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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蔡安阳

七月，兴起于暗夜的星星之火，点
亮了这座城的夜空，躺在草垛仰望星空
的孩童仿佛看到了百年后的万家灯
火。成长的孩子走在追求真理的道路
上，将理想与信念化作道道光亮，一道
光照亮了一颗心，一颗心带动另一颗
心，千万颗心聚在一起，改变了一座城！

岁月的刻度，标记着一座城的变
迁，一砖一瓦都将凝结成一段段有温
度的文字，流淌进历史的血脉中。

十月的阳光明媚，祖国大地处处
欢歌。这座古老的城迎来了她日夜期
盼的天明，拼搏的精神、勤劳的汗水交
汇出新的景象。知识是推动城市发展
的内驱力，学习与教育并没有被这座
注重经济建设的城所忽视。经济、教
育两手抓，让这座城迅速地崛起！斗
转星移间，这座城已经华丽转身，成为
一座活力四射的现代化都市。

这是一座崛起的城，是一座浓缩

了中国民营经济从孕育到成长、从发
展到壮大历程的城市。如今，这座城
的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不断
提高，城市日新月异。夜空的繁星已
化作霓虹闪烁、万家灯火；传统街区与
新世纪大楼交相辉映；现代化的生产
车间带动着众多品牌的崛起。历史轮

回，重现的不仅仅是繁华，比繁华更珍
贵的是文化。作为文化之都，这里将
古今文化融汇；作为侨乡，这里将中华
血脉相连。

这是一座懂得感恩的城，她知道
是七月的雨露，滋润着这片大地；她知
道是七月的阳光，让城市焕发青春。
当孩子们站在城市的中心，唱响那首
歌：“从小爷爷对我说，吃水不忘挖井
人，曾经苦难才明白，没有共产党哪有
新中国；从小老师教我唱，唱支山歌给
党听，几经风雨更懂得，跟着共产党才
有新中国……”这座城，知道她为什么
崛起，明白她身上承担的责任和使命。

如今，这座城又迎来了七月，一个
让人动情的月份，一个涌动着幸福和
欢乐的月份，这座城也将在百年长廊
中绽放出最美的花朵。金色的阳光照
耀着这座崛起的城，让绿色更加生态，
让繁荣更加繁荣，让心灵更加融洽地
介入心灵，让美丽的中国梦唱响未来
的蓬勃！

一座城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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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小平

夏日的海边，湿润的热风不停地吹拂，骄阳下的
热浪阵阵袭来，伴随着我去晋江市东石镇的塔头刘
村，参观闻名遐迩的廷都中心小学。这是革命基点
村——塔头刘村的村办小学，当年是革命火种的播
撒地。

小学创办于 1929年，原名“中山学校”，后以校
友、革命烈士刘廷都（他即是塔头刘村人）名字更名
为“廷都中心小学”。这所小学当年是党的基层组织
和地下交通联络站，先后有朱汉膺、何邦基、李刚等
14位革命者以教师等身份为掩护，在塔头这所中山
学校开展革命工作。地下党组织的一个工作重心即
是对校内外学生和家长进行革命理想的宣传教育，
并成立红色小鬼队，完成党支部交给的侦察敌情、通
信联络等任务。可见中山学校是播洒红色火种的革
命堡垒。

参观塔头地下革命斗争史馆，使我们了解这个
村共产党员包括红色小鬼队前仆后继的英雄事迹，
在小学里坚持地下斗争的不畏艰难的高昂信念，令
人感慨红色的基因仍然焕发出夺目的光彩，激励着
后人将红色基因绵延不息。

现在，这所村办小学已被晋江市教育局升格为
镇级中心小学，原来为村民服务的小学校，已面向周
边的 6个村，目前已有 800多个孩子入学。步入校
区，真的令人好惊诧，几乎不敢相信这是建在乡村的
小学校。村支书刘永进介绍了一组数字：校园占地
面积 16499平方米，建筑面积 14342平方米（包括教
学楼A栋及连廊、教学楼B栋、科技楼、综合馆、教师
宿舍楼）。举目望去，校园环境优美安静，教学设施
完善，有室内运动楼、多功能礼堂，还有室外运动
场。这是一所富有朝气，洋溢着书香、人文气息的现
代化学校。

