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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觉醒来，小区就
被封控了”，“我被隔离
在酒店，连换洗的衣服
都没带”，倾诉略带着愤
懑与抱怨。但组织封控
的人，一觉都没睡；还有
人天天都要穿“免洗”的
防护服。“疫”常时期，需
要救助，需要管控，需要
忍耐；为了“疫”劳永逸，
需要措施，需要支持，需
要配合，甚至需要牺牲，
这些都义不容辞。

我们所不曾认真思
考过：日常的美好，平凡
的安静，会有失去的风
险吗？如四季的风景，
每日的阴晴，至平凡、至
普 通 ，甚 至 物 以 常 为
贱。但新冠疫情给我们
上了深刻的一课：意外
与明天哪个先来，真不
好说。如果一定要有所
失 去 ，我 们 会 放 弃 哪
样？健康、闲适、未来，
自由的呼吸、随意的来往、说走就走的旅行？其
实样样都难以割舍。为了不失去、少失去、不反
复失去，我们就要懂得守护。

2020年的春天，我们失去很多。突如其来
又险恶莫测的疫情，打得我们猝不及防。打包
好的行李重新放下，取消了年假；正常的工作机
制放下，没日没夜地抗疫；自由的呼吸放下，接
受口罩的亲密保护；你来我往的热情放下，“因
为爱你，保持一米”；常规课堂放下，用网络传播
知识；甚至将生命和遗体也放下，化作提升医学
认知的材料。这段日子，天天面对失去，但也知
道了敬畏、珍惜和守护。

疫情经年，反反复复，第一场战“疫”，结束
在武汉解封的欢呼声中，但并非终场决胜。疫
情如风，那么远，这么近，从武汉加油，到四川加
油、海南加油、贵州加油、泉州加油，直到福州加
油，应急仗成了持久战，局部战成了全民战，观
战成了参战甚至主战。我们有过“一动不动”，
有过数着日子打疫苗，有过投身社区当愿者、到
交通卡点当班，也有过彻夜守候、不漏一人。切
换守护与被守护的身份和行为，只因疫情之中，
没有局外；居身其中，不分你我。

多年防疫，这便是“新常态”，其间众生百
态：鼓与呼有之，守与战有之，懈怠、疲倦、厌烦
有之，不理解、不支持、不配合亦有之。战斗太
久了，滋生逆反情绪，暗长无所谓心态，也算自
然吧。可是知不知？红马甲、白袍战士、网格
员，抗疫战线上的一切无名英雄。本都是普普
通通的人，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生活；有自
己的孩子，有自己的家。但为了守住战线，有人
数天回不了家，有人数小时才能上个卫生间，甚
至有人累死在抗疫路上。每一个安全港，都因
为有屏障；每一个岁月静好，都因为有守护者。
莫作被保障惯了，反而挑剔的人。

疫情一步步渗透，防线一道道筑牢。虽说
人与病毒共存共生，成了某个阶段逃不开的局，
免不了还会有人中招，还会出现阳性，还会有反
复，还会有封控，但战士仍在，斗志仍在，阴霾就
占据不了整个天空，风雨就不足惧。我们所要
做的就是步步为营，让病毒不入侵，危害不蔓
延，安全不离线，健康不枯萎。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漫长的夜里，谁是
我们的阳光？答案是：守护者。谁是守护者？
是每一个白衣战士，每一个红马甲，每一个负重
的逆行者，是你，是他，也是我，是我们。风雨之
下，唯有守望相助，才会坚不可破；唯有全民守
护，才会持久牢固。

道虽迩，行则必至。一时艰辛，请莫慌，也
莫哀，更莫怨，就认真起来，一起作个守护者，守
护住自己的安全、大家的安全，那么守护终将成
功，胜利终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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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清在京乡亲联谊会要出一套乡亲回忆
录。会长向我约稿，我很愿意借此机会，把我
的人生故事说给大家。如果对年轻的一代有
所启迪，那就不虚此文，也就实现了我的初衷。

我叫傅济熙，小名大炯。1934年生于闽清
县石郑村。由于村子太小，即使本县人，也未
必知道。

我小的时候，砍过柴，放过牛，也种过地。
烈日当空，跟着大人在田间薅草，汗流浃背，只
觉得酷暑难耐，却不懂得生活艰辛。也许，人
们很难想象，一个如此贫穷的农家孩子，竟能
走出山村，不仅踏入京城，还走出了国门。就
像我故乡那条静静流淌的小溪，虽激不起浪
花，却奔流不息，穿越无数群山，流过许多江
河，终于汇入大海。

