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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林思思）

西部山区，矿山井巷与制陶遗址

点缀在绵延的群山之间；东部沿

海，抗倭古城与沙滩海岛分布在

漫长的海岸线上。这些山海资

源代表了苍南创建省级旅游风

情小镇的“含金量”。近日，我省

文化和旅游厅公布第四批旅游

风情小镇培育单位，苍南霞关

镇、炎亭镇榜上有名。据悉，苍

南目前正在创建4个省级旅游风

情小镇，创建数量居全市首位。

记者了解到，矾山镇以矿山

工业文化为主题，于去年成功跻

身首批省级旅游风情小镇，成为

苍南首个获此殊荣的乡镇。除

矾山镇以外，桥墩、马站、霞关、

炎亭等 4 个乡镇，分别以碗窑古

村、渔寮大景区、抗倭古城、滨海

山城等核心资源为依托，充分突

出瓷韵文化、滨海抗倭、滨海绿

能、滨海养生等风情主题，全力

打造独具苍南特色的省级旅游

风情小镇。

矾山镇，是苍南创建省级旅

游风情小镇的标杆，素有“世界

矾都”的美誉。沿着 232 省道驱

车行驶，抵达矾山镇主入口，进

入矿工文化街区，“矾星璀璨”雕

塑、“复兴之列”展示矿车、废弃

炼矾车间改造而成的矾客工厂

……浓郁的矿山风情令人眼前

一亮。矾山镇旅游办负责人罗

田告诉记者，矾山 640 多年的明

矾采炼历史为当地留下了100多

处矿业遗址，成为矾山极具活力

的旅游王牌。“过去矾山因矾而

兴，又因矾而衰，但如今‘矾’元

素又成为我们打造风情小镇的

制胜法宝。”

