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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翔安的下潭尾滨海湿地
公园美如马尔代夫，我跟先生决定
去走走。路上，先生说起往事，十
多年前他从安徽老家一门心思奔
赴有海的厦门，落脚到发小所在的
翔安。内陆城市长大的孩子，对大
海极其向往，但当时的翔安海边几
乎全是破旧的养殖设施，建筑废弃
物和生活垃圾随便堆放，偶有一块
空旷地，也全是淤泥，毫无美感。
后来，老公的发小待了不到半年就
打道回府，先生则去了临近的一个
开发区工作。一晃，便已多年。

翔安建区20年来，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路桥、城建、风景、生
态，都换了新貌。穿越翔安海底隧
道，车行翔安大道，一路通畅，不消
多久就到了下潭尾滨海湿地公
园。目之所及，皆是天空的湛蓝、
红树林的碧翠。栈道蜿蜒，直通向
大海，只见海阔天蓝，地大物广，夕
阳西下的余晖，给海天相接处镀上
了迷人的金色，折射出梦幻之美。
昔日无人问津的淤泥滩，真的已经
成了旅游的网红新地标。先生的
欣喜溢于言表，他很快停好车，向
海奔去。

亲海栈道，视野豁然开朗：远
处，海水湛蓝仿佛一望无际；近处，
一片片由红树林组成的绿洲，簇拥
着平整的栈道，在海中间一直向
前，大大小小的观景平台，分布在
栈道的各个方位。人在栈道上漫
步，如在水中游，举目远眺，扭头回
望，有一种不真实的空灵的美，感
觉自己站在一条飘带上，正待凌波
飞起。

开花的拉关木，盛放的秋茄，
结果的无瓣海桑……不同品种的
红树林，铺展延绵成一大片绿植，
由面成片，郁郁葱葱，向海天连接
处纵深，形成一片自然屏障，保护
这片海的安宁。红树林根系处，活
力充沛的潮间带生物，正在浅泥滩
上滑行蹦跳，白鹭林间飞翔，红树
林净化着海洋生态，潮起潮落，和
谐共生。

听工作人员说，很多年前，这
里是脏乱差的滩涂，被严重侵蚀的
海岸线经常散发恶臭。2005年，市
委市政府委托专业团队，开始对此
地进行规划，5公顷红树林试验林
的种植，堪称当年伟大的培育，才
有了如今下潭尾的华丽转身，以及
翔安区在生态文明改革方面所探
索出的“下潭尾红树林湿地再造”
等在全省全国都叫得响的典型案
例。

漫步风光秀美的海上生态花
园，搭乘游船，从2号码头出发，行
驶海上，观海听涛，近距离欣赏红
树林。北纬24度的海洋季风，吹送
来闽南海滨特有的咸湿味儿，却一
点不觉得黏腻。傍晚的海，暑气消
退，游船慢慢往前走，仿佛要走到
天尽头。左侧静美内湾，右侧无垠
大海，绿意盎然的红树林被夕照镀
上了一层金光，美得如梦似幻。海
水湛蓝，没有波澜壮阔，却让心一
下子沉静了下来。

我们都不再说话，先生静静地
拍着照片，准备发给发小，告诉他
翔安今非昔比，已有了翻天覆地的
新变化，更想约他故地重游，看看
翔安的海美出了天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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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平常工作生活都在思明区，直到周五下午，我
们才会开车回到翔安的房子。先生总习惯用眼神询问
我走哪条路，我总会说：“不要犹豫，走滨海东大道。”

滨海东大道，一想到这个名字，总会令人联想到大
海之上光彩流溢的丝巾。而它沿途秀美灵动的风景，
便应是缀于丝巾之上的珍珠或流苏了。作为厦门的第
二条环岛路，滨海东大道是全市“两环八射”路网建设
中“内环”的重要组成部分，主线全长17.74公里，几乎
涵盖了翔安的所有海岸线。若把滨海东大道比作一幅
路、桥、海的长卷，相信这长卷随意展开、任意点取，都
会异常生动。

时间尚早，我们的车子特意多开了一段，来到滨海
东大道起点。傍晚时分，火炬大桥在晚霞映衬下，格外
瑰丽绚烂。此刻，耸立的桥如同高山，引我一步步向
前，去观赏那壮丽的风景：落日余晖铺满滩涂，近处的
滩涂边船只摇曳；晚霞似延伸至天际，远处楼宇如雨后
春笋……偶尔，一两声汽笛鸣响，提醒我此刻还在桥
上。桥的功能虽最主要为行车，却也专门铺设人行道
路，让人们有机会在大桥之上安心欣赏天地大美。我
发现，傍晚在桥上散步的人并不少，他们或运动或休
闲，上桥之后，大家不约而同地慢下了脚步。