我要深深地感谢我的父母，是他们用千辛
万苦的付出，造就了我的前程。更要感谢那个
时代，是那场翻天覆地的革命，为我敞开了人
生的大门。

人生，就像一次前程未卜的长途旅行。大
的方向虽然知道，但究竟要去哪里，其实并不
一定清楚，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都是随安而
驻。由于主观意愿和外部条件等众多因素的
影响，在旅途中时常拐弯或转折，是难免的。
回顾我的人生旅程，也有许多转折。

走出山村
国民党时代，家有两男，便有一个会被抓

去当兵。为了逃避当兵，我的父母千方百计送
我们兄弟上学。

我开始跟随哥哥去钟石小学。哥哥毕业
走了，便转到离家较近的樟洋小学，直到毕
业。由于我的学业成绩一直较好，毕业后就被
保送入本县天儒初级中学。

那是一所私立的教会学校。民国12年始
建于闽清六都，原为小学。民国 17 年（1928
年），由美国基督教“卫理公会”出资，在县城新
址建成新的校舍，学校也于同年迁到新址，并
升为初级中学。校舍是美国人设计的，属西式
建筑风格，非常漂亮。我入学时，授课老师都
有大学学历，且富教学经验。学校遂以教学水
平高而闻名。当时的语文课古文占着较大的
分量，我记得张朱泰老师教我们古文，讲得深
入浅出，特别吸引人。如他讲苏轼的《赤壁
赋》、白居易的《燕诗》等，至今难忘。由此遂养
成了我对古典文学的爱好。

期间，我曾休学一个学期，成了春季班生，
到1951年1月才毕业。由于县里没有高中，要
想升高中，就得到福州去报考。那时没有统一
招生，我考了三个学校，均被录取。哥哥要我
去上高等工业学校，为的是早些出来工作，好
支持家里。但我一心想着上大学，便自行决
定，去省立福州中学报到。

面对人生的第一场考验
省立福州中学（现在的福州第一中学）是

一所历史悠久的名校，不仅校风优良，同学中
追求理想、积极上进的气氛也很浓厚。我在这
里虽然只学了两年半，现在回忆起来，那可真
是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对我人生观的形成，甚
至以后的人生道路，都有深刻的影响。

该校的入学门槛很高。招考时，大礼堂坐
得满满的，入学后才发现，考取的大部分是本
校初中部升上来的，外校考入的才十几个人，
外县的就更少，像闽清、罗源两县都只有一
人。同学中出身寒门者居多，和我同宿舍、比
我高两班的一位同学，每逢假期都去打石子。
但越是这样的同学，学习越刻苦。我从小学到
初中，成绩都名列前茅。这里虽然不排名次，
但我明显感觉到，已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我
深知父母供我多么不易，也丝毫不敢懈怠。到
一年级下学期，竟被选为团支部书记，成了学
生干部。那年暑假，还被派往市小学教师思想
学习班工作，受到了锻炼。

当时，高等学校生源不足，所以春季班的
都用两年半时间学完三年课程，于是我便提前
于1953年秋季毕业，正好把我休学的时间找了
回来。

高考之后，正在家里等候发榜的消息，突
然接到通知，要我立即返校。回到学校被告
知，福州团市委要把我们班4个学生干部留下，
去做团的工作。我们明白，高等教育对于一个
人的素质提升有何等重要，留在团市委，就意
味着失去这种宝贵的学习机会。当时，高考的
结果就要发榜，大学的门槛已触手可及，却要
我们“过其门而不入”，觉得非常可惜。但当时
我们满脑子都是保尔.柯察金的英雄形象，虽有
思想斗争，还是愉快地到杨桥路团市委办公地
去报到。

1953 年 9 月 29 日，华东地区的高考录取
名单在《解放日报》上公布。我们很快就看到
了自己的名字，但这对我们已不重要，重要的
是寻找班上同学的名字。结果，除去两个同
学，全都榜上有名。而其中的一个，有惊无险，
很快就接到北京医学院发来的录取通知，她就
是我后来的伴侣。

一起同窗数载的同学，满怀豪情，一批批
地走了，我们也渐渐地平静了下来。一天上
午，团市委的一位同志召集我们开会，说接到
中央通知，不得将已被录取的学生截留。他表
扬了我们在这次考验中的表现，要我们赶紧回
家准备，到大学后好好学习。我们在团市委待
了不到一个月，幕布尚未拉开，就匆匆谢幕
了。从此以后，我每次路过杨桥路，都会回首
凝望，去寻找那个熟悉的大门。

