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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侨手记

散文随笔

□李作良

今年 7月 1日，全国各族人民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周年。在这普天同庆的日子里，回忆自己在党

的阳光雨露滋润下走过的历程，心中澎湃，感慨万千。

中国共产党 100 年风雨兼程，100 年砥砺奋进。经历了 28 年浴血

奋战，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从此站起来

了。经过 70多年的艰苦奋斗，尤其是 4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祖国已

摆脱了过去的屈辱与贫穷。2020 年，全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农

村步入小康。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儿女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成就。中

国共产党是民族之魂，是全国人民的根。

成长锻炼
我出生在印尼雅加达。由于

时局的动荡，上世纪 60 年代印尼

掀起排华浪潮，广大华侨华人因

此遭受巨大伤害。伟大的祖国是

海外华侨华人最可信赖的靠山，

祖国没有抛弃“海外孤儿”，当年

就不断租船接印尼华侨难民回

国，我也在 1961 年 7 月登上“美

上美”接侨船回到了祖国怀抱。

1961 年 9 月，我被安排到厦门集

美华侨补校学习，1964 年 9 月我

考上广东暨南大学经济系，1969

年 9 月毕业。

因文革期间，分配工作延期

一年，这一年我就接受了工农兵

再教育，先后到广东四会县农村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又到广东

佛山印染厂、食品厂接受工人阶

级再教育，最后到湖南常德军垦

农场接受部队军人生活再教育。

辛勤工作

1970 年 8 月到 1972 年 8 月

期间，我在广西贵县“八一”拖拉

机厂任会计工作。该厂主要修理

拖拉机零部件，并制造手拖拖车。

1972 年 8 月到 1984 年 6 月

我调到新创建的县农机供应公司

任会计主管，就这样开始了 12 年

县农机供销的财务管理工作。公

退休生活

2000 年我退休了，就迁居来

厦门跟儿女团聚，现在生活幸福

美满。感谢中国共产党的培养和

关怀。现在我儿子、儿媳也已加

入中国共产党，一家人在党的阳

光雨露下成长壮大。

今年是实施“十四五”规

划，开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年。我

深信在这历史跨越的新阶段，

中国人民必将把祖国建成繁

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强国。百

年奋斗结硕果，新的征程永

放光芒。

今年我归国 60 周年，1985

年入党，党龄 36 年。在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大庆之际，我感

到万幸，感到无比自豪。祝中国

共产党不断壮大！祝祖国永远屹

立在世界东方！

□林红晖

地铁时代
我有段时间借调到市局上

班，进岛的交通和停车问题着实

伤脑筋，幸好有了地铁，有了 1号

线。家住杏林，距离园博苑站不到

1 公里，可以走路去，市局门口就

是中山公园站。以前在集美龙舟

池畔上班，则可以走着到集美学

村站乘坐。

1 号线，嘉庚号，厦门首条地

铁线。2013 年底开工，2017 年 12

月 31 日开通试运营，全长 30 公

里，设 24 座车站，起于镇海路站，

贯穿园博苑、集美新城、厦门北

站，止于岩内站，经过思明区、湖

里区、集美区，连结岛内岛外，串

联起最繁忙的路段，是这个城市

交通的一条动脉，是这个城市发

展的一个窗口。

地铁是在城市中修建的快

速、大运量、用电力牵引的轨道交

通，在全封闭的线路上运行，包括

地下，也包括地上（高架铁路或路

面上铺设），位于中心城区的线路

基本设在地下隧道内。出岛方向，

1 号线在高集海堤、集杏海堤探

出地面，犹如蛟龙出水，以高架和

地面方式跨海，过海后又重新钻

入地下。右边是厦门大桥、集美学

村，远眺集美大桥；左边是杏林大

桥、铁路大桥，遥望海沧大桥，1

号线居中昂首穿行而过，两边都

有无敌海景，近处红花绿树生机

盎然，远处碧海蓝天尽收眼底，成

为厦门一道新的靓丽风景线。

坐过北上广地铁的人们都对

上下班时间地铁的汹涌人潮印象

深刻，甚至心有余悸。厦门 1号线

刚开通，给公众的印象是不像地

铁，比较冷清，非高峰时期甚至可

以享受“专厢”。2019 年 12 月，2

号线开通，吕厝站是 1号线 2 号

线换乘站，上下车人流最多，今年

6 月 25 日，3 号线也已开通，逐步

形成地铁交通网络。从整体规划

看，未来厦门将拥有 10 条地铁线

路，总规模将达到 400 公里。

政府鼓励环保低碳、绿色出

行，推出多种支付方式和优惠办

法，有的更是便宜到 1分钱就可

以乘车，诸多节假日还可以免费

乘车，还设计了许多漂亮的 e 通

卡。为了方便市民，在各个地铁站

优化、增加公交线路，在岛内外连

接处集美学村站旁边用政府储备

用地改造成一处停车场，而且停

车费降价了，连续 24 小时封顶才

10 块钱，建设了园博苑等多个

P+M停车场，让许多人中转感到

