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过得真快，我们来湄洲岛服务的时间 7月份就结束
了。这 2年，看到湄洲岛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其中的一
分子，真的感到很高兴。以后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继续关
注、支持第二故乡湄洲岛的未来发展。”到 7月份，省委组织部
选派的 11名专家成员组成的科技服务团进湄洲岛开展为期 2
年的技术帮扶结束，即将离开湄洲岛，成员们都感到不舍。

的确，从 2014年 7月起，科技服务团到湄洲岛进行为期
2年的技术帮扶，成效明显，大家有目共睹。他们发挥专业特
长，积极出谋划策，躬耕于野，不求闻达，扎根湄洲岛，与全岛
上下一起努力，为创建文明湄洲岛，加快把湄洲岛建设成国际
旅游度假目的地和“朝圣岛、旅游岛、生态岛”做了大量工作。

姻改变，从旅游业态开始
初夏的湄洲，艳阳入海浪依依，时有幽花一树明。然而，

风光是属于游客的，张慧并没有时间去欣赏美景。本是华侨
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的张慧，是科技服务团成员之一，这 2
年一直担任湄洲岛旅游局副局长。现在，科技服务团的服务
年限即将到了，在返校前，他还有一件工作要做，那就是帮助
岛民周金锁顺利开好一家创意茶饮文化店———“MOMO·茶”。
“这个壁橱可以考虑多加一些海岛特有的装饰，不会显

得枯燥。”“消防！消防的设备一定要配齐，安全是第一位。”
张慧走进这家正在装修的店面，周金锁连忙迎了上来，对于
张慧的建议，周金锁认真记下。

这家创意茶饮文化店位于湄洲大道旁，沿街露台用防腐木
搭建，桌椅都具有莆仙特色，墙壁上贴着莆仙古民居式的红砖
墙壁纸，进店就像走进一家普通的百姓人家。“‘MOMO·茶’是
我在岛内经营的一家茶酒饮品的连锁店，这是我在岛上开的第

3家店。这些店从引荐招租到帮忙贷款，从店铺取名到装修装
饰，都得到张教授的倾力帮助。这 2年，在张教授的建议下，我
的店加进许多文化创意元素，逐步得到了游客的青睐，我立志
要做一家有品位、诚信经营的创客者。”周金锁说。
“初到湄洲，这里旅游业态比较单一，旅游市场亟待规

范，当地靠的还是门票收入等一锤子买卖，很难赢得游客的
心。要改变，就要丰富湄洲岛的旅游业态。”张慧说，科技服务
团来到湄洲岛，正值《中共莆田市委、莆田市人民政府关于加
快湄洲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实施之际，
为专家们开展工作提供了许多政策的支持。
“湄洲岛党工委、管委会决定我挂职在湄洲岛旅游局，担

任副局长，尽量地简政放权，给予我决策权，极大方便了我的
工作。”张慧说，入岛后，他每天和岛上工作人员一样上班，全
身心投入，在湄洲岛旅游产业发展政策的制定、旅游业态开
发的辅导、营销策划和行业培训上倾尽所学，有力推动了岛
上旅游业态的丰富。前不久，为迎接创 5A工作，张慧牵线搭
桥，邀请华侨大学 4位教授为湄洲岛旅游从业人员进行了 4
场有针对性的专业培训；并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主动义务
对行业人员进行培训，先后对莆仙印象、村上春宿、台湾度假
山庄、满庭芳私房菜进行业务和服务培训指导，提升其服务
质量和管理水平；牵线引进福建电视台亲子类旅游节目《暑
期我最乐》，收到良好的营销效果。

姻服务，从扎根海岛做起
在湄洲妈祖祖庙牌坊广场旁，有一家装修精美的妈祖平

安礼店，里面销售的都是妈祖糕、面塑、各类妈祖像等旅游纪
念品。在几年前，岛上销售纪念品的只是一些零星的商贩，商

品质量参差不齐，并没有像妈祖平安礼店这样专营旅游纪念
品的正规店面。

作为科技服务团成员之一林连山，原本在厦门中旅集团
担任副总经理，来湄洲挂职于湄洲岛旅建集团，担任该集团
董事、副总经理。在妈祖平安礼店筹备阶段，他到处搜罗相关
产品，甚至自己掏钱买样品。“被选拔进科技服务团，是一种
荣誉，运用自己技术专长，为当地作贡献，也是我们的责任。”

