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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刮风下雨，每天清晨与黄昏，我
都会情不自禁地来到南香公园溜达一
圈。来这里听听小鸟鸣唱，看看柳枝起
舞、湖水泛珠，与老人一起在各种健身器
材处锻炼，与小孩一起玩耍……每当这
时，我会特别感到欣慰，想起自己十五年
前曾经为这座公园的建成而出谋划策、
奔走疾呼的点点滴滴。

南香公园的地址在新世纪学校北面
约200米处，十五年前这里曾经是城市的
边缘，位于城乡的狭缝处的一块尚未开
发的杂草丛生、垃圾成堆、蛇鼠出没的荒
野之地。我一位同事当时住在现南香公
园北面的“好景花园”里，大门口一出来
就是这个荒野、臭气熏天之地，他多次向
我反映本小区业主的呼声，叫我以政协
委员的身份向政协提出建议、改造这个
地方，使之成为一个市民休闲的场所。
当时，我经过深入调查了解，觉得改造成
一个公园挺好，便利用自己任民进茂名
市委参工委主任的职责和便利，和茂名
民进参工委其他成员一起讨论形成提
案，于市政协七届五次会议及市政协八
届一次会议期间，以民进茂名市委会的
集体提案，连续 2 次提出《关于修建市
区南香公园的建议》。范围：东至现裕
景华城，南至现星翠苑北苑，西至西粤
中路，北至南香一街。提案内容建议规
划面积比现在大一倍，将现青少年活动
中心地块也作为公园用地，并利用南香
小河之长流水引入公园小湖，自动净化
水质。我们这一提案得到了时任市委、
市政府领导的重视，并安排市城建局
领导与我们一起实地考察，共商建园
规划。在 2011 年，我还兼任市民生实
事监督员，监督市重点工程建设，我
作为政协委员协同市党代表、市人大
代表监督员一起，利用这个有利条
件，不定时对南香公园的建设进程、
质量等进行监督并提出合理化建议。
在我市有关部门的努力及南香片区居
民的大力支持下，南香公园以我市有
史以来最快建园速度建设，终于在
2012 年元旦建成。后来，由于当时南
香公园未建设永久性公厕及绿道，在市
政协八届五次会议上，我还提出了《关
于修建南香公园永久性公厕及绿道的建
议》，后来都得到落实，受到市民的称
赞。

怎能忘？2012 年 1 月 20 日，茂名市
民迎来了一件大喜事，位于市区西粤中
路的南香公园正式向市民开放。我和当
地不少居民闻讯赶来参加开幕式，然后
兴高采烈地环绕公园绿道散步，欣赏公
园的美景。

坐落在市区西粤中路东侧的南香
公园，是当年市政府承诺为市民办好的

“十件民生实事”之一，它占地面积约
73.3 亩，内设有绿道、草地、小山坡、池

塘等，环境优美，是一个生态休闲区域
性公园。该公园的建成不但为广大
市民休闲娱乐提供一个好去处，还为
城市东南 5 个小区和新世纪学校、愉
园中学、小学等打造了一个绿色的开
放空间，进一步提升城市品位，提高
城市形象。

南香公园是我市第一个以社会捐资
形式建成的城市公园，由广东建禾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张康强先生捐资 600 万完
成建设，这一举措开创我市公益事业的
先河。

初春时节，作此文之前，我又一次来
到南香公园，细细品味她独特之美。南
香公园虽面积不大，可谓十分精致。从
西粤路门口进入公园，正门前的健身广
场颇宽阔。中东海枣树，细叶榕树站两
旁。往前走，见一花圃，巨大的黄蜡石赫
然入目，其上刻着“南香公园”四个大字，
右下角刻有“张康强捐建，2012 年春”字
样。绕花圃一圈，方觉其大。圃内有圆
球状的灰莉、蜘蛛兰之类绿植，其中最惹
眼的还是那健硕的中东海枣树。站在广
场，园内美景尽收眼底。一群大娘正在
翩翩起舞，舞姿娴熟好看，看得我啧啧称
羡，跃跃欲试，好想上前跳上一曲。

入神之际，一段熟悉的旋律打断了我
的思路。目光移至舞场东面的一个大亭
子。几位大叔在拉二胡、弹古筝，几位大
妈则优雅地伴唱。其中有我们老干书画
协会的朋友，为他们的演奏点赞喝彩。练
养生功的大爷，携着小音箱来了，在湖边，
大爷双手插顶，左蹬脚，转身右蹬脚，一副
气定神闲身处无人之境的样子。

