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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领 时 代 ，坚 定 文 化 自 信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的探索与实践·文化篇（一）

（上接第1版）
1990年 2月 27日，在闽东宾馆，习近平和创

作组座谈。习近平动情地说：“生活是文艺的源
泉，诗歌为心灵的抒唱。大家辛苦了。”

习近平认为《山海的交响》的立意概括得很
好：“这是山与海的交响，山海风光与闽东精神的
交响，是历史、现实与未来的交响，是力与美的交
响。”并提出：“这也是艺术家与人民心灵的交
响。”他希望，这些来自生活的歌曲，再回到群众
中去接受检验。

“20多年过去了，很多文艺工作者和我一样
都觉得，这四个‘风’的主旨和五个‘交响’的立
意，高屋建瓴，放在现今这个时代也不过时。”王
凌说。

1990年 12 月 24 日，长达 50 分钟的《山海的
交响——闽东抒怀》在福建电视台演播厅举行首
映礼，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应邀参加。他
说：“这部片子弘扬正气、弘扬民族文化，使大家
看到信心、前途和力量，弘扬了闽东的风格和精
神，激发了群众。”观赏者一致认为，这部电视音
乐片融思想性、艺术性、趣味性于一体，将闽东之
光展现给了世人。

1991年2月，《山海的交响》在中央电视台播
映，在全国尤其是福建产生了巨大反响。同年，
该片荣获福建省第四届电视艺术奖一等奖、全国
第五届电视文艺最高奖“星光奖”。1995年3月，
又获得福建省首届百花文艺奖。

在闽东，不仅“山海”是“闽东之光”，畲族文
化等也是闽东文化的闪光点，习近平高度重视这
方面的文化建设。

1989年1月和6月，习近平明确要求，抓紧修
建畲族博物馆，办好畲族研究会和畲族歌舞团，
以丰富我国多民族的文化宝库。在他的倡导和
推动下，1990年10月，首届福建省闽东畲族文化
艺术节在宁德成功举办。

近30年过去，很多当年的亲历者依然觉得，
习近平关注闽东之光，不仅在于具体的作品、场
馆，更在于精神力量的支撑。他有着更高远的冀
望：通过倡导弘扬闽东之光，激发闽东人民蓬勃
奋进的动力；宣讲传播闽东之光，增强闽东人民
的自信心，也让远方的人们了解闽东，促进闽东
对外开放。

多出力作、佳作、大作、杰作
“用文艺振奋民族精神”，2016年11月30日，

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习近
平总书记对广大文艺工作者殷殷嘱托。

习近平总书记在闽工作期间，对文艺创作要
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如何更好地创作，就有着深
邃的思考。

1992年5月19日，在福州市纪念毛泽东同志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大会
上，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明确提出，到20世
纪末，福州的文艺事业要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做
到“三个相适应”：与福州作为省会城市的地位相
适应，与福州作为沿海对外开放城市的现代化建
设发展程度相适应，与福州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所应起的作用相适应。
为此，他要求，“各艺术门类都要大力提高艺

术生产力”，不仅注重数量，也要讲究质量，“争取
多出力作、佳作、大作、杰作”。针对当时的文艺
发展现状，他提出，各个艺术门类的创作要全面
发展，比较薄弱的文学、音乐、影视创作要向屡创
佳绩的闽剧学习，大力改观；要更多地挖掘福州
的历史和现实题材，突出福州的地方特色，形成
一种独特的福州风格、福州流派、“福州味”。

正是有了这样深远的思考，习近平的目光触
及到普通的文艺工作者身上。“不单是台前的文
艺人才，习近平书记也很关心幕后的创作者。处
于寂寞状态的创作者，恰恰是文艺精品最根本的
源头。”时任福州市剧目创作室主任马书辉回忆。

受到习近平关注的，是一部 54万字的反映
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先生的长篇小说，以及它的
作者池敬嘉、华瑜夫妇。

“1993年 5月 18日，我接到市委办工作人员
的电话，说习书记希望了解福州市的文艺创作情
况，让我这两天不要离开福州。”池敬嘉笑着说，
一直以来他喜欢全国各地“到处乱跑”，收集、考
证创作素材。