罗田介绍，矾山矿山风情小

镇规划面积 9.7 平方公里，其中

福德湾矿工村和矾矿炼矾三号

车间为核心区。随着风情小镇

建设再升级，一幅“游地下矿井、

探神秘硐天；赏文化遗产、观矿

业文明；步历史名村、品山海美

味；走挑矾古道、享天然氧吧”集

“矿、硐、村、道”为一体的精品旅

游路线图跃然纸上。去年，该镇

接待游客人数将近 95 万人次。

今年，矾山将启动投资约2800万

元的“矾山印象”灯光一期工程，

开发灯光文化演艺、互动灯光体

验、灯光雕塑等旅游产品，为矿

山风情小镇增光添彩。

“独特就是旅游的卖点，风情

小镇充分挖掘当地自然、建筑、民

俗、人物等风情元素，将为全域旅

游打开一扇新窗口。”县旅游和体

育事业发展中心产业科科长吴克

川介绍，矾山镇的成功案例吸引

各乡镇前去矾山“取经”，形成日

益浓郁的风情小镇创建氛围。苍

南将总结矾山经验并结合“一镇

一品”进行推广，同时积极向上对

接为创建工作把脉支招，向下对

接解决乡镇实际问题，精致化打

造旅游风情小镇，打响“山海苍

南”全域旅游品牌。

苍南创建4个省级旅游风情小镇
创建数量居全市首位

本报讯（记者 林明明）6月

21日，2019年县人大代表培训班

在县文化馆举行，来自省市县三级

代表及乡镇机关干部等共350余

人参与培训，旨在进一步提高代表

的理论素养，提升依法履职能力。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黄锦耀、副主任

丁振俊出席开班仪式。

黄锦耀在开班动员讲话中

指出，加强履职培训，是坚持和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大代

表依法履职和推动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的需要。新形势下，每

一名代表都要以高度的自觉性

把加强学习作为履职的首要条

件，强化政治理论、法律法规、业

务知识的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综

合素质，以过硬的能力担当履

职；要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紧扣全县改革发展和民主

法治主题，发挥参政议政、有效

监督、桥梁纽带、示范表率作用，

心系人民群众，努力为民服务，

着力推动我县人大工作高质量

发展。

培训班邀请了省农业厅原党

组副书记、副厅长赵兴泉作乡村振

兴的先行探索与全面推进专题讲

座。省人大常委会代表与选任工

委副主任袁薇分析关于新形势下

人大代表履职的几个问题，帮助代

表充分认识人大代表的性质地位

和作用，更好地依法履行人大代表

职责，不断拓展人大代表履职的高

度和深度。

县人大代表培训班开班

在“知行合一”
中担当责任使命

□马悦
又是一年高考放榜时。

成绩揭晓的那一刻，一页青

春就此翻过。从这一刻起，高考

成为一个见证，见证人生中那段

充满梦想与拼搏的青春。

今天，00后拥有的成长途径、

上升通道远比过去丰富。同时，

高考制度也在发生改变：高考招

录方式越来越多元、高校自主招

生权限扩大、职业教育发展迅速、

高等教育国际化提速……在这样

的时代背景下，高考已经不再是

“独木桥”，分类考试、综合评价、

多元录取的模式，正在用不同的

尺子来评价不同的人才。

然而，作为过来人，有一件事

也希望年轻的你更加明了——高

考只是成长路上的一个道口，人

的一生都在学习，并不能毕其功

于一役。

高考不是人生努力的终点，

而是另一个起点。喜悦的你，无

论上什么样的大学，仍会有一个

接一个更大的坎儿需要跨过，一

个接一个更重要的技能需要学

习；失意的你，也不要拿“顺其自

然”当作自己退缩和逃避的借

口。所谓的顺其自然，应是竭尽

全力后的不强求，而不是两手一

摊的消极不作为。

没有人因考试赢得所有，也

没有人因考试输掉一生。请记

住，试卷不过一张纸，未来才是一

幅画!

高考是起点
不是终点

6 月 19 日是全国低碳日，

今年低碳日的主题为“低碳行

动，保卫蓝天”。日前，我县举

办节能宣传活动，向市民宣传

节能减排知识和绿色发展理

念，倡导市民积极探索低碳生

活方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李士明/摄）

低碳行动 保卫蓝天 我县举办节能宣传活动

公益广告公益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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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桥，诠释着一方水土一方人的文化内涵。古桥之美，不仅在其功能和造型，
也因其早已在长久的生活中演化最美的一道弧线。古桥经过风吹雨打，经历岁月洗
礼，虽然沧桑但屹立不倒，千年不腐。本版将陆续为大家介绍苍南的42座古桥——

利济桥

林邦川

金乡环城南路西段，有一拱门形的水门洞，50
多公分厚的洞顶早就青砖断残、灰缝开裂。拱门高

出路面一米多，洞宽约四米，洞下阴阴森森、流水泛

泛，连结城里四衙河和城外头护城河，过去有坚固

栏删门可以开启，任凭船只往来。金乡卫城有东迎

旭、南靖海、西来爽、北望京四座城门。同时也有

东、南、西、北四座建在城墙间水门，是水之门户。

四水门中的西水门因建有魁星阁现仍可窥之一斑，

其余早无踪影，惟独南水门至今残留沧桑。

南水门在六百卅十多年前（1387年），汤和建城

时就占据一隅，为众水门之首，却在其 274 年后的

1661 年，即清顺治十八年清廷下令迁界时，被填埋

堵塞，夷为平地，到十多年后的清康熙癸巳秋（1713
年）展界时，原来的许多建筑、设施都重修重建，而

南水门却无动于衷，不见动静。

南水门是卫城水系咽喉之地，咽喉通才血脉

通，才能筋络荣畅。重新开复南水门虽然工程浩大

困难很多，许多人畏首畏尾，但当时地方父老言：精

卫能填海，愚公能穿秦岭，何况我们金乡人杰地灵，

岂能闻风而不动。“诸君子雀跃，奋袂以石为心，勿

成勿措，捐以千助，佣半焉，金费以百，金寡量焉”

