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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苍南 7创作

何必艺

把希望撒在田野

油菜花次第开放

这不是我的祈愿

映山红什么时候迎来我的新娘

我翻山越岭，从另一个世界

来到你的面前

悬崖边，峭壁上

还是南方你这贫瘠的砂壤土里

倾囊相待，感谢你的厚爱

哦，不

这不是风和云的融合

这不是春雨对大地的眷恋

这不是向阳花对朝阳的吸引

只是我路过

在你举起火种照见黑暗的无边的

时候

把希望撒在田野

薛思雪

二月二，龙抬头，风雨顺，又丰收。

大仓满，小囤流，好年景，春开头。

二月初二新雨晴，芥子菜花一时生。

轻衫细马春年少，十字田间一路行。每年

二月二前后，江南垟新雨初霁，豆花翩跹，

油菜飘香，芥菜葱郁，充满浓郁的江南风

情，独特的水乡神韵。行在田间地头，走在

阡陌小径，江南垟广袤的土地上长着大片

大片的傲然挺立青翠葱茏芬芳馥郁的芥

菜，总会激起了我对过往那些年，芥菜的那

些事的美好而快乐的遐想。

儿时，对芥菜有一种天然亲近的感

情。在那个物质匮乏的上世纪七八十年

代，芥菜是家里的一种最主要的菜肴。那

时农村的田间地头，房前屋后，在初春时节

种满了芥菜，我们江南垟对芥菜最主要的

用途是腌芥菜。这时芥菜正肥，把芥菜成

担的运到家前的灰坦上，洗净，晾去水气，

下到我们土话叫“鸿桶”的大缸，有时太多

了，父亲干脆在后院的田里挖个大坑，在坑

里铺上一层塑料布，然后一层菜，一层盐，

堆上芥菜，最后叫我在上面踩，把它码实，

即成了，不出几天，就可以吃了。腌了四五

天的新咸菜很好吃，不咸，细、嫩、脆、甜，难

以比拟，而且随吃随取，可以一直吃到第二

年春天新的芥菜收成之时。那时，我最大

的幸福，就是嘴馋了，就去偷腌芥菜吃，因

为芥菜多，偷就可以无拘无束，不用被父母

挨骂，他们之所以要骂我，只是担心我会吃

坏肚子。

当然，对芥菜记忆最深刻的是，非芥

菜饭不可了。芥菜饭是我们江南垟一带

传统的地方美食，饭松菜嫩，佐以有三层

肉丝、香菇丝和虾皮等佐料，香甘爽口，别

有风味。江南垟农历二月二这一天吃芥

菜饭民间广为流传的习俗，并有“吃了芥

菜饭明目、补生疥疮”的说法。《瑞安县

志》：“取芥菜煮饭食之，云能明目，盖取清

精之义。”相传旧时，乾隆皇帝微服察访民

情时，一天到江南一农户家中，发现一名

饱读诗书的青年张某因家境贫困，无法进

京赴考，只得在家苦读诗书。张某热情好

客，请乾隆皇帝吃顿便饭。正当准备做饭

时，张某发现米缸里的米不够吃，又没菜

肴。张某临机一动，计上心来。叫其妻先

准备开火，自己从后门出去到菜园里剥来

一把碧绿幼嫩的芥菜，加点佐料，煮成一

锅绿中夹白的芥菜饭。乾隆皇帝平时吃

惯了山珍海味，生猛海鲜，且时至晌午，早

已饥肠辘辘，一闻到这芳香扑鼻的芥菜

饭，食欲大增，吃得津津有味，并赞不绝

口，连问这绿里夹白的饭是怎么做的。张

妻答道：“这叫芥菜饭，吃了不会生疥疮。”