公园内湖，有湖心亭、九曲廊桥，不
少游人在凭栏观景。我喜欢岸边垂柳的
婀娜多姿，情不自禁吟诵起贺知章的《咏
柳》：“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
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
刀。”还想起高鼎的“草长莺飞二月天，拂

堤杨柳醉春烟”。此刻，我闲坐于柳树
下，只见惠风和畅，垂柳依依，柳絮纷飞，
散落在平静的湖面上。湖里还有腰细肚
大的水杉，这树长在水里，在茂名并不多
见。有的摄影爱好者，在不停捕捉镜头，
拍照留念。

穿过亭台曲桥、草木花石，目之所
及，皆如诗画。香樟秀颀，冠大荫浓；垂
枝红千层，奇曲婀娜；秋枫婆娑，摇曳生
姿。

南香公园还是一个以弘扬传统美德
为主题的公园。园内就路取点，创建各
类公益广告景观小品；环绕内湖有 11 块
形状各异的黄蜡石，刻有“做人十德”的
内容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警句名言
等，宣传与艺术两相宜，别有一番风味。

南香公园还是一家人老少游玩的乐
园，你看：两个老人及一个年轻的妈妈带
着孩子们赶来了。孩子们骑车，打羽毛
球，扔飞碟，放纸飞机，笑声此起彼伏。
妈妈铺上地毡，将零食、饮料、水杯置放
好，一家人便围坐聊天。坐着轮椅的老
奶奶也出来晒太阳了，瘦削的脸庞挂着
微笑。春日的阳光暖暖的，在公园遇见
的这些人，这些事，总与美好相依，总是
令人陶醉。

小山坡上，一个志愿者引起了我的
注意。他们身穿志愿者专服，十分醒目
可爱，他们左手执长钳，右手拿垃圾袋捡
垃圾，动作十分干净利落。公园里的游
人都向他们投去赞许的目光。

每当我漫步于南香公园时，心中就
会想起自己曾经为它的建设而出谋划
策，奔走发声的往事，想起当时的市领导
及有关建设者们为今天南香公园的好景
而付出的汗水和心血，想起张康强先生
捐资的义举。真应了一句名言：为民造
福，后人铭记。

难忘我与南香公园那段情
王如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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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后期的廉江，若要找最让
人开心地方，毫无疑问，是位于廉城中心
的工人文化宫。那时最热门的是电影、书
画、歌舞、体育这类话题，它们都很紧密地
与文化宫联系在一起。那里的文化娱乐
整整影响一代人，它能把所有的苦累、烦
恼一扫而光，让人的生活总是充满阳光！

我们记忆中的工人文化宫，大门两边
有醒目的宣传橱窗，内有不同时期的精
彩内容。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最熟悉的
是橱窗里 《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

《大众电影》这类杂志；原子弹、氢弹爆
炸等国防类图片以及新电影的预告图片
都经常在橱窗展示；文革时期，现代京
剧照片在橱窗里最引人注目，展览的时
间也最长……工人文化宫有敞亮的阅览
室、乒乓球室、器乐演奏室，市民可轮
流执拍上阵战几个回合，可以钢琴独
奏，可以随机组合演奏乐曲……在这里
增长知识、放松心情、陶冶情操，收获
更多的幸福。许多市民有空就来文化宫
溜达一下，看看、聊聊、玩玩，心满意足才
回去，也总觉得这样才会睡得更香。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化宫经常有
廉江总工会组织的演讲赛、百歌颂中华歌
咏赛、卡拉OK赛、友谊舞赛、球赛、棋赛、
各类艺术展，广大职工文化生活丰富多
彩。彭超、潘锡强的书法，李孔安、唐植穟
的版画，都通过文化宫展出产生深远影
响。橱窗也展出学生的作品，即使稚嫩却
也呈现蓬勃生机。现在廉江的不少书画
界人才，就曾经以当年的工人文化宫为舞
台成长起来的。

更让人难忘的是工人文化宫的电影，
它曾风靡上世纪数十年。特别是在精神
文化生活贫乏的文革十年，即使是播放

《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这些影
片，也能把人深深地吸引。后来有了《闪
闪的红星》等新片，更引起轰动。为了满

足群众的需求，中小学包场优惠、单位工
会发票、电影放映加场，整个廉城常有节
日般的快乐。正常放映一天两场，有时多
加三四场，还是场场满座。那时也有深受
追捧的外国好电影，朝鲜的《卖花姑娘》曾
赚去众多影迷的大把眼泪，南斯拉夫影片

