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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几天，我们将迎来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这是一个

伟大而辉煌的时刻，作为一名中

国共产党党员，我感到无比光荣

和自豪。

回想自己的成长历程，我无

不感受到党的关怀、爱护和培

养。

我出生在印度尼西亚。在学

龄前，我就知道父母是爱国的，

他们从小教育我们不忘祖国。父

母在南洋时响应陈嘉庚的号召，

捐款捐物，回国抗日。我回到厦

门后，上小学、在双十上初中、在

一中上高中时，都享受助学金，

减免学杂费。1958 年，我被选进

福建省体工大队体操队，1959 年

代表福建参加了全国第一届运

动会。开幕式上进场时，我见到

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还有刘少

奇、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全运

会结束，我留下来参加国庆十周

年游行，第二天还在人民大会堂

参加宴会……这些我至今记忆

犹新。

1963 年到部队后，我各项工

作都很出色，克服了工作中遇到

的重重困难，并于 1966 年 1 月

28 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因

工作需要，我被调到国防工业办

公室，造枪、造炮、造军舰……期

间还参加了导弹驱逐舰、猎潜艇

的试航。这是部队对我的信任。

在解放军体育学院任教官时，我

年年受嘉奖，年年评为优秀教

官。1981 年被评为总参谋部的优

秀共产党员，到北京受到总参谋

长杨成武的接见，颁奖并合影，

还参观了毛主席的书房、办公

室。

1971 年 1 月 8 日，对我来

说是个难忘的日子。周恩来总

理到广东省体工队“二沙岛”

视察运动队。作为军代表的

我，有幸和敬爱的周总理两次

握手……

1980 年，我到新疆为国防科

委教导队军事培训，在茫茫戈壁

滩的马兰城进行艰苦的训练；期

间到罗布泊的原子弹、氢弹基

地，亲自看到“一千万吨级当量”