那天，刚巧是农历二月初二，由此，二月二

江南垟民间吃芥菜饭的习俗便从此传承

了下来。今天看来，芥菜含有大量的叶绿

素及维生素 C，经常食用富含叶绿素及维

生素 C 的蔬菜，能提高自身免疫能力，增

强抵抗力，对人的皮肤有好处。“二月二吃

了芥菜饭不生疥疮”“取芥菜煮饭食之，云

能明目”的说法确有几分道理。

父亲在世时，最喜欢吃的就是芥菜饭，

一吃就好几碗。年轻时的父亲豪气干云，

有一件事在村里至今还在传说，在上世纪

六十年代初期那个饥荒年代，有一次父亲

与别人赌吃芥菜饭，父亲一口气竟吃了两

斤大米做成的芥菜饭，吃的让对方目瞪口

呆，差点破产。母亲常常在每年二月二这

一天，提及此事，我们忍俊不禁之时，也不

禁有几分伤感。唉，要是父亲至今还在世

的话，同样喜欢吃芥菜饭的我，可以跟父亲

比试比试，我想，对于现在已近耄耋之年的

父亲，肯定比不过现在的我吧。可惜，这样

比试的机会也没有了。

母亲知道我儿时一直最喜欢吃芥菜饭

和猪油伴酱油饭，猪油伴酱油饭随着现在

物质生活的提升，已经渐渐淡出我们的生

活，而吃芥菜饭却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显得

愈发的受人欢迎，而且成为我们江南垟一

带有名的小吃。二月二，这段日子，母亲总

会不时的给我炒芥菜饭吃。童年，我最渴

盼的是能吃上一顿香喷喷的猪油渣伴芥菜

饭了。那时父亲生病，虽然家徒四壁，日子

过得异常艰辛；可每年二月二那天，母亲总

会上菜市场，总会拎回一大块又白又肥的

猪肉，白得全无瑕疵，肥得油光乱闪，像一

块珍藏多年的玉石。回家后，母亲耐心地

将那块自己痛下决心精心选购的肥猪肉一

刀一刀地切成细细的碎粒，生火，起锅，倒

入。丰满已极的肥猪肉快乐地在锅里发出

了“滋滋滋”的吟唱声，慢慢地，“脱胎换骨”

