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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的集美学村 征文选登

征 文 启 事

追忆恩师 ●只此青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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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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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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护折翼天使
●艳子

老照片♥罗家隆

之旧书籍 学海无涯苦作舟

一针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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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班的“妹妹”好幸福360行 ♥陈铭婉

脸谱♥春秋

我是1951年1月参军的。那天，
天刚放亮，我就偷偷从家里溜出来，狂
奔十多公里到宁化县城报名参军。当
时部队的工作人员拿出表格让我填，
我说：“我不识字。”这时，正好指导员
过来了，他看了看，对我说：“那我帮你
填吧，我问你答。”填好了表格，指导员
还亲切地对我说：“当兵了，得抓紧学
文化哦。”

那时，不光是战士，即便干部也大
多不识字，一个连队没有几个人真正
读过书。因此，每个连队都配有文化
教员。我记得，我们连队的文化教员
是个入伍不到两年、只读过小学的战
士。我们跟着他从“大小”“多少”“你
我他”“左中右”“甲乙丙丁”“东南西
北”这些简单的字词学起。教员在黑
板上写一个字，我们就用方形石笔（滑
石粉做的，像铅笔一样可以削）写在小
石板上，等教员检查后擦掉再写。
1952年初，部队的文化教员们参加集
训后，回到各自所在的部队开始推行
全军统一的“祁建华速成识字法”。此
法以26个拼音字母作为识字工具，能
让学习者加强记忆，在短期内认识较
多的字。大家非常高兴，学习十分认
真，教员读一句，大家跟着读一句，营
区里处处都是学习拼音的拼读声。

我是一个在旧社会被多次辗转贩
卖的苦孩子，基础差，底子薄，学文化
要比别人难得多，但我不气馁、不退
缩，坚持以谦补拙、以勤补拙。有些难
写的字，我把它们写在硬纸板上，剪成
小卡片，装在口袋里，有空就摸出来看
一看。有些字，我还根据偏旁部首编
出顺口溜来记。比如：“蒜”字，二小二
小，头上长草；“雪”字，雨落横山上；

“郭”字，老高的头，老李的脚，老陈的
耳朵反安着……那个时候，连队还不

时组织识字跑比赛。在赛道途中，放
置若干字板或拼音卡片，选手跑到中
途，识完卡片上的字或将字拼写出来
后，方能进行下一赛程。这样，既强了
身，又识了字，真是一举两得。施工、
训练的间隙，是我学习的时间；地头和
墙壁，是我学习写字的“纸”；石块和树
枝，是我写字的“笔”。走路、睡觉时，
我满脑子都是拼音和汉字。现在想
想，那时学习的确很苦，但认识了很多
字，我感到非常快乐。

“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刻苦学
习，我能识得一千余个字，但我知道，这
是远远不够的。且不说汉字有4万多
个，就是用学会的字组词造句，也非易
事。在识字的路上，必须克服懒惰和浮
躁，持之以恒。我除了继续读部队发的
《拼音识字课本》外，还购买了《四角号
码新词典》（如图）。六十多年来，这本
《四角号码新词典》，既是我的老师，又
是我须臾不能离开的挚友。我每次读
书、读报遇见生僻字词时，便向《四角号
码新词典》请教。时至今日，这本《四角
号码新词典》仍被我保管得很好，它经
时间的浸润，略显沧桑，却极少破损。

日积月累的学习，大大提高了我的
文化程度，至于达到何种程度，相当于
小学、初中或是高中？我不知道。但我
知道，我在连指导员、营教导员、团政委
以及后来转业到地方工作后，会议讲
话、作报告，全是自己动笔写讲稿。这
些，都得益于部队的扫盲识字运动，得
益于那个时代激发出来的求知欲。

“学海无涯苦作舟。”如今，我虽九
十有二，但还一直坚持读《厦门日报》
《福建日报》《参考消息》《福建老年
报》，因为，学习能让我清醒，学习能让
我年轻。

父亲久病，血管又沉又细又脆，给他输液时进针
成了对护士的考验，有看过信心不足的小护士扎两次
没成功惊慌得叫师傅来的，有看过信心十足却扎了五
次也没扎准的，鲜少能看见一次就成功的，而欢欢就
是少数中的一个。