我们在下潭尾滨海湿地公园驻足。此时天色还未

暗下来，我们边阅读科普看板，边向远处的木栈桥走
去。觅食的白鹭、挥动着红色手臂的招潮蟹，秋茄、桐
花树、白骨壤等红树植物，充满了迷人的生机。

借着夕阳最后的余晖，我们在刘五店附近徘徊。
文化之旅的脚步总是令人动情。遥望古老的街道，感
受旧日风华；站在长满荒草的滩涂之上，追寻文昌鱼的
足迹。旧港如斯，摇曳的船只讲述着沧桑与过往；拔地
而起的新会展中心、新体育中心，背影坚定且温柔。

车子沿着欧厝、蔡厝继续向前，这崭新的柏油路，
通向翔安机场，更通向世界和未来。此时夜幕已经降
临，滨海东大道的“烟火气”却似乎更浓了。路边，时有
散步的、夜跑的人经过，忽而，又邂逅几位“雅士”，身侧
摆一方折叠小桌、两盏香茗，音响低低放歌。极目远
眺，大海安静得仿佛已经入睡，对我们，这美好的夜晚
才刚刚开始。

意犹未尽，我登上住宅楼40楼的楼顶俯瞰翔安。
从2018年搬进翔安，五年来我第一次端详翔安夜色。
滨海东大道仿佛一条分界线，大海在左，城市在右，点
点灯光照出纵横交错的道路、鳞次栉比的高楼，热闹且
有序。滨海东大道，这条身边的路啊，它以另外一种迷
人的方式，一次次，带我们用心品读翔安发展宏图。

我与翔安的缘分，要从11
年前说起。11年前的那个夏
天，我们这对在岛内租房住的
小夫妻，偶然在《厦门日报》看
到翔安区美地雅登小区楼盘正
在出售的广告，我和老公都是
从外地来厦门的，能在厦门拥
有属于自己的小天地，是我们
最大的梦想。我们当机立断，
带上报纸，牵着手，就朝我们未
来的理想“小窝”奔去。

我们坐上750路公交车，
怀着激动又期待的心情，欣赏
沿途的风景，感叹厦门这座城
市的魅力如此之大。我是从
江西的一座小城来到厦门
的。初到厦门，我便对厦门一
见钟情，碧海蓝天，风景如画，
真是名副其实的花园城市，是
我最向往的地方。我们一路
看风景，一路感叹，我们乘坐
的 750路公交车进入了翔安
海底隧道，开启了“穿海之
旅”。我和老公还讨论着“它
是怎么建成的”，公交车已顺
利驶入翔安大道，道路两旁郁
郁葱葱的行道树整齐排列着，
像绿色的“小卫士”欢迎我们
的到来，向来从容淡定的老公
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说：“这
双向十二车道，太酷了，我喜
欢！”这或许就是我们抵达美
地雅登小区售楼处后毫不犹
豫地交定金的原因吧。从此，

我们在翔安安家立业，与翔安
结下了深深的情缘。

2014年5月26日，我们搬
进了新房，更巧的是我们夫妻
俩爱的结晶正好满一周岁，那
是个值得庆祝与纪念的日子，
我们在厦门终于有了属于自己
的温馨小家。从此，我们开始
了与这座城晨昏相伴的日子。

两年后的翔安，热闹非凡，
汇景广场人来人往，翔安区实
验学校操场上朝气蓬勃的学生
奔跑追逐，公园里小情侣相互
依偎、走走停停，体育场上孩子
们欢乐地踢着足球……一切都
越来越好。我们在翔安的生活
很是幸福，一家人或三五好友
相约，来香山登高望远、看山花
烂漫；到下潭尾滨海湿地公园
远眺鹭飞鱼跃、欣赏绝美海上
日落；带着家乡亲友到澳头看
最美乡村、吃地道海鲜；赴大帽
山境寨仔尾，此处不是“桃花
源”胜似“桃花源”，我们在这儿
见识错落有致的闽南古厝，欣
赏美景，呼吸新鲜空气……

我们在翔安生活了十年，
深深地爱上了这座城，我们不
再是“过客”，已然成了“新翔安
人”。我们习惯了这座城的生
活节奏，习惯了周边邻里的暖
心问候，习惯了在忙碌中享受
生活，习惯了这里的温暖与惬
意！

