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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战在线

有那么一群人，他们是在厦门工作和
生活的金门籍同胞。他们与共和国同龄，是
新中国建设的见证者，是厦门经济特区发展
的参与者，他们身上满载着与祖国同呼吸共
成长的时代印记。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8月22

日，厦门市金门同胞联谊会组织20余名70
岁在厦金胞代表，走进曾经炮火连天的“战
地前沿”——大嶝岛田墘社区的金门县政府
旧址，重温当年两岸共同抗战的历史故事。
在参观结束后的座谈会上，金胞代表围坐一
起，畅谈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巨变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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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两岸共同抗战历史畅谈新中国70年沧桑巨变
厦门市金门同胞联谊会组织在厦的70岁金门籍同胞代表参观金门县政府旧址并举行座谈会

金胞与金门乡亲
携手促进两岸交流

●郑水忠
我是金门同胞，当年我响应国

家的号召，从同安来到大嶝岛工
作，一干就是六十年。20世纪六七
十年代，我是福建日报社的摄影通
讯员，大嶝岛上唯一的摄影师，可
以说，我是两岸关系变化最直接的
见证者，我选择用影像定格永恒的
历史。这些年里，大嶝岛发生了巨
大变化。20世纪80年代，曾在厦门
工作的习近平同志曾三次来到大
嶝岛，解决了大嶝岛上水、菜、租迁
等问题。电、水、路的改善，让大嶝
岛居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
后来，大嶝大桥、小嶝铁桥通车，不
仅方便了大小嶝交通，也促进了两
岸的交流。

习近平总书记在厦门工作期
间，曾提出弘扬“英雄三岛精神”。
这份拥军爱民的深厚感情，这笔宝
贵的精神财富，三岛军民永远不会
忘记。抗战期间，大嶝岛坚守祖国
领土，寸土不让外敌，现在仍肩负
着促进祖国统一的重任。大嶝三
岛地处海峡两岸最前沿。厦门与
金门门对门，关系亲密，金胞与金
门乡亲要发扬“艰苦奋斗、拼搏创
新、包容并蓄、大气和谐”的精神，
共同携手，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加
强两岸基层交流、促进两岸青年交
流、深化两岸文化交流，为促进祖
国统一大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为推动两岸
交流贡献力量

●许伯钦
我与共和国同龄，见证了国家的发展，尤其

是我的家乡——大嶝岛的巨变。在我担任金门
同胞联谊会常务副会长期间，我直接参与和见证
了两岸关系的发展和变化，包括推动“小三通”从
无到有、从不定期到定期；成立大嶝对台小额商
品交易市场，协助厦门市金莲陞高甲剧团到金门
演出一个多月等。

以“小三通”为例。当时，祖国大陆从国家的根
本利益和两岸人民共同要求出发，提出了海峡两岸
应尽早实现直接“三通”，最早提出“两门对开，两马
先行”的设想。但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台湾方面
制造了种种障碍，这一设想未能实现。在海峡两岸
金胞共同推动下，台湾当局迫于人民的强大压力，不
得不开放厦金航线，使厦金直航最终成行。厦金直
航以来，厦门市金门同胞联谊会一直配合相关部门，
在两地交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1年1月2日，厦金直航成行。在这历史性
的一刻，分隔多年再相见的两门同胞禁不住相拥
而泣。无数的镜头对准了他们，对准了欢迎的人
群。在厦门和平码头的欢迎队伍中，打出“热烈欢
迎金门乡亲莅厦参访”条幅的是厦门市金门同胞
联谊会。这是当时我们精心组织安排的，因为当
时厦金直航的协商是以民间形式进行的，包括何
时来、怎么走，差不多在2000年12月底才最终敲
定，而最为关键的协商是在2000年的10月。当时，
以陈水木、颜达仁先生为代表的金门县代表团参
访厦门，与我市有关部门和市金联开始具体商讨
厦金直航事宜。大的障碍消除后，双方都希望能
够尽快就技术性问题达成一致。这次来访也促成
了双方港监、航运等相关对口部门进行协商，内容
包括停靠什么码头，航线怎么走、航道等。

