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组
一等奖

厦门市集美区侨英小学

六年（5）班王涵

指导老师：陈艳艳

二等奖

厦门市集美第二小学

六年（5）班王一菲

指导老师：许华萍

厦门市集美小学

五年（1）班孙硕涵

指导老师：黎秋霞

三等奖

厦门市集美区实验小学

三年（3）班纪心忱

指导老师：胡雪芬

同安区大同中心小学

三年（5）班冯洪翊

指导老师：苏丽青

华侨大学集美附属学校

六年（1）班吴诗涵

指导老师：林秋玲

中学组

一等奖

福建省厦门集美中学

初二（11）班陈曦

指导老师：蔡惠君、肖富方

二等奖

厦门市集美区蔡林学校

初三（5）班黄子轩

指导老师：谢意平

厦门市第十中学

高一（3）班赖美玲

指导老师：陈源康

三等奖

厦门市第十中学

初一（16）班林秋妍

指导老师：陈珍妮

福建省厦门集美中学

初一（9）班王欣妍

指导老师：薛丽芳

厦门市第十中学

高二（12）班谢昀汐

指导老师：陈欣宇

高校组

一等奖

厦门工学院汉语言专业王中甲

指导老师：吴琼

二等奖

集美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杨乐涵

指导老师：王征

集美大学师范学院林舒

指导老师：王征

三等奖

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施樱殷

指导老师：林金城

集美大学外国语学院熊锐

指导老师：王征

集美大学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

林晶晶

指导老师：王征

侨团组

一等奖

李冠华

二等奖

邝远平

田景华

三等奖

翁国宁

蓝祎虹

张彤

优秀指导老师

厦门市集美区乐安小学 苏巧婷

福建省厦门集美中学 苏进勇

集美大学 王征

获奖作品展示

评委点评

获奖名单

嘉庚先生：

见字如面！

收到一封陌生的来信，您一定感到很意外。那就先自我介

绍一下吧！我是来自厦门市集美区的一名小学生。我一直很

想与您一起，乘上厦门地铁一号线，一游 21 世纪的集美，所以

给您写了这封信。那么现在您就和我这个“小导游”一同，乘上

开往岩内方向的列车吧！

从镇海路出发，很快便到了我们此次旅行的第一站——集

美学村站。走出地铁站，在清晨暖阳的照拂下，漫步于鳌园路，

您会遇见一位熟悉的“老朋友”。只见绿树葱茏，白云悠悠，有

楼临于此处。绿栏朱瓦，屋脊似燕，凌云若翔。我想，您应该已

经猜出了这位“故人”的名字——南薰楼。

据说，在您主持建造南薰楼的时候，中国钢铁工业较为落

后，钢筋紧缺。您为了节约材料，以竹筋代钢筋，从原来所需的

三根钢筋中，抽出一根替换成竹筋，并且丝毫没有影响南薰楼

的坚固性，让今后一代又一代莘莘学子在薰薰南风中踔厉奋

发、笃行不怠。嘉庚先生，我想，这就是您对“勤俭”抑或是对

“创新”的实践吧！

沿鳌园路继续向前走，就到达了第二站——龙舟池。在这

儿，一场激烈的划龙舟比赛恰好正在进行。嘉庚先生，让我们

找个座位一起观赛吧！数船齐发，选手们身体前倾，用尽全身

力气挥动臂膀划桨，22个人的动作是那么整齐划一。比赛进行

到白热化阶段，尽管选手们稍显体力不支，汗珠大滴大滴地淌

落，但他们仍然握紧桨杆，咬牙坚持；仍旧遵守着比赛规则，绝

不因为体力不支而“一船位多人划”。嘉庚先生，我想，这就是

参赛选手们对“诚毅”的传承。

让我们继续搭乘地铁，向我们的最后一站——官任站出发！

时间如流水一般从指缝间悄悄流去。窗外，落日的余晖褪

去了最后一抹酡红，夜，仿若半透明的墨油纸，一点一点铺展开