地化成了金光闪烁的液体，那璀璨的亮光，

将原本局促简陋的厨房照出了一种辉煌而

又虚假的瑰丽。这时，一粒一粒宛如金子

般的猪油渣，争先恐后地浮了上来，“踌躇

满志”地在那一锅绚丽的油里荡来荡去。

猪油渣，在那时的我看来是人间罕见的美

味，极端的脆，轻轻一咬，“喀啦”一声，仿佛

“天崩地裂”，小小一团猪油像喷泉一样，猛

地激射而出，芬芳四溢，那种达于极致的酥

香，挑逗着我的味蕾，使脑细胞也大大地受

到了震荡，惊叹之余，魂魄悠悠出窍。而

后，母亲把猪油渣捞起放在碗里，并把它搁

置在一个我够不着的地方。然后，又把金

黄璀璨的猪油灌注到瓶里，只留少许猪油

在锅底，放入已经切细的香菇、葱头和三层

肉屑煸炒至金黄色时，又加入适量盐巴和

适量家酿糯米红酒，一同煸炒到满锅生香

时；把切好剁细的芥菜倒入，又加入适量猪

油，再煸炒至芥菜软化，色变青绿后；接着，

把已经煮熟的倒入锅中一起翻炒，只见母

亲娴熟的用那把“锅铲子”从下往上将米饭

不停地打散跟芥菜和佐料拌匀；最后，再撒

上上一些虾皮，一锅香喷喷我日思夜想垂

涎欲滴的芥菜饭就出炉了。当母亲把一大

碗热腾腾色香味俱全的芥菜饭端放在我面

前时，又给我添上几粒猪油渣，泡上一碗紫

菜汤，那种上美好的滋味，堪称人间一绝，

对于贫苦人家的我来说，这是比鱼翅更让

人难忘，比鲍鱼更使人眷恋的美食啊！那

时，我会慢慢地吃，没有像往常一样狼吞虎

咽，因为我要美美地朵颐着一年一次难得

的美食，让自己的味蕾充分享受一番这芥

菜的味道，家乡的味道，还有母爱的味道。

如今，想起那一大碗芥菜饭，如真似

梦，依稀在眼前，那芥菜青绿，米饭莹白，猪

油金黄诱人的颜色，一层一层晕染了我的

年少时光，在贫穷里也有华丽的光。就这

样，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一碗碗香喷喷

的芥菜饭，抚慰了一个个寂寞的胃，也承载

了一代代的记忆，总是带给我们一种油然

而生的快乐和安慰，弥漫着极致世俗而温

暖的幸福。

二月二，芥菜饭

易木

刚刚有了点春意，雨水，就来了——在

静悄悄的夜间，挑选了一个吉日良时降至

人间。

雨水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二个，《月令

七十二候集解》中说：“正月中，天一生水。

春始属木，然生木者必水也，故立春后继之

雨水。且东风既解冻，则散而为雨矣。”雨

水一来，河开、雁来，大地开始萌发一派欣

欣兴荣的景象。

古人将雨水节气的十五天划分为三

候，真可谓精准——一候獭祭鱼；二候鸿雁

来；三候草木萌动。意思是，到了这时候水

獭开始捕鱼；五天过后，大雁陆续从南方飞

回北方；再过五天，草木抽出嫩芽舒展生

长。雨水，春天的“第二乐章”奏响了。

谁不喜欢听音乐？在缠绵的春雨沐浴

下，藏了一冬的柳蕊小心翼翼地从冬的铠

甲下探出自己的身子，一天天丰满起来，一

点点圆润起来，如一团鹅黄的轻烟，给干枯

的枝干平添了无限生机和活力。细细观

察，柳条上像省略号一样竖排着细细小小

的鹅黄芽鳞，恰似一个个仙童的眸子，闪烁

着稚稚嫩嫩、水水灵灵的春光，令人过目难

忘。但见一位父亲指着路边柳枝发出的嫩

芽，对孩子说：“春天在哪里呢？这就是春

天。”孩子观察了一会儿，忽然语出惊人：

“春天，原来是站在枝头上啊！”

