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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苍南 7创作

薛思雪

当阳光的行脚，直直地踏在北回归线

上，深情回眸在去年冬至那天出发的南回

归线时，这一天，“夏至”就如约而至了。

“火轮渐近暑徘徊，一夜生阴夏九来。

知了不知耕种苦，坐闲枝上唱开怀。”“牧童

骑黄牛，歌声振林樾。意欲捕鸣蝉，忽然闭

口立。”夏日是蝉鸣的季节，随着“蝉始鸣”

的第一声，则宣告“夏至”了。蝉，这个夏天

的歌者，这个夏天演唱会的主角，也是感阴

气而鸣。无论是远古还是今天，蝉的存在

对人类来说都是一个神奇:它的羽化，它的

饮露；它在泥土深处许多年的默默潜伏，突

然在这个夏天破土而出，化为能够飞翔与

歌唱的精灵。夏至，最不能少的就夏蝉的

鸣叫声和夜晚的流萤。蒲扇轻摇，流萤乱

飞。小时候会在夏日里捉了萤火中放在玻

璃瓶里，看着一闪一闪的亮光，生出喜悦无

尽；也会捉了知了，剪去翅膀上的薄衣，用

一根小绳拴住，看着它在地上来回的爬来

爬去，生发趣味无限，只是现在想来，多了

那么一点点的残忍。

夏至，“半夏生”。半夏，是药名，也是

节序，居夏之半而生，故名。它也意味着夏

天已经过半，后半夏骄阳似火。半夏生，是

夏至第三候，半夏，喜阴的夏天植物，像车

前草、葡公英一样，大凡在农村生活过的

人，对于这些可以药用的植物总是怀有一

种温情，甚至觉得这些中医草药，就像半

夏一样，拥有一个很诗意的命名。《别录》

记载：“半夏，生微寒，熟温，有毒。”半夏，

这么优雅的一个名字，却原来也带着一丝

妖娆的气息，正如她生在夏日浓烈的气

候，却偏偏爱上那一抹含羞的阴柔。我

想，多半爱到极致的东西都会具有不可抗

拒的毒，一如爱情，爱了就有恨意，不爱那

么也就不在意了。半夏是浓烈的，爱得

深，恨得久。一如半夏的花语是爱与恨，

传说在一个深山里的地方，有一个蛇妖，

她叫半夏，她是人面蛇身的妖怪，长得很

漂亮。有一天，她化成美女去采草药，无

意间见到一个人受了伤，便把他带回她所

住的山洞，悉心照料。不久男子伤好了，

男子对她产生了好感，蛇妖爱上了他，但

她自知她是蛇妖，便把男子送回村庄，第

二天，男子也来了，看见人面蛇身的半夏，

就逃走了，第三天带着村庄里的人灭了蛇

妖，蛇妖临死前说了我是生生世世化作

草，生生世世毒害着每个地方，生生世世

拯救每个地方。于是，植物半夏既有毒

性，也有药性。爱与恨都是时光里的妖

精，所有的人都会爱上她。

在我们江南垟闽南语乡间有一句谚

语，“夏至，杨梅红到蒂。”说的是夏至前后，

杨梅通体熟透了，红得如血般，胭红的汁都

把蒂头都浸红了。杨梅姿色是醉人的，胭

红的梅子挂在树梢，无论站在哪个角度都

会被其诱人姿色所折醉，无论在哪个时刻

都会神迷心离，口流香津。可此时江南的

梅雨，淋漓的淫雨总是让人生厌的，可就在

这个令人压抑的季节里，那红艳娇滴的杨

梅却让人心中为之一动，懊闷的心便在连

日的阴霾中开出花来。但杨梅苦短，不宜

久放，这种甘甜的果实往往是大快朵颐不

了几天，便与那连绵的梅雨一起飘走了，让

人顿感可惜。

然，勤劳智慧的江南垟先民，总是有办

法留住杨梅的这种甘甜的。于是，杨梅酒

便应时而生。《本草纲目》中说：“生津，止