第一次见欢欢是在父亲住院几天后。父亲的手
和脚血管处瘀青几天不散，我不得不给父亲热敷。我
祈祷着打点滴过程中别再出问题，然而怕什么来什么
——药液突然滴不下来，我正犹豫着叫哪个护士重新
来给父亲扎针，欢欢进病房来了。她是新面孔，虽然
戴着口罩，但也看得出很年轻，我不免有点担心，可眼
前的情况我别无选择，只能叫住她：“护士，麻烦看看
我爸这是啥情况，药液滴不下来了。”她快步走过来查
看，调整了一下，药液还是不往下滴。她摇了摇头，告
诉我：“只能重新打啦，你爸的针可不好打呀。”看来，
父亲这“针难进”的名声已经传开了。

欢欢仔细地在父亲的手上、脚上寻找可用的血
管，然而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被扎破的血管不能
用，有的血管又过细，也不能用，我的心里七上八下
的，欢欢很有耐心，用几根手指按在父亲的手臂上慢
慢摸索着，然后停在了一个地方，往下摁了摁，在她摁
的位置，我并未见到血管，但是她很笃定，麻利地在父
亲的手臂上扎好了止血带。按理说，扎上止血带，血
管一般会凸起可见。然而，我依然没看到血管。欢欢
一针扎进，缓缓地往前又推了一点，在我的心快提到
嗓子眼的时候，我看见了回血。一针见血——我难以
置信地看着欢欢，激动得想给她一个拥抱。药液流畅
地一滴一滴进入父亲的静脉，固定好留置针，欢欢转
身要去护理其他病人，我叫住了她：“请问，你叫什么
名字？”欢欢回头，眼里有笑意，“你叫我欢欢吧。”我感
激地说：“谢谢，你真棒。”欢欢回答我：“哈！我比较幸
运啦。”我好奇地问：“你都看不到血管，怎能准确地知
道血管的位置？”“有血管的地方温度会有点不一样。”
欢欢说。我把手放在父亲的手臂上一寸一寸地感觉
着，却感觉不出哪有不同。这，就是术业有专攻吧。
接下来几天，我屡屡见证一针见血的精准，有欢欢在，
我便安心。

什么是幸运？偶然一次的精准，是幸运；一次又
一次的精准，又岂是幸运可言，那是匠人匠心、工匠精
神，带着医者仁心的温度！

玻璃感应门自动打开，走进这家安静优雅的咖啡
厅，一位理着清爽寸头，身着深绿色围裙的年轻男店员
迎了上来，训练有素地问：“欢迎光临，请问有什么可以
帮助您？”不同以往，他是一名残障人士，虽然说话有点
含糊，但与我们沟通交流都很顺畅。这家咖啡厅便是
厦门首家心智障碍青年就业咖啡厅“星缘艔工坊”。

咖啡厅所在的小区建有特需儿童融合中心，一大
早，厦门医学院“星之守望”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就来
到了教室，提前做好准备，等待孩子们的到来。在特
需儿童融合中心参加学习的多是自闭症、发展迟滞、
智力障碍等身心障碍的儿童，老师们努力帮助特需儿
童提高生存和发展技能，更好地融入社会。志愿者今
天的任务是辅助老师完成拍黄瓜的烹饪教学，辅导孩
子们学习、做口腔操。

志愿者们事先已参加了义工培训，向熟悉情况的
志愿者们取经，了解了每个孩子的特点。课前，他们
引导孩子放好背包，分配当日的值班任务：套垃圾袋、
擦柜子、喂小鸡和扫地；课上，辅助老师准备好新鲜的
黄瓜和各种蘸酱，然后安静地陪伴在孩子身边一起听
课；动手环节，指导孩子们正确操作，给予及时的鼓
励。辅导课业时，教孩子们读绘本、写字，由于特需儿
童学习理解能力较弱，遇到不懂的知识，志愿者们都
会耐心地一遍一遍反复讲解。一位阅读障碍的大孩
子一开始只能跟帖识字，在老师和志愿者们的耐心教
导下，慢慢地能写几个词，如今已经能够在白纸上写
出一段话来。对志愿者来说，理解、包容和温暖的陪
伴就是给这些孩子最纯粹和真挚的爱。

服务期间，我认识了性格活泼开朗的特殊教育老
师李小慢，志愿者们都亲切地称呼她“学姐”。交谈中
得知，小慢十年前也是医学院的学生，护理专业出身
的她，在读书期间就经常参加志愿服务，小慢说：“老
家没有志愿服务的条件，自从到厦门上学，我加入了
爱心协会，我想为社会多做有意义的事。”

我所在的“星之守望”志愿服务队是厦门医学院
社会实践队的一支队伍，回想实践队出征那天，1000
余名队员参加了庄严的授旗仪式，现场队旗飘飘，队
员们整装待发、士气高昂，用实际行动践行奉献大爱、
救死扶伤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
厦门医学院的百名教师带领千名学生把爱心洒向八
闽大地。我想，这是一场永不间断的爱心接力，爱心，
将一直传递下去。