的氢弹的空爆试验。真是惊心动

魄，终身难忘！

1988 年，转业到厦门体委

工作后，由于工作出色，完成全

国及省市的竞技比赛任务，我

两次荣获市政府的嘉奖。1998

年，在福州还受到习近平总书

记（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接见

并合影。

我时常想，作为一名归侨，

有这样光荣的际遇，唯一的解释

就是：这是因为党的培养和自己

的赤诚之心！中国共产党是伟

大、光荣和正确的！我们要永远

跟着共产党走。如今，我虽然从

工作岗位退下来，但是共产党员

是不退休的，要永葆青春活力，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学习党史、

改革开放史、中国的社会发展

史，坚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

将到来。我们有信心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

导下，为实现新目标和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做出自己更多的贡

献。

时代巨轮滚滚向前，经历

百年风雨征程，今年伟大的中国

共产党迎来了百岁生日。光阴

荏苒，我们回到祖国也度过了六

十年沧桑岁月。忆往昔，我们身

处异国他乡，寄人篱下，凄风苦

雨，日子艰辛，是党和国家把我

们从万劫不复、水深火热之中拯

救出来，接回到祖国温暖的怀

抱，沐浴阳光春风，幸福地生活

着。海外孤儿有了家，我们不忘

初心，牢记党恩！岁月悠悠，往

事历历，回到祖国后，我们同全

国人民一道迸发我们爱国情怀，

燃烧青春岁月的激情，战天斗

地，实干苦干，用辛勤劳动，建

设我们可爱的家园，其中有许多

的艰辛与困苦。

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国际

形势风云变幻，东南亚国家掀起

一股反华排华的浪潮，成千上万

的海外侨胞纷纷回到祖国的怀

抱。国家面临着安置归侨的艰

巨任务，在同安竹坝华侨农场也

相继安置了几千名拖家带口从

印尼排华回国的贫侨、难侨。由

于任务紧迫，许多工作都未能跟

上，这时赶建住房、解决水源问

题成了当务之急。当时仅在新

村打了四口七八米深的水井，供

人们生活用水。归侨们都是从热

带回来，都有冲澡的习惯，因此，

用水量巨大。当时，早晚井边围满

了取水的人，水桶七上八下，连孩

子也加入取水队伍，大点的两人

用桶抬着。大人们有用两手提水

桶的，也有用扁担挑水的。人们

的说话声、水桶的碰撞声、孩子

们的嬉闹声汇成一片，场面异常

热闹。但水井的水日渐枯竭，很

快见底了。更难的是遇上涸水

期，井里的水常常像一口锅露着

底，人们只能将浑浊的泥浆水打

上来，挑回家里生活用。

那时，各户备了不少的大缸、

小缸、大桶、小桶，都用来盛水。为

此，农场领导带领场员们，在村南

村北地势低洼处又开挖了两口

井，以解决用水问题。这种状况一

直持续到八十年代。为发展经济，

农场党委领导带领归侨职工们开

垦荒山种植 2.5 万棵的龙眼树，

平整上千亩的良田，这都需要水

的浇灌。水呀水，成了人们的渴望

和期盼！也许有些人会感到好奇，

农村会这么缺水吗？是的，农场周

边较远处有溪水流过，然而，农场

是建在较高的山坡上，开出的地

也在山坡上，水却在低洼处流着，

解决不了农场用水之急。

农场党委领导看在眼里，急

在心里，心中明白为官一任，造福

一方啊！领导经过多次召开党委

会研究并到实地察看，科学地制

定修建一座水库、解决农场用水

难的方案。经过专家实地考察论

证，最终确定在农场石垅山凹处

修建。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

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行动是最

有力的带动，是最鲜明的垂范。

1975 年初石垅水库开工兴建，在

机械不发达的七十年代，农场领

导、党员干部身先士卒，带领归侨

职工锄头挖，肩膀挑，板车推，进

行人工开挖。工地上还组织青年

突击队，从各个生产队抽调一批

壮劳力，学校放假期间，老师们

带领初中学生也参与了水库的

建设。工地上红旗招展，穿流往

返的劳动人群，大家士气高昂，

为早日建成水库而忘我地劳动

着、苦干着。姑娘们扎在工地上，

住在临时的工棚里，每天风吹日

晒。她们一个个皮肤晒得黝黑发

亮，可以想象劳动的强度与艰辛。

农场每天通过有线广播播报着水

库工地上涌现的好人好事，工地

开挖的进展情况。水库工地上场

员职工战天斗地，不畏艰难险阻，

高昂士气，让全场的干部场员受

到极大的鼓舞，激发了各个生产

队归侨职工们的干劲，人们努力

生产，你追我赶，掀起学先进，赶

先进，当先进的热潮。全场上下齐

动员，呈现了一派建设家园的动

人画卷。历经 3年的艰苦奋斗，石

垅水库工程于 1978 年竣工。

靠人工依山修建的石垅水

库库容达 108 万立方米，分东

渠、西渠两个进水口，把石垅山

的水引入水库蓄存。在石垅水

库落成之时还利用水的落差建

设了配套的水力发电站，与农场

火力发电厂轮流供电，充沛的电

能，在八十年代解决了农场的照

明、机修厂、木工厂、碾米厂等用

电问题。发电后的水沿着引流渠

浇灌了农场两千多亩的农田和

两万多棵的龙眼树。山间田野

处处呈现了一派繁茂的绿色，每

到秋天，田野一片片金灿灿的稻

谷，龙眼果实挂满枝头，这时人

们的脸上也洋溢着收获的欢乐，

陶醉在幸福的喜悦中。

八十年代农场又兴建了竹坝

自来水厂，石垅水库清澈的山泉

水通过四通八达的自来水管道注

入各户人家。水库及自来水厂的

建成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质量。竹

坝人结束了每日必须到井边打

水、挑水、洗衣的日子。家家户户

都安装了水龙头，用上了自来水，

洗衣机、电热水器也跟着进了家

门。人们喝着甘甜的山泉水，幸福

溢满心田。竹坝农场成为了当时

改革开放初期，厦门地区第一个

自来水管网全覆盖的新农村。

今天，随着改革前进的步伐，

石垅水库发电站的辉煌时代已经

过去，农场用电与同安电力并网，

她完成了特有的历史使命，于

2020 年被拆除。2021 年随着市政

管网的布设，竹坝自来水厂也将

退出历史舞台，竹坝农场将启用

同安自来水厂的自来水。石垅水

库今后仍继续发挥浇灌农田的作

用，依旧展现昔日的容貌，骄阳、

蓝天、水面波光粼粼，群山环抱着

她，满眼的碧绿，仿佛是一块湛蓝

的宝石藏于郁郁葱葱的山林间。

她独有的美，以及曾经辉煌的历

史值得更多的人细细去品味。

石垅水库是竹坝人辛勤的劳

动结晶，是农场党委为民办实事

的一个典范。农场党委的领导、共

产党员、共青团员及全体干部群

众牢记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苦干实干，终于建成石垅

水库。它承载着上一代人的梦想，

也传承着新一代竹坝人对美好未

来的期盼。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

从头越。昔日的海外孤儿沐浴在

党的阳光下幸福地生活着，我们

从内心发出对党和祖国的无比感

激之情，带领我们战天斗地，砥砺

奋进，走过了那不平凡的艰苦岁

月，创建了美好家园。

民族要复兴，农村必振兴。展

望更加美好、更加富足、更加辉煌

的明天，我们牢记习总书记的指

示，不忘初心，坚定信念跟党走，

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

迈进。

———记农场石垅水库建设党的先锋作用

归侨手记

归侨心声

石垅水库是竹坝人永不褪色的记忆作者与女儿于水库初建成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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