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塘水库大坝防渗工程，参与集美东

海造地工程的施工监督管理，编写

后溪流域江河洪水风险分析报告

和集美防汛工作手册。主要论文

《杏林湾改淡蓄水工程———杏林湾

水库》《土工膜在三官塘大坝防渗

工程中的应用》在水利工作相关刊

物上发表。

林劲立，福建厦门人，1949 年出生于缅

甸，1965年回国就读广西南宁侨校，毕业于

福州大学土建系水利水电专业，1981 年加

入中国致公党，历任集美区防汛办副主任，

集美区水利局工会副主席、集美区水利局副

调研员，集美区四届、五届人大代表，被福建

省人事厅、福建省水利水电厅授予 1997—

1998年度福建省水利水电系统“先进工作

者”称号，致公党集美区综合支部党员。

本文来自林劲立的回忆和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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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晶

徐金水，祖籍泉州安溪，1936 年出生于

马来西亚，1952 年归国，1964 年毕业于上海

复旦大学，先后任教于暨南大学、中山大学

和厦门大学，曾任厦门市商业经济学会会

长，致公党厦大文科支部党员，致公党厦门

大学支部原副主委。

徐金水出生在一个温馨的马

来西亚华人大家庭，共有六位兄弟

姐妹。但动荡的时局注定了他跌宕

起伏的境遇。1948 年至 1960 年，马

来西亚共产党转入地下，武装反抗

英国殖民当局。英政府担心散居在

森林边缘或郊区的华人会与马共

串联，给与物资，便在全国范围内

将华人聚集起来，由此形成“华人

新村”，并实施严格的出入管制。

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大马华人

受尽屈辱，不仅引发了当地华人的

强烈反感，也在年少的徐金水心里

烙上了一道深深的伤痕。用他的话

来说，那里就像“集中营”一般。

1949 年，新中国的诞生犹如磅

礴的日出，给诸多海外游子带来了

无限希望,“归国”成为当时海外华

侨华人的热潮。年少的徐金水心中

也萌生出对祖国强烈的向往。

山海相隔，阻挡不了徐金水奔

向祖国的步伐。1952 年的夏天，徐

金水一家终于踏上了回国的旅程。

他的目的地是闻名遐迩的集美学

村。集美学村由爱国华侨领袖陈嘉

庚先生兴资创办，是海外学子向往

的学习天堂。

“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经

历，我有今天的成绩，离不开恩师

的辛勤耕耘，苦心培育。”徐金水

说，求学的五年中，他不仅得到了

优质的教育，更产生了强烈的归属

感。集美学村的老师就像亲生父母

一样给予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呵

护。他们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为他

的成长树立榜样。

深耕学术界，徐金水以其

丰富的教学和研究经验，在经

济学领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

笔。

自 1964 年毕业于上海复

旦大学后，他先后在暨南大学、

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的教学和

研究岗位上，展现了卓越的学

术才华。他撰写的近 200 篇经

济学论文中，有 10 余篇获得高

级学术荣誉，不仅得到学术圈

的高度评价，也得到厦门市政

府的高度认可。他的专业成果

被编入多个重要学术数据库，

包括《中国专家人才库》和《中

国专家人名辞典》等，合著的

《特区经济概论》还获得了

1986 年图书“金钥匙”奖。

学以致用，笃行致远。徐金

水还积极参与社会服务和行业

协会工作，曾任厦门市商业经

济学会会长等职，为地方经济

和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与

力量。

在致公党厦门大学总支部

的建设与发展中，徐金水再次

展现出他的领导力，连任三届

厦大总支副主委。在他的领导

下，厦大总支不仅在内部结构

上变得更为坚实，也对经济社

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1995

年厦大总支被致公党中央评为

“先进集体”，徐金水被致公党

中央评为“先进个人”。1996 年

中共厦门市委统战部授予厦大

总支“为经济建设服务先进集

体”称号。1999 年致公党福建

省委会授予厦大总支“基层组

织先进总支部”称号。2003 年

厦大总支荣获致公党厦门市委

