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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樊彦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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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文 启 事母亲眼中的集美学村 ●庆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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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市：让人有回家的幸福感走街串巷♥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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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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村民“上楼”
献真情

●淇霖

我心中的集美学村

感悟♥清漪

前几天，在与朋友的电话聊天
中得知，欧厝“四统房”项目一期5
栋250套住宅已经全部封顶了。听
到这个消息，我心里真的十分高兴，
在欧厝社区驻村的一百多个日日夜
夜，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一样，历历在
目。

翔安建区之后，为适应城市发
展需要，绝大多数农村实现了“村改
居”，村民们喝上了干净的自来水，
村路硬化、雨污分离，人居环境日益
改善，但社区无房居民多，而宅基地
数量少的矛盾也变得突出起来，在
这种情况下，实现宅基地“上楼”的

“四统房”模式在大嶝双沪社区应运
而生。

2015年，欧厝社区“两委”多次
向原新店镇政府和翔安区政府提出
申请，希望参照大嶝双沪“四统房”
模式，在欧厝社区推广建设“四统
房”。当年12月，工作专班正式成
立的时候，领导找到我：“这是一件
关乎民生的好事，单位决定抽调你
去专班工作。”作为军转时间不长的

“新人”，我很庆幸自己能成为专班
中的一员，愉快地接受了这项任务。

因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在很多
村民心中，农村个人建房应当是独
栋、独院的，经常有村民问：“为什么
要‘上楼’呀？能不能多批些地，大
家自己盖房子呀？”所以，我们在到
村民家中调查现有住宅面积和“四
统房”申请意愿的同时，更要耐心细
致地向村民介绍双沪社区“四统房”
项目的成功经验，让大家逐渐打消
心中疑虑。

不论是村庄规模，还是人口数
量，欧厝都算得上是“大村”，在社区
干部的带领下，我们每天都穿行在
弯弯曲曲的小巷，一家一家地走、一
户一户地过，3个月的时间，我们走
遍了社区 11 个村民小组，走访了
460余户村民。记得有一次，为了
核实清楚几个同名同姓村民的住房
情况，我们既要找当事人问询，还要
走访周边邻居，忙得半天都顾不上
喝一口水，虽然我无法听懂村民说
的闽南话，但我还是从他们的脸上
看见了满意的笑容。

翔安的冬天不会很冷，但因为
欧厝毗邻大海，海风凌厉，所以遇到
阴冷天气，怕冷的我也常常被冻得
鼻子通红，鼻涕直流，但我始终有一
个坚定的信念，就是一定要把好事
办好，让更多村民实现“住有所居”。

20年的发展，弹指一挥间，现
在的翔安农村，已经逐渐摆脱了过
去偏远、破旧、落后的形象和面貌，
越来越多的村民住上了宽敞明亮的
楼房，我坚信，只要我们无私奉献、
团结奋斗、勇毅前行，就一定能攻克
发展道路上的各种难关，实现翔安
的高质量跨越发展。

因父亲是军人，我七岁前在西安部
队大院里生活。七岁那年，爷爷从老家
山西赶来西安，把我带回老家霍州县王
庄村。后来爷爷告诉我，因部队换防父
亲一路要往南方走，等那边安顿好后会
来接我。从城市到农村，我百般不适，
幸好爷爷很疼我，我渐渐融入了农村的
生活。

老家村子没有西安的高墙大院，看
不见一张张挂在墙上的军事地图，听不
到嘹亮的军号声，我们住的是冬暖夏凉
的窑洞。每天早晨，鸟儿啁啾，鸡鸣犬
吠，炊烟袅袅，阳光透过茂密的树林洒
在门前那条清澈见底的小溪上，流水潺
潺，波光粼粼，麦田随风起舞，金灿灿沉
甸甸的麦穗，散发着麦香……

上世纪五十年代，大家的日子都过
得紧，但县里非常重视教育，出资给村
里办了一所小学，我的小学就是在这所
龙王庙小学读的。我常和长亭、士林等
同学结伴去玩，长亭玩得一手好弹弓，
每次出去总会有鸟类等“战利品”收获，
我们就将战利品用泥裹好，放在柴火中
烧烤，津津有味地享受这顿野外大餐。