漫步在学校的操场上，脑海里浮现出史料记载中
当年的中山学校：校址设在塔头村的刘氏祠堂，简陋
的上下厅作教室，办公室和宿舍在左厢房，“冬天寒风
从并不严实的窗户间呼啸而入……夏天闷热难当，蚊
虫猖獗。伙食更是艰难，吃的是善心人士接济的地瓜
咸菜”（张百隐《塔头刘村风貌》），抚今忆昔，这天翻
地覆的变化，令人感慨赞叹，真是“换了人间”！

塔头刘村支书刘永进对这些变化如数家珍，能
感觉到他对廷都中心小学的一草一木、一楼一舍都
流溢着情感。他毕业于师范学校，教师出身。2012
年，他当选新一任村支书，在抓拓宽村道工作的同
时，更把扩建村小学作为迫在眉睫的大事来抓。那
时的廷都中心小学，已有两幢三层教学楼，比起当年
的中山学校已是旧貌换新颜，但已不能满足近4000
人口的塔头刘村对优质教育的需求，陈旧且狭窄的
校园校舍，也制约了小学的进一步发展。

百年树人，百年大计。村党支部决定扩建校舍，但
因小学校舍位于村中部，周边腾挪空间狭小，而且扩建
必然要占用村幼儿园。经反复调研，决定廷都中心小
学迁建，将校址建在村西片区占地约30亩的地块。

方案定了，征地和资金两大难题摆在村党支部面前。
这块计划用地，涉及村里约 30户人家，少的几

分，多的数亩，向村民征地能顺利完成吗？
由村党支部牵头，与村委会、老人会成立了4个

工作组，把 30多户村民分别归组，针对不同情况做
深入细致的工作。

令刘永进惊喜的是：“没想到的是，征地工作非
常顺利，仅仅用了 3个月就全部完成。”塔头刘村的
村民们不仅有着红色基因的熏陶和赓续，还有着豁
达胸襟和远见卓识，多数村民听说是为办小学教育
征地，都不讲二话。刘永进讲了一个令人感动的事
例：当时占地面积最大的一户有近6亩地，主人刘文
吨义无反顾，第一个签下协议。村民们也纷纷签字，
征地顺利快速完成！

有了地，还要筹措资金，当时初步预算达 3500
万元的建设资金，需要村里自筹，这个天文数字令村
党支部大费脑筋。关键时刻，还是村民们慷慨解囊，
长年热心公益的村民刘基川捐出 100万元，而一直
关注支持村里发展的刘丕周老先生也捐出 300万
元。启动资金解决了！

2014年春节，村里又抓住乡贤回乡过年的契
机，召开学校迁建座谈会，吁请乡贤踊跃募捐。这个
村不仅是革命老区，也是著名侨乡，仅香港塔头刘村
同乡会即有 300多会员。一位老港胞慨然捐赠 100
万元港币。塔头刘村民、企业、乡贤、华侨、老人会及
社会各界，总计捐出达1800万元的爱心奉献。同时
各级政府也给予了资金上的大力扶助。

塔头中山学校，是“晋江小延安”火苗点燃的起
点。在红色历史光芒的映照下，新廷都中心小学从
2013年动议，到2020年最终竣工，历经3届支部，终
于迁建新生。村党支部、村委会和全村的爱心，化成
了巨大的能量，万众一心，聚沙成塔，使廷都中心小
学成为塔头刘村又一座熠熠生辉的夺目地标。

参观焕然一新的校舍时，正值周六，小学生们都
放假了，空旷的校园很安静，只有热风吹动树叶的声
响。我漫步在铺着绿色跑道的操场上，心潮起伏，思
绪万千。不由得心中涌出感慨：农村儿童能享受普
及教育，素质的提高就有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几千
年来的广大农村，曾依赖私塾、乡村医生、宗族管理，
使中华民族的血脉和农耕文明得以延续，功莫大
焉。至今乡办教师、农村医生仍然延续着这一功能，
他们的贡献不应被埋没。但尽管旧时代农村的私塾
包括宗族义塾，为贫困农家子弟们提供了识字读书
的途径，但大部分农家子弟是无力读书的。君不见
新中国成立初的统计，全国人口约80%是文盲，而农
民占了很大比重！尽管新中国成立后开展了大规模
的扫盲运动，而真正让农村孩子能读书，则是法律保
障的城乡九年制义务教育制度，这是造福千秋万代
的英明大善！是千百年的封建制度和旧中国所根本
做不到的！只有我们生逢其时的新时代才有了如此
震烁古今的大手笔！