复开南水门。

工期过半，从河底城脚挖掘到石碑一块，其碑

偈曰“九里包罗乾与坤，交流夹屿脉南分、青龙渡马

钟灵杰、甲子三三蛇启门”众皆骇异。这与二百七

十多年前汤和建城时、在挖城里内河建大仓桥的时

候，掘出的石碑谶“大地原从海上来、两峰交夹果奇

哉、火星落地文明现、木曜参天秀色开、西北最宜添

两印、东南原是有三台、其间会聚三千众、五百年间

出奇才”，虽有些不同，但又何等相符相通。这“五

百年间出奇才”是卫城“吾乡数百年来，佳兆端在

是举也”的希望和期盼，既然古人未能逮到奇遇，

现在我辈复开水门将内外周通，补古人所未逮，后

代也会应灵验而庇荫。于是众心所向、众力所归圆

城廓之完整，流水之融通，偕与共事，一举三月而竣

工，完成南水门开复。

自古，建邦启宇选择构筑城池，必山镇险于外，

水环通于中，才能保城池稳固。然择地必择山、择

山必择水。当年明朝信国公汤和，奉旨“整饬海

疆”在东南沿海增设五十九个卫所，汤和偕同方明

谦曾三次到江南（鳌江之南）一带考察，阅于江南各

地，筹度再三而兹“土纳两山于中、按乾坤于内、诸

气悉备”，最后选址金乡建成卫城，是当年全国四

大卫之一，是明代浙江沿海的军事重镇，有“瓯郡之

边疆、平阳之要隘”之称。

择山必择水，泽水是先决条件。先说金乡城河

水系的来源，首为干溪。干溪发源于云台山、小渔、

珠梅岭诸山。潴为溪，雨后滚滚水源注入到干溪，

干溪实为砂砾地，像菜篮一样盛不住水，溪水暴涨

晴久即干，故名干溪又叫干溪头（后改名为甘溪），

因此干溪人用闽南话说的很形象：“干溪头干溪头，

即起头（早上）有水洗菜头（萝卜），下卜跟头（下午）

无水洗衫头”。干溪水经砂壤土过滤注入地下，溪

水从东南方流向西南方，沿金字山南坡乌岩后溪经

洗马桥、清水桥，汇环金乡城为城河，注入南濠进入

南水门，向北曲折行经鲤河、大仓桥、小仓桥转西出

西水门，与城外河合垅。其次自黄杨岙诸山上来，

经龙船港、东注西濠，入西水门內河。城内自南水

门至西水门河道约二里半，中段鲤河可谓“鱼跃龙

门”，是金乡卫城的命脉也。

南水门外的水源就要追溯到久负盛名的滚水

潭。清代余象乾在《复开南水门记》曾作文：余循城

之南，越数十步有潭，问其名曰滚水。自地而涌，溪

流泽竭不涸，常盈。说者曰，此非脉之统山而发者

乎。意思是城南之涌泉名叫滚水潭，是大大的泉

眼，从地下涌出，常年不竭不干，此泉统周边山脉而

发，与金乡南水门相通，南水门也蒙泉交集，潭边建

有桥，一汪清水映石，叫清水桥。滚水潭之涌泉蔚

为壮观，与大屿山、小屿山构成风水宝地，金乡卫城

就在此风水宝地兴建。滚水潭、清水桥与南水门遥

相呼应，为繁荣金乡卫城而相资。上世纪七十年代

金乡始建自来水厂，水厂取水深井就钻在滚水潭泉

眼旁边，离南水门不足100米远。

卫城外诸山叠翠、峰拔谷陷水源丰富，奔腾下

来之水又经地表筛滤从地下涌出。滚水潭、梅峰涌

泉及城内的七星井，泉眼星罗其布，金乡堪称泉

城。护城河及城内的马槽河、鲤河、局河河网交错，

清水盈盈、碧波荡漾，既可农用灌溉、又可排洪抗

涝，是交通运输最主要途径，消防用水唯一来源。

干净清洁河水不要说游泳，还可饮用耶！乃是城内

民众饮用水的大水缸。

金乡城民众饮用井水，大旱之年井水干涸用水

十分紧张，井边要排队打水，常常要爬下井底，用瓢