1993年5月20日上午8时许，池敬嘉与夫人
华瑜、闽剧编剧杨基一同来到习近平的办公室。
杨基等人创作并由福州市拍摄的电视连续剧《马
江之战》，当时在中央电视台连续播放3次，全国
各省市电视台也相继播放，轰动一时。

池敬嘉记得：“当时市委办工作人员说，谈 1
个小时左右。我还说，1 个小时太多了。”哪承
想，这一谈，就是一整个上午。一开始，他们有些
拘谨，习近平对他们说：“今天就当作聊天，我想
了解一下创作情况。近几年来，市委提出‘振兴
闽剧’之后，福州戏曲界已出了一些好作品，但相
比之下，福州在小说、影视创作方面还显得薄弱
一些，必须迎头赶上。”

令池敬嘉意外又惊喜的是，“习书记对历史
文化十分关心且很有研究，印象最深的是，他还
提到了黄乃裳的三弟黄乃模，在甲午海战中与邓
世昌一起率领‘致远’号将士壮烈牺牲”。

“习书记说，福州是历史文化名城，有许多厚
重的历史题材和人物值得去写。比如二七工运
烈士林祥谦、黄花岗英烈林觉民的事迹可歌可
泣，很有文学价值。再比如，马尾在中国近代史
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不仅是马江海战的发生
地，也是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这些历史和人物
都可以成为创作的源泉。”池敬嘉说，3个多小时
的时间里，习近平与他们谈马尾船政、林则徐、黄
乃裳等福州历史文化、名人，给他极大的启发。

对此，习近平谈了自己的看法：“我们应该对
一些历史人物包括洋务运动的人物，给予历史
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并在文艺作品中给予客观、
公正的反映。这样的作品目前还很少，福州的作
家不来反映福州的历史和人物，这能行吗？”

池敬嘉说：“对于创作什么，习书记不仅关心
历史，也关心现实。”在交谈中，习近平说：“文学
艺术不仅要反映历史，而且更要善于在现实中寻

找题材。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福州发生
了根本性的变化，如火如荼的现实生活中有不少
题材需要文艺工作者下功夫去挖掘、选取、提
高。每一位文艺工作者都应该是改革开放的讴
歌者。”

针对各个文艺门类如何全面发展问题，习近
平说：“福州的文化工作在普及方面取得了一定
成绩，但在提高上还缺少尖子，缺乏‘拳头产品
’。福州市已形成一定的文化氛围，但必须改变
文艺工作者各自为政的状况，使大家团结起来，
形成‘集团军’，这样才能产生一股巨大的创作力
量。”

1993年6月10日《福州晚报》（当时的福州市
委机关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了“市委书记与作家
畅谈创作”，这在当时的福建乃至全国都是不多
见的。

这么隆重的“阵势”，池敬嘉始料未及：“我到
现在还保留着当天的《福州晚报》。我没想到，一
位市委书记在百忙之中和我们几位作家畅谈了
这么久；我没想到，习书记对创作这么关心、这么
在行；我也没想到党报还这么高规格地做了报
道。”

这次谈话，也影响了池敬嘉此后的创作之
路。他开始将目光更多地投向福州这块拥有丰
富历史文化宝藏的土壤。2013 年，池敬嘉花了
20 多年研究、创作完成的以黄乃裳为题材的长
篇小说出版。这与习近平对黄乃裳的关注，以及
鼓励池敬嘉进行这方面的创作，不无关系。

“作为爱国侨领，黄乃裳第一个率领福建移
民开拓南洋，推动与各民族文化的交流。”池敬嘉
说，习近平在1991年11月召开的黄乃裳开垦“新
福州”90周年纪念会上提出，要进一步学习和发
扬黄乃裳先生的爱国主义、艰苦创业、不懈探索
与追求进步的精神，“习书记眼光长远、开放，现
在他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内在思路是一以贯
之的。”