《桥》主题歌常流行于大街小巷，罗马尼亚
影片《多瑙河之波》造成万人空巷。日本
影片《人证》《望乡》《追捕》成了茶余饭后
的热门话题，让人大开眼界；印度影片《流
浪者》中的《拉兹之歌》流行传播得更快。
每遇到有新影片，电影院买票的窗口常常
排着长队，电影票成了难得的奢侈品。但
我就幸运多了，不用为买票而发愁，有时
还能带一两个朋友进场。因为我有亲戚
在县电影公司，在电影院有熟人，看电影
就是家常便饭。

近日整理工会资料，看到关于文化宫
的记载依然感到亲切：“1982年6月2日至
9 日，湛江地区第五届运动会中国象棋赛
在廉城文化宫举行，参赛单位有湛江市、
茂名市、电白县、阳江县、廉江县十二个代
表队共 40 名运动员参加……”上世纪的
工人文化宫经常举办体育赛事，它成了市
民们的精神家园。1982 年那次棋赛我是
亲历者，当时的场景至今难忘。那时我还
在廉江师范读书，正是对象棋发烧的时
候，常常在宿舍捧着一盒饭还下棋，棋下
完了饭还没有吃完。平时都见缝插针下
棋，到处找人较量，遇到高水平赛事自然
不会放过。那时我们其实连布局都不懂，
但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我们看热闹
为运动员加油喝彩，比运动员还紧张。比
赛是在屋子里进行的，外面有人用大棋盘
讲解，我们在观众席随意讨论。有一次看
到对方的马送到炮口，但“到嘴的肥肉”我
们的队员不吃，急得一帮人哇哇大叫，恨
不能跳上去移动棋子。经讲解员分析，才
知道那暗藏着陷阱，被吓出一身冷汗。多

年以后，才明白这步棋就能使自己增长见
识、度过不少快乐时光。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举办最多的还是
篮球赛，最受欢迎的也是篮球赛。资料对
此也有清楚的记载：1983年9月20日至30
日，县总工会在廉城文化宫灯光球场举办
全县基层工会职工男女子篮球锦标赛。
1987 年 10 月 1 日，县总工会、县体委联合
举办“国庆节”男女子篮球邀请赛。1988
年 5月 9日至 13日，湛江市“龙年杯”篮球
邀请赛在廉城文化宫灯光球场举行，这次
篮球邀请赛由湛江市总工会、市体委主
办，廉江县总工会、县体委承办，共有 10
个男女子篮球队参加，最后夺得男子冠军
的是湛江市供销社，亚军是廉江县供电
局；女子冠军是湛江市公安局，亚军是廉
江少林口乐队……那个时期，灯光球场
就是体育活动的中心，系统内单位之间
比赛、系统与系统之间的比赛，甚至与
市外篮球队的比赛，都会在这里举行。
每到比赛时，球迷们把球场围得严严实
实，在外围的许多人也搬来板凳站在上
面。球迷们伸长脖子看，大声为精彩进
球叫好，为自己的偶像队员加油助威。
那时队员比出精神，比出风采，比出友
谊，无数群众乐在其中。忘记是哪一年
了，廉江组织全市篮球比赛，各镇都有
代表队参加。当时我们一帮朋友都是啦
啦队，开摩托车走几十公里前来助威，
还拉了横幅。决赛就在灯光球场举行，
塘蓬队在我们加油声中获得冠军，队员
与球迷一起庆祝这来之不易的胜利。有
了这个冠军奖杯，我们不觉得奔波劳
累，也不怕熬夜渴睡，而有一种热血澎
湃的自豪感。

那么多年过去，我们念念不忘的只有
工人文化宫，它陪伴我们度过那么美好的
时光。倘若时光重来，热闹的文化宫重
现，我们依然是它铁杆的粉丝。

一代人的精神家园
李廷赋

再走长征路

干校轮训结束后我回到农场，文
化大革命正开展得轰轰烈烈。农场也
依样画葫芦，组织干部职工走长征路，
播革命火种。我回到农场不久就赶上
第二次行军，第一天从加钗步行到毛
阳宿营，第二天到通什。在通什，我们
分组住在黎族老乡家搞“三同”（同吃
同住同劳动），为期一个多星期。村里
的黎族群众生活很苦，收割时期还是
吃粥，伴水煮野菜。我和场部会计黄
运景一组，住在一位复员老兵家中。
为了改善伙食，收工后他到河里抓点
小鱼虾，煮野菜、盐水鱼汤招待我们。
白天我们同老乡一起割稻，老乡照顾
我们，只让我们割浅泥田里的，至于深
泥田里的水稻，要两脚深陷在泥中劳
动，十分辛苦，老乡们怕我们吃不消，
不让我们干。但即使这样我也感到腰
酸腿痛，毕竟我已经多年没干过插秧
割稻的活了。老乡们一边干活一边唱
山歌，看起来轻松自在，似乎并不辛
苦。他们还教我们唱山歌，我们也教
他们唱当时流行的语录歌，搞得气氛
很热闹。那时候各地方机关团体都时
兴组织走长征路，到处都会看到行军
队伍，轰轰烈烈的，声势十分浩大。

