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退休后的蒋才培总是以

关心下一代健康成长为己任，

以“老牛明知夕阳短，不用扬

鞭自奋蹄”的精神鞭策自己。

2016年6月，一支由南洋职

业学院学生和关工委老同志共

同组成的“寻觅红色足迹小分队”

活跃在翔安区的革命基点村，收

集整理红色资源，开展革命传统

回忆教育。这是厦门南洋职业学

院党委、关工委和翔安区关工委

合作，创新开展的一项学生党章

党史教育工作。小分队每周走进

翔安区的一处革命基点村，足迹

遍及翔安彭厝村、沙美村、山亭村

和澳头村。

在澳头村，蒋才培虽已高

龄，但仍热情地带着南洋职业

学院学生参观当年觉民小学

临时校舍，回忆革命经历。学

生们听着蒋才培的讲述，仿佛

回到了他年轻时利用小学校

长身份，开展地下工作的那个

惊心动魄的年代。

蒋才培深入浅出的讲解让

学生们获益良多。“革命老前辈做

出了很多牺牲，我们应该把这些

故事记录、传承下去，让更多人了

解。”参加活动的学生说。

看着学生们一边聆听回顾革

命历史，一边做好文字、图片资料

的收集，蒋才培一脸欣慰。

1932 年冬，蒋才培跟随母

亲从新加坡回到家乡澳头，就

读于澳头私立觉民小学。1937

年 7 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家

迁居马巷。蒋才培继续就读于

马巷中心小学，后升入南安一

中。在学期间，他以“勤有功，

嬉无益”自勉，勤学苦练，还积

极参与学校开展的抗日宣传

活动。

蒋才培中学毕业后，就开

始从事教育工作。1943 年起

先后在同安县多个小学任教。

1947 年加入中共闽西南地下

组织，在校长身份的掩护下从

事革命活动，曾因活动暴露，

遭国民党当局派兵围捕，后虽

脱险，但学校和家庭却遭破

坏。1949 年 9月同安解放后，

他被分配到第五工作队搞支

前工作。1950 年 2 月他被派

去接管洪钟学区，任校长、团

支部书记，1954 年 5 月被评

为优秀团员，1956 年被评为

教育界先进工作者，1959 年

秋他兼任同安第五中学首任

校长，1961 年秋被调往马巷

学区任校长。

1984 年，他担任同安县侨

联副主席后，立足本职，针对来

信来访，都一丝不苟地亲自落

实。他牵线搭桥，不管是海外乡

亲回乡寻根谒祖、还是国内侨

眷找寻海外亲人，都尽心尽力。

不管是教育界还是侨界，

因为是归侨，蒋才培始终将

“侨”的特色贯穿于工作当中，

把“侨”的优势做到极致。他的

朴实、无私得到了海内外乡亲

的信任。

上世纪 60 年代，蒋才培

调任马巷学区校长，看到马

巷中心小学因校舍不足而制

约了发展。蒋才培极力争取

当地华侨李礼阁为马巷中心

小学捐资建造了办公楼、教

学楼等。蒋才培的尽心尽力

赢得了海外华侨的心，他成

了海外侨胞的贴心人。1985

年，李礼阁先生再次在家乡

投资扩建同安第十中学校舍

时，特地到同安县教育局指

明要由蒋才培代理建校事

宜。蒋才培义不容辞尽力协

助，直至完成。

此后，蒋才培还为马巷中

学及当时马巷辖区的内官、山

亭、萃英小学等的扩建校舍、

增添教学设备争取到了海外

侨胞的大力资助，在当时为同

安区的教育事业起到了很大

的促进作用。其中李礼阁先生

捐赠数额巨大，因此获得了福

建省人民政府颁发的金质奖

章。

1985 年，蒋才培到新加坡

争取同安会馆投资同民医院，

组建医疗巡回队，以解决同安

辖区内边远地区群众的看病

难问题。同安会馆孙炳炎主席

带头捐献一辆车，后逐步发展

至六辆，车里装备了 X光、心

电图等器材、药品、医务人员，

定时定点在同安县 21 个偏远

乡村、海岛进行巡回诊治，为

这些地区的农渔民带去不少

方便。巡回车队的建立在当时

是全国罕见，省内首创的壮

举，体现了海外乡亲对家乡的

殷殷深情。蒋才培勤恳的付出

也得到了海内外侨界人士的

一致肯定。

蒋才培还积极引导海外

侨胞参与家乡公益事业的建

设。他积极牵线搭桥，引导旅

居加拿大、美国、新加坡、马来

西亚等地的乡亲捐资，在家乡

澳头村捐建学校校舍、重建妈

祖庙和蒋氏家庙、苏氏家庙

等。他还亲自执笔撰写碑记，

捐资芳名录石碑等，使之铭记

于史，永垂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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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才培，新加坡归侨。1925 年出生于新加坡，1932 年从新加坡回到家乡澳头。曾参加中共闽西南地下组织工作，新中国成