厦金历史上本是一家，厦金直航实现破冰
之旅后，厦金成了大陆与台湾实现“三通”的试
点，厦门成为两岸人员、货物中转基地和平台，重
现了自古以来厦金之间的密切关系。

我们应当感恩党、感恩国家，继续努力，为
两岸统一贡献自己的力量。

有国才有家
●陈琼凤
我祖籍是金门，父母都是

赴印尼经商的金门华侨。我出
生于印尼，1953 年从印尼回
国。当时，由于父亲在节日期
间挂出中国国旗而遭到印尼当
局的非难，加上大哥、二哥和大
姐在新中国成立的浪潮下已和
许多爱国学生率先回国，使得
父亲决定举家回国。

回国后，我们去过广州、
潮汕，父亲最后选在厦门安
家，因为这是离故乡金门最近
的地方。但是经过半个世纪
的风雨，父亲直到去世也未能
实现他回归故里的夙愿。他
爱国爱乡的情怀深深影响了
我。在大陆，我读完小学、中
学、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教
师，一直做到退休，生活平稳、
顺利。

我们是同新中国一起成
长的一代，经历过各种阶段，目
睹了国家翻天覆地的变化。飞
机、动车、高铁等交通设施的运
营标志着国力的提升，村村乡
乡通公路带动了三农振兴，祖
国正在实现全面小康。

经过两岸人民的努力，两
岸实现直航，我也有幸回金门
见到了我的表兄妹等亲人，实
现了父亲未了的夙愿。

70 年的历史，让我深深感
到有国才有家，唯有国家的强
大才能保障人民的安全、富裕、
幸福。

增进厦金两地
同胞情谊

●许天恩
我生于1949年9月，现任大嶝街道老体

协副主席兼秘书长，曾组织腰鼓队、广场舞
队到金门进行文化交流活动，增进了厦金两
地同胞情谊。

2011年12月15日，受金门县许氏宗亲
理事长许金象以及金门县妇会常务理事、金
沙分会总召集人杨意金的邀请，我带领双沪
社区小嶝老年人协会腰鼓队75人前往金门
县金城镇参加许氏家庙奠安庆典演出，并与
金沙镇妇女团体进行腰鼓、舞蹈交流活动。

2014年6月，大嶝街道妇联与金门县妇
联组织腰鼓队40多人（其中金门12人）来大
嶝培训。金嶝腰鼓队共 45 人共同展演《两
岸齐奏和平鼓》，受到大会一致好评。

2015 年 9 月 6 日，金门县妇女会杨意
金等 5 人到大嶝街道双沪社区开展腰鼓培
训活动。

2015年10月31日至2015年11月1日，
受金门县富康一村金城新庄社区发展协会的
邀请，大嶝街道妇女联合会选派双沪社区、蟳
窟社区腰鼓队、广场舞队40人前往金门县参
加“2015年两岸社区民俗舞艺交流活动”。

2016 年，受翔安区妇联邀请，金门县
妇女会杨意金带金门妇女舞蹈队到大嶝
街道山头社区开展翔金两岸妇女文艺交
流演出。大嶝街道各社区妇代会腰鼓队
参加。

2019年元月，大嶝街道办、大嶝街道关
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双沪社区居委会在双
沪举办两岸“迎新春、写春联暨两迎新春书
画作品展及少儿书画作品展”。

一连串的活动，足以证明两岸是一家
人，自从开放了对台对金交流后，金门与大
陆同胞来往频繁，增进了彼此的感情。

见证祖国
沧桑巨变

●陈咏絮
我生于 1949 年，和新中国同龄。

70年里，我见证了祖国的沧桑巨变。
五六十年代物资匮乏，加上三年

自然灾害，大米、油等凭定额供应。当
时厦门的房子是土木结构，家家户户
没厕所，只能设尿桶。清晨5、6点，人
们排队倒尿入屎车，又臭又不方便。
那时的服装几乎是单一颜色、单一款
式。小时候，父母带我们去集美走亲
戚，坐船来回要两三个小时，交通十分
不便。上山下乡年代，没什么娱乐活
动，偶尔看一场电影，必须到公社所在
地，来回得走30多里山路。

我在本该上学的年龄，背起行装
走向了广阔天地。走上工作岗位后，
由于没读多少书，难以胜任本职工作，
但我无怨无悔，因为我在上山下乡中
收获了吃苦耐劳的精神。我利用工作
之余在函大、夜大苦读，凭着一颗爱国
之心，在平凡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成
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如今，祖国迈入新时代，改革开放
的硕果让世界瞩目。从过去的“有啥
吃啥”变成了“吃啥有啥”；小高层、电
梯房越来越成为幸福生活的“标配”。
出行愈发便利——2008年厦门BRT正
式投入使用，2017年底厦门地铁1号线
正式开通试运营。去年，我回到第二
故乡永定，发现在脱贫攻坚工作的顺
利开展下，永定山区变化极大：村村通
公路，乡乡通干线；农民桌上菜品日渐
丰富，居家设备齐全。

