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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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苍南古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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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笔建

对于生活于七十年代的农村孩子来说，

当时能玩的游戏不多。其中摔“方宝”可是比

较流行的游戏之一。

“方宝”一般是用书皮或比较硬的纸折叠

而成的，将两张同样大小的纸折成长条，成十

字折叠，下面的一条边角沿上条边折成三角，

再折到上面这条中间。另一头也同样如此。

最后将折叠的四个尖角依次交叉，一张完整

的“方宝”就叠好了，摔“方宝”俗话也叫“打啪

儿”，大概是取拍打时发出的声音吧？

摔“方宝”的规则很简单，双方用“石头剪

子布”决定先后顺序，输者先把自己的“方宝”

正面冲上置于地，赢者手拿“方宝”往地上摔，

可以摔到对手“方宝”上或旁边，目的是借助

风力或敲力将对方的“方宝”弄翻个儿，如果

“方宝”翻个儿了，那么这个“方宝”就归自己

了，对方再放一个“方宝”后游戏继续。如不

能拍翻，则对方开始拍自己落在地上的“方

宝”。如果“方宝”落到不平整的地面，有一角

翘起来，那可是赢“方宝”的大好机会。

那时候，几乎每个男孩子的口袋或书包

里，都有一些“方宝”。一到放学后，很多孩子

们弓着背，向地上拍着“方宝”。赢者，手上拿

着满满的“方宝”；输者，四处找废纸叠“方宝”。

有的小伙伴输得急红了眼，不肯善罢甘

休！痛定思痛，经过认真的反思揣摩，终于摸

索出新创意，成为实战致胜的秘笈。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制作技艺

上，好的“方宝”一般用牛皮纸、空烟盒或杂志

封面叠成，比书本或报纸等叠的方宝重。有

时为了增加“方宝”的重量，把塑胶片放到夹

层里，起到缓冲作用，让对方无论怎么用力，

如同打到棉花上一样，稳如泰山。还有的，夹

层里塞进小铁片，以增加其重量，同时降低了

方宝的重心，达到不易被拍翻的目的。如果

纸张足够大的话，把“方宝”折叠得更大一些

厚一些，更有胜算。

摆放“方宝”，也是有讲究的。最好在平

整的地面上，把“方宝”稍微折一下，让中间向

上凸，让“方宝”与地面形成一定的缓冲空间，

达到吸收能量的作用，让对方有力也使不上

劲，给自己的反击争取机会。

在拍打“方宝”时，首先要观察对方“方

宝”的总体情况，选择稍厚的一角，再抡起胳

膊，顺势把手里的“方宝”用力摔去，在力的作

用下，对方的“方宝”应身而翻身，成为囊中之

物。如果对手的“方宝”折叠的比较规范，这一

招就不好用了。只能在拍打前，在地上的方宝

一角踩上一脚，以此创造契机，多一份胜算。

地形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只要对方摆放

时，“方宝”与地面存在一定的空隙，这便是一

个绝佳机遇。采取旁敲侧击战术，不直接拍打

“方宝”，而是从侧面成一定角度去击打地面，

利用高速流动的空气，掀翻“方宝”。

当首击失利时，只能顺其自然，静观其

变。拍打后的“方宝”，姿态已不受控制，给对

方留下许多机会。小伙伴来着不善，一招制

胜，连翻身的机会也没有的。当然也有例外

的，彼此一来一往，战上数个回合，才能分出

胜负。引得旁观小伙伴一阵阵的加油声，这

也是最精彩最热闹的时候。

半天酣战，胳膊抡的都酸痛了，可是我们

还是乐此不疲。

当手捧一叠厚厚的战利品时，令人艳羡

不已，赢得小伙伴们前呼后应，不逊于凯旋而

归的勇士，心里美滋滋的。

摔“方宝”，的确是个力气活和技术活。

一个小伙伴，胳膊浑圆，力气很大，每次都会

赢上一大把，令其他小伙伴叹服。

有时实在没有纸张折叠“方宝”时，有的小

伙伴狠下心来，撕下课本或作业本，当然最后

得挨老师或家长大批一顿。精明的小伙伴，看

到其中的商机，一分钱可以卖出好几个“方

宝”，妥善解决了供需关系的矛盾，皆大欢喜。

摔“方宝”