方便而划算。

观念转变，线路增加，转乘方

便，交通配套，乘坐地铁的市民和

游客已经越来越多，地铁成为大

家出行的主要交通之一。地铁的

建设、普及代表着一个城市发展

的水平，人们离地铁时代越来越

近了———地铁时代就是快速发展

的时代，地铁时代就是幸福生活

的时代。

地铁人生
第一次乘坐地铁是 2001 年

访问香港期间，那时候认定那就

是繁荣发达。2018 年 5 月赴港参

加公务，特地买了一张八达通卡，

坐几个站去回味，去比较。也乘坐

过新加坡、北京、广州、武汉的地

铁，以及上海的磁悬浮列车，真心

感受到城市发展的飞速，感受到

茫茫人海的拥挤，感受到地铁人

生的不易。

厦门地铁崭新宽敞，人在其

上，可灵活转身，可自由思想，可

从容地做自己的事情，很多人都

紧盯手机，抓紧联系业务的，完成

学习积分的，听新闻了解信息的，

看视频娱乐消遣的，打游戏打发

时间的……有的是太忙，有的是

太闲，有的是放松，一趟地铁，百

态人生，一部手机，人生百态。

清晨的地铁，天色以及人们

似乎都还没有完全醒来。车厢

内，坐着的人有的头斜靠着座位

打盹瞌睡，站着的人有的抓紧扶

手闭目养神，也许昨晚睡得太

迟，也许今天起得太早，也许工

作做得太累，也许都有。也有的

在看书，背着课文或单词，翻着

专业知识的书本，也许近期要参

加考试，参加公司的考核，也许

眼下就要去应聘，赶路参加笔试

或面试。

傍晚的地铁，空气中多了些

许热烈躁动的气息，依旧是下班

的大人，放学的小孩，拎着提包，

背着书包。疫情时期戴着口罩，看

不清面孔，但可以想见，有的疲惫

难掩，已经奔波劳累一天；有的面

带微笑，家就在不远的下一站。也

许站立习惯了，也许很快就是目

的地了，有时有位置了，站立的人

们也不会去抢着坐，空位还是空

着，站立还是站着。

“多少脸孔茫然随波逐流，他

们在追寻什么，为了生活人们四

处奔波，却在命运中交错”。在每

个站点都会碰见形形色色的人，

人们为了上学，为了谋生，为了梦

想，每天早出晚归，上上下下，进

进出出，步履忙忙，形色匆匆。

自己开车的路段还是十分拥

堵，幸好地铁让我们拥有一段可

以把握的时间，体验一段与众不

同的生活。也许将来厦门地铁也

会很拥挤，但是感谢这一段地铁，

感谢这一段人生，感谢这一段地

铁人生。

我们更愿意：如果可以，好好

地欣赏一路风景；如果不能，也要

安全上下列车。我们更珍惜：每天

打卡，为一日之计认真出发；来回

刷卡，满怀温情返程回家。

司主要销售各种农机产品零部

件、大中小型拖拉机、农用汽

车、还有木材、钢铁等。支农产

品属政策性亏损，是不图盈利

的单位。我在财务方面做到按

会计制度办事，精打算、勤核

算，要求收款部门、管理员销

售进出货都登记入账，票据账

本清楚，日清月结不出差错，

年均完成报表任务；同时联系

业务部门，做到分析总结经营

存在问题并制定当年计划。经

过多年努力，农机公司销售额

从 100 多万元到 600 多万元，

家大业大，逐渐有了利润，仓

库也新建好几栋，还建了职工

住房。我的财务工作进展顺

利，取得了一定成绩，受到县

财政局表扬。

有了一定成绩，根据工作需

要，1984 年 6 月 -9 月我被提拔

到县农机局任副局长职务。工

作关系就这样转到了政府机关

单位。

1984 年 10 月到 1992 年 8

月我被县人大任命为县侨务办

公室主任职务，开始开展侨房

工作，落实各项侨务政策。1986

年中央下发有关文件，根据文

件要求，凡符合土改前出国的

华侨（包括港澳同胞）在国内的

房屋遗留问题，需给予归还或

商量适当按标准补偿。全国各

地都开展落实华侨私房政策，

各地侨务部门重点做好这项工

作。

为了落实相关政策，广西区

侨办成立区侨房落实领导机

构，各地市县也相继成立，贵县

也成立落实侨房领导小组，下

设县侨务办公室，由我兼侨务

办主任。经过从上到下宣传贯

彻文件精神，我们开始到有关

乡镇摸底调查、收集相关材料，

并统计有关数据上报。按文件

要求收集整理材料、专档研究，

经领导小组集体讨论，符合条

件的侨房户上报批准，然后找

到侨房户及其亲属商量解决房

屋遗留问题；房屋不在或已他

用的按文件有关补偿标准进行

赔退。

当时我们县政府很重视这

件事，重点处理了几个在外国

或港澳知名人士的房屋遗留问

题。如，贵县籍香港同胞侯贵华

的房产给予落实归还。县委书

记及县长、侨办主任、侨联主

席、统战部部长一行到深圳同

候侯贵华见面并合影留念。侯

先生很高兴，不久还在港乡里

筹集资金买了一辆面包车送给

县侨联使用。我们还落实了美

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航天专家

陈宁馨的房产，因其房屋被县

公安局使用无法退还，政府在

开发区给了五套房，也解决了

问题。还有陈莲珍（系印尼巴中

教师韦同芳的夫人）的房子也

商量给落实，县百货公司按相

应房屋面积交换使用。

其他农村的房产有房的按

原房退回，没房的按当时规定

的面积按标准价赔付，经费由

侨房经费专款专用。经过两年

努力，基本完成县里的侨房处

置工作，我也受到了区侨务办

表彰。

1992 年 8 月至 2000 年我不

再担任侨办主任工作，改选任

县侨联主席，主要是做好归侨

侨眷工作，搞好与海外广西同

乡会的联谊联络。

1994 年贵港市发洪水灾

难。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港澳

同胞侯贵华先生集资 100 多万

元捐资支援家乡灾区，说明落

实侨务政策，做好侨务工作取

得了一定成效。

全家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