和我一起被团市委看上的其他三位同学
是：陈传群、王任享和薛敦松，由于这次的共同
经历，我们成了终生的挚友。后来，他们都没
有辜负自己的青春誓言，王成为院士，是航天
摄影专家，为我国的卫星航拍事业做出了杰出
贡献。陈是核农学专家，曾任浙江省科委主
任、省农业科学院院长。薛是石油化工机械专
家，博士生导师。

这段往事已过去了几十年，却仍恍如昨
日。现在想来，如果当年真的留下来，我们的
人生轨迹将与现在迥然不同。或者长期在基
层当政工干部，或者当壮劳力，不论何者，到老
了，都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坦然和平静。

圆了大学梦
离开杨桥路，匆忙赶回家。家里对于我的

这一突然变化，毫无准备。为支持我上大学，

哥哥卖掉了他心爱的小提琴，姐姐要卖她的结
婚戒指，被我阻止。好在同学已为我申请了路
费。那时，国家对大学生实行全额助学金，连
书本都由学校提供。于是，我便如愿以偿地进
入了向往已久的高等学府—东北人民大学（后
改为吉林大学）。

我平时的学习兴趣都在文史方面。那时
是考前填志愿，我的第一志愿报了文学系，但
在考语文时，作文没做完，遂与之无缘。我们
中学的物理老师特别棒，也许是我的物理成绩
考得好，遂被录取到物理系。对我而言，这是
一种误会，我也只好强迫自己努力学习。

普通物理是最基础的课程。第一学期教
这门课的，是从美国回来、当时学校最年轻的
教授朱光亚老师。第一次考试，全班有5个不
及格，我是其中之一。这是我上学以来第一
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给了我极大的震撼。老
师要考的是我们对基本概念的掌握，而我恰恰
疏忽了基本概念。这时我才发现，大学学习和
中学不一样。但在第一学年结束时，我的各门
功课都在优良之列。我的进步受到了系里的
表彰。

那时学苏联，考试用口试，实行五分制。
方式是：进到考屋，先通过抽签确定考题，然后
到隔壁屋准备半小时，再到老师面前口述答
题，过程中，老师可随时提问。好处是，如果没
有真正学懂，就经不起问，会促使你学得更
深。但在老师面前单兵教练，难免紧张，有时
会影响成绩。一次考理论力学，我觉得自己答
得不好，非常自责，但出乎意料，老师在我的成
绩本上写了个4分。我当即涨红了脸，跟老师
说，我没答好，达不到4分。老师说，我自有判
断。在同学中，有这样学习自觉的很少，我因
此受到了表扬。

大学给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它的图书馆。
一进入阅览室，开架的杂志琳琅满目，真有进
入到知识海洋的感觉。我每次到阅览室占座
复习，都会情不自禁地去浏览文学、历史、哲学
方面的期刊。我对人文学科知识的积累，就是
从那时开始的。课外阅读对正课学习也有帮
助，一次，我的《政治经济学》课题作业“生产力
与生产关系”，被授课老师拿到经济系课堂上
去念，就是得益于我的课外阅读。

我在大学里依然担任学生干部，第一年在
系里，第二年到校学生会，第三年担任校学生
会副主席。这虽然占去了我不少课余时间，却
让我在社会活动能力方面得到了锻炼。

大学授予我们的，与其说是专业知识，不
如说是治学的思维方法。通过各门功课从薄
到厚，再从厚到薄的学习，扩大了知识视野，更
重要的是帮助我们建立起系统观念，学会分
析、综合与逻辑推理的一套方法。

大学还是形成世界观的关键期。世界观
比人生观要复杂得多，仅凭中学阶段的知识，
是难以达成的。只有通过大学阶段的学习，综
合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还有人文学科的知识，
才能逐步形成。

基础课到第三学年就全部学完了，第四学
年要进入专门化课程学习。所以在第三学年
结束时，每个学生都要选择专门化课程。在学
年考试结束，就在放假前的一天，系里召集我

们部分同学开会，说要我们转到北京大学学习
保密专业。此前不久，我刚被批准加入中国共
产党。当时学生党员极少，如果我在本校毕
业，肯定会被留校。据说本来选送的名单中没
有我，是因为我在入党时汇报了在北京有女朋
友，才临时把我加上，说明当时学校还挺有人
情味的。会后，系里给我们发了路费，让我们
自己去北京报到。我用这笔难得的路费，高高
兴兴地回了一趟家，去看望已经三年不见的父
母。