渴，调五脏，涤肠胃，除烦愤恶气。”李时珍

把杨梅酒也变成了一味药，不仅可以治生

理，也可以疗心理。酒中杨梅香甜可口，

果美味甘，不仅是止泻仙丹灵药，也是在

夏日消除疲劳和烦躁的神药。每年的这

个时候，母亲总要给肠胃不好我，浸制杨

梅酒。我们这里最好的杨梅，当属云岩石

头岙杨梅，其树冠较大，枝叶较疏，呈圆头

形，日照充足，果圆而大，呈紫红色，果肉

嫩厚，柔软多汁，让人望而生津，垂涎三

尺。每年这个时候，我总要去采摘几十斤，

用来浸制杨梅酒。

父亲，喜欢喝酒，最喜欢喝梅酒，三伏

天浸制些杨梅酒是我家的传统，也是母亲

的拿手好戏。母亲每次浸制杨梅酒时，总

是要把最好的杨梅挑一些出来，放在碗里

给我们每个人分几颗吃；现在也是，不过因

为怕上火，我不敢多吃，于是母亲就把杨梅

放在冰箱的最上层冷冻起来，并美其名曰

“杨梅果冻”。有时我们渴了，就挖一颗出

来尝尝，既生津又解渴，有着无上的美好。

同时，母亲还挑选一些品相不好的杨梅出

来，放在竹篮里挂在院子里晒，看看水分蒸

发的差不多了，就提进来放在锅里加点水

在熬，等水沸腾了好多次，看看水都变红

了，母亲这时便放进一些冰糖，继续熬，一

直熬到杨梅变糊糊的，跟冰糖水融为一体

了，才把这些杨梅打上来，放在一个密封的

玻璃瓶里，每次吃稀饭的时候，母亲就捞几

颗出来，给我们当菜肴用，既有杨梅的酸甜

可口，又有果脯柔软爽口，开胃又开心，这

就是所谓的“杨梅脯”了。

留下的，母亲便用它来浸制杨梅酒

了。母亲先细心的把新鲜杨梅摘去叶和

梗，清水冲洗一遍；然后将杨梅倒入凉开水

中，水量稍稍没过杨梅；接着加入一大勺食

盐，稍稍搅拌使其溶化，慢慢的可以看到杨

梅中有许多小白虫爬出；浸泡二十来分钟，

取出杨梅，再次用凉白开冲洗一下杨梅，用

餐巾纸轻轻吸干杨梅表面的水份，然后放

置通风处彻底晾干；而后准备一个干净无

水无油的可密封广口玻璃瓶，将晾干的杨

梅倒入瓶中，再放入冰糖，放杨梅和冰糖也

是有讲究的，要一层杨梅一层冰糖码；最后

倒入白酒，一般都是用我们宜山老酒厂土

烧的白酒“老酒汗”，盖上盖子后，放置在阴

凉通风处，每隔两天晃动一下玻璃瓶，泡制

一般要半个月左右，当杨梅的殷红丝丝地

透入烧酒时，杨梅酒就算是大功告成，即可

饮用了。

记得那个时候，有时还未到半个月，

父亲就会迫不及待地打开瓶子，舀几勺杨

梅酒，细细地品尝起来。喝着杨梅烧酒，

父亲那因生活劳累和病痛折磨紧锁的眉

角便也舒张开来，陶醉在杨梅酒馥郁的

芳香中。儿时的我最喜欢吃那老酒汗浸

过的杨梅，最喜的是，父亲有个癖好，只

喝杨梅酒，不吃酒浸过的杨梅，于是每次

父亲喝杨梅酒，我就可以理所当然地朵

颐杨梅了，那被冰糖和酒抚慰过的杨梅

比新鲜的杨梅还好吃，拿一颗含在嘴里，

轻轻一咬，一股甘甜而辛辣的滋味便从

中溢出，让我忍不住闭紧了眼睛，再细细

品味，酒的辣劲过后，便有一股酸甜从口

中滋生，那便是杨梅的滋味了。一时间，

嘴中酸甜苦辣尽在其中，接着这种滋味

便随着杨梅酒游走于我的五脏六腑，让

我有一种说不尽的舒坦。这种滋味，这

种喜好，深入骨髓，一个人于三伏天在家

午间喝一点杨梅酒，也就伴随我这么多

年，每每说不清是在吃杨梅还是在喝酒，

因为此时已是梅中有酒，酒中有梅不分

彼此，杨梅与酒已是浑然一体了，可这酒

却也保存住了杨梅甘甜清冽的滋味，能

