
记开始的，日后，我读他的每一本书都保
留着这一习惯。

我慢慢懂得了我的惊叹。满意先生
有情怀，他坦陈：“我虽不是嘉庚先生的
弟子，但我生活在嘉庚故里，深受‘嘉庚
精神’的感染，潜移默化中形成一种情
怀，会有意无意间关注与陈嘉庚先生、与
集美学村相关的人或事，关注故纸堆里
的只言片语。”

在寻求史料的过程中，他委托国内
各地，甚至海外师友一同寻找，其间，他

遭遇过支持、婉拒和嘲讽，这些际遇犹如
钟摆一般往复，但他从未放弃过。

记得那年暑假陪满意先生前往厦门
大学图书馆查找资料，虽无所获，但满意
先生坦然的心态一直让我莫名感动。一
个内心有爱的人，他一定能看到前方的
光，哪怕是微弱的。

满意先生勤奋，还特别能坚持。因白
天忙于本职工作，他所有的研究工作都必
须在深夜进行，《集美学村的先生们》一书
写作历时三年，成书三十多万字，无不是
在凌晨完成的。此后，他又再写出《名人
笔下的陈嘉庚》《陈嘉庚先生印象记》《厦
门大学的先生们》《远去的老集美》《集美
诗词大观》等等，靠的都是工作之余一点
一点地挖掘史料而写就。

无数个盛夏严冬，于孤灯寒月之中
他费尽心力，却又乐在其中，他不为著作
等身，只为让更多世人读懂陈嘉庚先生
及其伟大的嘉庚精神。

搁笔之际，眼前浮现的是满意先生
憨厚的笑容，即使已经成为集美的名人，
他依旧谦逊，他总说：“我只是随性而为，
没有太多的目的，当我发现某一方面的
空白，我想要去研究，就认真地去做了。”

读《集美学村的先生们》 ●小米

七夕节到了，这是儿子儿媳结婚后的
第一个“情人节”。他们制作了一条短视频
发在家庭微信群，并附言：给二老分享我们
的甜蜜。视频中有他们幸福的点点滴滴：
相拥在金黄的银杏树下，配音是“电影不是
爱情，我们才是”；并肩走在下雪的大街，旁
白“走着走着，就到白头”。我和先生忍不
住赞叹：真浪漫！儿子自豪地说：那是必须
的！哪像老爸老妈一点也不浪漫。他还发
来一个嫌弃的表情，诘问：老爸老妈结婚
30多年，也没庆祝一下？逢年过节、生日，
老爸也没给老妈买礼物。

儿子的发问，让我想起曾经有过的浪
漫岁月。1990年，我们在漳浦老家摆酒席
结婚，因为厦门没有婚房，先生依然住集体
宿舍，我还住娘家，我们每天“月上柳梢头，
人约黄昏后”。休息日骑自行车环岛游，先
生拼命踩，微风吹起他身上的白衬衫，轻拂
我的脸颊。我取笑他：“爱情有力量，直把
上坡当下坡。”记得有一天晚上看完电影，
自行车丢了，公交车停运，我们不舍得打

的，就从湖滨影剧院走回莲坂。伴着星光
点点，聊着剧情，一个小时的路程也不觉
远。小假期，先生带我周边访友，回漳浦老
家，执手上山赏花，看“农家园子菜花黄，茄
紫椒红豆角长”。国庆节，我们乘绿皮火车
穷游，登黄山天都峰挂情人锁、到西湖断桥
赏美景……

1994年，为了筹集购房、装修款项，我
们把“花前月下”约会改在家里做手工赚
钱。灯光下，我加工纸花，先生帮忙包装，
一边聊着诗词，一边数着一束花的加工费，
盘算属于我们的诗和远方。后来，我们还
在城中村开了间小食杂店，从骑自行车环
岛游改成踩三轮车去江头批发市场进货。
空车出发时，我坐在后座哼唱流行歌曲《我
想有个家》，载货归来时，我在后面推，一起
为建设美好家园打拼。儿子出生后，出游
变成三人行，广州参观先生母校，桂林游漓
江，到湖南探望长辈，饱览香港美景，领略
巴厘岛风光……

先生有15年在外跑销售，他出差时，

我们念着：“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
暮暮”；相聚的日子我们喜读：“但愿人长
久，千里共婵娟”。这7年，我退休了，先生
赋闲在家，我们夫妻同心携手做公益。不
管是社区志愿服务，还是团队公益服务，小
伙伴们都说在我们夫妻身上看到“并肩作
战”的浪漫。先生喜欢在家吃饭，30多年
来我相伴柴米油盐。最深的浪漫是忙碌后
的一杯茶，微恙中的一碗热粥……我不懂
理财，家里小到水电、煤气费，大到买车、购
房，都是先生在操心。

儿子批评我们不庆祝结婚纪念日，因
为我们觉得认认真真过好每一天，往后余
生每一个日子都珍贵。确实，先生很少送
礼物，那是我们觉得家里需要添置的空调、
电脑、洗衣机，每一件都是爱的礼物。

30多年婚姻生活，相扶相携一路走
来，有太多回忆。仔细想想，不再有当初的
激情，浪漫的岁月变成平淡后的相守，流年
里的不弃。如果两人能始终如一，用心把
日子过得朴素又温情，便是极致的浪漫。

把翔安唱给你听
●万年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