拓展宣传文化阵地，奏出时代强音
“如果没有习书记亲自推动，《闽东报》不会

这么快复刊。我也不会改变命运，从一个基层通
讯员变成党报总编辑。”回首近30年前艰辛创业
的点点滴滴，已退休 10年的《闽东日报》原总编
辑王绍据颇为感慨。

《闽东报》是宁德地委机关报，1952年创刊，
1969年由于历史原因被迫停刊。改革开放后，省
内南平等地市党报相继复刊，但《闽东报》复刊一
直搁浅。

1988年 6月，习近平调任宁德地委书记，他
多次在地委会议上强调：任何工作，舆论先行，宁
德没有报纸怎么能行！1989年5月23日，习近平
主持召开地委专题办公会，议定了《闽东报》复刊
时间、机构规格、人员编制、经费来源等事项。6
月 15日，地委专门成立了《闽东报》复刊筹备领
导小组。

1989年11月1日，《闽东报》正式复刊。习近
平参加了复刊大会，并给各记者站站长颁发记者
站牌匾。他还特地写了署名文章《坚定方向、弘

扬正气、振兴闽东——为〈闽东报〉复刊而作》，发
在第一期头版头条，“期望《闽东报》重展当年雄
姿，紧扣时代脉搏，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
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新闽东的宏伟大业中奏出
时代的强音。”

1989年 11月 8日，复刊一周，习近平又主持
召开地委办公会议，专题研究《闽东报》复刊后亟
待解决的人员、经费等问题。1990年5月3日，调
离宁德前夕，习近平又专程到闽东报社召开宣
传、新闻工作座谈会，看望员工，亲切话别。临行
前，他反复嘱托报社班子，要把报纸办好，为闽东
争光。调离宁德后，他依然牵挂着《闽东报》的成
长。每每回忆起此事，王绍据仍感动万分，“习近
平总书记对《闽东日报》的关心，闽东报人永远都
忘不了。”

复刊《闽东报》是为了拓展宣传思想文化阵
地，提升传播力、影响力。在宁德，习近平还创设
了当时全国绝无仅有的新闻“两会”制度。时任
福建日报宁德记者站站长卓新德是亲历者。

“习近平到任宁德地委书记没多久，有一天
打电话请我到他办公室商谈事情。他开门见山
就说，为了加强与福建日报等媒体的沟通，也为
了媒体记者了解地委的工作安排和全区工作进
展，是不是可以设立新闻‘两会’制度？”卓新德回
忆，之后敲定的新闻“两会”制度正式开始运转。

新闻“月谈会”：每月10日召开，由地委负责
人介绍一个月的工作安排，重要工作的进展情
况、取得的阶段性成果等；由福建日报记者介绍
每个月报社的宣传要求、报道安排，以及新闻界
和群众对地委工作的意见、建议等。

新闻“通气会”：每季度最后一个月的 20日
召开，由地委办主任向记者通报每季度地委、行
署正在抓的重点工作、阶段性成果、全区性重要
事件，并当场答复记者需要了解的事情。

“新闻‘两会’，就相当于现在大家都知道的
新闻发布会。当时，这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是仅有
的，受到我们新闻工作者热烈欢迎，也有利于我
们更好地获取信息、开展采访工作。”卓新德说。

当时，宁德正处于“摆脱贫困”、加快发展的
关键时期，群众反映情况、表达诉求比较多，福建
日报宁德记者站也成了群众来访的“接待站”。
为此，地委、行署赠送了一台原装进口空调和一
套转角沙发给记者站，用于接待群众。“当时，连
地委、行署都没有这么好的空调，可见习近平总
书记对做好群众工作和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视。”
卓新德说。

1990年 4月，调任福州市委书记后，习近平
依然高度重视新闻宣传工作。在 1990 年 6 月 4
日福州市委、市政府召开的新闻界座谈会上，习
近平强调指出：现代领导需要通过新闻媒介同群
众建立联系，任何忽视新闻工作的倾向都是要吃
亏的。

习近平说：“新闻界既是益友，又是良师。市
委、市府将一如既往保持同新闻界的密切联系，
同大家一起更好地运用新闻舆论工具，贯彻落实
好党的方针政策。既欢迎大家正面宣传福州，以

鼓舞福州人民的斗志，提高福州的知名度；也欢
迎大家指出福州存在的问题，以利于我们改进工
作。”

延续在宁德的做法，1994 年 10 月，福州市
委、市政府正式建立每两月一次的新闻记者月谈
会制度，以进一步强化与新闻界的沟通。在当月
14 日举行的月谈会上，习近平等市领导与记者
进行了对话和交流。