成立革委会

当时提出抓革命促生产，备战备
荒为人民，为此农场追加了种杂粮的
任务。因为有了岗位责任制，分工明
确，工人干劲还是很足。虽然时常要
开会，也只是多占了些机动工，故此初
期生产生活还算正常。那时除少数成
分有问题的人外，全部都发了红卫兵
袖章，要求开会游行都要带上。当时
造反派也分为不同派别，各派为争权
开展内斗，都自称是革命左派，互相指
责对方为保皇派，并大肆进行批斗、抄
家等。这样一来，过去当领导的都成
了走资派，成分不好的被叫做牛鬼蛇
神。有些地方开始时还强调要文斗不
要武斗，君子动口不动手，后来文攻武
卫，组织攻防大械斗。为了平息械斗，
军队派出大量支左部队，承认各派都
是革命派，支左不支派。因琼中山高
路险，农场退伍兵多，民兵战斗力强，
海口、文昌的造反派有点顾忌，不怎么
敢来挑事制造混乱。所以文化大革命
期间，琼中相对比较平静。

生产停滞

不久就有军代表进驻农场，宣布
造反各派都是革命组织，两边的行动
都一样支持，并协助革委会主持日常
工作，故此各项工作又慢慢转入正
轨。五队文革小组成立时我也受到批
判，都是平时爱发牢骚的几个人发言
批判我，但也提不出什么重大罪名，
只是叫叫口号，要批倒批臭。我也只
是坐在那里听会。有时拉场部的走资
派、牛鬼蛇神来队里批斗，也要我发
言。过了没几天，队里的文革小组又
把我吸收进去，负责抓生产。那时生
产没有计划安排，也没有生产检查，
干不干由文革小组的人自决。我大部
分时间留在队里跟工人一起上山干
活，至于带队出县城或场部参加批斗
大会，主要是文革小组其他人的事。
所以其他许多地方停工打斗一年多，
我们五队的生产基本上没有中断，只
是出勤和工效低了些。原来的农场革
委会和五队文革小组领导的群众基础
较差，后来失去大家支持，自动下台。
接着就是大联合，军代表协助农场革
委会解放了一些靠边站的干部，让他
们出来抓革命促生产和主持日常事
务，重建新的党委团委，正常过组织生
活。但当时还是政治挂帅，以阶级斗
争为纲，斗私批修，生产活动都是以大
集体形式进行，造成大量林段失管，生
产停滞不前。

六师十四团

1969 年 4 月，广州军区生产建设
兵团正式成立。到年底，广州军区派
来大批军官接管农场，加钗农场改为
六师十四团。六师师部定在牙挽，暂
住营根，待牙挽的营房建好后才搬进
去。十四团的团长、政委和政治处、生
产处、后勤处的领导都是部队过来的，
还带来大批参谋人员。而原来农场的
领导都改为副职，各场的场长、书记大
量互相对调。生产队编为连、排、班，
人员基本不变，只是团部新组建炮兵
连、高射机枪连和民兵武装连。

军事化生产

改兵团后大家生活像部队一样军
事化，生产也是以战斗单位展开。刚
开始搞生产还以连为单位，各自为战，
打开荒歼灭战，有时也搞下军训。因
为各连开垦的都是过去开垦剩下的

“硬骨头”地段，垦荒吃力不讨好，进度
都很慢，业绩就不好看。为了显示威
力、气势，团里下令要走出外围找好地
开垦。当时五连生产由我主持，支部开
会研究在哪里找易开垦地。我把大跃

进期间乱开荒造成的恶果摆出来，表态
宁愿进度慢受处分，也要坚持把硬骨头
啃下来，实现完整连片开垦。连队支
书、支委都同意我的做法，强调五连找
不到易开地，愿意继续啃硬骨头。团领
导来到五连，也表示同意我们的做法，
我们就请他回团部多拨炸药支援我们，
这样我们在蚂蟥山一带开垦了约 300
亩橡胶林地。