放暑假时，我会和同学一起去帮大人看
瓜田、看麦场，还会在收割完的麦地里
顶着烈日捡拾地里留下来的麦穗，此时
的我，才真正理解父亲在西安时教我念
的那首唐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那时的我，每天端着一碗热气腾
腾的饭菜，却根本不知一粒谷子从播种
到收割再到餐桌这段历程的艰辛。

经历是最好的老师。农村生活，让
我品味了苦涩，养成了一辈子节俭的好
习惯。1968年，我也参军了，并在厦门
安了家。岁月匆匆，后来，我几次回
乡。儿时的玩伴和同学陪着我一起到
村里转了转，王庄村变化很大，村里的
经济发展起来了，村民的日子比过去好
过多了，但看着灰蒙蒙的天空、记忆中
清澈见底的小溪几近枯竭，我却高兴不
起来……村干部似乎懂我的心思，说：

“这几年我们只顾发展经济确实走了一
些弯路，今后我们会好好补上生态这一
课，留住青山绿水，留住蓝天白云，造福
子孙后代，等再过几年你回来看看，王
庄村一定会更美的。”听了这番话，我很
是欣慰……

23年前，我随先生来到厦门，次年欲留在厦大
工作。得知我的想法，母亲在大姐的陪同下来厦门
看我。我知道，母亲此行来厦门是不放心把自己的
小女儿丢在遥远陌生的闽地，她要来“考察”一下这
里的民风，看看这里的风土人情。

那日，我陪母亲和大姐去参观集美学村。初夏
的学村安静整洁，一幢幢风格独特的嘉庚建筑，历
经岁月风雨的洗礼，愈发显得端庄大气。我们徜徉
其中，流连忘返。我向母亲讲起嘉庚先生倾资办学
的壮举以及集美学村的由来。

1894年，陈嘉庚先生在这里创办了“惕斋学塾”，
此后的二十多年里，又先后创建了小学、中学、师范、幼
稚园、水产、航海、农林等校。在当时，集美学校的蓬勃
发展，吸引了闽、粤、浙、湘、鄂等地的学子相继奔赴集
美求学。然而，在那个年代，集美学校时刻面临着战
祸的侵扰。为了给莘莘学子一个安全的读书之地，时
任校长叶渊，向全国各机关、各军政长官发出了《以集
美为中国永久和平村请愿书》，倡议划集美为“中国永
久和平之村”，请愿书得到了各方人士的支持，尤其是
孙中山先生电令闽粤两省省长及统兵长官对集美学
校予以特殊保护。随后，集美学村委员会成立。该会
以筹备集美学村使之成为极文明之模范村为宗旨，同
时，戒烟戒赌，改良公共卫生，规范商业行为。从此，文
明之举，蔚然成风，弦诵之声伴着潮起潮落，昔日的集

美渔村，已升华成集美学村。
石板路回响着海浪的余音，凤凰木传来鸟儿的

鸣唱。学村美丽的景观、精美的建筑、恬淡的生活气
息让母亲和大姐不住地发出赞叹，表达着对嘉庚先
生真切的崇敬之情。南薰楼、葆真堂、养正楼、敦书
楼、诵诗楼、崇俭楼、克让楼……这些被书香浸润过
的老教舍，吸引着母亲一看再看，驻足良久。这里的
每一块石板，每一片瓦当，每一扇窗棂，都在诠释着
集美学村独特的气质。学村每一座教舍的命名同样
是那么大气、敦厚、隽永，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底蕴，饱
含着嘉庚先生的办学初衷和办学理念。“能在这样的
学堂读书是多么幸福呀！”母亲禁不住感叹。