陈如亮

金乡狮山公园是县内最早建设的公

园之一，狮山正门入口处往上登几十阶

有狮山吼月广场，镌刻多幅金乡文化名

人钱明锵的诗词书法作品，其中一块白

玉碑刻介绍钱明锵：“诗风豪逸，性格爽

朗，人称诗侠，排上二十世纪百名诗人之

行列。”简介文字虽有所夸张，但钱明锵

的诗词确有豪放之气，从广场上的一些

诗词也可读出：

《野马》
脱辔长嘶去，疏狂意若何？追风蹄

践雪，喷玉气吞河。

但得知音赏，焉愁诟忌多。我行任

我素，仰首向天歌。

钱明锵是中华诗词学会的元老级诗

人，而引领他加入中华诗词学会的是同

乡诗人陈萃洋，我于一个午后慕名拜访

了这位年已九秩的小镇名人。

谈起当年推荐钱明锵加入中华诗词

学会的事，陈萃洋兴致勃勃，九十岁的老

人仍然思维敏捷，谈到兴奋处，老人手臂

用力地比划着。只是他不标准的金乡话

和偶尔的语速停顿影响了我们的交流，

但大致的内容我仍听得清楚。中华诗词

学会成立初期召开代表大会，浙江只有

12 人参加，而钱明锵还不是中华诗词学

会会员，当陈萃洋邀请他一起参加会议

时，他有点难为情，但对诗词最高殿堂的

向往促使他前往，到会后，陈萃洋以自己

的威望向大会报道处特别介绍钱明锵，

钱明锵当场加入学会并参加会议，此后，

钱明锵诗词创作水平得到大提升，同时

利用学会平台，和国外汉学家加强交往，

成为国际古体诗名家，而推荐他入会的

陈萃洋在诗词方面也有不菲成就。

在金乡镇文学协会主办的《文笔峰》

杂志 2013 年第 2 期，有一篇本地文人厉

达青写的《两袖清风箪食乐，一生坎坷子

民忧——访中国国学名家陈萃洋先生》

文章，里面对陈萃洋有这样的表述：“他

的作品入选《新中国诗人大事典》《中国

楹联年鉴》《中华诗人年鉴》《国际华人诗

词三百家》等海内外100余种大型诗集。”

“他先后荣获全国性诗词大赛一、二、三

等奖及优秀作品奖达30余次。并由中国

文化名人研究会、中央文史研究馆、中国

楹联文化研究会分别授予‘人文社会突

出贡献专家’‘中国改革开放文艺终身成

就奖’‘中国楹联创作成果终身成就奖’