经过经过2020年发展年发展，，翔安从基础薄弱的翔安从基础薄弱的““风风
头水尾头水尾””一跃成为厦门发展最强劲的一跃成为厦门发展最强劲的
““东大门东大门””。（。（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火炎王火炎 摄摄））

还记得2003年末的一天，在窗东小学就读三年级
的我因参加一个作文比赛，要到马巷去。记得老师特
别交代：“这是翔安区举办的首届小学生现场作文比
赛，要好好写。”说真的，我当时对翔安区没有什么概
念，只想着获得好成绩，不辜负老师的期望。

那次比赛我真的拿奖了。虽然记不清作文题目
了，但从村里到镇上的道路，却让我印象深刻。三轮车
在高低起伏的黄土路上颠簸，车后不时扬起一阵阵沙
尘。我听父亲说过，这是我们村到镇上的必经之路，没
路灯不说，下雨天还坑坑洼洼的。但没别的路可走，大
伙也只能干叹气 ——毕竟农作物收成了还得载到镇
上卖呀。

时隔三年，我到马巷上初中。有一次，因为老师拖
堂，我和几个小伙伴只能走路回家。我这才发现，从镇
上到我们窗东村的路大变样了，还有条十分宽阔的马
路一眼望不到头；特别是到郑坂的时候，我们发现沿街
开了很多超市，可热闹了。

当时，我们几个小伙伴有说有笑地一路走一路
看，后来才知道，原来我们见到的那条宽阔的马路就
是翔安大道，那是翔安建区之后开始规划修建的。之
前，我一直在村里读小学，很少出门，竟不知翔安大道
已经建成通车。我们村的环村水泥路也建成了，村里
以前都是狭窄的泥土路，而翔安建区之后，村路开始
规划修建，着实是方便了乡亲们。而最让我高兴的

是，上高中时，海翔大道已修到村口了。我可以直接
在村口坐公交车去搭BRT,也可以通过翔安隧道进
岛，求学之路更加便捷了。

我外出求学、工作，再回到翔安时，家乡又是一番
新模样了。四通八达的道路，像极了一把把金扁担，
挑起了大伙的幸福生活。且看我们村，宽阔干净的水
泥路环绕着一幢幢崭新的楼房，路旁的院墙上，还写
着家风家训，提醒着乡亲们继续守护和传承优良的传
统。沿路的超市和快递网点也变多了，买东西或是网
购都很方便。新建的嶝山小学高大气派，孩子们就近
上学，还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在天马微电子和
ABB等企业上班的年轻人，腰包都鼓起来了。得空
了，大伙到汇景广场逛逛，或到下潭尾滨海湿地公园
走走，老年人跳广场舞、看篮球赛……

如今放眼翔安，路网越织越密，沿途是林立的高
楼、醉人的翠色、闪烁的霓虹……有形之路不断拓宽，
发展之路亦在延伸，日新月异的变化怎能不让人激动
万分呢？

20年倏忽而逝，但这一路走来，翔安已然从一张白
纸变成了满载荣誉的奖状。而这背后，正是翔安建区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精神写照！作为翔安人，我感到
非常自豪！我也坚信，翔安的发展之路将会和着时代
的节拍，越走越宽阔、越走越精彩！

马巷，别称舫山，是闽南四大古镇之一。1971年，
我随父母落户古镇。在古镇生活的日子里，我逛遍大
街小巷，走过古镇内外各个角落。对古镇，我有着深厚
的感情，熟悉它的一草一木。

翔安建区之前，古镇的商品楼盘不多，只有马巷
车站几栋商品楼，到处是农田、渠水和草木的自然风
光，旧324国道、巷南路、零星的企业，一条老街——
繁华是旧话，存在于老人们的讲古话仙中。在我的印
象中，那时候私家车非常少，人们出门，或骑摩托车，
或等待久久才来的公交车。

后来我到厦门岛内读大学，再后来到同安工作，
从马巷乘公交车出发，都要走旧324国道。那时候，
虽很少堵车，但路况不好，公交车一路颠簸，尤其是乘
公交车到厦门岛内路途遥远，至少得花费两个小时，
我坐在公交车上很是疲累，常昏昏欲睡。在同安工作
后，我平日里都住在工作单位的宿舍，逢周末或是节
假日才回马巷。后来，我干脆就在同安购房了。