为了尽快融入湄洲岛建设，科技服务团注重理论与实践
集合，为地方发展当好参谋助手，全体成员深入渔家农户、景
区景点进行实地考察，逐渐对湄洲岛有了深入的了解，为开
展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 2年，各成员的工作成果丰硕。团长林成立担任湄洲岛
农林水局副局长，为湄洲岛生态绿化、沿海防护林保护积极献
计献策，联系争取省林业厅的相关部门对湄洲岛的环岛公路、
海峡两岸妈祖文化交流中心等工程项目林地报批支持及政策
支持；林连山向旅建集团递交了《旅游服务公司发展建议》、
《黄金沙滩开发改造建议》，规范自行车租赁业务等；科技服务
团成员之一陈淑媛发挥工程造价的专业优势，协助起草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公路工程施工合同等专用条款，在编制、审核
概预算工作中，认真协助新同事，建议他们采用工程预算软件
计价，提高了工程预算造价的准确性……服务团成员们充分
发挥每个人不同专长和团队作用，分批次到海岛基层调研、考
察，互相提思路，提建议，为各挂职部门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同时，团成员们积极深入建设一线，有力地推动了重点
项目建设。他们发挥专业特长和信息灵敏的优势，进村入户，
转换角色，吃苦耐劳，扎实工作，为所挂职各单位做了大量具
体工作。卓益平、念寒、龙胜、郭国林、苏衍等人负责牵头环岛

公路新建路段、对台万吨客滚码头及轮渡提升工程前期等工
作，参与了轮渡二通道、环岛路、游客集散广场等岛上主要基
础设施项目决策讨论及前期工作。

尽管科技服务团成员在挂职期间做出了不懈努力，也取
得了许多成绩，但他们也坦言，时间太短暂了，一些项目还没
有做到最佳状态，心中还是有一些遗憾的。不过，他们就是离
开了湄洲岛，也会时刻关注湄洲岛的发展，这里是全球妈祖
信众信仰的中心，相信有妈祖的护佑，湄洲岛明天会更美好！

姻兴岛，从培养人才入手
“湄洲岛科技服务团主动融入当地，激发‘科技效应’，他

们的到来，这 2年为湄洲岛的跨越发展做出了显著贡献。”湄
洲岛党工委组织部部长刘大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支科技服务团队伍不仅专业强、
能力强，而且服务效果好。服务团组成人员来自省内各高校、
设计院、旅行社、科研试验所等，专业涵盖了交通运输、城镇规
划、园林绿化、企业管理、旅游营销等方面，极大契合了湄洲岛
旅游开发、项目建设和美化绿化的需求；成员中具有高级工程
师的有 3名，副教授有 2名，在原单位均担任部门负责人或为
技术中坚力量，在专业能力和管理能力上实现双保障，来岛后
能尽快适应海岛工作环境和工作岗位；湄洲岛在服务团的努
力帮助下有力地推动了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岛内的环岛公
路、生态路、渔港码头等项目动工有序。同时，服务团充分利用
自身专业技术人才优势，指导岛上民宿结合妈祖文化、海滨地
理优势进行开发，推动成立“湄洲人家”客栈协会，如今，门前
挂着“湄洲人家”牌子的民宿会员达 68家。

得益于科技服务团的帮助，这 2年湄洲岛的变化显著。
规划水平提升。科技服务团针对淡季游客少，游客不过

夜等问题，提出《湄洲岛旅游淡季营销建议》、策划《湄洲岛
2016旅游营销策划案》、成功组织“三大渔女聚湄洲拜妈祖”
大型旅游营销活动，进一步提升了旅游品质，较好地激活了
淡季旅游市场。同时，能综合考虑到湄洲岛自然地理格局、资
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强度和发展潜力，提出规划新思
路。在项目前期、合同审核、交通规划、新农村建设、给排水工
程等工作成效明显。