会“调研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徐金水的归国之路不仅是

一段个人的成长历程，更是一

段归侨们奋力为祖国建设、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付出心血与

汗水的缩影。他和千千万万归

国赤子一样，怀揣对祖国的无

限热爱，在支持新中国建设的

道路上，在春风吹动改革开放

的浪潮里，在新时代逐梦伟大

征程中，为祖国之强大、桑梓之

富足贡献自己的力量。

阴 林劲立

我出生于缅甸勃生市，祖

籍福建省厦门市高崎村，童年

及少年时期均在缅甸生活，曾

在缅甸勃生华侨小学和中学读

书。初中毕业后，在父亲的教导

下，我于 1965 年 4 月与弟弟一

同回到祖国。

我的父亲林鸿珠烈士是中

共党员，抗战时期是闽西南地

下党负责人，经常往返厦门与

缅甸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抗日

战争结束，返回厦门和闽中地

下党许集美、施能鹤、郑秀宝秘

密接触。他不顾个人和家庭的

安危，全心全意为党工作，协助

厦门工委开展地下活动，为在

高崎建立地下交通站做出了贡

献。

厦门解放前夕组织安排我

父亲重返缅甸，负责勃生市侨

团工作。1967 年 6 月，缅甸军政

府蓄意制造排华反华事件，同

年 7 月 3 日逮捕了父亲，并进

行惨无人道的酷刑，我父亲坚

贞不屈，第二天在狱中惨遭电

刑，英勇牺牲。新华社为此曾报

道：中国驻缅甸大使馆照会缅

甸外交部，最强烈抗议奈温反

动政府残酷杀害缅甸勃生爱国

华侨林鸿珠。《人民日报》也曾

为我父亲以及在缅甸反华排华

的法西斯暴行中牺牲的其他烈

士发表文章，表示抗议。

不辜负父辈的教导和期

望，我回到祖国后就读广西南

宁侨校。1972 年 9月，就读福州

大学土建系水利水电专业。

1975 年 10 月大学毕业后，我到

厦门市原郊区水电科工作，曾

担任水电科基建股股长、工程

管理股股长；历任集美区防汛

办副主任、集美区水利局工会

副主席、集美区水利局副调研

员。

传承是最好的纪念，奋进

是最深的告慰。大学毕业后，我

一直扎根在厦门的水利工作一

线，刚到水电科不久，被派到禾

山公社水利管理站协助禾山水

利工作。1975 年 12 月被委以重

任，负责设计东坪山水库，每天

骑着自行车到东坪山上考察地

形。当时禾山社东坪山上石头

多，土壤少，我充分利用当地资

源就地取材，创新性地将东坪

山水库设计成浆砌条石连拱

坝，解决了当地农民的灌溉用

水。之后，我又参与杏林湾改淡

蓄水工程与杏林湾堤水工程，

认真的工作态度，扎实的专业

技能和出色的工作业绩，屡获

领导和同事的好评。

在随后工作中，我相继负

责设计、施工后溪田头电灌站、

许溪改造工程，处理灌口三官

1981 年 7 月，经缅甸老归侨林

仲明介绍，我加入致公党，如今已

有 43 年。秉持“致力为公、侨海报

国”的精神，我为党派和本职工作

贡献力量。每次到市里开会，都会

见到老前辈，回想起 1983 年 4 月

致公党厦门市工委会成员为四化

建设汇报会时和老前辈一起合影，

见到他们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令

人深感怀念。

当时我所在支部只有几名党

员，又不在同一单位，要组织开展

一次活动很不容易，但大家热情

高，想方设法克服困难开展活动。

因为对致公党、对侨务工作的热

爱，我积极介绍单位同志加入致公

党，还经常帮忙联系场所，为支部

开会提供便利，支持基层组织开展

活动。现在集美区致公党党员人数

多了，活动也多，我非常欣慰，感觉

很温暖。每次参与支部活动，可以

见到老朋友，又可以听听年轻党员

述说新鲜事，感觉自己越来越有朝

气和活力。

退休至今已有 15 年，这期间

由于工作需要，我曾返回单位参与

全国水利普查工作，一待就是三

年。此外，我还参与本单位关工委

“五老志愿者”及高崎小学“五老志

愿者”相关工作，老有所用、老有所

得、老有所乐，我愿继续发挥作用，

贡献社会发展。

不仅如此，来自五湖四海

的同学们也如亲兄妹一般相亲

相爱。在学习上，大家互帮互助，

组成一帮一的对子，由学习好的

同学担任“小老师”，指导帮助其

他同学。在生活劳动上，大家相

互关心体贴，争着抢着干脏活、

重活，生怕其他同学受累。在课

余之际，大家时常漫步在风光旖

旎的集美海滨，谈天说地、展望

未来。可以说，集美学村为他提

供了良好的成长环境。

历经动荡向往归国

感念恩师同门情深

学以致用孜孜以求

追忆父辈事迹，传承红色薪火

扎根水利事业，贡献青春时光

热爱党务工作，一颗侨心不变

徐金水（右）参加座谈会

徐金水（后排左三）在马来西亚与亲友合照

年 月，林劲立 前排右一）就读于福州大学

林劲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