母亲1927年出生于皖北的一个小县城。幼年，
母亲在自家的学堂读书。年长些，母亲很向往读新式
学校，而保守、落后的封建礼教大家长对新式学校充
满质疑，没能读成新式学校便成了母亲一生的遗憾。
彼时，中国教育还很落后，嘉庚先生创办的集美学村，
其规模之大、办学理念之新，尤其是为平民创办幼稚
园，为女子开办小学、师范，这般胸怀、气魄、眼界，怎能
不让母亲感动、赞叹、敬仰！生于那个时代的母亲，更
能理解教育对于国家、平民、女性的意义。

傍晚，学村的老教舍披上了绚丽的云霞，彩色
的燕尾脊夺目欲飞。母亲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
嘱咐我：这是一方祥和的土地，在这儿安居乐业吧。

工业跨界母婴 传承“全球第一”基因

从姚明织带到明馨天使，由工业跨界母婴
行业，姚明集团用了7年时间，打造本地月子行
业的标杆范本。2004年，姚明集团扎根厦门，成
立厦门姚明织带饰品有限公司，跻身全球最大
的织带制造商。2016年，姚明集团创办明馨天
使，以做实业的精神，脚踏实地做好服务，为追
求卓越品质的女性提供高起点、高要求、系统化
的月子会所。

“我们跨界服务业，是以制造业的匠心践行
初心。”姚明在采访中回忆创立初期面临的巨大
挑战：月子行业乱象丛生，跨越酒店管理、母婴
保健、餐饮、家政等多个业态，单一个业态疏于
管理，负面新闻接踵而至。因此，把每个品质、
细节做到极致，以制造业的标准化体系管理，传
承姚明织带“全球第一”的优良基因，明馨天使
在7年的时间洪流中站稳脚跟，并勇攀高峰。

2023年，明馨天使在8月就已完成全年业绩
总目标，2月销售额更突破300万元，老客户推荐
签约占比达93%，续订几个月的入户服务，也成
为常态操作。漂亮的成绩单是明馨人专业服务
的底气，也是市场给予的高度认可。

开创护理师“员工制”建立和谐劳资关系

十多年来，厦门的坐月子模式经历多重变
迁，但始终不变的是核心竞争力之一的母婴护
理师，她们直接服务母婴，决定月子品质。然
而，市场中满是“流动式就业”的护理师，散兵游
勇地“游击方式”，对于母婴而言，充满不确定性
和未知风险。

2021年底，明馨天使看到护理师职业的市
场痛点，决定开行业之先河，实行“员工制”护理
师改革，打造职业化的护理师团队。与市面上
所谓的“合同制”护理师不同，“我们的护理师是

公司的正式员工，即使‘待单也有工资’。”姚明
表示，“虽然增加了人工成本增加，但针对宝贵
资源的合理付出，为员工提供长远稳定发展平
台的做法，是构建和谐劳资关系的根本。”

“员工制”管理体系，不仅是一纸合约，更是
制定了护理师从招聘、培训、考核、定级到晋升
在内的全套管培体系。在这个体系之下，越来
越多优秀的护理师向明馨天使聚拢，形成良性
循环。明馨天使还建立起护理团队标准化培训
和考核体系，保证母婴服务品质。

卓越品质 树立厦门月子行业标杆

“小丽小丽，打开夜间哺乳模式！”在明馨天
使坐月子，动动嘴就能实现妈妈哺乳、宝宝
SPA、用餐及会客等不同场景的快速切换。
2022年，明馨天使完成了全屋智能化升级，成为
厦门唯一一家智能化母婴月子会所，五道智能
安防、全屋智能联动、智能管家24小时陪伴，更
加舒适、安心的体验让宝妈们住下就不想走。

在此次“2023年厦门月子服务行业荣誉榜”
活动中，专家评审团深入明馨天使，沉浸式体验
月子房、功能区、产康区、独立中央厨房、洗衣
房，感受温馨体贴的母婴服务、智能化的舒适便

利、中央厨房的餐点品质等，给予高度好评。
眼下，明馨天使正在计划开拓全新市场，以

明馨天使海岸公馆店打磨的行业标杆品质，以
标准化的运营管理体系，打造集孕、产、育功能
完善的全周期综合体，辐射更多区域的宝妈群
体，引领厦门月子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以实业匠心打磨标杆月子会所
专访明馨天使母婴会所创始人、董事长姚明

