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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路鹏宇
在虞琳敏的人生经历中，一个小时的

时间里与数百名孩子握手、拍了几十张大
合影，是从未有过的。昨天早上的群惠小
学，亚运会体操冠军虞琳敏所到之处，洋溢
着欢声笑语。

“今天很荣幸能回到母校，见到了熟
悉的老师，回到了自己当年的教室，像回
到了一年级的样子，一下子回忆就涌上了
心头。站在这里，不禁想起在母校度过的
美好时光，感受到母校传递给我们的独特
力量。”虞琳敏激动地说道。

虞琳敏告诉她的学弟学妹，每个人心中
都有一个梦想，而相信梦想的力量才能照亮
未来的道路。在她的体操生涯中，遇到过许
多困难和挑战，有时会感到疲倦和困惑，但
是从来没有放弃过。“我深信只有坚持不懈
地追求梦想，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同样的
道理，也适用于你们每一个人。”

升旗仪式结束后，虞琳敏的小学语文
老师回忆，虞琳敏小时候像现在一样，爱
笑、阳光、活泼开朗。“上小学时，虞琳敏上
午在学校学习文化课，下午到体校进行专
业的体操训练，备战比赛时常常训练到很
晚，但是她从来没有落下文化课。虞琳敏
能取得今天的成绩，与她自己的吃苦精神
是分不开的。”老师对虞琳敏说：“我们以你
为荣，母校以你为傲。”

在回答学弟学妹们现场提问时，虞琳
敏表示，虽然在亚运会上获得1金1铜，但
是她仅仅把这看作是起点，希望明年的奥
运会和世锦赛能继续提升自己，取得更好
的成绩。

本报讯（记者 何无痕）10
月22日至10月28日，第四届
亚残运会将在杭州举行。本届
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
723人。经前期选拔，厦门市
共有5人入选，为历年最多，包
括运动员4名、教练员1名。

他们分别是陈鸿杰（田径
男子跳高T47、跳远T47）、朱德
宁（田径男子 100 米 T38、跳远
T37/T38）、郭江泺（田径男子
铅球F37、田径男子铁饼F37）、
曾庆涛（羽毛球男子单打SH6、
羽毛球男子双打 SH6、羽毛球
混合双打SH6）、厦门市体育局
田径高级教练杨小平。

据悉，田径队员于8月20
日开始集训。从训练效果来
看，队员们的状态都不错，达到
了预期标准。

“此次亚残运会的目标是
争金夺银。”杨小平表示，今年
大赛多，从1月份起，队员们已
参加了多次国内国外赛事，现
在最重要的就是保持良好的竞
技状态，全身心投入此次比赛。

此前，杨小平带领厦门市
残疾人运动员多次在国内赛事
和国际赛事中取得优异成绩。

艺术交流
第12届中国国际民间艺术节中外艺术

家厦门巡演昨举办
本报讯（记者 邬秀君）昨晚，由中国文联、福建省人民

政府共同主办，福建省文联、厦门市文联、鼓浪屿-万石山风
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承办的第12届中国国际民间艺术节
中外艺术家厦门巡演，在鼓浪屿音乐厅举办。

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本届艺术节的主
题设定为“弘扬‘一带一路’精神，共创人类美好未来”，旨在
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增进中外民心相通、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充分体现“国际性、民族性、民间性、群众性”特
点，彰显民间艺术在推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的重要作用。

昨晚的表演精彩纷呈，展现了多元文化的魅力：来自韩
国、荷兰、波兰、斯里兰卡的艺术团体展现了充满异域特色的
音乐和舞蹈；厦门本土艺术团体也带来了具有民族特点和闽
南特色的节目，包括南音、提线木偶、拍胸舞、箜篌演奏等。

据介绍，中国国际民间艺术节是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
大型国际民间文化交流活动，于1990年创办，每三年举办
一届，如今已成为“中国了解世界，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窗
口，为各国艺术家展示本国独具特色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
提供了广阔舞台。

14日，湖里区在惠和石文化园举办“幸湖之家·爱在湖
里”2023年集体婚礼。在闽南红砖古厝中，20对来自不同行
业的新人们通过一场游园会形式的国风集体婚礼，体验传
统闽南婚庆习俗，与亲朋好友共同沉浸在爱与欢乐的氛围
中，度过特殊而有意义的浪漫时光。

这是湖里区举办的第三届集体婚礼。三年来，共有56
对新人用自己的行动向社会传递了婚事新办的文明新风。
本次婚礼由中共厦门市委文明办、湖里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中共湖里区委宣传部指导，中共湖里区委文明办、湖
里区民政局、湖里区总工会、湖里团区委、湖里区妇联主办，
厦门惠和石文化园、湖里区家规家训馆承办。（本报记者 庄
筱婧 张奇辉 通讯员 徐送金 摄影报道）

文/图 本报记者 张玉榕 实习生 金璨
一份报纸，成了架通父与子两代人心灵的桥

梁——父亲蔡江沈是翔安区的一名教育工作者，
还是《厦门日报》的老通讯员，10多年来坚持为报
社投稿、提供线索；儿子蔡博恩也是“小报迷”，即
便吃饭时也“报不离手”，到外地读大学后，他仍
坚持读日报，关注厦门动态。