又来大会战

不久，团部成立几个战区，由团领
导直接指挥，其中五、六、十连为营根
战区，围绕 65 亩大山顶开战，对山顶
荒芜地带进行炸穴开荒。这些地大部
分都是 1960 年代开过荒的废品，现在
是第二次开垦，大家早出晚归，中午挑
饭上山吃，天黑才下山。割胶工早上
割胶，下午也要去开荒。干了两个多
月，全战区开荒 1000 多亩，但百分之
八十后来都作废。

1970 年 6 月，全团又进行了潮参
大会战，集中了多个连队的 1000 多
人参加。当时规定老工人每户去一
个人，知青男女全去。每天中午送
饭上山吃，饭后休息一下又干，天黑
才收工。星期六干半天、开半天会，
星期天才可以休息。一直干到十月
底才撤军，号称开垦了七八千亩橡
胶林地，新组建三个连，但后来能保
留下来的大约只有 30%左右。当时
连割胶也搞大会战。按技术要求，
每棵橡胶每月割胶不得超过 18 刀。
刚开始时团里要求每天割一刀，后
来有些还割到两天三刀，天真地以
为多割就能多收胶水，而且多割了
还不懂得多施肥，乱干了两年多，导
致很多橡胶树都废了。

1970年 11月开始，各连组织林段
管理，可是因为之前抽调太多力量参
加各种大会战，导致许多林段荒芜。
对此，又是集中力量进行除草管理。
结果是顾此失彼，这边的除草管理还
没完成，那边新开垦出来的地也荒芜
了。为此，又于 1971 年春组织了管理
挖茅大会战，组成几个战区，要求一片
一片过关。五连抽出 60 人，由我带
队，参加六七八连的挖茅大会战，拉开
大阵势干了半年多，结果前边翻土挖
茅还没结束，身后的地里重新长出来
的茅草更加茂盛。年底团领导来五连
召开老工人座谈会，征求大家意见，请
教如何管好林段。老工人们提出了切
合实际的做法，得到了团领导的支
持。这样，五连的橡胶林段就管好
了。后来团部的人来检查，竟说是因
为五连的土地好，只长橡胶不长草，死
也不肯承认是五连的做法切合实际。
直到 1972 年，各连才开始按自己的实
际情况对林段实行有计划的管理。

兵团初建那几年，团里开展了几
次大会战，号称开荒几万亩，但到1974
年兵团撤销时，经清产核资，全团保留
下来的苗木还是与兵团建立前差不
多。

种黄豆

1972 年，林南和从农场医院调来
五连当连长，支部分工我管农作物和
后勤生活。1973年春种花生发芽率很
低，缺株很多，地里面有一块块缺苗的
空地。我也想过在这些空地上种些黄
豆，但过去琼中地区因虫害严重，种了
黄豆也是只长苗不结果，试种多次都
未成功。有一天我在营根镇上看见一
位信宜移民担豆腐来卖，我问他做豆
腐的豆从哪里买来的，他说自己种
的。我就以买黄豆种的名义，跟他到
了几公里外的一个信宜移民村。他说
上面给了移民村政策，家家户户都可
以种黄豆，做豆腐卖，他家用豆腐渣养
了八头大肥猪和一头大母猪。中午我
在他家吃饭，他还杀鸡招待我。我向
他请教种黄豆的经验，他毫无保留地
把种黄豆的经验告诉我。怕我记不
清，他又把黄豆开花期的施药时间、次
数和药量写在纸上交给我，特别叮嘱
我要按时按量施药，还帮我上别家找
了 60斤黄豆种。我付了豆种钱，另给
他十元午餐费，他坚决不收。

回到连队，我组织工人用两天时
间把黄豆补种到花生地里。黄豆开花
时，我亲自带着工人施药杀虫，结果黄
豆大丰收，花生也收成不错。大家非
常高兴，以为今后可以生豆芽、做豆
腐，改善生活了。那年我们上缴了
7000 多斤黄豆，留下 1000 多斤，一部
分留做种子，一部分食用。团领导也
高兴，因为团部机关饭堂时常有豆腐
吃。1974年，五连又种了几十亩黄豆，
上缴了 1万多斤。但是晒黄豆非常辛
苦，因为六七月份的雨来得很快，如果
黄豆收得不及时，被淋到就会烂掉。
后来有些没黄豆吃的单位告状，说五
队私留黄豆，农场派供销科长来检查，
连种子都要拉回场部保管，连套种在
菜地边收到的豆也要拉走。我们预先
收到风声，藏了几百斤黄豆在仓库的
大米堆里，这样职工才有点黄豆做菜
吃。 （文稿整理：一平）

在动荡中进入兵团时期
尹锡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