或碗在井底石缝间一瓢一瓢地刮来，刮来的水加上

些明矾澄清就可食用。这个时候城南的滾水潭，就

成了百姓取水之宝地，滚水潭不仅不干不竭，而且

水质清澈甘甜，冰凉爽口。解放后的1956年，当年

从 6 月至 8 月连晴 83 天，大地都冒火了，河底当路

走。南水门断水断流，城内民众可抄近路，从水门

洞下魚贯出入，妇女、小孩有担水桶的、有提壶的成

群结队到滚水潭打水。天气炎热，人们一到潭边先

打水把自己淋个痛快，喝个饱登登，然后满载而归。

赤日炎炎骄阳似火，盛夏，滚水潭清泉更是种

田人劳作中的冷饮佳品，种田人或在稻田耕耘，或

在车水抗旱，或在番茹园內打理，他们都会带上有

出水嘴的陶瓷茶壶，不管远近先到滚水潭打上满满

的泉水，口渴之时对着壶口，仰起头“咕咚咚”地喝

个够，既解渴又可消除疲劳。远近行人都会特地拐

到潭边，拿起好心人准备的毛竹茶管，又喝又淋，真

是喝在口里甜在心中。

金乡卫城水系往事——南水门

陈永力

沿浦的地名由来，从字面意思理解，沿，是长的意思，浦是港的意

思，一条长长的港湾，即沿浦。

沿浦镇地处马站区域的东南部，距苍南县城30.8公里，东与霞关澄

海接壤，南向是沿浦港的广阔海涂，西连福鼎市，北邻马站镇。沿浦的

行政区划几经变改。民国 21 年（1932 年），始建沿浦乡。建国后，1950
年6月，在今镇境内建立沿浦乡、云亭乡。1952年6月，增设福森、岭尾

二乡。1956 年 3 月，撤销福森、岭尾二乡。1961 年 10 月改设沿浦人民

公社。1981年10月，撤销沿浦人民公社，改为沿浦乡。1992年5月，云

亭乡并入沿浦乡，1993年，沿浦乡改为沿浦镇。

沿浦凭着自然资源和地理位置的优势，制盐历史和商业贸易繁盛。

沿浦的制盐历史可追溯到明洪武年间（1368-1398年），天富盐课司

就在沿浦建筑海塘，开辟盐田，为全县盐业生产基地之一。1994年，食

盐生产量达到3299吨，因国家对南方小盐田实行控产压填，部分 盐田

转为海水养殖，2003年后食盐产量逐渐下降。

沿浦河这一条水路联通港口，河运带动了商业的繁荣。在二十世

纪早期至解放前，以及改革开放后到二十世纪末，沿浦因为商业的发

展，成为马站片区的中心地带。沿浦的中心地带则是在沿浦河周边，河

上有一座水闸，可作为桥面通行，唤做陡门桥，闸门打开，货运船穿梭，

桥两边商铺林立，布满铺、行、馆、舍。

在陡门边（即现在的老人协会会址）为美孚煤油行，专销僧帽牌煤

油，由上海用轮船运至沿浦，由华醒民专卖。后面曾作为矾馆，从矾山

由人工挑矾至沿浦，由此地海运到其他各地。商业合作社时期，在此地

办生活站和生产站，例如王德安和朱维钦开办的酒厂，生产各种白酒和

高汗，这些产出的生活用品，供应马站全区人民，由人工肩挑至渔寮、信

智和其他各乡镇的分部。北方的货物，通过水运，到江南的将军桥一

带，再由挑工肩挑背扛，走赤溪、矾山，进入马站，到沿浦来集散。

在陡门桥的埠头下面，泊满由福建内港开来的白缆船。有的装满

盘菜、甘蔗，有的装满荸荠、“难啼”（一种学名为浒苔的藻类植物）。逢

年过节，山民们争先恐后前来购买，场面非常壮观。白缆船从陡门桥下

一直排至沿浦整个港湾，夜晚时分，船灯点起来，是“渔火海边明”的壮

丽景象。

过了陡门桥，是一条店铺林立的沿浦街。左有张博民商行，陈合盛