我曾经写过记叙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的长
文，其中一个他参加长征时的情节，令我铭心不忘。
在一次战斗中，一个怀孕的女红军战士掉队了，在敌
人大军围追堵截的残酷险境下，掉队就意味着将失
去生命。董振堂听闻，立即下令派出小部队去救援，
结果女红军得救，救援的战士却有20多人伤亡！事
后有人认为不值得，董振堂只说了一句话：我们的牺
牲不就是为了孩子们的未来吗？世界上没有一个政
党，像中国共产党在28年的血雨腥风中付出了那么
巨大的牺牲！

史料记载：在塔头刘村开展革命活动中牺牲的
烈士共有15人，其中塔头刘村4人，包括3名党员、1
名地下革命群众。海风依然，塔影依旧，他们早已长
眠地下，先烈九泉若有知，听到那日复一日的琅琅读
书声，当含笑瞑目矣。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海内与海外》杂志
社负责人）

洪辉煌

因 为 有 五
店市传统街区
修复和运营的
成功经验，晋江
随后组织梧林传统村落的保护性开发，从容有
序、得心应手。面对千头万绪的繁难，一手抓有
形的村落“修如旧”，另一手抓无形的文化传承。
因而，在核心区固态保护工程进入收尾阶段，这
本小百科全书式的《梧林故事》也付梓出版。

建筑和文化是传统村落鲜活地存在的两个
要件。有建筑无文化，村落只是物质的空壳；有
文化无建筑，文化就沦落为痴人说梦；只有二者
互为表里，传统村落才有自己的躯体和灵魂。

梧林村同姓聚居，敦亲睦族，传统文化植根
深厚。同时，华侨众多，思想开放，与时俱进。
这是梧林精神图谱最鲜明的底色。

《梧林故事》是梧林传统村落文化的缩影，
它以人物为中心，以楼宇为重点，以华侨为特
色，在历史沧桑变迁中娓娓讲述梧林的前世今
生。全书分为四章，第一章“著名侨乡、人才辈
出”，彰扬深怀家国情怀，急公好义、济世益民的
乡贤楷模。第二章“大厝洋楼、文物瑰丽”，传统
的红砖古厝与番仔楼、西洋楼比肩而立，艺术价
值和人文内涵融为一炉。第三章“梧林山水、钟
灵毓秀”，追根溯源，梳理村落发展变化的脉络
和走向。第四章“侨乡民情、风淳俗朴”，揭示活
着的、流动的民俗文化怎样浸润着梧林人的集
体性格。各章内容虽然相对独立，但是又互相
交叉，彼此印证，因此又衍生出新的主题，譬如，
华侨的创业和爱国爱乡、乡村教育、地下革命斗
争、慈善事业、乡村振兴等，值得细加品读。

两位作者，粘良图是资深的地方史专家，功
底扎实，著述颇丰。林铅海执掌晋江博物馆，关
注梧林多年。他俩联手以丰富的学识为支撑，
采取蹲下来低姿态写作，承担倾听者、记录整理
者和讲解者的角色，注重于史有据、持论公允，
人物、事件和事例真实可信。朴实无华的文风
也使得《梧林故事》平添了亲近感和可读性。相
信它的出版，将引发读者的兴趣，通过身临其境
的体验，加深对有“近代中国华侨建筑博物馆”
之称的梧林传统村落的了解，也增强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梧林故事》，2021年6月由中国旅游出
版社出版）

红波

城里蚊子比较狡猾，竟完全没有大家闺秀
的风范。

它喜欢趁你熟睡或看书时，偷偷饱餐一顿，
虽然不疼，但会皮痒。尤其是像我这种AB血
型的人，据说上了蚊子的大众点评必吃榜。明
明和三两朋友在喝茶，那蚊子却只爱在我脚踝
大快朵颐，十分恼人。