父亲的读报习惯，儿子蔡博恩
耳濡目染，也成了日报的“小粉
丝”。“我也与这份报纸有着不解之
缘，我是在《厦门日报》的陪伴下长
大的！”蔡博恩说。

蔡博恩出生于2005年。从出
生起，家里就订阅着《厦门日报》。
他不到3岁时还上过报纸，那次父
亲带他参加翔安区组织的国庆活
动，本报摄影记者拍下了小博恩的
可爱脸庞，并将照片刊登在《厦门
日报》上，这成为他们家的一份珍
贵回忆。“这份报纸，我们保留至
今。”蔡博恩说。

蔡博恩小时候，还不识字的他
就喜欢看报纸上的新闻图片，慢慢
长大后，看报就成了他的一种习
惯，看得入迷时还会边吃饭边看。

为了让家人“不争抢读报”，蔡江沈
每年都会给家里订两份《厦门日
报》，书桌、餐桌、客厅、卧室……到
处都放着报纸，家人随时可以拿
报、读报，家中充满了报纸的油墨
香。“儿子也会读到我写的文章，不
过我推荐儿子多看一些其他的报
道。”蔡江沈说，儿子在小学初中阶
段每天都看报，不断积累，到了高
中，他的写作能力有了质的提升，
还会用辩证视角阐述和看待问
题。在他看来，正是《厦门日报》培
养和提高了儿子的写作能力。

“我现在会通过《厦门日报》新
媒体平台看电子版报纸，关注厦门
的一点一滴。”如今，蔡博恩正在南
京读大学，看《厦门日报》依旧是他
不变的习惯。

2007年，27岁的蔡江沈首次给《厦门日报》
投稿，那时他是翔安区的一名基层干部，负责扶
持青年创业项目。为了激发更多年轻人的创业
热情，他想出了好法子：年轻人努力创业的热情
和干劲应该让更多人看到，可以通过《厦门日报》
的宣传，让更多人关注，并加入创业队伍。

突然拿起“笔杆子”，对当时的蔡江沈来说，
充满了挑战。起初，蔡江沈像记“流水账”一样完
成稿件，并信心满满地投给报社。稿件见报后，
他却发现被改得“面目全非”。“除了名字以外，完
全看不出我写的痕迹。”提起往事，蔡江沈脸上闪
过一丝羞涩。

那次投稿经历，让他见识到《厦门日报》的新
闻影响力。文章见报后，给不少参与创业的青年
带来鼓舞。其中一个年轻人很早就在报刊亭门口
等着，报刊亭一营业，他便买走了80多份报纸。
蔡江沈说，报道之后，他负责的扶持青年创业项目
进展得更加顺利了。正是这次经历使他下定决
心，以后要继续给《厦门日报》投稿。

蔡江沈意识到自己的写作能力有待提升后，
便开始加强学习，通过看报、向记者请教等方式，
不断锤炼自己的写稿能力。在接下来很长一段
时间里，他坚持给报社投稿，文章的内容也非常
广泛，涉及翔安区的经济、产业、教育、医疗、民生
等多个方面。

从2007年到 2023年，在《厦门日报》平台
上，已经发表了超过1500篇蔡江沈署名的文
章。这些作品，不仅见证着蔡江沈文字能力的提
升，也记录着翔安区的发展。

打小“报不离手”
异地求学仍在坚持

新书出炉
《陈嘉庚与集友银行》出版发行

本报讯（记者 应洁）今年是陈嘉庚先生创办集友银行
80周年。近日，由厦门国际银行、集友银行、华侨博物院共
同编著，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的《陈嘉庚与集友银行》在全
国公开发行。

《陈嘉庚与集友银行》全书约24万字，全方位展示了陈嘉
庚先生及其创办的集友银行，以服务教育为己任，深耕华侨金
融，在竞争激烈的银行业中闯出的独特发展道路的事迹。

集友银行于1943年在福建永安创立，以“谋集美学校
永久经济基础”“确立华侨资金与祖国建设事业联系合作之
初基，联合侨商返国投资，助长祖国复兴事业”为目标和使
命。1947年，集友银行在香港注册成立。2017年，厦门国
际银行成功并购集友银行，集友银行回归福建。成立80年
来，集友银行大力传承和弘扬嘉庚精神，立足与福建的历史
渊源，致力于推动闽港两地联络及经贸合作，为香港与内
地、华侨与祖国之间架设金融领域的沟通桥梁。

老有所乐
金秋老年乐园文艺展演昨举行

本报讯（记者 郭睿 通讯员 邱志江）“欢乐颂夕阳 共享
新时代”2023年厦门市金秋老年乐园文艺展演昨日在厦门
市老年活动中心音乐厅举行。全市各区金秋老年乐园演出
团队选送的16个精彩节目参加展演。