2004年，我有幸到马巷工作，再次与古镇结缘。
我亲身见证了年轻的翔安让古镇旧貌换新颜。感受
最深的是交通状况大大改善，翔安大道建成通车，翔
安公交枢纽站投入运行，翔安海底隧道开通，让马巷

古镇的交通变得更为便捷，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出
行。披荆斩棘发展经济，翔安火炬产业园区、汽车城、
工业园区等一系列项目开发建设，筑巢引凤，引入
ABB、天马微、友达光电等高新科技企业入驻。这不
仅是翔安经济的增长点，更带动了马巷古镇的经济发
展。

与此同时，锦绣祥安、黎安小镇等一批商品楼盘在
古镇拔地而起，让更多的人融入现代化城市生活圈。
而我也终于在马巷购房居家养老。

近几年来，翔安区强化了历史古迹的修缮和保护
力度，挖掘古镇丰厚的文化旅游资源。马巷古镇作为
曾经的闽南古驿站，渐渐成为人们心目中宜居宜业宜
游的文化古镇。

走进古镇，人们会惊喜地发现与新城区不一样的
人文景观。这里有修缮后的舫山书院、马巷城隍庙，还
有文武庙、观音宫大悲殿、池王宫元威殿、梳妆楼等各
色古建筑，还有众多宫庙家祠隐藏在闹市中，向人们诉
说着古镇的故事。

展望未来，我相信，随着翔安的快速发展，马巷古
镇将尽显新姿，日新月异。

品读滨海东大道 ●榴雨

道路越走越宽 ●路灵

文化古镇的新故事 ●林少猛

深深地爱上这座城 ●黄婷婷

三年前，我只身来到翔安
区新圩镇。整洁的街道、来来
往往的车流和富有创意的农
田，令我这个被单位派到“边远
地区”的心理咨询负责人，心中
那一点点不痛快被一扫而空。
这烟火气十足的小镇，为我开
启了崭新的工作之路。

日常工作开始了。我的任
务是驻扎在社区里，在政法系
统相关单位的指导下，对相关
人员进行心理矫正，帮助他们
重拾生活信念。除此之外，我
还负责社区人员特别是青少年
的心理咨询，为他们提供公益
的心理援助。我熟悉情况之
后，主动上门走访，把我们心理
援助对象的信息摸得清清楚
楚，有了很多新想法。一开始，
虽然大家对我过于“热情”的行
为有些不能理解，好在此地民
风淳朴，大家对我的工作非常
配合。慢慢地熟悉了之后，他
们认可了我的专业度，非常支
持我开展工作。大家不知道，
为了学习这些专业知识，多年
来我花费了颇多时间和精力，
随着知识和经验的不断沉淀，
我心中认定心理咨询是我一生
神圣的职业。

新圩镇拥有令人骄傲的
“马塘精神”。和当地人接触
的过程中，我能深刻感受到他
们勤劳、质朴的张力。在这
里，艰苦奋斗、拼搏创新既是

“马塘精神”的缩影，也成为我
的人生信条和个人奋斗的参
照。白天我马不停蹄地接访、

咨询、调研，傍晚我常到公园
散步，在厦门史上的“监察干
部第一人”——唐朝御史黄文
雁的雕像旁静静地待上一会
儿，仰望雕像和星空，内心生
出无比强大的力量。夜晚，四
野静悄悄，我回到宿舍，开始
做分析报告，把工作进行细致
地梳理和复盘。

我的做法得到了社区和单
位的认可，我大胆地实施自己
的思路和想法。就心理学方法
运用问题，我们开展全区交流
会，翔安区各个工作站都派代
表参与研讨，这不仅是对我们
工作的认可，更令我感受到一
起战斗的信心。我精心策划心
理辅导进校园的系列活动，在
舫山小学等学校，我们开设过

“情绪管理”“亲子沟通”“防校
园霸凌”等多个专题讲座。为
了备课，我常忙活到深夜，琢磨
怎样的形式才能让孩子和家长
接受。为此，我加入故事、漫
画、手指操等互动环节，特别注
重肢体语言表达，去和孩子们
共情，去激发他们的热情。令
人欣慰的是，付出总有回报。
授课结束后，孩子和家长常充
满期待地问我，何时开设下期
课程？

时光匆匆而过，如今我已
经回到总部，接受新的任务。
仍难以忘记当时在新圩镇三年
如一日的服务——无偏爱无例
外，有温暖有力量。那是属于
新圩的人间烟火，依依，萦绕着
我成长的脚步。

依依“圩”里烟 ●小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