可见蚊子挑食起来，完全不讲荤素搭配，营
养均衡。

如不慎被事主发现，立即低空逃匿至桌底
箱后，或去阳台溜达一圈，待你放松警惕，再来
友好社交。

曾经有一只蚊子从阳台飞来，与我四目相
对，见势不妙，掉头就跑。我一掌拍在玻璃上，
打开却了无踪迹。原来这小厮心中恐惧，躲在
玻璃窗的铝合金凹槽里瑟瑟发抖。我把玻璃窗
合上又推开，宣告战争结束。它竟一摇一摆拄
着拐杖，从凹槽攀爬上来。只好脱下一只拖鞋，
把它永远定格在槽顶二维空间，宣布人蚊战争
结束。

我上班的地方在乡下，这边的乡下蚊子则
直爽得多。

它们热情地向你扑来，就像多年不见的
战友。

我觉得它们必是在早上或中午，大家就早
早约好了，一起赶赴远方一顿期待已久、美味丰
盛的晚餐。

如果你用手拨打，蚊子会怒气冲冲地向你
顶撞示威。我在办公室里打过一只蚊子，它躲
过攻击后，就像轰炸机一样，直直向我手臂撞
来。无功而返后，立马准备第二次轰炸。于是
人和蚊进行了一场气氛友好、活泼严肃的乒乓
球单打友谊赛，双方有来有回，最终蚊子不慎被
一本书拍平而出局。

别看蚊子这么小，它的家族遍布在除南极
以外的所有地方。据说蚊子都吸植物的汁液，
但母蚊子婚配以后，只有吸血才能使卵巢发育。

因此，爱缠人的蚊子填简历，性别一定是填
女。而它们的共同爱好，一定是在人躺床上昏
昏欲睡时，它们驾驶着轰炸机，前来视察自己的
领地。

它们必定认为有宣布主权的自由与义务。
聒噪的声音从小到大，再到小，此时，我能想象
到脸上有一个蚊子轻吻过的小红点，慢慢扩大
成一个中心略凹的包，越来越痒。

在夏夜，我常在卧室点起蚊香，告诫蚊子不
得靠近。蚊君识趣，便逃得无影无踪。偶有一
两只串门，也是寒暄两句就走，无伤大雅。

王仁山

东风第一枝·党旗颂
十月雷惊，千年梦觉，南湖战帜初

揭。铁锤怒举天倾，银镰奋挥山裂。
丹霞一片，碧血染，几多英杰。有北
辰、指引征程，席卷九州红彻。

风猎猎、险关再越；光赫赫、祲氛
又拨。接班麾下如云，誓词臆内似

铁。苏东堪叹，旗易色、阵营亏缺。砥
柱在、须挽狂澜，环宇赤旌张列。

沁园春·上井冈
雄起罗霄，林海葱茏，叠嶂峭峣。

看峰连五哨，犹存壕堑；楼称八角，初
著兵韬。想见朱毛，会师砻市，割据农
村赤帜飘。黄洋界，似炮声未歇，战事
曾鏖。

杜鹃岭上多娇。总血染花丛痕未
消。念聊充枵腹，南瓜红米；奋迎强
敌，鸟铳梭镖。独辟蹊途，不搬“本
本”，星火终归遍野烧。薪传永，待开
来继往，前路方迢。

宝鼎现·到延安
少 时 神 往 ，迭 岁 闻 说 ，而 今 亲

见。欣宝塔、依然雄矗，凭任风云常
变幻。又赞叹、那高坡黄土，都化青
林绿畈。更肃望、延河滚滚，执意朝
东流远。

夙昔航向嗟多舛，搏狂澜、遵义

初挽。来陕北、长征落脚，鸿业根基
于此奠。御日寇、定戎韬持久，窑洞
灯光璀璨。著哲论、矛盾实践，案上
犹留笔砚。

安塞腰鼓阗阗，勾忆起当年鏖
战。听东方红曲，凝伫追思邈缅。赖
巨手、扭乾坤转，接厉酬遗愿。路漫
漫、无忘初心，警慎霓虹耀眩。

六州歌头·重温抗战史
东南地陷，陕北柱擎天。瓦窑堡，

鸿猷奠，斗星悬。起烽烟。兵谏西安
日，运韬略，真神算；斥“亡国”，批“速
胜”，把犀燃。《持久战》篇，大海横流
际，挽住狂澜。正阋墙御侮，合作诫丢
权；左右防偏，屹如磐。