‘建国六十周年中国作家文学终身成就

奖’等荣誉称号。”在该文，也摘录了陈萃

洋的几首诗，其中一首：

《天目山禅源寺寄兴呈月照大师》
古刹清音远，名山拾翠优。禅源恢

净土，天目极神州。

月照晴空寂，树王绿野幽。荣枯随

旦旦，物我自悠悠。

本诗题目中的山、禅源、天目、月照

等字词巧妙嵌入，意境清幽自然，全诗善

用对仗，从头对至尾，而且禅源、天目、月

照皆为一词双关。难得的是，此诗寄兴

之作，说明诗人兴趣恬坦，我怀疑诗人当

时是即兴寄兴，因为和陈萃洋老人交谈

中获悉，他就是因为即兴诗作结识了“文

史哲兼擅，诗书画三绝”的苏渊雷先生：

上世纪七十年代，陈萃洋向金乡同春酿

造厂老板徐天铎借阅《金刚经》，不几天，

已将书阅好归还，徐天铎不相信他这么

快就将书完整阅读，陈萃洋回答说书后

已附一首阅后感诗。徐天铎也是小镇诗

人，他决定当场考一下陈萃洋，就拿出一

首写过的诗，要求陈萃洋和诗。陈萃洋

略一思索，立即原韵和上。徐天铎大为

惊奇说，“古代曹子建七步成诗，你不到

七步就成诗了，真是奇才。”当即决定推

荐给学友苏渊雷，当时苏渊雷先生正因

文革遭冤被勒令退休、遣回家乡，住在平

阳。经徐天铎介绍后，陈萃洋经常向苏

渊雷先生请教诗文知识，水平得到了大

提升。

诗文是陈萃洋的业余爱好，他正式

的职业是一名政法干部，在县政法办、法

院、司法局任职过，曾被司法部授予司法

行政二级金星荣誉奖章。鲜有人知的

是，他还是一名优秀的律师。在他家里

墙上，挂着一块镀金牌匾，上书四个遒劲

大字：“三尺无偏”，牌匾立于 1990 年，书

写者是温州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张索，敬

匾人是原金乡高级中学教师陈如炮，陈

如炮老师的金乡大苍桥祖屋在土改时被

政府没收分给他人居住，上世纪八十年

代，如炮老师为了要回祖屋，通过陈萃洋

律师打官司，这官司一打就是八年，最终

在推动省人大修改法规的基础上赢得官

司。这场耗时八年的官司，陈萃洋律师

投入大量精力，但律师费分文未取。如

炮老师为表感谢之心，决定敬赠牌匾，并

请好友、同事——当时金乡镇有名的文

化人夏守安老师撰题，夏守安老师足足

想了一个月，才根据清康熙年间礼部尚

书张英“六尺巷”的故事拟出“三尺无偏”