雨水婉约，缠绵悱恻，如梦如诗，可信

手拈来：“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

愁”“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水

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好

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

细无声。”对春天雨水之情很深的杜甫，寥

寥数笔，就用了一个拟人化的手法，写下了

春夜降雨润泽万物的美景美诗。

烟雨轻敲乡间瓦，湿漉漉的音乐在屋

檐下奏响了。临窗而立，瓢泼的雨把青瓦

洗得清亮。雨水顺着瓦楞流着，在檐下挂

起了一条条银丝。开始是嘀嗒、嘀嗒，接着

是哔啵、哔啵，最后当雨线激荡形成条条雨

瀑，便哗哗啦啦、洋洋洒洒奔泻而下……

撑把伞，一头钻进轻薄的雨帘。偶尔

移开雨伞，张望一下空蒙的世界——凉凉

的如烟般的雨真实地飘落在脸上，飘忽不

定的思绪也湿了，心事重重地落入尘埃。

一辆出租车闪着灯从身边“疾驶”而过，但

绝不扬起泥水溅湿行人。在十字路口，放

学的小女孩背着书包打着雨伞站在朦胧的

红色信号灯下……一切是那么地井然有

序，有条不紊。是啊，没有人在美妙的风雨

乐韵中沉沦下去。

撑着油纸伞的女子，从小巷的拐角处

走来，碎花的棉袄，红色的围巾，点点脚步，

犹似点点雨滴，没有声响，也看不到足迹，

如一曲轻音乐。眨眨眼睛，过去了，过去

了，那身段，婀娜，温馨，浪漫……

周末，雨水骤歇，气温如一只打湿了翅

膀的风筝，在低空里跌跌撞撞，总也飞不上

去。我躺在床上看微信，好友推微而来，坏

笑着说：“想不想去交交‘桃花运’？”“桃花

未开，哪来桃花运哦！”“开了，开了！今天

看到网友发的桃花图片，开得艳着呢！”印

象中那些桃花都是开在灿烂的阳光里的，

这么多日雨水，桃花怎么能开呢？迟凝着

点开链接，果真有呢！

晚上听广播，在背景音乐《雨中旋律》

中，朗读者传来一段话：曾经以为，下雨天，

喝喝茶，读读书，听一首老歌便是最曼妙的

况味。走过风雨才知道，其实，最美的不是

下雨天，而是知道下雨天你也会来，轻轻的

说一句：再大的风雨，我们一起闯！人在旅

途，风雨兼程，一场雨落下，愿在最深的雨

里，留下你最美的身影。细细品味这段话，

颇为感触。

前几日，雨水连天，我回村时，一场雨

洒落在乡间新铺的草坪上，叶尖上挂着一

颗颗晶莹的水珠。《微风细雨》的音乐声中，

村里的妇女和未出嫁的姑娘打着伞，三三

两两地向回乡创业的乡贤在村头创办的一

家工厂走去，步履轻盈，她们的脸上写满希

望。我漫步小村顿觉满眼浓绿，一片生机。

雨水，一个润泽大地、秀染河山的节

气，一个孕育希望、催生万物的节气——雨

水润春，润在大地，润在草木，润在心田，最

是一年春好处。

行文至此，为雨水赋诗几句：

我是阳光的伙伴

我是花和草的密友

泥土，是我的根

犁铧，是我梦落大地的脚

有了他们，禾苗在我的怀里

才会成长为饱满的稻穗……

雨水润春

梁航

风，西边吹来

燕却南飞。

露水挂上树叶

金属的光

隐藏在混沌

的轮廓中，风

无法戳破。

将它拨落

在地上，发出金石

泠泠的脆响

湖畔的芦苇

似乎在迎接谁

柔和的西风

拂过面来，像留了一道疤

河水微颦的眉

遇见了一些惆怅

湖心飘来几片淡灰

而忧郁的云——

战栗的树干

摸起来有些硌手

芦苇把影子投在

风里，仿佛还在眨眼

忽明忽暗

风穿林而过

像箫声穿透白云

菊花耷拉着几瓣

苍白的淡黄

夕阳淡黄

湖淡黄。它缄默，（因为）

它是永恒的失忆者

白露

《浙江日报》
记者 甘凌峰 林如珏吴昱燊

不经意间，苍南人是不是会发

现，苍南变得越来越有格调了？

众筹的半书房花开全国，引得全

国各地来取经；独一无二的福德湾

出落得更精致了，游客们慕名而来。

过去的一年，连人民日报头

版头条、央视《新闻联播》都纷纷

点赞苍南。

这是为什么呢？为了揭开这

个谜题，于是有了浙江日报记者

甘凌峰和苍南县委常委、宣传部

长林森森的对话。

记者：去年苍南在各级媒体
上出现的频率很高，人民日报头
版头条、央视《新闻联播》都进行
了报道。苍南这一年为什么这么
受关注？

林森森：首先要基于国家的

好政策。去年人民日报、中央电

视台、新华社、浙江日报等中央省

市主流媒体纷纷聚焦苍南，因为

去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而苍南

是温州模式的重要发祥地。在40
年前，苍南给中国的改革开放提

供了很多可供借鉴、可供推广的

经验，这引起了媒体对苍南的极

大关注。

近年来，苍南在经济社会发

展中也不断创新、不断改革，比如

去年苍南的海域使用权改革，能

够把海域资源充分利用，化解渔

民在使用中的纠纷，提高渔民收

入和村集体收入，媒体争相报

道。另外，苍南处于浙江最南端，

离省城比较远，我们特殊的地域

文化也引起了各级媒体的关注，

