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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85岁
职业：基层文化工作者
感言：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就是享受，就是享福。

人物：廖榕光名

片

1958参加工作年份

N海都记者 黄晓燕

“老了就要享福。”每天
上午 8点左右，85岁的廖榕
光准时在朋友圈报到，开启
一天的“工作模式”。这些
年下来，自办网站，编乡讯，
玩抖音，创建公众号，成立
工作室……一门心思传播
弘扬乡土文化。“我觉得做
自己喜欢的工作就是享受，
就是享福。”

好瘦！这是很多人见
到廖榕光后的第一印象。
廖榕光自谦地介绍：没上过
大学，长期从事农村工作，
却“不务正业”地去舞文弄
墨，并且重点研究民俗文化
和闽南地方史，是一个土得
不能再“土”的，被称为文史
专家的“土”人。

对文化的执着投入，来源

于廖榕光从参加工作开始，负
责的就是文化板块。从1958
年到公社企业办上班，而后
回生产队务农，义务担任了
董山大队中心民校的校长及
农业中学的语文教员，直至
后来的乡镇企业办，廖榕光
说：“物质虽然较为匮乏，但大
伙的精神都很丰盈。”

廖榕光清晰地记得，60
年前一群农村青年一起为新
中国庆生的场景。“很质朴的
感情，都是发自肺腑的。”廖
榕光介绍说，1964 年，为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5
周年，时任校长的他和当时
的洪崇山老师共同策划一期
墙报，以此来展示学员们的
作文成绩。尤记得9月30日
晚上，其他学员张罗着往墙
上粘贴稿子，廖榕光则负责
裁剪一张长方形的红纸作为

国旗底色，然后用黄纸剪出
五颗五角星，最后大家一起
把这五颗五角星按位置粘
上，一面鲜艳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旗就制作成功了。

当晚，在煤油灯光的映
照下，参与当期墙报制作的
学员们面对国旗，深情地合
唱《绣红旗》。“这首歌当时
学校刚教唱一个多星期，忘
了谁起头，反正最终大家站
起来一起高唱，情绪都很激
昂，仿佛沉浸在一种庄严的
气氛中，那一幕至今让我难
以忘怀。”廖榕光笑着说。

在交通还不便利的当
年，廖榕光骑着自行车，几
乎走遍南安各乡镇，寻访民
俗传说和史料，成为远近闻
名的民俗专家。每天保持
两个多小时的阅读习惯，他
已经坚持了 60年。每次出

差，他定会抽时间到当地的
书摊逛一逛。“跟我出差的
小辈，都知道自己要干苦力
活，帮我背书回家。”

凭借丰富的积累，廖榕
光不但成功助力英都“拔拔
灯”申报省级非遗、国家级非
遗，还为南安申报了泉州市
级非遗 8项，省级非遗 2项；
著40万字《田野家园》及《田
野家园续篇》，只为留住乡
愁。

活到老学到老，廖榕光
与时俱进，也玩起了抖音，用
闽南话介绍家乡，一周浏览
量超 30万，成了“网红”；获
评福建省“最美家庭”、南安

“最美文化工作者”……
谈到自己获得这么多

的称赞，廖榕光不太好意
思：“几十年下来都是这么
做下去的，并没有什么。”

用短视频介绍家乡
“土”专家的“潮”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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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86岁
职业：教师、事业单位人员
感言：干一行，就要爱一行。

人物：史玉树名

片

1959参加工作年份
N海都记者 柳小玲 文/图

“我把所有的公厕，都
安上它们所在的街巷名，比
如圆石巷的公厕，叫‘圆石
公厕’，侨光电影院附近的
公厕，叫‘侨光公厕’……”
86岁的史玉树，聊起当年带
队改造市区公厕的事，一下
子就打开了记忆的匣子，侃
侃而谈。

1959 年，史玉树高中毕
业，先后在晦鸣中学（今泉
州七中）、厦门集美侨校教
语文，两年后，又调入厦门
盐业公司工作。直至 1981
年 5 月，考虑到妻儿都在泉
州，史玉树特申请调回家
乡，于是被分配到泉州市环
境卫生管理处，任基建股股
长一职。

当年，泉州市区公厕极
少。到 1958年时，泉州大办
工业、集体手工业及服务行
业，市区人口从 5 万人猛增
至 10万人，郊区农民进城的
也多起来了，公厕严重不
足，于是迎来了大建公厕高
潮。

“当时只要有空地或旧
宅基地，大家就见缝插针建

公厕，没有办理任何征用手
续。”史玉树说。所建公厕
全是“拉沟式”的土木结构，
土墙砖柱木屋架，这些公厕
便于掏粪，维持使用到上世
纪 80年代初期，已经破旧不
堪，急需改造或翻建。

“我到环卫处后，开始
负责此项工作。”史玉树陷
入回忆。他先组织人员对
市区公厕分片进行普查，绘
制简略平面图，标明占地面
积、男女蹲位数，以其所在
街巷名定为公厕名，同时写
明破损情况，以便管理。普
查后，得知市区公厕共 70多
座，便分为可维修、需翻建
两类，然后拟定计划，分期
分批进行。

由于当时市区自来水
使用率低和排污系统下水
道不完善，史玉树将有条件
的改建成“三化厕”，不具备
条件的仍旧建旱厕。在改
造中，史玉树觉得最麻烦的
是公厕地皮原业主拿所有
权证来进行产权交涉，纠纷
事件很多，只得依靠政府半
强制补办征用申请手续，也
有个别业主始终不让征用，
但是公厕又不得减少，只好

出具借条借用地皮。
公厕改造改建高潮至

1986年告一段落，泉州开始
规划建设垃圾填埋场，选址
于城东新前大队，改造完公
厕的史玉树接手了此项工
作。“建成这座填埋场不容
易，当时跟新前大队负责人
谈了 20多次，才最终拿下项
目。”史玉树说。

“改革开放以来，环卫
处的设备设施、市容卫生管
理已更完善，与之前大有不
同。”史玉树感慨道，看到一
辆辆先进的环卫专用车，一
座座环境优美、功能齐全的
公共厕所和垃圾中转站时，
也看到泉州这座城市越来
越美好。

1998 年，史玉树从单位
正式退休。退休后的史玉
树闲不下，到丰源制衣厂搞
基建和后勤管理，之后又任
江南街道老年人协会副会
长、关工委常务副主任、侨
联副主席等职，直至 80岁才
真正停下忙碌的生活。

“我一个教语文的，最
后去干了环卫工作，退休后
也做了很多事，干一行，就
要爱一行。”史玉树感慨道。

爱岗敬业 他给泉州每座公厕取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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