海浪轻拍、微波粼粼，
紧挨着鹭岛最美的一段海
岸线，占地 6000㎡、由 8 栋
联排别墅构建而成的明馨
天使母婴会所，就坐落在
背倚青山、推窗见海的海
岛一隅。创立于 2016 年，
姚明集团实力打造的明馨
天使，以专业、用心的服务
获得众多宝妈的好口碑，
在“2023 年厦门月子服务
行业荣誉榜”榜单评选活
动中荣获“卓越品质奖”。

日前，本报记者专访
明馨天使母婴会所创始
人、董事长姚明，他以制造
业巨头的匠心和初心，抽
丝剥茧地解读明馨天使

“专注到极致，坚持到第
一”的企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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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久没去八市，因为它实在是大名鼎
鼎，红火得满街人如潮水。我畏于扎堆，往
往过八市而不入。

前些天，脸上被虫子咬了一个包，又红
又肿。朋友相聚，见状，推荐了一家中医诊
所，地点在八市。朋友叮嘱：“万一找不到，
就对路口街坊说找‘北阿张’的女儿，都会告
诉你。”用“绰号”找人，这种方式是不是古早
得很？仿佛在旧日时光，街坊邻居人人熟
悉，不像现今高楼大厦关起门来互不相识，
哪知道谁是谁。“北阿张”何许人也？他因擅
长医治疑难杂症且收费公道，在上世纪六七
十年代的厦门市区、漳州龙海一带声誉响当
当。

乘车到八市，我很快找到那家诊所，小
小店面，并不惹眼。坐诊医生现为第三代，

来看诊的人仍然络绎不绝，几乎都是慕名而
来。无需挂号，自觉排队，现场诊治。轮到
我看病，医生（“北阿张”之孙）给我敷了一种
墨绿色的药膏，他说：“这是我爷爷留下来的
秘方。”我许久不曾踏入八市，想不到再访时
竟是因为寻医问药。中草药仍然被百姓青
睐，就像这里的百年老建筑，历史仿佛从来
没走远，居民生活依旧沿袭传统。

看诊两次，总共花费70元。我以为名医
诊所收费不菲，出人意料，竟如此亲民，应该
这也是它深得民心的缘由之一吧。回想一
下，前两年我还和八市居民一起在大同社区
书院学习认识青草药：艾草温经活络、鱼腥
草解暑、枸杞叶煮猪肝清肝明目……课后带
回家的九层塔，至今在花盆里长得郁郁葱
葱。九层塔炒蛋能开胃，九层塔三杯鸡更是

一道美食——啧啧，我居然学了不少药食同
源的妙招呢！原来，我也是受过八市滋养的
人，居然淡忘了它的好。

八市，是无数人的“厦门记忆”，城市没
有田地，老市场承载了原乡。走入八市，仿
佛投入母亲的怀抱。游子们无论在哪打拼，
回来还是惦记着它，饿了，一碗地道的沙茶
面，足以抚慰风尘仆仆；病了，民间良医妙手
回春。除了海鲜、美食，生活中需要的各种
物品，小到针头线脑，大到彩电冰箱，样样俱
全。八市就像老母亲，进入八市，便被回家
的幸福深深包裹。

我站在路口五楼的天台，俯瞰八市，闽
南骑楼下人来人往、摩肩接踵，除了市民，还
有游客。爱与被爱，皆有缘由，愿更多人获
得八市的滋养。

女儿换牙
今年暑假，女儿和她的爷爷奶奶回乡下老

家生活了一个月。回到厦门，我给她洗了个桃
子，她咬了一口，说：“妈妈，我牙齿痛。”我一看
——呀！两个下门牙晃动了，这是要换乳牙了
呀！吃晚餐的时候，女儿突然问：“我的牙齿会
掉光吗？”我告诉她：“每个人都要换乳牙，但乳
牙不是同时掉的，乳牙掉了，新的牙齿就会长
出来。”我想看看她摇晃的牙齿，她不愿意，大
概是有些害怕和紧张。