比如我们自我创新，通过社会力

量办文化、办体育，新华社也来做

了专访，觉得很有成效。

记者：求治之道，莫先于正风
俗，近年来苍南涌现了很多正能
量的人物，好的做法。我们将如
何把苍南打造成一个风清气正的

文化高地文明高地？
林森森：苍南地理位置特殊，

处于浙江和福建的交界处，祖先来

自外地的移民，苍南的本土文化更

多的是移民文化。这种移民文化

表现出它的开放度、包容度，但也

表现出它的多元性，产生文化交

叉。这种文化如果能高度融合，那

么会产生很大的力量，如果不断摩

擦，它的力量就会不断分散。

所以，我们这几年来对苍南

的文化融合进行了不断的探索。

文化要融合，第一要有文化设施

的建设，有了设施就有了平台，就

能在平台上开展文化的活动。这

几年苍南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文

化设施建设，文化馆、体育馆、博

物馆、非遗馆、图书馆、游泳馆，包

括今年即将开工建设的大剧院，

包括乡镇、村级的文化中心建设

等等。文化设施从县到镇、村的

网格化建设好以后，给我们提供

了很大的支撑。

第二是文化的活动，我们这

几年来开展了非常多的文化活

动，与外界的文化交流，文化走

亲、文化下乡，包括文艺作品的创

作。这里面最有体会的是，能够

把文化活动的开展和人的诚信、

信用体系建设挂起钩来，所以我

们在推进中更注重文化的公共

性、均衡性、公益性。我们有个概

念叫有效观众，让每场活动有更

多的有效观众来，享受文化的精

神食粮，这样就能更好地融合他

们。比如我们一些文化活动的票

直接在网络上面抢票，体现了均

衡性，文化活动因此深入民心，得

到老百姓的支持。

第三是讲文明，我们这几年

推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

设，包括礼让斑马线、垃圾革命，

以及移风易俗的载体都深入民

心。我们在全国来说有个创新，

就是编撰了一本高中生读本，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课本教

育里面，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和他们平时的励志故事、理念结

合起来，通过老师的课堂教学、生

活接触融为一体。在礼让斑马线

上，我们第一个推出全域性的礼

让斑马线，发动党员干部、志愿者

上路劝导，劝导中也是对自己很

好的教育，所以我们的礼让率提

升非常快。移风易俗我们也是全

域化，所有党员干部群众都要移

风易俗，推出“十个一律”、“十个

不准”，经过民意调查，这项活动

也是最受老百姓欢迎的。

记者：酒香也要来吆喝。今
年是建国70周年，我们将怎样展
示苍南高质量发展的成就，讲好
讲透苍南故事？

林森森：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

大事，也是统一思想、凝聚力量、

鼓舞斗志的重要契机。我们新闻

工作者要把镜头、笔端对准普通

群众，挖掘一批普通人、普通家庭

与共和国同成长、共命运的生动

典型，用小切口反映大背景、小故

事反映大时代。要积极对接中

央、省市级主流媒体，邀请他们走

进苍南进行采访、拍摄，推出一批

高质量的报道。同时，我们也要

全面推进社会宣传，加强文艺宣

传，比如举办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主题展览，开展庆祝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影视展映展播、舞台

艺术展演、美术书法展览、优秀图

书展示等活动。

除了宣传，更要让老百姓感受

到切切实实的幸福感，感受到祖国

的发展。只有老百姓的生活富裕

了，老百姓的生产发展了，整个环

境提升了，他才能感受到祖国的强

大。我们今年谋划的，有七八省道，

桥墩到莒溪的这条线等，我们要把

苍南的各条线打造成乡村振兴的示

范带，通过小城镇改造、村庄整治，

来提升乡村的整个面貌，给群众宜

居的环境，通过扶持农业，让农民充

分就业，以及解决最基本的医疗保

障、卫生健康等问题。

第二是办好民生实事。刚刚

闭幕的县两会提出，2019 年要为

全县人民办十件大事，侧重跟群

众息息相关的交通、医疗、教育等

问题。还有，苍南要发展，很多的

旅游资源可开发，我们推出全域

旅游，发掘我们的山海资源，包括

世界矾都的开发，都为了苍南能

够向外传播更多更好的声音。另

外就是项目的建设，只有用项目

才能撬动经济的发展、改善民生，

我们相继推出了百亿、双百亿、三

百亿的开竣工项目。按照“1+5”
的目标定位，我们再努力一下，一

定能把苍南建设得更强大。

记者：3月22日浙江省乡村
文化创意街区高峰论坛召开，把
会议地址选在了苍南。苍南的文
化产业底蕴深厚，有支柱产业印
刷业，近年来又涌现了福德湾创
意街区等文旅融合的文创项目。
我们将如何发挥好自己的优势，
高质量发展文化事业文化产业？