在福州工作期间，习近平重视发挥党报作为
党和人民的喉舌的作用，经常关心《福州晚报》的
发展，并到报社现场办公，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

1991年1月14日，《福州晚报》上刊登了一则
消息《我们也需要一本“福州办事指南”》，反映群
众对提高机关服务水平的呼声。习近平看到报
道，当即要求有关部门组织人员编写。仅用一个
多月时间，就编写完成了26万字的《福州办事指
南》和 19万字的《福州市民办事指南》，当年 6月
出版，大大方便了外商投资经商和市民办事，真
可谓是“一册在手，办事不愁”，很多老百姓竖起
了大拇指。

对于省委机关报《福建日报》，习近平更是关
爱有加，在关心、支持福建日报新闻宣传工作，为
党报事业发展排忧解难的同时，还身体力行为

《福建日报》撰稿。
据不完全统计，习近平在《福建日报》上共刊

发 32 篇署名文章，包括词作《念奴娇·忆焦裕
禄》、诗作《七律·军民情》、谋划福州发展的思考

《再造一个“金三角”》和《关于扩大开放的思考》、
总结“晋江经验”的《研究借鉴晋江经验，加快构
建三条战略通道》等。

1990 年 12 月，习近平在同记者座谈时说，
“《福建日报》是我最喜欢读的党报之一，是每天
必需的‘早餐’”。他说，党报党刊始终是我们党
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党和政府的喉
舌，也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声音。各级各部门
和干部群众要把党报党刊作为自己的良师益友，
在阅读、学习中了解全局、掌握政策、提高认识、
指导工作。

《福建日报》创刊50周年、60周年，习近平不
论是在地方，还是在中央工作，都发来贺信祝贺、
鼓励。2002年8月25日，福建日报报业集团挂牌
成立，出差在外的时任省长习近平特地发来贺
信，希望福建日报“进一步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
努力造就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
新闻工作队伍，做强做大报业集团，不断扩大影
响力，把报业集团建成我省宣传战线唱响主旋
律、打好主动仗的主力军和主阵地”。

对广播电视事业，习近平也很关心，多次接
受福建电台、电视台的采访，纵论福建改革开放
和现代化建设事业。

2002年7月31日，福建省“十五”期间社会事
业重点建设项目——福建广播电视中心开工建
设，时任省长习近平出席开工仪式，并为中心工
程培土奠基。2011年 1月 1日，福建广电中心正
式启用，全省广播电视硬件设施水平跃上一个新
台阶。

虽然已经过去了一年，但那发生在六年
级下学期的事依然如刚刚发生的一样，让我
记忆犹新。

上完一节数学课，我还坐在座位上与同
学们嬉笑着。这时，语文老师迈着轻快的步
伐走进教室，径直来到我身边，把一个装得满
满当当，裹得严严实实的文件袋放在我桌上，
一语不发地又转身“飘然而去”。

我一头雾水地冷眼打量着文件袋，旁边
的同学早已乱作一团，纷纷挤来询问我这包
裹的来历。我也答不上来，只是一个劲地在
脑中猜想着：是老妈的东西吧，或许她网购时
地址填成我的了？难道是谁送给我的礼物，
好歹事先说一声呀？一个个想法潮水般涌
来，却又全不可幸免地被我否决。

上课铃声响了，我却还没有回神，直到数

学老师岿然地站到我身边，居高临下地瞪着
我时，我才知道已经上课了。赶紧灰溜溜地
把文件袋往抽屉里一塞，翻开课本，开启“听
课模式”。

终于熬到放学，我冲回家里，把书包往床
上一扔，放下一直抱在怀里的文件袋，小心的
把贴在袋子上的标签撕下来，仔细辨认上面
的字迹。没错，收件人正是本人，我肯定了这
包裹是特意寄给我的。发件人：快乐语文！

我激动地站了起来，拿出剪刀，小心翼翼地剪
开文件袋。哗！里面是一整叠码得整整齐齐
的书：《快乐语文》、《快乐数学》、《快乐英语》
各四本，还有一张奖状，展开，上面写着我的
作文——《碗柜里的争吵》上了《快乐语文》。
我连忙抽出一本，翻开目录，看到了自己的作
文发表在第46页。一下找到自己的文章，读
了一遍又一遍。相同的文字，留在自己的作
文本上和出现在一本小有名气的刊物上，感