南货店，新隆昌南货店。新隆昌的当家人陈传德老先生，不光只会做生

意，还懂得文化艺术的品味，三十年代末期曾从上海购买一台电影机，

到了闲暇的夜晚，给邻居、孩童播放电影，虽然还只是无声电影的设备，

看客们照样看的津津有味。而别村有喜庆事情，邀请新隆昌当家去放

电影，则适当收取放映费，做个“人情生意”。右边有金庄仕裁缝店、朱

顺发南货店、林秀琴客栈，大多客商为福建客商贩卖陶器缸等，对面还

有“衣被万家”成衣店。

这些商铺的当家多为沿浦“街路”人，顾客则来自各村。有些讨海

人家的媳妇比较泼辣刁难，有时候有意无意会戏弄店家。就有些妇女

进了店里，趁着人多手杂，顺手给家里男人拿双鞋子回去，店家当场也

不吱声。过了下回，再进店里来，店家就询问妇女：前次拿的鞋子合脚

不？合脚的话，钱还没算给我，不合脚可以换。妇女就会自觉地掏钱

了。这是当时众多商家的“经商讲话艺术”。

沿着这条街道一直走，左右两边的商铺客人进进出出，异常繁忙。

街道右边有霞关人开的糕饼店，后来作为供销社沿浦分部。再进去一

幢，是马站人游友田和蒲城人郑祥合资开的义大南货店。还有一间是

华德生中药店，后来作为沿浦鱼鲜合作社。华德生中药店的当家是个

有见识的人，他不光会开中药铺做生意，更看重子女的教育。此后，他

们家出来个大画家，名叫华纫秋，1954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对面是

陈茂德开的酱油豆腐店，陈德臣开的猪肉铺子。林荣坚开的面货店、华

业芳开的糕饼店后来合并，改开沿浦菜馆，由苏程鹏负责。许士新开的

糕饼店、叶志斌开的铁铺、陈廷满的竹行、武家端的矾馆，众多商铺绵延

一街至虾姑桥，连着就是顶街了。顶街有韩厚生的铸造厂，专门铸造大

铁锅、犁、耙等生活生产用具，销往浙江、福建各地。还有一家黄永误制

糖店，孩子们顶喜欢去，兜里一有几角银，就围到铺子前。

后来经济模式发生改变，这些私人开铺的人员统一到商业合作社，

作为国家的商业人员，到各个乡村的营业部去工作。到了新的岗位、新

的身份，他们不改诚信、善良的本色，为顾客做好服务。新隆昌的陈昌

进曾经有这样的故事，店铺合并到合作社后，他分配到渔寮的分部。有

一天一个孩子拎着一个煤油瓶来舀煤油，刚出门没几步摔了一跤，瓶子

破了油撒了，孩子大哭。陈昌进知道事情原委，再给他找个新瓶子，自

掏腰包另舀了两斤油给他回去了。隔了几日，孩子母亲才认出瓶子换

了，询问孩子知道了事情始末，拿了鸡蛋来谢过陈昌进。

沿浦街这条不长的小街道，分布着各类的商铺，记录了二十世纪沿

浦商业的繁华，是可以画出一幅《清明上河图》。

那年那月的沿浦商业

位于岱岭畲族乡云遮村坑门岭脚。为三孔挑梁式石桥。由福掌村陈世

垟自然村吴氏族人建于清光绪三十年 (1904)冬。桥南北横跨半岭溪，系三

孔伸臂式，桥全长27.30米，桥面宽约2.88米，桥面距水面4.30米，桥板厚0.25

米。两侧桥墩用规则块 石垒砌，迎水面砌成分水尖，中间桥墩用三级伸臂，

每级悬臂出五根丁头石，上压条石，桥面每跨并排直铺七根桥板，该桥结构

合理，坚实牢固，是研究清代浙南桥梁建筑和水利设施的重要实物资料。为

苍南县文物保护单位。

曾经繁华的沿浦街 林华静提供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