四字，体现了法律公正尊严，阐述了依法

治国高于礼让的原则，赞颂了陈萃洋坚

持法律正义、锲而不舍的精神。

大凡坚持正义的人，都有勇猛的血

液。陈萃洋对于法律尊严的追求，跟他

长年习武应该有关。在优酷、搜狐等网

站上，可以看到几年前上车的八旬老人

陈萃洋率弟子演练八卦掌、太极拳等拳

术的视频。视频里，八旬老人发劲依然

有力、落地依然扎根、起脚依然灵活，几

十分钟的演练，丝毫看不出老人有疲惫

之态，可见武术功底扎实。在苍南县南

拳功柔拳术协会 2016 年的网页上，也有

介绍陈萃洋的文字：“九岁习武精通南拳

朝阳108手对练......曾得福建泉州少林寺

还俗师傅郑伯公垂爱，倾心秘授少林 72
绝技。曾拜访南拳名师，共同切磋、研习

南拳攻柔拳术及太极拳、八卦掌等套路

精辟，取得一定成效。先后在平阳、苍南

等地进行南拳传授，共授徒400余人。著

有《太极拳行歌诀浅说》《八卦掌基础功

法》《站功十八法》等。”这些资料都显示，

武术陪伴了陈萃洋的一生，有时在路上

碰到他，我也惊诧于陈萃洋老人耄耋之

年依然行走如风。

象棋也是陈萃洋一绝。2012 年正

月，棋王蒋川到金乡参加首届财神杯中

国象棋擂台赛，期间应邀进行一对十盲

棋表演，蒋川一人单挑十位金乡象棋高

手，最后战绩是六胜四和，显示了棋王超

强战斗力。和棋王对弈的十位金乡棋手

也是镇内公认的象棋高手，陈萃洋是其

中年岁最高棋手，也说明了他是一位有

实力的象棋手。

当然，陈萃洋最拿手的是楹联功夫，

在狮山公园、镇内各庙宇等公共场所，都

可以发现他撰写的楹联。在狮山公园外

侧入山口台门柱上，有他一副楹联：“嘉

卉争妍狮山毓秀宝刹清音远，福星吐瑞

鲤水钟灵金舟古雅扬。”对仗工整，同时

把金乡元素恰当地归纳进去。

金乡是有文化的古城，文人辈出，对

陈萃洋的楹联，也有人指出他的瑕疵之

处，比如玄台庙庙门前的一副楹联：“卫

民兴百福朝安廷泰，前道炯千秋虎跃龙

升。”玄台庙位于卫前街，故陈萃洋此联

以此两字为联首，但有人认为，“卫民”是

动宾结构，“前道”是偏正结构，两词对仗

不工。但这些没有影响陈萃洋的创作热

情，最近，他又为环河绿道工程拟稿众多

楹联，其中一副：“金城十景狮山毓秀廊

桥美，古卫千秋鲤水钟灵绿道娇。”中规

中矩，一如他的八卦掌套路。

那天在陈萃洋老人家中聊了约一个

小时，为了不让老人过度劳累，我起身告

辞，老人送出家门，紧紧握手道别，我故

意用了些掌劲，老人神色轻松还力，瘦长

的手骨仍然强劲有力。

多才多艺的小镇诗人陈萃洋

位于金乡镇龙蟠基村，建于民国12年（1923），东西走向，横跨于山涧上，为单孔石

拱桥，桥长12米，宽3.3米，拱券为规则块石错缝垒砌，拱高4.0米，失高5.2米，桥两侧

置栏杆望柱，望柱雕刻瓜楞纹、覆莲纹等，桥面铺条石，两侧各置三步踏跺，桥南侧栏

杆外侧楷书阳刻：“永安桥”三字。桥拱穹作工精细规整，桥面制作粗糙。现为苍南县

文物保护点。

永安桥

公益广告

苍南县新闻宣传中心苍南县新闻宣传中心 宣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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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攻

