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龄：87岁
职业：大学教师、工厂技术骨干
感言：我始终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

人物：张炼成名

片

1961参加工作年份
N海都记者 沈舜枝 文/图

张炼成是惠安人，1961年
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无线电
系。大学毕业后，张炼成先
是留校任教，一直到 1973年，
为了照顾家庭，他回到泉州，
见证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泉州电子产业如火如荼的发
展时代。

作为家里的独子，张炼
成在父母安排下早早结了
婚，他去上大学时，已有妻有
子。他留校在浙江，妻子一
人在老家照顾老人，养育孩
子，十分不容易。1973年，家
里已有了 5个孩子，父母也日
益衰老，家里急切需要张炼
成回泉州。“学校一直希望我
能留下，并承诺帮我安置家
人，但我还是选择回泉州。”张
炼成说，那个时代的人，跟现
在的人观念差距很大，老人家
要叶落归根，身体不好时就不
会离开家乡，而年轻人也不贪
恋大城市。

好在他碰到一个很好的
机会，泉州当时要发展电子
业，他进了泉州半导体器件厂
技术部。刚开始并不容易，由
于上海等大城市也大力发展

半导体，泉州在设备、资金和
人才等方面都无法相比，半导
体行业在两年后进入低潮。

这时，该厂引进了微波业
务，成为国内起步较早的微波
电路专业化工厂，从前期研发
到后期自主生产，真正实现一
条龙。作为高科技企业，该厂
专业技术人员约占全厂职员
的 1/3，不少是从高校调入的
人才，张炼成便是技术骨干之
一，他负责技术合同、技术谈
判等工作。

微波业务带着泉州半导
体器件厂进入高光时刻，1975
年后，该厂微波电路已达到较
大的生产规模，能生产 17 个
系列、200多种产品，其中的微
波组件等产品还被作为零部
件供给了当年的国家多个部
门。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初，
该厂一年产值达到 600多万，
成了福建省重点科技企业，几
位核心技术人员还获得国务
院津贴。

1980年5月18日，泉州半
导体器件厂为向太平洋海域
发射运载火箭提供微波混合
集成功能组件，受到中共中
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表彰。

“接到这张特殊的订单，全厂

高度重视。”张炼成回忆道，当
时对于产品的定型，还特别邀
请了全国各地专家来泉州一
起协商讨论。

在企业的高光时刻，员
工自然受益很多，特别是技
术人员。“我在浙江大学时，
月工资是 53 元，回泉州刚入
器件厂时，每个月 57 元，后
来，器件厂赚钱的时候，我工
资 虽 然 涨 不 多 ，但 奖 金 不
少。”张炼成说。

除了收入高，职业上的福
利也很多。因为要与合作企
业进行技术谈判，张炼成长期
在国内各大城市跑，北京、上
海、哈尔滨、深圳等地都常
去。那个时候，很少人坐过飞
机，张炼成常常四处飞，惹得
周围人十分羡慕。

企业还为技术人员分配
住房，1986年，张炼成分到一
套 82 平方米的宿舍，除了已
满18岁的大女儿，其他4个孩
子就是在这个房子度过学习
时光的。

“我始终牢记自己的第一
身份是共产党员。”如今，张炼
成已退休多年，但他仍在金山
社区百姓图书屋当管理员，发
挥着余热。

他见证泉州半导体高光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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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83岁
职业：村干部、基层妇联工作者
感言：活到老学到老，也是一种乐趣。

人物：黄秀梅名

片

1960参加工作年份

N海都记者 陈丹萍

每天清晨5点多，83岁
的黄秀梅沏上一壶铁观
音，静静等待茶叶浸泡，直
到茶汤愈来愈浓。抿一口
浓茶，她一天的生活也随
之开启了。浓茶像咖啡一
样，带点苦涩，而黄秀梅却
独爱这一口浓香，她说，浓
茶的香气很特别，就像她
现在的生活，安逸舒适；浓
茶的口感又带点苦味，总
能让她回忆起 20 世纪 60
年代青葱岁月的那些往
事。

人不高，瘦小，没上过
学，没办法用流利的普通
话对话，就是这样一位老

人，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
代，当过民兵参加过射击
训练，到国营安溪茶厂做
过茶叶挑拣工人，干了几
十年村妇联工作。“那时
候，我还负责给牲口配种
的工作，因为接种任务完
成率高，我被破格吸收入
党，60 多年党龄，是组织
对我基层工作的认可。”
黄秀梅说，“那个年代解
决温饱是首要任务，日子
虽然苦，但自己身为一名
共产党员，就该严于律
己 ，吃 苦 耐 劳 ，以 身 作
则。现在苦尽甘来，我常
告诉儿孙们要忆苦思甜，
就像喝浓茶一样，有点苦
涩后再回甘，回忆以前的

苦日子，才更懂得珍惜这
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黄秀梅早年在国营安
溪茶厂做茶叶挑拣工人，
她对当时千人精拣茶叶的
场景记忆犹新，也就是那
时候开始，她对茶叶有了
一种特殊的情感，养成了
每天喝茶的习惯。她喜欢
收藏茶叶，略懂品茶斗
茶。“那个时代的好茶是非
常难得的，要反复冲泡，有
时候过夜浸泡都有不平凡
的味道，我们要尊重自然
的馈赠。”她也常会跟儿孙
讲一讲铁观音的传说——

“魏说”怎么回事、“王说”
怎么来的……

黄秀梅说，安溪茶产

业历史悠久，早在宋元时
期就已走向世界。20世纪
80 年代，安溪曾是福建省
最大的国家贫困县，改革
开放后，依托“一片叶”，安
溪跻身全国百强县，成为
福建山区县的发展样本。
说起茶产业的变化，她如
数家珍。

满脸皱纹，粗糙的双
手，一身浅绿色带着布条纽
扣的衣服，黄秀梅一直保持
着那个时代的朴实装扮。
她最喜欢蓝色条纹的衣服，
她说，这是一门叫蓝印花布
的技艺，时下安溪高山上的
采茶女也是穿着这样的服
饰。“记工分的劳作，需要完
成多少柴火的量，拿到几个

工分；怎么种植地瓜提高产
量，土壤里要加入多少生物
粪；怎么夯土，怎么印砖块，
怎么印煤，怎么盖房子……”
黄秀梅对那个年代的工作，
至今历历在目，每一样她都
是技术能手。

现在，黄秀梅每天会
写一写硬笔字，一本发黄
但书页整齐的 60 年前的
《农民识字手册》是她每天
都要翻一翻的识字书，“三
个牛读什么、三个风读什
么、四个龙读什么……”她
会将书中学到的字拿出来
提问儿孙，乐此不疲。她
说，老了也要坚持学习，活
到老学到老，也是一种乐
趣。

人生像喝浓茶
苦涩后再回甘

83岁的黄秀梅习惯从一杯浓茶开始一天的生活

黄秀梅现在还喜欢翻看
这本《农民识字手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