来。嘉庚先生，我们到了！一出站口，映入眼帘的便是诚毅科

技探索中心，那里的“国潮夜游”才刚刚开始。

“全息投影”可是“打头阵”，场地内，一幅奇妙的海底画卷

向我们徐徐展开：鱼儿摇动着鳍，吐出晶莹的泡泡，珊瑚争奇斗

艳，海草在水中翩翩起舞……一切都是那么如梦如幻，令人目

酣神醉。“悬浮灯舞”也不甘示弱，点灯如织，洒下斑驳朦胧的光

影，照拂人们身着的一件件美艳、高雅的汉服，如同古代与今世

的遥相对望。我自然是沉醉其间。但当我坐下回味时，才发

觉，正因为有了科技创新的力量，才带给我美的享受，也正因为

有了科技创新的力量，才让我能在这个和平的年代享受美！

经过一天的旅行，我们终于到达了岩内站。但我觉得，少年

的旅途绝不会止步于此。嘉庚先生，我必将铭记“天下兴亡，匹

夫有责”的忠公精神，传承“恒念物力维艰”的勤俭美德，学习“诚

于心，毅于行”的品质，怀揣“科技创新”的梦想，吟唱出更加青

春、更加亮丽的集美！那个光辉的站台已逐渐清晰可见：未来！

此致

敬礼！

您的小导游：王涵

2023年10月6日

小学组一等奖作品
厦门市集美区侨英小学六年（5）班王涵

指导老师：陈艳艳

敬爱的嘉庚先生：

见字如面。

静立在黛绿的翠瓦边，抬首便是赤红的朱檐，檐尾轻匀，托

起一色素白的流云。金色的晨曦倾洒，道南楼通体浮漾着一层

淡淡的流光。今年，是我认识您的第十个年头。四岁起，我便

常与外公在高大的南熏楼前伫立，不厌其烦地将您的故事听了

一遍又一遍。我忘不了外公那充满敬仰与庄重的神情。您的

铜像望着海的那一岸，仿佛是这方渔村最不朽的守望者。那时

清浅，还未曾体味到这些深邃情感的背后，是怎样的传奇故

事。只知，您应是一个极伟大的人。

学途有幸，我参加了集美中学义务导游队，向外地慕名而

来的游客讲述嘉庚故事，传承红色经典。在这段日子里，我如

此贴近您在历史上的身影，一桩桩一件件，在学村的大街小巷、

栋栋楼房、片片屋瓦、粒粒尘埃中。回溯过去，我追寻着您倾资

办学、投身斗争的屹立不倒的身影。眼观当下，您的血脉流淌

在每一位嘉庚学子身上，伴随他们学有所成，归来建设祖国，久

久福佑着这方水土，让一颗颗诚毅的种子默默生根，悄然发芽。

“弘扬嘉庚精神，办好集美中学”，胸前，鲜红的缎带上绣着

两排明黄的大字，那是一代又一代人对于您精神的传承与对于

教育的美好愿景。在游客面前，我朗声讲述着您传奇而不朽的

事迹，激动兴奋而眉飞色舞，这是真情实感的流露。那一刻，我

终于懂得了外公未说的话，懂得了您肃穆可亲的铜像背后，“伟

大”两个字的意蕴。在这求学的嘉庚学子都应该铭记您的教

诲：要像大海一样宽广而有容，像潮汐一样澎湃而守诚，像磐石

一样坚韧而无移，更像高山一样庄严而刚强！先生诚信果断，

开拓进取之遗风，激励代代集美人建成了古老学村文化与现代

化新城完美融合的今日集美，吾辈嘉庚学子更当踔厉奋发、志

存高远，誓要成为未来国之栋梁，铸就民族复兴之梦。

时光如白驹过隙，如今，我已从那个懵懵懂懂的观楼人，成

长为一名意气风发的护楼人。小时候的驻足仰望，成就了如今

的凭栏眺望。望向您百年来魂牵梦绕的那片岛，我知道，那是

台湾。在那个山河破碎风飘絮的年代，您为护佑东南一隅呕心

沥血，鞠躬尽瘁。小时候只见道南楼古典大气，而今所看到的

是一片蔚蓝的海域、一方被您所照拂的乡土，心中感慨万千。

古言道：“此心安处是吾乡。”爷爷，您可安心了。家乡蒸蒸

日上，学子砥砺前行，人民安居乐业，不禁让人憧憬未来的光明

与美满。爷爷，愿您在这中秋佳节，同我们千千万万的嘉庚学

子们一道，团圆欢庆，共赏婵娟；愿家乡在往后的日子里，平安

顺遂，富裕繁荣。

千情出一川之内，百里藏万水之间。劲风恰好，高帆正顺

迎风招；古榕含笑，鲜衣怒马正少年。渔村长兴，万家灯火乐相

迎；集中风貌，源源书声勤学早，琅琅和江涛。期颐校庆俨然