在三伏天大快朵颐杨梅，也算是一件人

生的快事了。我想，要是再邀上三两好

友，煲一罐清清淡淡的汤，炒几个精精致

致的小菜，品几小杯甘甘甜甜的杨梅酒，

东南西北地扯着闲话，一顿简简单单的

家常饭吃得舒畅快意，且品出了寻常岁

月的闲适意味。因此，每年杨梅酒浸制

好后，我总要邀请几位远在他乡创业回

乡探亲的盟兄弟，一起在母亲的小院里

喝杨梅酒，忆孩童事，“何当共饮杨梅酒，

却话当初年少时。”看这些归乡的盟兄

弟，他们在喝酒时牵引出游子的一缕缕

乡思，我想这肯定是杨梅酒独特的魅力所

致了。

“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蓑草小池塘。

翻空白鸟时时见，照水红蕖细细香。村舍

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

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苏轼这首《鹧鸪

天》，可谓写尽夏至夜晚独行的诗意和旷

达。在山林断处，一抹青山，竹林茂密，一

段城墙，一方小池，乱蝉鸣叫，衰草遍地，白

鸟翻空，自由翱翔；满池荷花映日，清香暗

送，夕阳西下，诗人拄着藜杖，在村舍外，城

墙旁，闲步游赏；感谢夏至天公做美，天气

如此炎热，昨夜三更，下了一场好雨，使得

自己又度过了凉爽的一天，何其快哉。我

想，这样的景境，这样的心境，不仅应属于

苏轼一个人，应该是所有人的夏至梦情。

我想，在夏至时节的夜晚，微风来的轻手轻

脚，月儿挂在天际，搬张椅子，坐在夏日的

天幕下，仰望星空，或一个人竹杖芒鞋独行

夜幕中，就算是不说话，听风来的消息，也

是一种至美的享受。

夏至，杨梅红到蒂

华夏雪

昨夜的一场雨来得真是猛烈，雨水从

屋顶划出轻盈的流线，叮咚，叮咚的响了

一夜。早晨起床，只见乳白色的雾悄无声

息地铺展开来，弥散在错落有致的楼房

间。这时我正好漫步在马站菜市场塘堤

路上。

马站是个比较热闹的地方，去马站我

每次都要逛逛菜市场，无论是有买东西还是

没买东西，我都要光顾一下菜市场，看看有

什么新奇的东西吸引人没。我沿着塘堤路

走，塘堤路上摆满卖的，什么都有。行走在

人群里擦肩而过的人们大多都是陌生人。

忽然一条毛色邋遢的瘦狗怯怯地从我脚边

走过，眨着它的小眼睛夹着尾巴警惕地边走

边看，倏地，它像是发现什么向前狂奔起

来。我诧异的转过身，停下脚步，呆立了几

分钟。

菜市场外边塘堤路上卖菜的人多买的

人也多，本来就窄的一条路变得拥拥挤挤

的，一位大妈坐在那里忙了半天，也卖得差

不多，大妈内心很是欣慰，这一切都写在她

的脸上。我又发现街头路边一角支起一个

小摊，摊主比较年轻，是卖馒头面包类的，

她每次掀开盖子，那香味就弥漫整条街。

面包做得大个，赢得人们的欢喜。

走完塘堤路，下坡往左转走几步便是

菜市场了，菜市场，向我们坦露了生活最本

真的样子。场内每个摊位上方都亮着灯，

听着小贩清亮的吆喝声，看着新鲜水嫩的

瓜菜，红红的辣椒，活蹦乱跳的鱼虾，鸡鸭

鱼肉，热热闹闹，挨挨挤挤的。我一下子就

来了精神，我自认为爱逛菜场的人，是爱生

活的，在这个热闹市井的地方看人生百态，

吸取热气。逛菜市场，是最能治愈一个人

伤痛的地方。有些人遇到不顺心的事或是

不如意的事就去酒吧或是咖啡馆，但我还