林森森：在温州文博会期间，

全省乡村文化创意街区高峰论坛

将在苍南召开。这次选择在苍南

矾山福德湾召开，是对我们苍南

县工作的肯定，也是鞭策。我们

浙江文化街区建设走在了全国前

列，我看做典型发言的都是赫赫

有名的，我们也是压力很大。

对苍南来说，我想把文化产

业分两块，一块是传统文化产业，

一块是新兴文化产业。我们在去

年下半年编撰了苍南文化产业实

施方案，提出传统产业升级、新兴

产业培育。传统的包括印刷、台

挂历、商标、文具等，其中印刷业

是苍南最支柱的产业，是全国三

大印刷基地，这几年针对印刷业

主要是升级，以打造印艺小镇为

突破口，引进了北京印刷学院、猪

八戒网等等，来提升印刷业的技

术含量，提高利润空间。

第二是新兴产业，其中有文

旅结合的，比如福德湾，它以世界

矾都为基础，通过工业遗产的转

型，和文旅结合，来推动文化街区

的打造。另一种是把本土的非遗

转换成文化产业，比如蓝夹缬、瓷

器、剪纸等，都可以和创意结合起

来，培育成新的文化产业。

针对传统产业的升级和新兴

产业培育，这几年我们出台、完善了

扶持办法，县财政专门安排资金，给

他们参加展览、购买设备、技术革

新，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后盾。

记者：在苍南，“社会力量办
文化”工作亮点突出，以半书房、城
市文化客厅为形态的公益文化空
间已经遍布全县各个乡镇，并且半
书房的模式相继成功复制到江苏、
福建、湖北、衢州、台州及温州的
一些县市区。苍南是如何推动
“社会力量办文化”这项工作的？

林森森：以前文化的发展由

政府主导，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

的发展，老百姓越来越富裕了，对

精神食粮的要求越来越高了。他

就想参与文化的追求，形成一种

力量，这种社会力量加以引导后，

文化阵地建设、活动举办等都可

以交给社会来办。

这几年，苍南探索社会力量办

文化，以一种众筹的模式，共同的纽

带来团结群体，然后以区域为范围，

挖掘本地的文化作为支撑。因为地

域文化差异，我们很多社会办文化

的机构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它的

模式是一模一样的。比如灵溪的半

书房，它是以读书教育活动为内容

的，而金乡的文化客厅把抗倭文化、

古城记忆挖掘了出来，钱库的文化

客厅把手工业的发展挖掘了出来。

参与其中的有个人、团体、企业，以及

乡村振兴促进会等，都属于社会力

量，这么多社会力量参与进来后，文

化建设就得到了蓬勃发展。

这种模式很受群众欢迎，所

以江苏、福建、湖北、北京等全国

多地，还有我们浙江的衢州、台州

及温州的一些县市区都来学习、

复制。为了扶持民间的文化力

量，我们专门成立了文化客厅的

服务中心给予智力支持。

“峰”会苍南丨对话苍南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林森森：

举社会之力打造文化高地

“苍南发布”微信公众

号以县委宣传部为认证身

份，由县委外宣办(县政府

新闻办)主办，县新闻宣传

中心承办，主要发布重大决

策部署、重点工作进展、民

生服务信息和公共突发事

件等内容。通过查找“苍南

发布”“cnfabu”或扫描二维

码关注，即可获取最新、最

快、最权威的苍南资讯。

链接：
1、微矩阵（93家乡镇部门

单位微信公众号）

2、苍南新闻网

3、《今日苍南》数字报

苍南发布

为助力“两区”建设，日前，

县文联第二期“百花采蜜”文

艺创作体验活动走进浙江坤

诚塑业有限公司。县文联机

关、县作家协会、美术协会、书

法协会、摄影协会、音乐协会、

影视协会等一行共 10 人参加

活动。

在了解了企业发展状况

后，参与活动的文艺工作者纷

纷提出，可以结合节庆活动，针

对企业日常活动所需，在企业

搭建文艺平台，发挥文艺作品

举旗帜、聚人心的作用，由县各

文艺工作者协会提供个性化志

愿服务，增加文艺工作者了解

现实、体验生活的途径，提振企

业发展信心，汇集参与“两区”

建设的合力。 （文联）

“百花采蜜”文艺创作体验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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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沧海纳百川，敢为天下先。在苍南高质量建设浙江美丽南大门之际，浙报集团温州分社特推出《“峰”会苍南》大型专题访

谈栏目。由知名记者甘凌峰牵头的采编团队走进苍南，聚焦“奋战1161、奋进2019”要求下的苍南智慧和苍南贡献，呈现“铸铁军 比担

当 抓落实”的苍南热情和苍南作风，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