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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你从千年古城同安分
家出来，便有个好听的名字——翔
安。那一刻，我看到你有太多的不舍，
但更多的是对未来充满着自信和希
望！如今的你，已从传统走向现代，从
古老变得新潮，让我这个“老家”人由
衷地敬佩、赞叹！

没有想到，你的腰包这么快就
“鼓”起来了！分家时，你的“行囊”空
空，区内水源长期缺乏，贫瘠地、盐碱
地一片连着一片，工业基础十分薄弱
……建区时，你的“钱袋子”只有区区
不到六千万元，二十年后的今天，就多
达二十八亿元。更可喜可贺的是，目
前辖区内年纳税千万元的企业有近
70家，传统产业优势凸现，特色重点
产业异军突起，新兴产业潜力无限，有
了这些稳定的“源头活水”，你的日子
怎能不越过越滋润呢？

你的城区面貌短时间就“靓”起来
了！由于历史等原因，区内重大项目几
乎空白，目之所及皆是乡村农舍，阡陌纵
横。建区后，你汇聚众人之智，用好众人
之力，在这张白纸上，画出了一幅幅最美
最新的图画：翔安大道、翔安大桥，串起
翔安的山水村庄，也托举起百姓的幸福
生活；翔安机场、凤凰体育馆等亮点纷
呈，一批批重点项目如雨后春笋，拔地而
起；交通发展迅速，四通八达，原来乡村
的“脏、乱、差”已一去不复返了。

乡亲们的生活“乐”起来了！政府
的利民好政策不断出台，像一场场春
雨润物无声，学生有书读，年轻人有事
干，老年人生活有保障；区内龙头企业
在转型中蝶变，配套企业在创新中发
展，特色产业上规模、出效益；乡村振
兴画卷徐徐铺开，马塘村的发展让人
刮目相看，“马塘精神”在发扬，大家都
在比学赶超；生态文明建设常抓不懈，
蓝天更蓝，高仑头山林木茂密，翠绿秀
美，九溪水清、河畅、岸绿，乡村花开四
季，大街小巷祥和温馨。

广大干部群众“拼”起来了！“甘于
奉献、不怕牺牲”的英雄三岛精神，在一
代代翔安人身上得到传承和弘扬，有担
当、有情怀、有作为，是你们的精神风
貌，全区上下同心同德，撸起袖子加油
干，没有等出来的辉煌，只有干出来的
精彩。二十年的岁月说长不长，说短不
短，那一份份沉甸甸的收获，无不来自
辛勤耕耘、勇敢打拼和无私奉献！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眼前
的翔安，举目已是千山绿，宜趁东风扬
帆起。身为“老家人”的我，每时每刻
都关注着翔安的发展与变化，我衷心
地希望：年轻的翔安不负韶华，继续高
歌猛进，用青春、用智慧，书写更美更
好的篇章！

上周六一大早，老东家一同事打来电话，告诉
我，他走了。话还没说完，她已泣不成声，我也哽咽
起来。

他是从什么时候起称我的职务，我已记不清
楚。因为，从我踏进单位的那天起，很长一段时间，
他都叫我“老李”。那天，他叫起我的职务，我竟一
时不太适应。我说：“还是叫‘老李’吧，亲切。”他有
些羞涩：“入乡随俗。”

其实，称呼职务，大多是台面上；台下，人家叫
你什么，你自己未必知道。所以，我觉得他叫我“老
李”，倒是表里如一。

平时，我跟他的交集，大多是工作上的。我刚
到单位，值夜班时，时常跟他一块。记得有一次，他
对我说：“老李，你这么快就签样了，我回去哪睡得
着呢？”之前，夜班常常要三四点才签样，我觉得太
迟了，得提速，好让夜班同仁早点回去休息。他自
然是高兴的。

我很欣赏他的一手好字，硬笔也好，毛笔也好，
端端正正，就像他的为人。我曾对夜班的同仁说，
如果大家的字都像他那样，报纸的差错率就会大大
降低。

组织上宣布我退休的那天下午，我回到办公室，
正准备悄悄地离开。没料到，他跟他的爱妻——也
是他夜班的好搭档，走了进来，轻声细语地说，想跟
我合个影。我看见他的手里，拿着一沓稿件，而不是
一束鲜花。他是个不懂“人情世故”的人。

退休了，我就很少与单位的同事往来，怕打扰
大家。谁承想，从来不懂什么叫送礼的他，在我退
休第二年的中秋前，给我发来一条微信，说是他平
和老家种的柚子，果实圆润，肉质细腻，酸甜可口，
要寄几颗让我尝尝。退休了，我脸皮也厚了，就将
家里地址发给他。三天后，收到他家里寄来的一箱
柚子。就这样，连续多年，他每年都要给我寄柚子。