是觉得去菜市场逛逛会给你带来乐趣和安

慰。菜市场是最有平凡生活气息的一个地

方，一日三餐人人得生活。这就是菜市场

的魔力，菜市场虽没有风花雪月，没有咖啡

红茶、诗和远方，但有的是脚踏实地和一饭

一蔬简单而平凡，让人满足。

菜市场里的人都是纯朴的人，她们卖

菜，如果你买了两三次她们就会记住你，会

主动和你搭讪。即使你不买菜站着看身边

来来往往各式各样的人提着菜篮在挤来挤

去，和卖菜的村妇、卖肉的屠夫讨价还价，

也会让你感到欣慰。

我记得我每次出门无论到哪我首先想

着就是去逛菜市场，在人群里挤来挤去感

觉是一种乐趣，看人们买菜也是一种乐趣，

听着讨价还价的声音充斥着拥挤的空间也

是一种可趣。

在这喧嚣的气氛里，恍惚间一个熟悉

的身影出现在我的视线里，是她吗？我有

点不知所措。已经很多年没见过她了，怎

会在这遇上她呢？实在是意外，看她衣着

打扮生活的定是不错。忽然，她向我这边

甩过脸，眼睛望了过来，我倏地低下头扭身

就想走，我不敢抬头看，我把自己弄得矮矮

的，尽管脸上装模作样一副镇静漠然的样

子，心中却早已乐得不知姓什么了，嘴里念

叨着我要不要见见她，但又忍不住悄悄抬

起头来，哎，我不禁失声笑了出来，原来我

认错人了，竟把自己弄得神秘兮兮的，我笑

我痴。旁边的人面面相觑，看得我面红耳

赤，我慌忙转身走出人群。

可我依然是心血来潮不愿离开菜市场，

偏偏就是喜欢一意孤行。我一走进菜市场，

感觉像是走进了另一个世界，在熙熙攘攘的

人群里，摩肩擦背，来来往往，看人生百态。

我习惯使然地扭头观望市场里穿梭不

停的各色人等，忽听阵阵歌声灌进耳膜，只

见前面一个趴在装有四个小轮子木板的残

疾人推着面前的一只破碗向这挪了过来。

他身体瘦骨嶙峋，面部皱纹密布，左手有点

变形，像鸡爪一样，那双浑浊的眼睛透出沧

桑感。他身上系着一根草绳，一头系着一

个四五岁的小乞丐，是个男孩，一张幼稚的

脸和一双迷蒙的眼，掩饰不住内心的恐

慌。身边音箱里响起嘹亮歌声，破碗里硬

币飞跃，蹦跳，在完成几个依依不舍的旋转

后，咕噜咕噜地停在碗面。

一个一只手摇拨浪鼓，一只手拉着杆

车的中年妇人，杆车上的轻气球，各种各

样的小动物随风摇动，口中不时的发出

声声吆喝。小乞丐巴眨着他那乌黑的大

眼睛盯着气球看，手指气球很希望自己

能拥有一个。他想靠近气球，怎奈身上

的绳子系着他，老乞丐拉拉绳子示意他，

他依然立在那一动不动。老乞丐有点无

奈，和卖气球的商量了一阵，最后半卖半

送，成交。

小乞丐手拿气球，脸上洋溢着天真的

笑容，老乞丐摸摸他乱糟糟的头发，嘴轻轻

裂开，有了浅浅的笑。

先前有一种奇特的感觉悄然而至，在我

心里酝酿已久的问题一下子就解开了，我肯

定，小乞丐是老乞丐的儿子，不是拐来的。

歌声渐渐远去，我在这熙熙攘攘的人

群里走着，看着，这里人和人之间虽然不知

根底，却释放着善意的人情味……

走进菜市场

苍南县新闻宣传中心 宣

公益广告

今 日 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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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苍南