北大把我领进核行业
在家度过了一个难得的暑假，就来北京。

一出车站，就见到北京大学接站的汽车，于是
很快就到了校园。在我出示报到通知后，有人
把我领到中关村。到了那里才知道，原来，国
家为发展原子能事业，于1955年开始，在北京
大学开设核物理和放射化学专业，培养核科学
技术人才。为加快培养进程，最初的生源不是
来自高考，而是从全国八所综合大学三年级学
生中选拔。条件当然是品学兼优，其实未必，
因为各大学都亟须人才，都不会把最优秀的学
生放走。

为了保密，学校在中关村科学院园区内，
盖了专门的教学和宿舍楼。内部称“技术物理
研究室”，后改为“技术物理系”。对外的代号
为“北京546信箱”，直到几十年后，我们仍称这
个群体为“546”。现在，“技术物理系”的建制
已被取消，两个专业分别并入物理系和化学
系。

进入北大核物理专业，是我人生的第一个
重要节点，由此决定了我这一生的职业方向。

北大名声在外，但只有进入其中，才会体
验到它的内涵。以教我们课的老师为例，都是
全国有名的教授。北大百年校庆时，我曾回到
系里，看到墙上挂着出自这里的院士照片，竟
有三十多人。

学校为我们的学习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我
们的伙食标准也比一般学校高。但因要学的
课程多，学习任务重，从周一到周六，课程都排
得满满的。本来时间就很紧，却在第二学期赶
上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场政治运动
——大鸣大放和反右斗争。

鸣放开始，北大校园内大字报铺天盖地。
这种场面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从大字报也
可以看出，这里真是才子聚集的地方，且不说
其内容，仅从文章的角度说，有许多都写得文
采照人，而其中有不少都出自理科学生之手。
好在我们这个系是在校园之外，照常上课，楼
里也没有大字报。后来的事实表明，此举让许
多学生幸免于难。由于这场运动，我们的课程
草草结束，毕业论文也给耽误了，工作多年后
才体会到，这是个重大损失。

我们的毕业分配拖到了 1957 年 10 月，大
部分都分到原子能研究所。反右运动后，认为
知识分子需要更多地接触工农大众。因此，我
们分配后，没去单位报到，就直接拉到颐和园
北边的温泉乡劳动锻炼。我们班分到原子能
所的有12人，都在白家疃村生产二队。开始住
在一起，后来分到农户家和农民同吃、同住、同
劳动。

我们下去时，正赶上大兴水利，整个冬天
都在挖水渠。刚开始还可以，等挖到深处时，
往上挑河泥，一天要挑几十担，每个人的脖子
后头都长出了鼓包。我们集体起伙，12人一餐
要下13斤米，足见当时的劳动强度。最初说下
放一年，实际只有10个月，到第二年8月，就结
束了。

（未完待续）

一 条 静 静 流 淌 的 小 溪
○ 傅济熙

梅梅
花花 精精 神神

国庆长假，我们一家四口，响应政府号召，
不出远门就近旅行，于是，自驾车到闽西长汀
县游玩。

长汀城关
10 月 2 日清晨，我们从福州出发，中午到

达长汀县城。我是第一次去长汀的，一下车，
就好奇地瞭望城区、眼前呈现出一片约有福州
城区一半大的平原，其上竖立着黑压压的古老
楼房；步入街道，只见古街深巷、青瓦漆柱、飞
檐翘角、古香古色；汀江绕城而过，水清岸缘、
碧水悠悠、波光粼粼；周边群山环拱、层峦叠
翠、绵延起伏。

我们首先参观了城关最有名的旅游景点
——“店头古街”文化名城。这里是一条建筑
物只有两三层高的古街小巷，街道窄小。店铺
多是粉墙青瓦，斗拱飞檐，鳞次栉比，陈列着琳
琅满目的当地土特产。漫步街道似乎步入福
州的“三坊七巷”，人们熙来攘往，别有一番古
韵味。