这两天，到超市，看到柚子又上市了；可是，那
位叫我“老李”的、那位我退休后给我寄柚子的，却
走了，走得那样匆匆，走得让他的同事泪水涟涟，走
得让我一整天回不过神来。

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小区后花园草坪上，想起
他说过的，他习惯昼夜颠倒，习惯与星星做伴。我
凝望夜空，仿佛看见一颗星星在对我眨眼，仿佛听
见它小声地叫我“老李”。虽然，这颗星星，是那样
的微弱，那样的不起眼；但老李还是对着星星说：
志成，一路走好！

这次回故乡浦城，我在莲塘乡的山桥村邂逅了
一片碧波滚滚的稻田。

那天傍晚，云淡风轻，我想去山桥看荷花。当
展现在眼前的并非是一片袅袅婷婷的荷花，而是一
大片郁郁葱葱的稻田时，我并没有失望，而是欢欣
地走向那片稻田。一股稻谷的清香暗暗袭来，我忍
不住闭眼深深吸了口气。它的香既不同于茉莉花
沁人心脾的淡香，也不同于玫瑰花雍容典雅的幽
香，它是那么的朴实，是一种别致的清香。有多少
年没闻到这么清新的稻香了？我像一位远离母亲
怀抱的孩子，时隔多年，终于回到了母亲的怀抱，几
分欣喜，几分感慨！

抬眼望去，这片稻田已长出了稻穗，有的已悄
然现出了鹅黄，再过一两个月，它们会变成金黄色，
就可以收割了。此时，清风徐徐，稻浪层层叠叠，翻
涌成黄绿色的浪花。我在淡淡的稻香里流连，远处
黛青色的山峦，一座连着一座，白云如纱帐般笼罩
在山峰上，是那么轻盈飘逸。彼时，夕阳映照着稻
田，一派“水满田畴稻叶齐，日光穿树晓烟低”的景
象。我的脚步声惊扰了一只在田里小憩的鸥鸟，它
从田里迅速冒出，扑腾着翅膀，头也不回地飞走了。

这片稻田，把我的记忆带回到童年。小时候，
每年暑假，家里种的稻谷成熟了，我们便和父母亲
一起去田里收割。双抢时节，父亲怕忙不完，会叫
上我的几位表兄一起来帮忙收割稻谷。在金黄的
田野上，沉甸甸的稻穗弯下了腰，一阵阵稻谷的清
香飘来，令人心旷神怡。表兄们人手一把镰刀，把
稻穗齐刷刷割下来，码成一小捆一小捆。我和弟弟
负责递送稻穗，把割下来的稻穗抱到打谷机前给父
亲。父亲用脚一上一下地踩着打谷机，接过稻穗，
把它们放在旋转的打谷机齿轮上，一粒粒金黄饱满
的稻谷就欢快地飞进了打谷机桶里。随后，它们将
被晒干，送进碾米厂，变成白花花的大米。

每年的双抢时节，都是全家人累并快乐的日
子。到傍晚收工时，我和弟弟会在田里挖黄鳝。我
们在收割完的田间寻找黄鳝的洞口，每当看到一个
圆圆的如手指般粗细的洞口时，弟弟会用手指掏进
去，把洞口打开，顿时，一条滑溜溜的黄鳝从洞里仓
皇逃出，弟弟眼疾手快，双手扑过去，捉住了那条黄
鳝。有时我们战果颇丰，能捉到十来条黄鳝，我们
把黄鳝带回家，放在清水里养两日，母亲就会用它
们炖上一锅又香又辣的黄鳝豆腐汤。这是大自然
犒劳我们的美味。

如今，当年那个奔走在田间的小女孩已经人到
中年。半生已过，再也回不去当年了。童年里闻过
的稻香、收割稻谷的快乐，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定格成我的乡愁。

我继续走在稻田间，宛如行走在画中。层层稻浪
间，蓦然回首，发现童年里熏染过的稻香，其实从不曾
远离我，它潜藏在我的生命里，在多年后的今天，它们
又出现了，就好像我从不曾远离过故乡一样。

感恩人生中一切美好的遇见。稻香，它穿越了
时空，从我的童年飘到少年、青年、中年，而我纵使
青春不再，也依然不会改变一颗柔软的心，宛如当
初那个无忧无虑的小姑娘，捧一把稻穗，细嗅它的
清香。