8月16日晚上，在家里陪老父亲看厦视
新闻，当看到新闻“翔安10所新办校揭牌”
时，他比我还激动。我们聊起，我小时候放牛
的地方，也就是现在的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
——珩边居住区，配套有九溪高级中学、珩边
小学、珩边幼儿园，真是万分感慨。

2005年我从师范院校毕业，回到了母校
新店中学，走上了三尺讲台。那时，母校仅有
两栋教学楼，一个黄土操场、几个简易的篮球
场。此时，翔安区建区才两年，城镇化率还很
低，学校基本都是老学校，很多农村完小办学
条件更是简陋。起初，教室里也没有多媒体
设备可用，给学生上课时，就靠一根粉笔写满
黑板。我带班进入高三时，学校教室装上了
第一批多媒体设备，记得那年的教师大会上，
校长给大家打气，区委区政府提出“砸锅卖铁
也要办好教育”，大家一定要教好书，让家乡
的孩子从此不输在起跑线上。老师们听了，
心里都无比振奋。

转眼几年过去，学校新建了高中教学楼、
实验楼、体育馆、塑胶操场……翔安区的中小
学也都驶上了提升发展的快车道。先是高水
平高质量通过省级“双高普九”评估验收，接
着高分通过“国家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区”
评估验收。近几年，翔安区又大力实施补短
扩容工程，不少乡村完小通过改造扩建，成了
区属校。尤其是南部新城，新办区属学校如
雨后春笋拔地而起。此时名校跨岛的东风吹
向了翔安，双十中学、实验小学、科技中学在
南部新城办起了分校，翔安的孩子们也能享
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从此翔安的孩子们登
上了大舞台，每年都获得了许多市级活动赛
事的表彰。

不仅是孩子们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
老师们也是。以前，市级学科教研，都要跑到
岛内。现在，很多公开课、讲座，在科技中学
翔安校区、双十中学翔安校区就可以参与学
习，就连边远薄弱学校，也都有名师出岛来送
教。每次参加学习，我都会看到，翔安教育与
岛内教育的差距在渐渐缩小，翔安的教师不
少走上了市级讲台。我也有幸到市属学校开
了几场讲座和公开课。值得欣喜的是，近两
年，翔安教师在市级教学技能赛中，已崭露头
角，获得一等奖的不在少数。我也积极参加，
还曾获得市级高中语文技能赛三等奖。

2020年，我参与筹建振南中学（现为双
十中学附属翔安分校），见证了翔安建设厦门
东部教育新高地的努力；2021年，我调任新
圩学校。当我去报到的时候，看到学校那闽
南风格的建筑，真没想到，在这最边远的北
部，学校能建得这么好。

母校的老榕树讲述着光阴的故事，我从
翔安的南部到北部，从老校改造到新校建设，
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教育均衡和优质发展。从
均衡到优质，走了二十年。而我，从一名普通
老师、班主任，成长为年段长、行政干部；同时
也从学科市级骨干提升为学科带头人。

与翔安教育共成长
●金塔

下了公交车，过了桥，我朝着一
条长长的斜坡走去。我提着个大袋
子，里面塞满了住宿用品。沿着石板
路走上坡顶，在一座大门前，我停下
了脚步，门上醒目地写着——“集美
华侨学生补习学校”。

我走进校门，校园真美：红瓦、白
墙、绿树相互辉映，路的两旁挺立着
高大的棕榈树，一派东南亚风光。我
不敢多看，因为我是来补习的，我得
先找到我的教室。正当我不知往哪
走时，眼前出现一位老同志，他推着
自行车走来，皮肤黝黑，头发自然卷
曲，我便上前问道：“补习的文科班在
哪？”这位老同志用镜片后那双深邃
而严厉的眼睛扫视我，然后声如洪钟
地说：“前面，左手边，第一栋，二楼。”

上第一堂英语课前，几个女生围
一起，其中一人说：“听说英语老师是
陈茂强。”“真的？！”一个戴着眼镜、皮
肤白净的女生急忙回到自己的座位，
拿出书和笔记本，端坐着，这位同学叫
唐邵晴。踩着上课的铃声，一位老同

志走进来，我一看，不是昨天那位吗？
我急忙低下头，心里怦怦跳。陈老师
声如洪钟地说了课堂要求，我感觉，这
位老同志的课马虎不得，非用功不可。

一次英语课，我前桌的一位男生
似乎在打瞌睡，突然，陈老师高声道：

“陈卓群！”同学们的目光齐刷刷地聚
焦到男生身上，“extraordinary（意为
卓越的）怎么拼？”男生迅速起立，不
知所云。“呵，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
拼，还叫卓群呢。”陈老师笑了，大家
跟着笑，卓群同学脸红到脖子根。他
说，这件事，至今仍忘不了。