立后担任过中、小学校长及学区校长、同安县侨联副主席等职。因出色的工作表现多次被选为同安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还

是县第八届人大常委。蒋才培热心公益事业，积极引导海外侨胞参与家乡公益事业的建设，发动海外侨胞捐资办学、建侨联办

公楼。1987 年离休后仍心系侨情，为侨务工作和编撰厦门地方史料默默耕耘，保留下许多珍贵的侨史资料。

今年年初,同安区侨联党支部收到了一

份特别的捐款，一份来自 95 岁高龄老归侨

交来的 1000 元捐款，捐款人叫蒋才培。

蒋才培今年虽已是耄耋之年，但仍精神

抖擞，每天都关注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

和世界局势。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这位老归侨在了

解到国内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形势后，心

里十分焦急，想着要为疫情防控尽一份力，

却因年事已高、行动不便，不能亲力亲为。

当得知同安区侨联党支部正在发动党员为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捐款时，他便主动

联系，并立即交待人员，将 1000 元现金的爱

心捐款交到区侨联党支部。

蒋才培表示，此次自愿捐款给党组织，

与全国人民一起共抗疫情，只是尽一点自

己的微薄之力，这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

尽的义务。

在国内的疫情趋于稳定之际，蒋才培高

度称赞国家采取措施迅速，防控工作落实

到位，切实保障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他这

种心系国家，不忘初心跟党走，助力抗疫的

奉献精神，在侨界起了表率作用。

2008 年 6 月，翔安首本“村史”《澳头今

昔》终于印刷好了。很多海外乡亲看后，都

流泪了———因为这本书勾起了他们的乡

愁。这本书的作者正是蒋才培。

为了给侨村澳头留下些史料，虽已经

80 多岁高龄，但蒋才培却常常写到凌晨一

两点才睡。终于，他用了六年的时光，完成

了。“很受华侨喜欢，后来都不够，又第二次

印刷……”

因为是归侨，文笔又好，1983 年新加坡

同安会馆成立 53 周年，要出纪念“特刊”，蒋

才培被邀请过去，协助编辑了三个月。此后，

1992 年他参与编辑《同安华侨志》、2012 年

又参与编辑《同安华侨史略》等书籍，为研究

同安侨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在编辑的过程中，很多人说“澳头是有

名的侨村，很多海内外澳头人，知道澳头村

有那么多好素材———历史悠久、名人很多、

华侨也多”。不时有人建议蒋才培也编一本

关于澳头的书。蒋才培慢慢萌生了编辑一

本澳头“村史”的想法。

2002年，蒋才培开始收集、

整理材料，“60%来自我以前编

过的书里，其他部分，我得去搜

集。”由于白天忙，他只能晚上

整理和编写，有时写到凌晨一

两点，经过 6 年的工作，2008

年，这本名为《澳头今昔》的“村

史”编写完成，共分五部分，包

括历史大事、古迹、传说、人物、

村俗等，全面记录了澳头的村

史及各个历史时期勇于开拓、

北上辽宁、南下“番邦”涌现的

杰出人物和海外侨领。书中还

配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老

照片，用鲜活的文图诉说澳头

的今昔，也将海外赤子热心家

乡建设事业的事迹和深厚情感

铭记于史。

书编好了，但在印刷前麻

烦又来了———钱不够，就在这

时，新加坡的乡亲知道了，纷

纷捐款给予支持；村委会和老

年协会、村民等，也掏钱帮他。

而这些都源于蒋才培在侨界

的良好口碑。

为抗击疫情尽一份力

为翔安侨村编“村史”

把“侨”的优势做到极致

他是侨胞的贴心人

关心下一代健康成长

□本报记者 许银锑通讯员 曾明辉

蒋才培老人带南洋职业学院学生参观当年觉民小学临时校舍，回

忆革命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