至，光阴似箭岁如梭；锐志挥毫写春秋，青春正好，繁星载梦意

气扬。诚可谓：百年华诞金樽举，教育兴邦翥凤凰！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我知道，您永与我们

同在！

厦门集美中学 陈曦

癸卯年辛酉月庚寅日 中秋之夜

嘉庚先生：

见字如面。

今夜，我漫步于南薰楼下，快慰莫名。微风吹过，我想您了。

在我牙牙学语时，父亲就曾一字一句地教我念《孔子家

语》里的《南风歌》：“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

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南薰”这个名字很好听。“薰”字有

清香芬芳之意，用在教学楼中更有书香浸润之感。时隔多年，

我来厦门求学，走过这座老楼，惊异地发现这个诗意的楼名是

您起的，与我儿时那句烂熟于心的诗句遥相呼应，这也许就是

一场时光的共鸣吧。

这座老楼，不知唤醒了多少记忆。遥想当年，家园备受蹂

躏，您那句“民心不死，国脉尚存，以四万万之民族，绝无甘居

人下之理。今日不达，尚有子孙……终有贯彻目的之一日”召

唤了多少志士。才想起，您也曾同我一样，是个风华正茂的年

轻人啊！

您是十七岁走出南轩私塾后下南洋谋生，经过生意场

上的打拼使家境殷实的有为青年；您是二十岁毅然归国把

结婚彩礼拿出来创办“惕斋学塾”的热血赤子；您是三十七

岁开辟了东南亚诸多市场，且慷慨解囊以博施闽地和接济

先驱的慈善仁人；您是三十八岁携眷回国，在集美这片农田

上开土拓疆、筹办学校的伟岸华侨……期年之后，山坡上

下，楼宇巍峨，集美学村拔地而起。厦门大学、集美大学等

高校林立，弦歌之声与海潮相答，实现了您“集美建设宜以

大学规模宏伟之气象”的愿景。在所有历史沉淀的时光里，

您总是那么青春！

先生，今夜我仰望南薰楼，它像一座永恒的灯塔，指引着

我们前进。当年您提出了“改进国家社会，舍教育莫为功”，并

毅然地从南洋回国捐资办学，您用先进的思想陶冶国民，以教

育“解吾民之愠”，使社会祥和；让科技“阜吾民之财”，使富民

强国。您躬身力行的一切，就是“忠公、诚毅、勤俭、创新”的精

神源泉。

先生，您离开我们已经有六十二个年头了。如今，我们把

求学报国的梦想写进您的故乡——集美学村。我们在多媒体

智慧教室里学习，它不仅能够自主考勤、批改作业、监督课堂，

而且能无限联动、拓宽我们的知识视野；我们还将“忠公、诚

毅、勤俭、创新”的嘉庚精神在集美这片教育热土上代代传扬。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给厦门市集美校友总会回信中所说

的，您是侨界的一代领袖和楷模。您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精

神，以国家为重、以民族为重的品格，关心祖国建设、倾心教育

事业的诚心，永远值得学习。

海天在望，不尽依依。纸短情长，伏惟珍重。

先生，今日之盛世，天堂的您看到后一定会满心欢喜。

敬颂

福祉

鹭岛学子

王中甲

2023年10月5日

中学组一等奖作品
福建省厦门集美中学初二（11）班陈曦

指导老师：蔡惠君肖富方

高校组一等奖作品
厦门工学院汉语言专业王中甲

指导老师：吴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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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记者 许蔚菡 黄晶晶）