我与新中国同龄，今年 70 周岁
了。晚年的我仍不断求进，上老年大
学、服务社会充实自己，发挥余热。作
为一名退休老党员，不为名利，只为祖
国的富强而努力奋斗。

本版文/本报记者 陈 冬 张觉尹
本版图/本报记者 张奇辉

得到一次“人生洗礼”

盛夏的骄阳照射在古老的红砖古厝，一
大片或“燕尾式”或“马背式”的建筑，如凝固
的交响乐章，诉说着曲折、动人的故事。如
今的金门县政府旧址，当年两岸军事对峙的
紧张与硝烟早已没有了，只有那些风霜侵蚀
的斑驳疤痕、写满历史的老物件和老照片，
提醒着人们这里曾经发生的一切。

“很高兴看到你们，我的老朋友！”今年
78岁的大嶝岛岛民郑水忠老先生，早已等候
在田墘社区的郑氏家庙。得知金胞代表要
来，郑老兴奋地表示一定要当向导。他说，

“我也是金门籍，能为同胞们讲述金门县政
府旧址的故事，倍感荣幸。”

大嶝与金门岛仅一水之隔，最近距离
1800多米，是大陆与金门最近点，历史上曾
隶属金门县管辖，民间亲缘、血缘交织，亲如
一家。1937 年日本侵略军占领金门岛。
1938年初，金门县政府及国民党金门县党部
先后在大嶝岛田墘村借用民居办公，继续行
使行政职能，组织军民抗战。抗战胜利后，
金门县政府迁回金门岛。

2009年，“金门县政府旧址”被国家文
物局列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重要新发现，
福建省政府、厦门市政府也把其列入“涉台
文物保护单位”。同时身兼厦门市文物保护
管理员的郑老说，“金门县政府旧址”经过两

次修缮，已完成8间房屋的维修工作，还有4
间尚未完成。

当年的县政府总部、文书房、保安队队
址、县政府会议旧址、国民党金门县党部、国

民党金门县党部书记处等历史遗迹，依旧
清晰可辨。看着斗拱飞檐的闽南传统建
筑，听郑老生动传神地讲述历史，金胞代表
们感慨万千。他们中有的是第一次来到这

里，感叹之余，还把一个个珍贵的影像定格
在手机的镜头里。他们说，今天的幸福生
活来之不易，来到这里，得到了一次“人生
的洗礼”。

继续为祖国增添正能量

与祖国同命运，和母亲共成长，风吹雨
打中锻炼了坚强的意志和力量，他们是共和
国的同龄人，他们的经历，正是共和国历史
篇章的生动展现。

座谈会上，5位金胞代表作了交流发
言。他们中，有的是土生土长的厦门人，有
的是归国华侨，他们讲述了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的所历所闻、所思所感，尤其是为厦门
经济特区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振奋。

作为新中国的建设者、亲历者和受益
者，金胞代表们虽然行业不同，但却有着相
同的深切感受，回忆起自己的奋斗历程，依
然激情澎湃；畅谈起祖国的巨大变化，始终
心怀感恩；展望新时代的发展，依旧信念坚
定，言语间洋溢着满满的幸福感、自豪感。
大家纷纷表示，他们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
旗下，乐在新时代”的一代人，倍加珍惜新中
国得来不易的成就，未来将始终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和作用，继续
为祖国建设增添正能量。

市金门同胞联谊会负责人表示，在新中
国迎来 70岁华诞之际，邀请与共和国同龄
的金胞参观金门县政府旧址，有着特别的意
义。厦门和金门，自古以来唇齿相依，而“金
门县政府”曾设在厦门便是一个例证。金胞
来到这里，重温当年战争年代的血雨腥风，
感受中华民族的坚强不屈，更真切地了解了
厦金两地的历史渊源。

发言摘编

在厦在厦7070岁金门籍同胞代表和市金联工作人员在大嶝金门县政府旧址合影岁金门籍同胞代表和市金联工作人员在大嶝金门县政府旧址合影。。

金胞认真聆听讲解金胞认真聆听讲解。。
金胞被精美的闽南建筑装饰深深吸引
金胞被精美的闽南建筑装饰深深吸引。。

金胞仔细研究金胞仔细研究陈列的历史资料陈列的历史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