饭后散步，我用手机找了一个关于换牙的
绘本故事给她听。朗读者分享了第一次换牙
的经历，我问她：“你是不是和她一样也有些害
怕和担心？”女儿点头。她告诉我：“妈妈，我现
在想让牙齿快点掉下来，但却有一点害怕。”

又过了几天，女儿突然说想找牙医拔牙。
我和先生很惊讶，因为平时她都不愿意让我们看
她的牙。冒着雨，我们来到一家口腔诊所，女儿
非常配合地躺上治疗床，闭着眼睛，张大嘴巴，仅
半分钟，牙医就拔出了两颗牙。牙医让她咬住一
团棉花球10分钟，然后回家吃个冰激凌。回家
后，我好奇地问她：“为什么今天决定去找牙医拔
牙？”她说：“今天拔牙，我就可以在生日那天早上
得到牙仙子送给我的金币礼物啦！”。

睡前，她自己找来一个小盒子，放进拔下
的乳牙，盖上盖子，放在枕头底下。我拿了一
个五毛钱的硬币悄悄塞给先生，用眼神示意他
把“金币”放进盒子里。第二天醒来，她激动地
拿着小盒子跑过来告诉我：“妈妈，牙仙子给我
一个金币了！但是，她没有把牙齿拿走！”我愣
了一下，说：“牙仙子要把牙齿拿走是吧？”她点
点头，我说：“她不会忘了吧……”我一本正经
地给她出了个主意：“晚上记得把牙齿放在枕
头底下，你再给牙仙子写一封信。”女儿很开
心：“写一封信是不是会再得到一个金币？”我
冲先生眨巴眼睛——哈哈，她根本不知道，她
的爸爸就是牙仙子！

生活要花点小心思
周末外甥女来家里，一进门就一阵“机关

枪乱扫”：“大清早的，又是豆浆又是包子，中午
不是面条就是米粉，晚上也得费尽心思，忙了
一整天，臭小子还是抱怨‘不好吃’‘不想吃’

‘就不吃’……你说，我容易吗？我的青春都没
啦，我的脾气也没了……”

“说完了吗？喝杯茶吧。”面对我这个心直
口快的外甥女，我也只能“以柔克刚”。她正在气
头上，此时讲道理无疑是火上浇油。两杯茶下
肚，看她怒气已消大半，我便让她把一天的饮食
安排和一周的饮食计划说给我听听。“可怜天下
父母心”，外甥女的饮食计划既丰富，也顾及了健
康，可精心搭配、用心烹饪却不一定能招人待见，
尤其是面对一个对外界充满好奇的八九岁男孩。

“你不妨在饮食的花样或口味上花点心
思，比如在馒头包子上弄点图案，煮面条米粉
来点酸辣，或偶尔让他参与一日三餐食材的准
备，尝试让他自己去做点喜欢吃的，也未尝不
可。”外甥女似乎认同了我的说法，茶水是一杯
接着一杯。

其实，要花心思的又何止日常的饮食。
学生背诵经典，课堂提问背诵，这应该是

语文老师与学生互动的日常。但单调的重复
往往导致双方的“内伤”。同学互背、黑板默
写、故事引背、名句串背……不时地换个花样，
学生也感觉有趣、快乐。

今年暑假跟团旅游，同行的一对父女给我
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各种等候参观的排队
中，父女俩都玩着相同的游戏“剪刀石头布”，输
赢以1分或是1.5分来算，小女孩对数字的计算
生疏，经常被“狡猾”的父亲算计，但她还是高兴
地掰着手指头算得有模有样，有时还要同行的
人把手借给她算数。枯燥的等待变成学计算，
而且开心无比，这不正是父亲的小心思嘛。

其实，琐碎的日常花点小心思，就如同手
握魔法棒，即便是一地鸡毛，也有可能变得有
滋有味、多姿多彩。

趣事爆料♥丽香

作者7岁时的照片。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