觉真是完全不一样。
这时，老爸回来了。我立即与他分享了

自己的喜悦，他也很开心，用手机把奖状和作
文拍了，传到他的微信“朋友圈”，引来了许多
的赞扬和鼓励。我看到后，心里乐滋滋的，有
一种尾巴翘到天上的感觉，就差把天捅了个
窟窿。骄傲，原来是这么美好的一种体验。

就算到现在，一想起这事，我还是会乐上
好一阵子。通过这件事，我明白了：写作并不
痛苦。相反，它是快乐的。只要留心生活，何
愁没有好题材？只要认真去写，就会越写越
好。

那一次那一次，，我真骄傲我真骄傲
○闽清县城关中学初二（14）班 池思雨

七 律

南湖擎帜扭坤乾，马列宝书天下传。

黎庶同心驱倭寇，工农联袂倒邪权。

卫星核弹惊欧美，航母飞船赋锦篇。

十九新班赓跃进，中华大地舞蹁跹。

绝 句

党章修改党规严，干部作风皆洁廉。

办事“三公”人满意，黎民心里似蜜甜。

楹 联

新班遒接力，强军富国兴华夏；

党政播仁风，聚力凝心创辉煌。

庆贺十九大诗联
○苏诗章

（一）

五年砥砺绩昭彰，富国强军众志昂。

经济繁荣歌幸福，家邦昌盛乐安康。

登天舟箭星空舞，下海蛟龙水底翔。

胜利召开十九大，宏图壮丽谱华章。

（二）

五年伟绩党丰功，改革良筹举世崇。

理政兴邦扬特色，倡廉反腐树新风。

和谐社会欢声溢，美好城乡喜气纷。

民族复兴圆国梦，中华崛起东方红。

（三）

五年砥砺创辉煌，伟略雄韬社稷强。

心系人民谋福利，胸怀祖国保安康。

欣荣社会宏图丽，美梦中华硕果香。

万众欢歌十九大，前程似锦谱新章。

欢 歌 十 九 大
○林伯震

老谢的房子终于卖了，他得偿所愿，我怅
然若失。

当了近十年的邻居，彼此之间非常熟识。
老谢是个临近退休的老干部，精瘦的身板，高
亢的嗓音，那眯缝着的小眼睛里满载着热情，
那微秃的脑袋里装满了四书五经。就是这样
一个可爱的小老头，现在把房子卖了，从此楼
上邻居更新。

他兴冲冲地把这一“好”消息告诉了我
们。之所以好字加引号，实则在大家心中都并
不真正把这当一欢天喜地的好事。老谢舍不
得他的房子。想到那房子里充满了他的奇思
妙想后自己动手“乒乒乓乓”一砖一板地打造
的痕迹；想到那房子经他用风水大师的“慧眼”
识得的合理的朝向和绝佳的风水；想到闽清一
直是他勤勤恳恳生活工作了几十年的故乡，而
房子一卖，一旦去福州安了家，那这片热土是
不是变成了夜夜梦中的牵挂？老谢说，这房子
卖了，其实还想着要买一套小的，好回来时住。

我舍不得这好邻居。老谢是个热心人，面
对我这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蛮劲和做起事情
就忘乎所以的狠劲他甚有意见。他经常语重
心长地对我说：“年轻人，做事情有的是时间，
你这样最好一分钟掰成三分钟用的观念是错
误的。过度的透支自己不可取，养生之道提倡
的是静养，你这小身板不可超负荷运转。”面对
和蔼可亲的他，我是比较肆无忌惮的，往往他
这么说我都会跟他唱反调，我说，您是老人家
了，当然要静养，我还要趁着年轻多折腾折腾，
再不折腾也如您一般是老朽了……往往这时
候，他都拿我没办法，于是便找来了许多书籍
让我读，让我自己去顿悟。

老谢家的房门钥匙要还给他了。这把钥

匙放在我这一是要我帮他浇花，如果他不在家
的话；二是预防他偶尔马大哈不带钥匙关了
门，好有地方求助。这种事还发生过好多次，
最有意思的一次是大冬天的早晨穿着单衣把
自己关在门外，到我家敲门，结果我夫妻俩睡
得太香没听见，他硬生生坐在冰冷的台阶上等
了一个多小时。