此次展演由厦门市老龄工作委员会指导、厦门市老年
基金会主办、厦门市老年活动中心和各区老年福利协会协
办。展演节目类型丰富，有唱歌、舞蹈、旗袍秀、电吹管、芗
剧表演等多种形式，其中不乏自编、自导、自演的原创节
目。参演的老年朋友最年长的已经77岁高龄，最年长的节
目编导更是年届八旬。

“金秋老年乐园”是厦门市老年基金会和各区老年福利
协会支持建设的基层老年文体康乐项目，旨在为老年人提
供优质、舒适、温馨的休闲娱乐活动场所，是一项暖心实用
的惠老举措。经过6年发展，厦门市老年基金会已挂牌成
立“金秋老年乐园”57家，为老年人提供了设施完备、功能多
元的活动场所，为基层老年人开展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
活提供支持和帮助，形成独具特色的健康老龄化品牌，深受
厦门老年人喜爱和社会好评。

致婷大猫：
从 2015 年起，每年

都有一个特别的日子，那
就是今天，因为今天是你
的生日。

你：往后余生，喜乐
无忧，平安无恙，年年皆
胜意，岁岁都欢愉。

——ZHAOBS

愿

生日祝福

2023年10月17日

《厦门日报》特别推
出“家有喜事”栏目，不管
您家是嫁娶、庆生、祝寿、
添丁，还是升学、乔迁、周
岁、纪念日等等，都可以
通过定制化的版面进行
登报祝福。

咨询热线
5581501

新人同喜
20对新人举行国风集体婚礼

“十佳读者代表”被推荐人蔡江沈、蔡博恩父子：

为了“不争抢”家里要订两份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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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母校的虞回到母校的虞
琳敏受到孩子们的热琳敏受到孩子们的热
烈欢迎烈欢迎。（。（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林铭鸿林铭鸿 摄摄））

◀◀虞琳敏为孩子虞琳敏为孩子
们签名们签名。（。（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路鹏宇路鹏宇 摄摄））

父亲：
十多年来坚持投稿

在日报发表超1500篇文章

蔡江沈在看蔡江沈在看《《厦门日报厦门日报》。》。

“十佳读者代表”征集
评选活动启动后，众多读者
纷 纷 致 电 本 报 热 线
968820，踊跃分享他们与
《厦门日报》的点点滴滴。
周玉华就是其中一位。今
年29岁的她目前从事人事
行政工作。10多年来，周玉
华坚持读报，同时也坚持不
懈地向报社投稿。通过读
报、投稿，她提升了写作水
平，结交了编辑朋友，还在
厦门日报社第十一届读者
节上获评“十佳读者”。在
第22届读者节即将到来之
际，她深情讲述了与日报的
不解之缘。

我从2008年开始就陆陆续续向《厦门日报》的“花季”

以及“城市副刊”版投稿。小时候家里虽然不富裕，但妈妈

多年来坚持订《厦门日报》，我们能通过报纸随时了解社会

时事，妈妈也希望我能在《厦门日报》的“花季”和“城市副

刊”版中学习写作。在妈妈的鼓励下，我尝试向日报投稿，

最开始我的写作水平有限，投的稿都石沉大海。但功夫不

负有心人，我终于在“花季”成功发表了一篇文章，这让我欣

喜若狂、备受鼓舞，于是坚持不懈向日报投稿。2011年，我

很荣幸在厦门日报社第十一届读者节上被评为“十佳读

者”，激动之情无以言表。

十分感谢朱睿斌编辑，要不是她，我也不会和《厦门日

报》有如此多的交集，虽然她现在已经退休，但她依旧是我

最喜爱的编辑。

每年我最期待的活动便是厦门日报社读者节。我成功

刊登作品的报纸，还有以前读者节领到的首日封，以及“十

佳读者”的纪念红色礼袋等和《厦门日报》有关的物件，我都

珍藏着，满满的都是我最美好的回忆！

（读者：周玉华 整理：本报记者 张玉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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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继续征集评
选 一 批“ 十 佳 读 者 代
表”，感谢大家日日年年
的支持与同行。如果您
或您的亲朋好友是厦门
日报社旗下媒体的资深
读者、优秀拍客、铁杆粉
丝、热心撰稿人等，欢迎
您踊跃自荐或推荐，欢
迎来分享与厦门日报社
的故事与情缘。

自荐推荐标准
●长期关注厦门日

报社旗下媒体、新媒体，
或与厦门日报社旗下媒
体、新媒体之间有特别
动人的故事。

●遵纪守法、作风
正派，无不良记录。

请您在自荐或推荐
时参考评选标准，并留
下姓名、电话、性别、年
龄、职业，以及与厦门日
报社的情缘故事等详细
信息。

欢迎您拨打本报热
线 968820，或通过新浪
微博“@厦门日报”、微
信公众号“厦门日报”留
言自荐或推荐。

“十佳读者代表”
征集评选启动

读者拨打热线，深情讲述与《厦门日报》的不解之缘

“与日报有关的物件我都珍藏着”

儿子：

厦门四名运动员将出征亚残运会
●人数系历年最多 ●将参加田径、羽毛球等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