坚行动任务重、标准高，可以说

是对全县城市管理能力的一次

重大考试，也是对全县干部队

伍能力水平和工作作风的一次

重大检验。”会议强调，各地各

部门要迅速行动部署，层层压

实责任，参照县级架构，组建领

导小组和实体化运作的整治专

班，专题研究部署，迅速推进各

项工作；要坚持既有分工、又有

协作，对于问题和困难主动沟

通、积极协商、形成合力，确保工

作快速推进；要切实以此次行动

为契机，深入研究影响道路交通

安全的深层次社会治理难题，强

化管理创新，积极试点、推广好

的经验和做法，固化机制、长效

管理，确保此次综合治理效果的

持久化。

县长郑建忠和县领导周燕

伟、王忠秀、潘旭光、黄邦领参加

会议。

我县全面打响
道路交通安全
综合治理攻坚战

本报讯（记者 林超群）文

艺演出、养生讲座、健康义诊

……5日上午，龙港镇鉴后西文

化礼堂人潮涌动、热闹非凡，县

委宣传部、县卫生健康局、县文

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县红十

字会主办的健康素养进文化礼

堂启动仪式在这里举行。

“医生，我颈椎有点不舒

服，有没有什么办法？”“医生，

我最近老是拉肚子。”……当天

上午八点四十分，县第二人民

医院医务人员早早来到文化礼

堂，为义诊做好准备，周边村民

闻讯而来，自觉排队等候就

诊。医护人员认真询问病情，

耐心细致地为大家体查，并为

他们免费测血压、测血糖、发放

药品等。大多数年迈的老人由

于行动不利索，看病就诊不太

方便，这次能在家门口享受免

费看病服务，大家打心底里高

兴。本次义诊免费发放28个品

种药品，价值5000余元。

在农村，有些患者在就医

治病方面时常被误导，为倡导

科学的健康理念，普及健康生

活方式，充分发挥农村文化礼

堂的阵地作用，我县根据《浙江

省健康素养进农村文化礼堂三

年行动计划》，将通过开展健康

素养基层大巡讲等活动，提高

群众健康素养水平。

“开展健康素养进文化礼

堂活动，让文化礼堂工作更深

入群众、贴近群众，成为群众的

向往地、聚集地，成为群众真正

的精神乐园。”据县委宣传部相

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县共有

234 家文化礼堂。根据三年行

动计划，2019 年我县将在全县

各乡镇选择 30%的文化礼堂作

为试点，开展健康素养进文化

礼堂活动；力争2020年，覆盖全

县70%的文化礼堂；到2021年，

实现文化礼堂全覆盖，将健康

素养进农村文化礼堂活动变成

常态化工作，让广大农村居民

真正掌握健康知识，自觉践行

健康生活方式。

据了解，健康素养是指个人

通过各种渠道获取的健康信息，

以及对这些信息的正确理解，并

运用这些信息维护和促进自身健

康的能力与基本素质。此次健康

素养进文化礼堂将以农民群众健

康需求为向导，以农村文化礼堂

为主要平台，在农村地区进一步

强化健康促进与教育工作，倡导

科学的健康理念，普及健康生活

方式，建立起覆盖农民群众的健

康教育工作体系。

据悉，我县卫健系统于今

年 5 月组建了一支由县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县人民医院和县第

二人民医院等医疗机构90名资

深医务人员组成的公民健康素

养讲师团，他们制作了医疗卫生

健康讲座的148项课题菜单，其

中有适合学生的《预防意外伤

害》课题、适合儿童家长的《儿童

保健》课题、适合中老年人群的

《慢性病防治》课题、适合孕产妇

及家属的《孕产保健》课题以及

适合大众的《烟草危害与控制》

课题等一系列针对不同群体的

讲座课题，文化礼堂可以根据农

民群众需求进行“点单”。

启动仪式后，县红十字会

救护培训师还为大家带来了应

急救援健康讲座。

健康素养进文化礼堂

让群众家门口尽享“健康生活”

本报讯（王木记 刘莉莉）7
月1日，灵溪镇的许先生足不出户

就拿到了《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这是苍南实施开办诊所全流程“一

件事”5个工作日审批以来成功办

理的首张证件，从网上申请到拿

证，全流程仅用了4天时间。

1 日下午，许先生在自己新

开办的西医内科诊所，接到了县

卫生健康局送来的《医疗机构执

业许可证》。这距离他6月28日

在网上提交诊所执业许可证办

理申请，一共才过去了 4 天。足

不出户的快捷办理流程，让他切

实感受到“一次都不用跑”的改

革福利。

许先生说，“申请是在电脑

上操作的，审批窗口一次也没去

过，反而卫健局的人下来，来了4
次，包括周末的时间只有 4 天就

给我发证。我感觉非常便捷。”

许先生原本在社区从事医

疗工作，自去年退休以来，一直

有开诊所的念头，但怕手续麻烦

一直没有申办。了解到苍南自6
月份开始实施开办诊所全流程

“一件事”5个工作日审批的消息

后，他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在6月

28 日通过浙江政务平台申请了

诊所执业许可证登记。

县卫健局行政审批窗口工

作人员接到信息后，第一时间与

他取得联系，通过微信把开办诊

所的基本标准、所需材料及装修

细节详细告知，并前后四次来到

诊所现场指导，帮助他一次性申

办成功。县卫健局行政审批科

科长王志理称，“在装修过程中，

我们也来了两次看现场，万一到

时候布局不合理，就通不过。”

据悉，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

境，深入推进“最多跑一次”改

革，苍南对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

设置审批与执业登记“二证合

一”，审批程序实现“大瘦身”，办

理时限从原先的 20 个工作日压

缩到 5 个工作日。手续更简、时

限更短、服务更优，大大推动医

疗卫生审批领域“最多跑一次”

改革向纵深推进。

王志理表示，通过这次诊所

的全流程一件事办，借着这个经

验，我们会向二级及以下的医疗

机构推广，把这种模式这种经验

作为鞭策，让老百姓有更多的获

得感。

退休医师网上申请办诊所

仅4天！许可证就送上门来了

□金春华
今年，省委、省政府明确提

出推进群众和企业“一件事”全

流程“最多跑一次”，作为深化

“最多跑一次”改革的重要举

措。从婴儿出生到老人去世、

从企业开办到清算注销，“一件

事”改革涵盖经济社会发展各

个领域，事情小、情形多、流程

杂 、迭 代 快 又“ 一 个 都 不 能

少”。实现这项改革的关键，在

于坚持从群众和企业办事实际

需求出发，持续提升人民群众

的改革获得感。

“道虽 迩, 不 行 不 至 ；事 虽

小,不为不成。”做好“一件事”改

革，要坚持用户需求理念，以解

决群众企业烦心事为出发点和

落脚点，不管是跨部门、跨系统

还是跨层级、跨区域，都要以改

革的手段积极推动。在此过程

中，要坚持整体政府和数字化

转型理念，加强部门、地区之间

的协调合作，发挥浙江在互联

网、大数据等方面的技术优势，

以“数据多跑路”换取“群众少

跑腿”。

民生多小事，但任何一件

小 事 ，涉 及 的 人 多 了 就 是 大

事。我们特别要从细节入手，

精雕细琢，根据群众和企业办

事的不同情形、不同条件、不同

需求扎实做好场景优化、材料

精简、流程设计等工作，构建

“私人定制化”的业务办理模

式，以点点滴滴的努力汇聚成

群众满意的大海。

办好“一件事”
满满获得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