有填膺愤，皖南事，张与弛，折冲
间。青纱帐，芦苇荡，剑光寒。血斑
斑。铁壁铜墙铸，毒龙困，落泥潭。游
击战，燎原焰，复河山。难得指挥若
定，闲援笔，哲论精诠。鄙景升豕犬，
国土半沦残，曲线为奸。

黄慧敏

母亲从春天开始就在瓜田里忙碌
着：施肥、播种、松土、拔草；到了夏天
又是打尖、浇水、压蔓、翻蔓，让每一片
瓜叶都能接受阳光的恩惠，这样结出
的瓜也甜。慢慢地，千丝万缕的瓜藤
上已经结出了大大小小的小圆瓜，远
远望去就像是一个个从地里探出小脑
袋的生灵，非常可爱。

由于我们家几亩地都是沙地，
所 以 种 出 来 的 西 瓜 皮 薄 ，又 沙 又
甜，瓜瓤鲜红，水润润的。有甜津
津的无籽瓜；有瓜皮特别脆的爆炸
瓜；有水分特多的水蜜瓜；还有小
巧玲珑的凤瓜。

成熟的西瓜形状各不相同：有
椭圆形、橄榄形、球形和圆形。而
且 大 小 不 一 ，大 如 篮 球 ，小 如 皮
球。走近一看，碧绿的外皮上布满
了墨绿色的条纹，犹如穿上了花外
衣，摸一摸，细腻光滑，我喜欢把它
抱在怀里玩。

每年夏天是西瓜成熟的季节，在
田地里耕作得口干舌燥的邻村农人，
总会在种地间歇，偷摸到我家瓜地
里，摘下三两个大西瓜，坐在树荫下，
满足地品着，既解渴又解暑，还能填
饱肚皮。父母便仔细地给每一个成
熟的西瓜明码标号，并让我们兄弟姐
妹几个轮流去瓜地里看瓜。与西瓜

地密不可分的是用木板和塑料布搭
建的简陋看护棚，它也是整片西瓜地
的大本营。我们在瓜棚附近扑蝴蝶、
摘野花、拔野草、找野果、捉迷藏……
收获满满。再到瓜棚里，用狗尾巴草
编兔子，边玩边聊天边看瓜。累了渴
了，我就和妹妹“监守自盗”。刚开始
总是拣小的摘，砸开了，瓜瓤青白，瓜
子白扁，这是还不成熟的。我们担心
受到父母的责骂，就随手把它们都扔
进旁边的大溪流里，让它们随波逐流，
以消灭不利“证据”。

西瓜摘多了，我也慢慢摸索出经
验来了，懂得分辨怎样的西瓜才是好
西瓜。首先，观色听声。瓜皮表面光

滑、花纹清晰、纹路明显、底面发黄的，
是熟瓜；将西瓜托在手中，用手指轻轻
弹击，发出“咚、咚”的清脆声，而且托
瓜的手能感觉到它的颤动，这样的西
瓜瓤红翻沙，清甜可口。其次，看瓜
柄。绿色的，是熟瓜。再次，看头尾。
两端匀称，脐部和瓜蒂凹陷较深、四周
饱满的是好瓜。还有一个办法，比弹
性。瓜皮较薄，用手指压易碎的，是熟
瓜。我们也会用手掂，熟了的西瓜分
量相对较轻，同一品种、体积差不多大
的西瓜，越轻的越好；有空飘感的，是
熟瓜。也可以用手摸，瓜皮光滑、手感
结实的是好瓜。

由于积累了较多的经验，我每次
都要在瓜棚里饱餐享用，不吃得肚子
滚圆、不断打嗝誓不罢休。甘甜、清凉
的西瓜又大又圆，像只大皮球。切开
西瓜，立刻露出了红色的瓜瓤，同时淌
出了西瓜汁。看着这鲜美可口的西
瓜，我毫不客气地拿了一块最大的西
瓜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啊，甘甜舒
爽！妹妹们也毫不示弱，争先恐后地
吃起来。吃完西瓜，看看我们各自的
衣服，早就被西瓜汁染成红红的了。
再看看对方的脸，满脸西瓜汁，简直就
是一只只小花猫。再摸摸我们的肚
子，圆圆的，变成了一个个小西瓜，我
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童年看瓜、吃瓜的经历，成为我美
好、快乐而又难忘的记忆。

瓜田瓜甜

海风塔影伴书声

蚊子

建党百年庆

画外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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绣红旗（剪纸） 陈金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