在大家眼里，三年级学生陈祉妤是爱心
女孩。她肤色微黑，一双眼睛乌黑发亮，长
长的睫毛扑闪扑闪的，透出一股机灵劲儿。

她的家乡大嶝有蔚蓝的大海，风光无
限美。沙滩上，白色的沙子踩上去“咯吱咯
吱”地响，是遥望金门的好地方，因此这里
吸引了不少游客来观光。遗憾的是，海上
漂来的垃圾和部分游客落下的食品包装袋
等垃圾，破坏美景，她看在眼里，心里想：这
些垃圾给美丽的风景打了折扣，必须清除，
不能让垃圾污染了洁净家园。她心动且马
上行动，课余时间就到海边捡拾垃圾。她
穿着黄衣服，像一只黄蝴蝶，在蓝天、碧水、
白沙间成了一抹游动的景点，好多游客都
对她竖起大拇指。

有一天回到家，她拿着买来的纸巾等
物品，高兴地对妈妈说：“社区有个‘爱心

屋’，买里面的东西就是帮助需要帮助的
人，以后我们就到‘爱心屋’买东西吧！”妈
妈说：“我们家附近就有店铺，何必去那么
远买呢？”她不高兴了：“怎么这么说呢？我
们多走一点路，并不很麻烦，但是买了东
西，又能帮助别人，这是做好事，举手之劳，
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听了她这话，妈
妈自叹不如。她家就此成了“爱心屋”的常
客。她还邀了几个小伙伴，动员家人加入
献爱心的行列。

她家附近的街道近来才设置了斑马
线，不少人对斑马线的作用不太了解。有
一次，她上超市买东西，在西边村口，看见
一个阿婆正要横穿马路，忙叫住阿婆，让阿
婆过马路走斑马线。她对阿婆说：“阿婆，
过马路要走斑马线。这样才安全。不走斑
马线，就有安全隐患！”阿婆听了，恍然大
悟，高兴地说：“想不到你一个小孩子知道
的都比我多。今天阿婆算是了解啦！啊，
你真乖！”她扶着阿婆过了斑马线。买了东
西后，她又在那儿值守了将近两个小时，劝
导好几个人走斑马线，俨然是个小交警呢！

陈祉妤用一点一滴的行动，诠释着优
秀青少年的爱心，为家乡变得更美好贡献
力量。正是有许许多多的人献出爱心，厦
门才处处绽放文明有爱的美丽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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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的集美学村

征 文 启 事

漫步学村看“人”的力量 ●黄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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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思树李泉佃

那个叫我老李的人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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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翔安，活力四射
●老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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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 文 启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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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心女孩 ●张水滔

情网兰舟

细嗅稻香 怀想人生

第二十届亚运会即将在我国杭州
举行，万众瞩目。我不由想起在1990
年9月22日至10月7日在北京举行的
第十一届亚运会。我与这届亚运会有
一段匪夷所思的奇缘。

1989年8月中旬，时任江西师大中
文系副主任的我，和政教系的系主任王
长理同志一起去北京出差。我们乘坐
火车从南昌出发，坐的是卧铺。我睡中
铺，王主任年长，他睡下铺。我们一路
谈天说地，为了解闷，我饶有兴味地谈
了文坛的许多奇闻轶事。车到石家庄，
再过几个小时，就可以到北京了。

当时从南昌到北京要坐三天两夜

的火车，我们都为即将结束这段漫长而
艰辛的旅程而高兴。此时，我对面铺位
的一位中年女性主动和我打招呼，并递
来一张名片，我仔细一看，是北京日报
事业部的记者，名叫薛锦。她说，一路
上她都在听我们两个人谈话，她发现，
我就是她要找的人。我吓了一大跳。
原来，她是富有特殊使命的“星探”，受
有关部门的委托，她一直在寻找可以担
任亚运会工程总撰稿的人。她说自己
几乎走遍了全国，都没有找到理想的人
选，没想到在回北京的火车上极其偶然
地遇到了我，她悄悄地听我们闲聊，觉
得我是“最理想的人选。”我就这样被她

“逮”到了。
到北京一下车，她就把我带到石牌

胡同4号，那里是亚运会工程的总指挥
部。在一座用有机玻璃简装起来的房
前，她得意地大喊：“百发、百发，我给你
抓个‘壮丁’来了。”话音刚落，张百发就
出现了。他端着一盘饺子，正在吃晚
饭。当时，第十一届亚运会正紧张地筹
备，这是我国首次举办国际性的大型运
动会，我在电视里多次见过时任北京市
副市长兼亚运会工程总指挥的张百
发。现在，他就站在我面前，中等个子，
颇为壮实，干练，待人亲切。