基础设施完善提升。自科技服务团来岛工作以来，湄洲
岛的基础设施、接待设施和岛容岛貌都有较大的提升，环岛
西路、环岛东路等一系列道路，运输条件不断改善。

旅游新业态培育提升。针对岛内混乱的旅馆业，发起制
定《湄洲岛民宿业诚信经营积分制管理办法》，帮助岛民开发
民宿旅店；研究出台了《关于扶持湄洲岛创意设计、文化主题
型旅游休闲业态项目发展的措施》扶持政策，鼓励民众参与
具有文化主题、创意设计的旅游休闲业态建设；起草《湄洲岛
鼓励扶持文创业态暂行规定》等系列扶持政策，鼓励引导民
众参与旅游文化创意项目，积极为房屋业主和创新创业者之
间牵线搭桥，推动了湄洲岛旅游新业态的蓬勃发展。

刘大鹏说，在日前召开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湄洲岛接下来
的发展依然离不开科技人才的支撑。下一步，湄洲岛党工委组
织部将继续探索建立培养人才机制，建立“传帮带”人才培养
模式，以科技服务团为人才导师，主动认领机关干部为“徒
弟”，每位人才导师配备 2-3名干部跟班学习，传授“独门秘
籍”，为湄洲岛培养专业人才，使工作的开展不脱节，有连续
性。同时，继续引进一批新型人才，以旅建集团为平台，制定出
台人才招聘计划，计划招聘工程类专业高层次人才，并出台高
层次人才补贴政策，对硕士以上服务人员给予相对较好的资
金补助。

———省委组织部科技服务团进湄洲岛服务两年成效凸显

智慧之光照耀海岛
阴本报记者 周凌瀚 吴伟锋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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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服务团成员发挥专业特长起草一系列促进旅游业发展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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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里的笑声
阴 俞德锋（小学六年级学生）

把羊屎当糖豆 阴刘卓彦 （小学六年级学生）

阴许岱汭 （小学四年级学生）爬山之道

往事就像繁星。在记忆中，有一件印象深刻的
事，发生在幼儿园中班的暑假。

那年，我 4岁，由于爸爸和妈妈没空管我，于
是我被送到了乡下外婆家。刚开始几天，我还挺
乖。后来，我觉得很没劲，于是，我走出去玩了。

我在村外的沙子堆那儿玩沙子，突然一只羊走
了过来，我发现了“糖豆”，那羊儿走过的地方全
是这种黑色的“糖豆”。我看见了“糖豆”，如一只
饿狗看见了食物一样扑了上去，我边拾边放口袋
里，上衣口袋放不下了，放裤子的口袋，裤子的口
袋放不下了，就塞嘴里。

我就这样一直拾到家门口，到了家门口，我走
了进去，我一进门就喊：“外婆，我有好多‘糖
豆’！”外婆一听，立刻跑了过来，外婆一看我从口
袋里掏出的“糖豆”便对我说道：“快吐了，这是
羊屎蛋子！”我天真地问：“羊屎蛋子是什么？”外
婆耐心地说：“羊屎蛋子是羊的大便。”我一听，
把早上的饭都吐了。

外婆让我用牙刷刷了三遍牙齿，还让我洗了个
澡。事隔多年，这件事仍然让我记忆犹新。每当我
想起这件事，总是先严肃一会儿，然后实在忍不住
了，便开怀大笑，这件事实在是让我终生难忘。

假期，我跟随爸妈以及几位好友来到了闻名遐
迩的瑞云山森林公园。

刚踏进入口，我就与一阵微风撞了个满怀，
啊，呼吸着初夏草木的清新味儿，听着林间清脆婉
转的鸟鸣，多么心旷神怡！

我们踱着闲步沿着大道前进。没过多久，就来
到了一片翠绿的草地，上面十二生肖的石雕栩栩如
生，我们一高兴，就在这儿打了个滚，还各自找自
己的生肖合影留念。玩得正嗨时，前方突然传来了
朋友的一声惊叹。循声望去，只见那儿有一尊赤脚
大佛石像，笑呵呵的。嘿嘿，快要期末考了，也让
我临时“抱抱佛脚”吧，于是，就笑嘻嘻地跑过去
拥抱！

