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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71岁
职业：公职人员
感言：珍惜青春，做好对社会有益的事情。

人物：龚万全名

片

1969参加工作年份

1968 年，毛主席发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
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
一时间，全国各地掀起知识
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

1969年1月，初中毕业、
15 岁的龚万全作为泉州首
批知识青年开始上山下乡，
奔赴德化水口的山区。龚万
全清楚记得，当天中山公园
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夹道都
是欢送的人群。热烈而又隆
重的欢送仪式过后，1000多
名知识青年带上简单的行装
即刻启程上车，“送别的父母
兄弟姐妹眼泪汪汪，迟迟不
愿离去，嘱咐一遍又一遍。
我们在车里高唱着‘革命青
年志在四方，到农村去，到边
疆去’……”

龚万全住的房子是木质
结构，薄薄的木板不仅不御
寒，还漏风。当时龚万全带
了一件 6斤的棉被，但由于
棉被又旧又薄，御寒效果很

差。“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
醒来后，发现手脚都还是冰
凉的，连小腿也是凉的。那
时候，虽然很冷，可能年纪小
会犯困，半夜还是睡着了。
遗憾的是，这件跟了我四年
多的棉被，最后不知道哪里
去了，当时没有意识到收藏
起来，不然，放到现在，就很
有纪念意义了。”

根据当时大办农业的号
召，山区要向荒山要地，向荒
山要粮。龚万全和其他知青
每天 6点多起床，和农民社
员去开垦荒地，“即使是大冬
天，干一会儿就满头大汗。
手上的水泡都磨破皮了，汗
水浸透进去，非常痛。几次
结茧后才好起来”。

当时全劳力记 10工分，
只有 15 岁的龚万全算半劳
力记 5工分，一个工分折算
成钱是 8分钱。当时他所在
的大队和隔壁大队的知青合
办食堂，大家轮流做饭。龚

万全说，知青们偶尔会向当
地农民买石冻（又叫“石
蛙”）、光鱼（又叫“赤目鱼”），

“这两样东西比较滋补，有营
养。那时，我会用挣的钱去
买，算是犒劳自己”。

1973 年，学校恢复招
生，20岁的龚万全被泉州师
范学院（中专）录取，脱产学
习了两年。1976 年 1月，根
据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的政
策，龚万全被分配到德化祥
光小学教语文。

当时中学很少，祥光小
学的毕业学生要走很远的路
去上中学。为了方便学生就
近入学，龚万全向县教育局、
公社争取，筹办了祥光小学
附中。当时龚万全是校长、
班主任、数学老师一肩挑，在
他和同事们的努力下，第一
届二十几名学生，只有一名
学生没被高中录取，教学成
果排在公社第一。

此后，龚万全又历任公

社扫盲干部、泉州市教育局
干部、泉州市文化局干部、泉
州市委宣传部干部。这期
间，南音的申遗工作让他最
为难忘。

2009年，泉州南音正式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龚万全回忆：“自 2002
年起，泉州南音就开始了八
年非遗申报工作的漫长征
途，我两次前往巴黎向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汇报。”如今，
作为古朴典雅、弥足珍贵的
文化遗产，南音得到很好的
传承与发展，也得到很好的
传播，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和
喜欢上这一古老乐种。

重温50年前燃情岁月

N海都记者
黄晓蓉 董加固

龚万全（左二）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介绍南音艺术

龚万全讲述那段青葱岁月的知青故事

年龄：76岁
职业：水利水电行业工作者
感言：退休后依然工作着是美好的！

人物：郑亚鸿名

片

1968参加工作年份

N海都记者 杨江参

一张方脸，慈眉善目，
一头灰白短发，街上的车流
人潮中，有一位老者骑着一
辆电动车在奔走，他就是76
岁的郑亚鸿。1967年他高
中毕业，1968年到海滨公社
当临时工，1969年上山下乡

到德化上涌公社插队，之后
便开始与水库为伴，一干就
是31年。

“我印象最深的是 52
年前的国庆节，那也是山美
水库建成的日子。”郑亚鸿
回忆，1971年，他作为山美
水库招收的第一批职工，到
古田溪水电站培训后，1972

年初就来到山美水库建设
工地。

郑亚鸿清楚地记得，当
时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派
热气腾腾的景象：成千上万
的基干民兵和工人、干部、
技术人员夜以继日地奋战；
小火车的轰鸣声、汽车的喇
叭声和劳动者的打夯声组
成一曲动人的工地战歌。
大坝已筑到 85 米高程，民
兵们推着手推车来来往往；
推土机、压土机不停地工作
着；水电站地下厂房施工也
已基本完成，开始进行水轮
发电机组的安装工作。入
夜，工地上华灯初放，远近

山头上灯火辉煌，将山美的
夜空映照得通亮，外人见了
会以为这是一座不夜城。

“我们被安排住在工地
的工棚里。”郑亚鸿被分配
到安装连电气排，先后参加
了组装发电机定子等工
作。那些日子里，工地上不
断传出喜讯。3月 30日，大
坝筑到 92 米高程，胜利抢
过拦洪关；7月，大坝工程竣
工；8 月 4 日，水库封孔蓄
水，19日开始关闸拦洪。当
时的口号是：10月 1日前完
成机组安装任务、投入发供
电，向国庆 23 周年献礼！
大家都以饱满的热情，忘我

地投入紧张的安装工作中。
郑亚鸿记得，9 月 25

日，安装工作全部结束，接
着开始机组的试运行工
作。那些天，他们几位同志
在工程师带领下，3次下到
机坑工作，而机坑里的温度
将近50℃，“我们赤膊上阵，
只穿一条短裤，脚穿长筒雨
鞋，一下到机坑，汗水就不
断地往下淌。我们完成任
务从机坑上来后，每次都能
从雨鞋中倒出一大堆汗
水”。

9月 30日晚，郑亚鸿参
加完机组试运行值班，下班
回宿舍，11点多正准备睡觉

时，工地上的喇叭响了，播
送出激动人心的喜讯：“今
晚 11时 19分，山美水电站
通过 11万伏输电线路正式
向泉州送电了！”顿时，整个
工地沸腾了，大家欢呼雀
跃，难以入睡。

第二天国庆节，工程指
挥部的领导亲临电站厂房，
同大家一起将厂房打扫得
整洁明亮。当晚，安装连会
餐，大家频频举杯，为山美
水库、水电站胜利建成投
产，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干
杯。

郑亚鸿说，如今山美
水库是泉州人民的“生命
库”，而他们这些当年的年
轻人都已退休，但他们忘
不了那段艰苦奋斗、激情
燃烧的岁月，忘不了在山
美水库工地度过的那个国
庆节。文字功底深厚的
他，退休后甘当“做嫁衣”
者，把历史的记录、文化的
内涵、语言的艺术传递给
读者，先后主编了《泉州市
水利志（1991—2008）》《岁
月知青》《半个世纪的人
生》等，参与编纂《泉州市
志（1991—2010）》，出版了
3本个人文集，有时比在职
时还忙。但他觉得，退休
后依然工作着是美好的！

52年前的国庆节，见证山美水库建成

1972年国庆节，水库的部分建设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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