“侨眼看集美 带您走家乡”活动

——“见字如面 侨桥筑情”给嘉庚

先生的一封信征稿活动获奖名单

出炉啦！按照小学组、中学组、高

校组、侨团组，组委会共评选出24

名获奖者；另有3名老师获评优秀

指导老师。

今年是陈嘉庚先生创办集美学

校110周年，也是集美学村命名100

周年。中共集美区委宣传部、中共

集美区委统战部主办了这场征文活

动。活动面向海内外侨胞及全市大

中小学征集书信作品，表达对陈嘉

庚先生的崇敬、对嘉庚精神的感悟，

以及对家乡集美的情怀。

从9月25日发布征集消息，到

10月8日截稿，14天内，组委会共

收到来自全市中小学、高校及海内

外侨胞的2660余篇信件作品。经

过初筛和复审，共83篇信件进入最

终评审，其中小学组29篇、中学组

20篇、高校组16篇、侨团组18篇。

一张张稿纸、一篇篇信件，评

审人员认真阅读点评。投稿信件

中，有不少让评审眼前一亮的优秀

作品。“我们的评价标准有很重要

的一条，就是一定要讲自己的心里

话，这样才会感动人。”“有些小学

生的作品，从时间、空间上布局整

篇文章，给人思路清晰且亮眼的感

觉。”“我所看到的作品中，让我印

象比较深刻的是一名小学生写的

关于自己做了一个研制光伏嘉庚

瓦的梦，从而引出嘉庚精神中的创

新，体现传承之志。”有评审表示。

初筛、复审后，10月13日，专

业评审委员会开展了最终评审工

作。评委们对投稿信件从格式、主

题、内容、构思、书写美观度等几个

方面进行了综合打分，最终评选出

每个组别的一、二、三等奖。

接下来，组委会将邀请10位知

名华侨代表与获奖学生代表一同

录制书信朗读视频，并通过海外媒

体传播给广大华人华侨。此外，优

秀作品获奖者将有机会受邀参加

“侨眼看集美——嘉庚颂诵读会”，

现场感受自己的亲笔书信“声入人

心”。

纸短情长 穿越时空的信致敬嘉庚先生
征稿活动获奖名单出炉，知名华侨代表与获奖学生代表将一同录制书信朗读视频

厦门日报社专副刊
中心主任廖慧娟：

融入所思所想
方能纸短情长

此次活动采用的是

书 信 体 ，比 较 具 有 亲 切

感，不仅把感想感悟践行

容纳进去，而且要融合得

好，信件才有感染力，才

能真正做到纸短情长。

高校组中有一些文

章富有新意，一方面是在

践行嘉庚精神方面有生

动 的 故 事 、有 感 人 的 细

节，另一方面则是对嘉庚

精 神 有 独 到 的 领 会 、体

悟，观点表达清晰。文章

的题材、立意、谋篇架构、

语言的优美程度都很不

错。

侨团组中有不少协

会会长、企业家参加，证

明这一次的征文还是达

到了很好的成效。陈嘉

庚 先 生 被 誉 为“ 华 侨 旗

帜”，在华侨群体里，陈嘉

庚先生的影响力、嘉庚精

神的根系到底体现在哪

里，从这些信件里面我们

也能窥见一斑。

《百家讲坛》特邀
讲师林忠阳：

了解陈嘉庚
可以更多面

中学组里的文章大

都提及嘉庚建筑、嘉庚精

神，但是有几个亮点比较

少提及，一个是毛泽东为

陈嘉庚题词“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另一个则是

第 2963 号小行星被命名

为“陈嘉庚星”，以此纪念

陈嘉庚对科学教育事业

的贡献。可能是学生对

嘉庚精神的了解不够深

入，有些遗憾。1.一等奖：4名 奖品：证书及价值200元礼品

2.二等奖：8名 奖品：证书及价值100元礼品

3.三等奖：12名 奖品：证书及价值50元礼品

4.优秀指导老师：3名 奖品：证书及价值100元礼品

奖项
设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