我们沿着大佛身边的石阶开始了登上之旅。虽
然是小孩子，大家却是首当其“冲”，不甘落后，一
个个如离铉之箭射出。置身于林间，阳光被密密匝
匝的树叶遮住了，周围渐渐晦暗起来。我们一点也
不害怕，也顾不得欣赏四周的风景，只是一个劲儿
地往上爬。

一口气爬了约莫几百个台阶后，才感觉到了有
些累。我喘着粗气，渐渐地落后了，本还想追上他

们，但已无力可使，切身体会到了“心有余而力不
足”的含义，只得坐着道旁的石椅上休息。大人们
赶上来了，爸爸似嘲笑般地问：“怎么才两下就不
行了？”

我只得站起身，跟着爸爸，慢慢迈着小步子，
一步一个台阶，并趁机欣赏着沿路的风景。这时
我才发现，山道周围的景色是那么美，有翠绿的
竹子、有靓丽的鲜花，有酷似各种动物形状的山
峰……

在攀登的过程中，才感觉到做到“坚持”两字
有多难。我曾几次滑倒，爸爸把我拉了起来，到了
后来，我甚至累得瘫倒在地了。

天逐渐暗了下来，一想到山上的美景，我就
鼓足勇气，坚持继续登山。经历了身体的磨难和
内心的煎熬，爬了几千个台阶后，我终于成功来
到了山顶！

放眼望去，山下尽是蜿蜒连绵的山脉和一眼望
不到头的绿意。才发现不知不觉中，已经走了这么
长的路。站在山巅，我一激动，对着远方的地平线
大喊一声“还有谁！”心里涌出“一览众山小”的
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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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是一把鼓槌，敲响我生命的鼓点，伴随着我
成长。

从小我就与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听妈妈说，小
时候我就对音乐特别敏感。不管我哭闹的多厉害，只
要听到悠扬动听的音乐，立刻就安静了下来。两岁多
的时候我就可以在电视机前跟着音乐“咿咿呀呀”地
唱，还蛮有模有样的呢! 左邻右舍都夸我“小百灵、
小黄莺”，有的时候邻居们还会把我请到他们的家里，
让我唱一两首歌曲为他们解解闷。

上幼儿园了，许老师发现我的歌唱天赋，就经常
让我在班里为小朋友表演歌唱，我对音乐的爱好越来
越浓厚。接着我被推荐参加全县中小学生艺术节声乐
组比赛，没想到竟然一举夺得一等奖。初战告捷，我
信心百倍，更坚定走音乐之路的决心。

六岁时候，妈妈把我送去县城艺术学校学习声
乐，每周一次。县城离我家远，来回需要一个小时的
车程。因为我晕车，这便成了我学习音乐路上的第一
只拦路虎。乘车时，我头晕脑胀，肚子如翻江倒海，
恶心得直想呕吐，妈妈看到我发青的脸色，赶紧给我
用上晕车药，然而并不奏效，爸爸一看这架势，忙和
我聊天想分散我的注意力，可是肚子里的早饭疯狂得
跳着迪斯科，大声地喊“我们要出去！”我仿佛看到
晕车这只拦路虎狰狞的笑容。突然我灵机一动，我要
来个“以柔克刚”。我闭着眼睛尽量回忆起以前参加
歌唱比赛等美好的事情，渐渐得头没那么晕，慢慢随
着回忆中的音乐节奏，哼起我最爱的歌曲。不知不
觉，车已开到城关。下车时，脚步竟然不觉得“飘”，
我胜利了。没想到音乐帮治好困扰我多年出行的“顽
疾”。这也为我长期学习音乐创造前提条件。

俗话说“拳不离手，曲不离口”。我学习音乐，
除了每周上一次声乐课外，更苦的是每天我都必须得
面对着镜子练歌。站好位，开嗓子，唱歌：ma……
me……mi……mo……mu……一练就要半小时左右，
不但单调枯燥，而且累。特别是当其他伙伴们在窗外
的操场上开心地玩耍，那开心的笑声挠得我心里痒痒
的，有好多次都走神，甚至有了放弃学习唱歌的念
头：大家都可以玩得那么“疯”，凭什么我要在这里
练歌？直到有一天妈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音乐是你
的兴趣爱好，既然选择了音乐之路，你就要为此而付
出辛勤的努力。我恍然大悟：对啊，不是有个名人说
过：“成功等于百分之一的天赋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
汗水”。再说我怎么能轻易放弃呢?就这样，勇气又回
到我的心里，练歌我就坚持下来。