现在老谢把房子卖了，可能从今往后，不
刻意联系就很难再碰面了，一想到这里我就很
惆怅。

除了老谢，我还有很多的好邻居。今天想
来，当年没有买电梯房，看似很累人，却也无
形中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碰面的机率，也无形中
增进了左邻右舍的情感。一楼门对门的两个
阿姨都非常热情，特别是101的那户，每每见
到她，她都会用甜得化不开的表情和语气来与
我寒喧，那份来自农村大妈特有的情感沸点，
经常让我有回到老家被好客婶婆们拉住手问
长问短的温暖感觉。二楼的两套房子是常年
用来出租的，这里曾经住过王方老师，只是很
遗憾，当年眼拙脑笨的我被他门上的那幅对联
给唬住了，以致于每次经过都在琢磨这是啥子
意思，但从来没有想过要敲开门探个究竟。三
楼四楼住着年纪与我们相仿的人，楼上楼下遇
上总会问声好，偶遇他们的小宝贝，还会得到

一声甜甜的“老师好”或“阿姨好”。
住在老谢对面，也就是我楼上的那对夫妻

年纪不轻却脾气不小。他们有一对颜值非常
高的孙孙，也经常看见他们满是幸福地带着这
对宝贝在小区楼下侃大山。他们是生意人，说
话嗓门大，很多时候会从楼上传来他俩的对
话，大嗓门快节奏经常让我傻傻分不清他们是
在说话呢还是在吵架，也是一对活宝。他们对
我也是极热情的，每次在楼道里碰面，他们总
会让小宝贝们叫“老师好”，无论孩子情不情
愿。

这些是与我同处一楼的兄弟姐妹，还有最
令全华侨城人“心心念念”的邻居一定当属我
们整个小区都可以风闻的，想忘也忘不了的对
面邻居。他们家的狗叫声，是我到澳洲的梦里
还在不断狂吠的，在家时觉得不胜其烦，在国
外却成了念家的载体。

据说这一家人收养的这么多大的小的，
白的黄的，长的短的狗都是流浪狗。他们供这
些狗儿们吃喝拉撒，狗儿们上窜下跳的与主人
一点隔阂都没有，狗与狗之间经常因为各种纠
纷大咬出口，大声疾呼，当乱成一锅粥的时候
女主人便会用她声震四方的女高音来把这混
乱不堪的场面控制住，说来也奇，只要女主人
一声喝下，狗儿们当即就会咬牙切齿地住口。

于是，在我的梦里，当狗叫得疯狂的时候，都会
适时出现这一神奇女高音。那女高音有时也
会去其它梦境中客串一番，喝止住那纷乱的场
面。

最恼人的是狗在大半夜因为莫名问题狂
吠。听说，有一华侨城住户的客人来华侨城过
夜，当晚，狗儿们集体失眠，当它们集体仰头长
啸的时候，这个客人当场被惊醒，并迅速做出
反应：地震了！当即叫醒他老婆让她与之同
奔，赶紧逃到安全地带。幸好他老婆不是第一
次经历这“山崩地裂”，睡眼惺忪地安慰她老
公，说，没有地震，这狗儿叫着玩呢！果不其
然，当女主人含恼带怒的女高音响起，狗儿们
顿时偃旗息鼓。但这男客并不十分放心，和
衣，时刻警惕地对付了一晚。

这一群狗也是我的邻居。
住在这钢筋丛林里，人与人之间被分隔成

了一个个的火柴盒。高耸入云的建筑由可以
升降的电梯把控，每天我们都由一个密闭空间
到另一个密闭空间，天长日久，心也关闭了，我
们互相碰面不再热情寒喧，我们不再好客不去
串门，我们漠然地看着门外的一切，一切不关
己之事均高高挂起。这就是现代文明，畸形变
态的文明。

所以，华侨城左邻右舍之间的那种亲密
感，是我无论走到世界的哪一端都无法忘却与
割舍的。

在澳洲，我也有我的邻居，当那天，那个白
发碧眼的老太太在明媚的春光中对我说

“Good morning ”的时候，一股暖流涌遍我全
身。

我的我的 左左 邻邻 右右 舍舍
○郭娟妃

学生习作学生习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