薛锦简单地给他介绍发现了我的
情况。张百发问：“你有高血压吗？”“没
有！”“你上过高空吗？”“我曾经到九江
长江大桥上采访和体验生活，上过高
空，没有恐高症。”“就这样定了！”他说
得很是轻松、干脆和肯定。对担任这样
重大的任务，我心里没有底，有点想推
托，连忙说道：“我还没有请假呢？”张百
发笑了。他告诉我，一切手续都由他们
办。我无法推辞，只好答应，天大的重
担就这样戏剧性落到我的肩膀上。

没过多久，我开始工作，一头扎进
亚运会的工地，经过近一年的艰苦努
力，全景式记录亚运会工程的长篇报告
文学《亚细亚的太阳》，终于在1990年9
月北京第十一届亚运会隆重开幕前夕
由北京十月出版社出版。此书一出版
就被抢购一空，《光明日报》头版头条以
《亚运丰碑起笔端》为题，报道了我和薛
锦完成这一作品的情况，全国其他报刊
也做了类似的报道，而我作为特邀嘉宾
应邀参加了亚运会的全部活动。

我印象最深的是盛况空前的开幕
式和闭幕式，精彩绝伦的团体操表演惊
艳华夏，而第十一届亚运会的主题歌
《亚洲雄风》，更是令人热血沸腾，至今
听起来仍是激情澎湃。在此，祝愿杭州
亚运会办得更好、更成功！

乘地铁1号线，从高崎站到集美学村
的那一段路程最令人期待。当地铁呼啸
着穿过黑暗隧道，闯出隧道口，眼前天光
大亮，豁然开朗，海天一色扑面迎来。地
铁适时响起甜美的语音播报：“蓝天碧海
飞白鹭，波光远影泛渔舟，海景画卷尽展
眼前。厦门地铁带您体验城在海上、海在
城中……列车运行前方，闽海之滨，百年
学村集天下美，厦门地铁邀请您一起探寻
嘉庚故里，了解嘉庚建筑背后的华侨爱国
情。”地铁轻快地飞驰，伴随着轻柔悦耳的
广播，集美学村那别具特色的中西风格建
筑群便一一展现在人们眼前。

漫步在集美学村，我常常忍不住感
叹这里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一眼望
去，龙舟池畔楼台亭榭大红柱琉璃瓦古
香古色，泊在池中的龙舟描红漆金昂扬
威武，传递着浓厚的中华传统文化气
息。一转身，以南薰楼为代表的集美学
校教学楼群穿西装戴斗笠，混搭创新，神
奇的是竟然一点也没有违和感，反倒是
别具一格。

走进村中村大社，就像闯进一个古
老与现代交错的时空，宗族祠堂和老洋
房别墅、传统大厝和现代民居楼并存。

这里既是传统的闽南村落，又是当代文
化创意聚集地，狭窄曲折的街巷随处可
见红砖古厝和色彩艳丽、风格各异的涂
鸦墙，由老厝改建的餐厅、咖啡馆、文创
空间散落村中，宗祠广场有文创集市，也
有公共演出。

当我端坐于集美中学围墙外高高的
台阶上吹风，看学村的街道上人来人往
时，忽然觉得，“人”是集美学村此时最活
泼动人的风景。年轻的女生骑着自行车
结伴而行，海风轻拂她们长长的秀发，吹
动飘逸的裙摆；街边许多精致文艺的小摊
点，经营果汁、冰饮、文创产品……摊主多
是未脱青涩的青春面孔，想必是尝试创业
的大学生们；龙舟池畔的八角亭内，年轻
人唱歌、舞蹈、弹吉他；还有驻扎学村开办
工作室的青年艺术家和创意者……正是
这些朝气蓬勃的力量，为古老的学村带来
青春活力、注入新鲜气息，让在时光岁月
里的集美学村光彩焕发，经久不衰。

集美学村独具魅力，嘉庚精神传扬
四海，吸引和接纳了一代又一代有志青
年前来。他们让梦想在这里生根发芽，
在这里创造和收获人生奇迹，也让集美
学村这片热土永远青春不老！

▲作者珍藏的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开
幕式、闭幕式入场券。

我和北京亚运会有奇缘

老照片世豪

作者深入亚运会工程工地体验生活作者深入亚运会工程工地体验生活。。

▲1990 年 9 月出
版的长篇报告文学
《亚细亚的太阳》。

▲作者珍藏的第十
一届亚洲运动会开
幕式请柬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