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的付出有了更多的
回报：声音越来越通透、饱满；唱法越来越纯熟、老练；
当然，成绩就越来越好：市中小学生艺术节声乐组比赛
二等奖、第九届全国快乐阳光福建赛区银奖、第十二届
国际青少年艺术盛典福建赛区金奖等等。这一刻我终
于明白“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含义。

就这样，音乐如一炉火炼就了我的毅力与恒心，
伴随着我不断成长起来！尽管我知道前面的路还很漫
长，还更苦更累，我还要坚持走下去。

阴林先 （小学六年级学生）门前三角梅

三年级，我们班换了新的语文老师。他十分年轻，
身子高高的，显得英俊潇洒。

他上了第一节课时，我们就欢笑声不断，
上课了，语文老师带着微笑走进了教师。那时，我

们还对那一个陌生的面孔不熟悉。同学们一个都没吭声，
班级里十分安静。

这时，语文老师用那洪亮的声音说：“同学们，大
家好！我是你们的语文老师，黄老师……”

“我的教学方法可跟别的老师不一样。”黄老师接着
说：“别的老师总是逼着那一些不爱学习的人，让他学
习。这样，他会更不爱读书。而我不会这样做，不会这
样去逼你们。”班级顿时热闹起来。

老师接着说：“我不会像赶牛赶猪一样去赶你们，
我会好好对待你们，善待你们……”

听了这话，我们班里每一个人都笑了起来，欢笑声
一片。

下课了，我们走出了教室，从心底里喜欢上了老
师———黄老师。

之后的日子里，在黄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在语文知
识的海洋里畅游。黄老师经常给我们讲故事，在笑声中
学得知识，获得人生感悟；黄老师不时给我们推荐精彩
的书籍，一起交流阅读心得，让我们分享阅读的乐趣；
黄老师还和我们一起走进生活，触摸时代的脉搏，化作
一篇篇精彩的习作。和黄老师在一起，我们总感到亲切，
我们的生活就充满着欢声笑语，洋溢着甜蜜。

在我结束此文，搁笔沉思之际，耳际仿佛又回荡着
班级里的笑声……

指导老师谢雪梅评点：小作者在毕业季里，感恩老
师，以班级里笑声为切入点，回忆和黄老师在一起的点
滴甜蜜，来表现黄老师特有的亲和力。文章语言凝练，
韵味悠长，是一篇比较成功的习作。

上周，妈妈端来了一大盆三角梅，在墙角傲然
挺立，仿佛是梅中王者，傲视群雄。

我仔细观察这红艳艳的三角梅，只见根茎一路
往上，从青变成碧绿色，每一根枝条都有一些尖尖
的刺，更透露不怕挫折、勇往向前的王者之气。叶
子的直径只有七八厘米，泛着些许露珠。风一吹，
看似柔软的叶子却纹丝不动，不知不觉中就能让人
感觉到三角梅的坚贞不屈。

三角梅的精髓在于它的花瓣。三角梅，花瓣自
然就是三角状。鲜红的花瓣透出了一点嫩绿，显然
还未全熟。就像一位婀娜多姿的妙龄少女，分红的

衣袍衬托出一种异于常花的妩媚，美貌中又在不经
意间让人感觉到一种顽强不屈的信念。

“悬崖虽已结百丈冰，犹自花枝俏”。悬崖虽
已百丈冰，但梅花依然傲雪俏丽的竞放。即使不管
在多困难的处境，也要在风雨交加中不屈不饶，傲
然绽放，这是梅花内在精神，也是我喜欢三角梅的
原因所在。我是后来才知道，三角梅不是梅花。不
过不影响我喜欢它，并赋予它梅花的品质。“墙角
数枝梅，凌寒独自开”。广为流传的千古佳句，用
来形容坚贞不屈，超凡脱俗的梅花再合适不过了，
我觉得用来形容三角梅，也恰如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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