本报讯（记者 林明明）昨

日，特色行业整治“铁腕斩污·双

月攻坚”专项执法行动启动仪式

在县城新区中心湖广场举行。此

次行动针对我县包装印刷、再生

棉纺等特色行业，集中开展为期

2个月的专项执法行动。

行动时间为 6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分三个阶段进行，经过前

期的摸底排查，目前已进入执法

攻坚阶段，将聚集我县印刷包

装、再生棉纺等特色行业企业存

在的问题进行整改，进一步加大

特色行业监管力度，全力抓好特

色行业整治工作，督促入园、原

地提升及过渡性生产的企业进

一步完善相应污染防治设施，切

实做到污染物达标排放；对已关

停后擅自恢复生产的企业，依法

从严从速予以查处，杜绝死灰复

燃，助推全县特色行业健康有序

发展。

行动当天，专项执法小组分

为 5 组分别前往龙港、灵溪、钱

库、金乡等乡镇检查特色行业

整治情况，重点排查企业是否

具有环保审批、验收手续以及

是 否 安 装 相 应 污 染 治 理 设 施

（VOCs 治理设施和降噪除尘设

备等）、是否建立相关台账等情

况，对现场检查中发现问题的企

业进行关停、停电等处理，确保

我县特色行业整治提升工作取

得实效。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

到，此次行动还将采取日常巡查

和突击抽查方式，对已关停企业

开展“回头看”检查，组织人员加

大对已关停企业进行排查，坚决

查处已关停后擅自恢复生产的

行为，从源头上斩断各类死灰复

燃的苗头。

副县长肖剑参加启动仪式。

铁腕斩污 双月攻坚

全县特色行业整治专项执法启动

日前，市政人员冒着高温

在 仁 英 路 更 换 节 能 LED 路

灯。据了解，今年县城灵溪

新换 LED 路灯 1000多盏，新换

的节能路灯比原来的路灯更亮

更美。 （陈一鸣//摄摄）

本报讯（马宣）6 月 18 日，省

级特色小镇初审考核组来苍，对渔

寮湾乐活小镇创建工作进行初

审。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杨德听

参加汇报会。

当天上午，省级特色小镇初审

汇报会在县行政中心召开。杨德听

从三大创建优势、四大战略定位、五

大主要任务以及重点项目建设情况

等方面，详细汇报了渔寮湾乐活小镇

创建工作情况。省初审组仔细查阅

渔寮湾乐活小镇相关资料，并就省级

特色小镇创建工作进行业务指导。

会后，省初审组赶到马站镇，

实地考察渔寮湾乐活小镇，先后察

看了半山半岛旅游建设项目、大渔

寮景区道路提升工程、海西游艇俱

乐部等重点项目。在考察过程中，

省初审组对渔寮湾乐活小镇创建

工作表示充分肯定，并强调要紧密

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突

显特色，积极引入社会资本，深入

挖掘和整合优势资源，加快推进省

级特色小镇创建工作。

渔寮湾乐活小镇迎省级初审路灯换新
添亮添美

□何承琼
日前，一则关于上海一所小学

将“做家务”列入家庭作业的消息

引发舆论热议，也引发家长思考：

今天，我们该如何看待做家务在孩

子成长中的作用？

劳动是人的基本生存技能。

通过叠被子、倒垃圾、洗衣服这些

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不仅能培养

孩子的自理、自立能力，树立“自己

的事自己做”的观念，更能在解决

一个又一个的“小事”中，锻炼身体、

强健体魄、磨练意志。“父母之爱子，

则为之计深远”。家务事都让大人

包办，看似让孩子“少受累”，实则剥

夺了孩子自强自立、提高自己的机

会；相反，放手让孩子做些家务，不

但不是让孩子“受累”，反而是为孩

子的未来打好基础。

做家务是孩子成长的必修

课。同样，参与垦地、播种、施肥，

会让孩子懂得一粥一饭的来之不

易；与同学一起打扫教室卫生，会

让孩子更好理解团结协作的重要

意义；看着自己栽下的菜苗茁壮成

长，更能让孩子懂得“劳动最光荣、

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

美丽”的道理。从这个角度而言，

做家务不妨再稍多一些。

做家务是成长必修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