我们上英语课，一不留神，就可能
遭遇陈老师疾风暴雨般的批评，可奇
怪的是同学们挨了骂却依然很喜欢这
位老同志。当时，英语高考语法分数
占比大，很让人头疼。记得有一次，唐
邵晴拿着笔记本追着问：“老师您再讲
讲什么是‘现在完成进行时？’”“我不
是讲过了吗？”“是呀，我没搞懂，您再
讲一遍嘛。”邵晴恳求。“比如说，我知
道你已经吃了10个饺子了，可你还要

吃 2 个，这时就该用现在完成进行
时。”陈老师善于用生活化的语言解释
复杂的语法，让我们受益匪浅。

陈老师教学很有独到之处，他每
天布置汉译英题目，课前安排同学写
在黑板上，老师讲评，后来我才明白
掌握了这些题目意味着掌握了语法
与词汇。老师精力过人，从不午休，
早上考试，下午试卷就改好，每一堂
课上得扎实而高效。补习一年后，我
这个农村娃自信地报考了英语专业，
陈老师带我们去面试。在休息室，老
师低头捡起躺在地板上的一分钱硬
币，擦了擦，放进口袋。见我们疑惑，
他说：“硬币上有我们的国徽，不能被
踩到。”我心头一震，我想这是老师给
我们上的最后一堂课。

我的恩师陈茂强，印尼归侨，
2019年辞世，享年87岁。记得老师
曾说过：“20 年后你们依然会记得
我！”从1984年至今已近40年，对陈
老师的记忆如学村那悠悠的石板路，
我始终难以忘怀。

妹妹，是一个充满温情的词语，背后
的潜台词，是有庇护她疼爱她的哥哥姐
姐，拥有相亲相爱的兄弟姐妹，如此说
来，“妹妹”是幸福的。

我认识一个“妹妹”，是在高年段的
一个班级里。第一次给他们班上课，提
问的时候，因为不熟悉学生的名字，我采
用叫学号的方式，叫了两遍“5号”没有
人站起来，我问：“5号是请假了吗？”一
个女生站起来说：“‘妹妹’不会回答，我
可以替她吗？”顺着她的目光，我看到她
说的“妹妹”，安静地坐着，没有看我，也
似乎没有看黑板。带着些许疑惑，我继
续上课。

第二次要收作业，我对了一下学号，
这个姓胡的同学怎么两次没交作业？我
点了一下名字，想问个究竟，一个男生站
起来说：“老师，‘妹妹’不会写，她有困

难，你不用追究她了。”我看着他说话的
表情，理解了他的意思。

这下，我开始注意这个“妹妹”，黑黑
的、矮矮的，叫她名字，不懂得回答，但是
我看她，她有时会微笑看着我。做眼保
健操的时候，值日班长和气地对她喊：

“‘妹妹’，做眼保健操了。”任何时候，“妹
妹”总有人护着，遇到困难总有人解围，
对这个黑黑的并不漂亮可爱的“妹妹”，
一群调皮捣蛋的孩子展现了最温暖、最
包容的一面。也许，班上有这么一个孩
子，班级的各项评比都会受影响，但所有
的同学并不因此受到困扰，他们始终把
她当成班级不可分割的一分子。

我跟班主任说：“你们班太有爱了！”
班主任谦虚地说：“这个风气，是从一年
级就开始的，那时的老班主任就跟孩子
们说，要把她当成妹妹，因为她比大家

小。”我不断被这个班级特殊的氛围感动
着。运动会入场式，所有的孩子都有演
出任务，我看到班主任拉着“妹妹”的手，

“妹妹”负责举牌子，他们昂首挺胸走在
队伍前列，全班没有落下一个！

上帝掷骰子，有些人被偶然地选择
了不一样的存在方式。命运对于这些
人，是多么不公，没有被这个“偶然”选中
的人，是多么幸运啊。同情、尊重、包容
这世上需要帮助的弱者，班主任和孩子
们用自己的方式，回答了这个课题。

我常常感叹，班主任是一个艺术家，
所有的作品，都需要他们用心去雕琢。
我也常常关注这样充满温情的故事，教
育这块土壤，有多少普普通通、默默无闻
的班主任，他们没有光环，没有多少头
衔，但却用最朴素的方式，在孩子们成长
的道路上点亮一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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