接之，在城关还参观光了瞿秋白烈士纪念
碑、杨成武广场、厦门大学旧址等馆所。因时
间关系，长汀的其他“汀州八大景”，路程较远
就无法参观了，甚是遗憾。

这是一个有光荣革命老区历史的、比较繁

华的、有浓厚文化底蕴的、山清水秀的地方。

古老城墙
晚饭后，我们去参观长汀的古城墙。路经

城区，只见满城国庆节日气氛浓厚，街道张灯
结彩、灯火璀璨，满街都是热闹欢乐的节日景
象；绕着城墙下的汀江两岸灯笼点点，熠熠闪
光，江水清波碧流，倒影灯光荡漾。

我们步行到了古城墻下，有年轻志愿者为
外来游客作古城解说。他说：“这城墙建于唐
代，沿着汀江而筑，有1200年历史，自东向西呈
弧形状。古时墙长5000多米，设有12个城门，
现保存完好的墙体还有1500米。”我们登上城
楼，只见城墙上沿路挂着点点灯笼，宛如一条
巨龙腾空翱翔，十分显眼，给节日的夜晚增添
了壮丽景观。我们在凹凸有致的垛墻马道上
步行参观，每走百来米就会遇见一座城楼，楼
内房间完整洁净，放置有座椅供人休息。城墙
对面可见到“高城回壁”老建筑楼，解说员说：

“那是古代汀州试院，红军时期是苏维埃政府
所在地。”我们在城墙上绕了半圈，一路上赞叹
不已，这么雄伟的建筑物，真是古代劳动人民
的建筑技能与智慧的结晶呀！更可赞的是，经
历一千多年风风雨雨的墙体，汀州人民还能把
它保留得这么完好，真是一个奇迹！

汀江龙门
第二天上午，我们继续寻古探幽，搜奇捡

怪。自驾车绕行山野林间，曲折盘绕，驱车半
小时，参观天然构成的“汀江龙门”。

汀江发源于汀州宁化县，流经长汀涵前
时，突然一座巍峨的石山横截江流，挡住了去
路，但是山下洞隧中通，像神工仙斧劈开一个
洞口似的。洞上巉岩峭壁，奇石嶙峋。山顶上
古树奇倔，根株暴露，龙爪攫拿，在万绿丛中，

还隐藏一座黄墙围绕的古刹寺庙。寺庙香火
旺盛，信徒络绎不绝，寺里念经传诵，晨钟暮
鼓，打破了山坳之幽静。洞的周边危岩兀立，
苍松裂石而出，斜欹挺出，枝柯虬曲。汀江流
水就从巨洞中呼啸而过，奔腾南下，流入南
海。洞口像张开龙口似的形成拱形，竹排、浆
板可以往来划行。洞前有一深泓，水清如碧，
深不可测，传说龙在深潭隐存，故名“龙门”。

千里汀江一线穿，其奇景天然形成，山光
水曲，景色秀丽，佳致，令人神往。

长 汀 之 旅
○ 林垂枢

尊敬的电力客户：
为了进一步提升优质服务水平，国网福建

省电力有限公司计划于2022年11月10日0时
至2022年11月18日8时开展电力营销服务系
统升级工作，升级期间有关服务事项公告如
下：

1.公司所辖各供电营业网点（含24小时自
助缴费终端）、网上国网APP、“国网福建电力”
微信公众号、支付宝生活号、微信及支付宝生
活缴费、电e宝以及联网银行等各渠道电费交

纳暂停。
2.网上国网APP、“国网福建电力”微信公

众号和支付宝生活号、福建政务服务网、95598
互动网站等各线上渠道用电业务暂停办理。

3.欠费不计违约金，不实施欠费停电。
4.故障报修业务正常开展，客户可以通过

拨打电力客户服务热线 95598 等渠道进行报
修。

5.确有紧急需求，请咨询当地供电公司。
6.系统升级后，用户用电编号由10位升级

为13位，新户号为：350+原户号，其他供用电信
息不变。

我们将于2022年11月18日8时起恢复所
有业务正常办理，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我们竭诚为您服务。

特此公告。
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4日

电力营销服务系统升级公告



一

伟大民族继先祖，大展鸿图建强国。

中华精英千千万，华夏昌盛万万岁。

二

庄严召开二十大，严实金句感豪放。

宣赞蓝图灿彩光，言誓复兴展光芒。

伟大中华
○ 许泽民

诗友同游岳祖研，摩岩石刻仰先贤。

攀登玳瑁观仙境，俯视闽江赏百川。

峻峭山峰生态美，逼真石壁骆驼虔。

普陀岩顶悬鱼洞，巧夺天工大自然。

重游白岩山
○ 陈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