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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苍南

本报讯（记者 朱笑颖）昨日

下午 2 点，今年第 5 号台风“丹娜

丝”（热带风暴级，英文名：DAN⁃
AS），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

成。记者从县气象台了解到，

“丹娜丝”将以每小时 15 公里左

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目前

距离我县较远，后期移动路径存

在不确定性。

据县气象台发布的消息，台

风“丹娜丝”17 日 14 时其中心位

于距离台湾省鹅銮鼻东南方向

约 430 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

上，就是北纬 19.0 度、东经 123.6
度，8 级（18 米/秒），994 百帕。预

计“丹娜丝”将以每小时 15 公里

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

度将有所增强。

受“丹娜丝”台风影响，东海

东南部海域17日夜里东南风7-8
级阵风 9 级，18 日逐渐增加到

10-11级，19日风力增加到11-12
级。沿海海面 17 日东南风 5-6
级，18日东北风5-6级阵风7级，

19 日东北风 6-7 级阵风 8 级逐渐

增强到7-8级阵风9级。

此外，据最新资料分析，目

前梅雨带已明显减弱北抬，气温

上升，浙江省 17 日宣布出梅，我

县正式结束梅汛期，久违的蓝天

白云再度回归，气温大幅回升。

接下来几天我县天气以多云为

主，部分地区午后有阵雨。虽然

台风“丹娜丝”距离我县还有一

定距离，但受其外围环流影响，

预 计 我 县 本 周 末 会 有 较 大 风

雨。等到台风过后，受副热带高

压控制，我县将以晴热高温天气

为主。

受台风“丹娜丝”影响

周末风雨较大

本报讯（记者 林婵婵）昨

天，全县国防教育工作暨县国防

教育委员会全体（扩大）会议召

开，总结分析全县国防教育形

势，全面部署下阶段国防教育工

作，动员全县上下聚力开创具有

时代特色、苍南特点的国防教育

新局面。县领导胡长虹、林森

森、王雷、陈钷等参加会议。

苍南既是一片创业热土，又

是一片红色热土，有着光荣的革

命斗争历史和爱国拥军传统。

据了解，我县近年来不断创新国

防教育形式，积极开展“八一光

荣榜”“东西南北苍南兵”、慰问

军属大走访等活动，稳步推进国

防教育工作，全社会关心国防、

支持国防的意识持续增强，氛围

日益浓厚，国防教育工作取得了

显著成效。但仍存在对青少年、

学生等对象宣传发动不足，缺师

资、缺场地、缺教材等短板问题，

国防建设与经济发展还不协调，

全县国防教育工作仍然任重道

远。今年，我县将积极推进国防

教育深化改革工作落地，持续深

化国防教育进校园，大力营造尊

崇军人社会风尚，综合打造国防

教育宣传阵地，广泛开展主题宣

传教育活动，着力把人民军队、

全民国防的理念牢牢根植于人

民群众心中，为实现中国梦强军

梦凝聚强大力量。

县委副书记胡长虹在会上

强调，国防教育工作关系国家安

危、社会稳定，面对新形势新任

务新要求，各有关部门要坚持把

国防教育工作作为一项政治任

务来抓，切实增强做好新时代全

民国防教育工作的使命感和责

任感，突出重点对象、重点活动、

重点保障，全面提升国防教育工

作的整体水平；要进一步构建党

委政府主导、军地密切协作、社

会各界支持、全民踊跃参与的良

好工作格局，系统谋划、明确责

任、完善机制，营造全民参与国

防教育的浓厚氛围；要牢固忧患

意识、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军

地齐心协力，不断开创我县国防

教育工作新局面，以优异成绩庆

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全县国防教育工作会议召开

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凝聚强大力量

每年7月份正是荷花盛开

的旺季，在我县一些荷花池塘

里，都可以看到艳丽、优雅的荷

花。图为灵溪镇观美社区新岸

村荷花美景吸引了不少摄影爱

好者和游客。 （李士明李士明//摄摄））

荷花盛开
迎客来

□王度阡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党上下

深入反对“四风”，作风建设取得

显著成效。然而，有的单位明知

“文山会海”是典型的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却对开会、发文的管

控力度不够大，因为单位会议有

计划安排、有数量限制，就在计

划外以其他名义召开会议；担心

文号编多了不好，就发没有文号

的“白头文件”。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问题表面上看似减少了，但

实际上只是“藏了起来”，问题仍

未解决，给基层干部增加了不少

负担。

形式主义是党和人民事业

的敌人，因为它不仅对党和人民

事业毫无益处，反而会徒增干部

的负担，空耗党员干部干事创业

的时间精力。面对形式主义问

题，广大党员干部在态度上必须

坚决反对，不能犹豫不决，更不

能为形式主义“寻借口”“找托

词”。那些以形式主义反对形式

主义、总想着把形式主义问题

“藏起”“遮住”的干部，实质上是

在助长形式主义的歪风。

个别单位对形式主义问题

“躲躲闪闪”“遮遮掩掩”的现

象，很大一部分原因还是工作

上缺乏手段和方法，不知道工作

该怎么干。于是，就以形式主义

反对形式主义。俗话说，纸包不

住火。把形式主义“藏起来”既

不符合历史潮流，也不利于推进

党和人民的事业。在坚决反对

“四风”、倡导优良作风建设的

形势下，任何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 问 题 既“ 藏 不 住 ”也“ 躲 不

掉”，最终还是要在实践中必须

解决掉。因此，在反对形式主义

问题上，广大党员干部既要态度

一贯而坚决，更要拿出实实在在

的行动。

破除形式主义切莫“掩耳盗铃”

编辑/ 叶晔 版式/ 林长春 2019年7月18日 星期四

今日苍南 7创作

李步舒

花为媒，在闽浙边关的茗洋山中举办

盛会，年复一年邀引八方商贾、各各探奇

登临，这实在是一宗悦己悦人的“大买

卖”。卖者，秉自然精华，将满山满壑的桅

子花“大白”于众。买者，闻香而至，将花

开盛况与梦里憧憬相逢尔后披香载趣而

还，这对我等来说，该是多么愉快的周末

之行。

在茗洋村，我的不少宗亲从事黄桅子

生产和经营，在每年的春雨绵绵之后，就以

“栀子花节”的名义发出邀请。而我，总是

依凭对栀子的曾经熟悉，置邀约于淡漠。

没想到十余载光景下来，如今的黄栀子已

经成为福鼎山村的支柱产业之一，浩浩十

万余亩隐匿于山野峰峦，成了一道道独特

风景线，其知名度紧随福鼎白茶的脚步。

举目皆雪白，闻香不用醒。赶上栀子

花节那天适逢细雨霏霏，但丝毫没有影响

兴致。贯岭镇政府倾巢倾力，有序地将各

路来宾导引向“主会场”茗洋村。而退休

后时常往来于城市和家乡的李步泉先生，

今天竟也成了接待我们的东道主，忙前忙

后热情地介绍家乡，了愿乡愁的知足感写

满老脸。那天中午大家是在一位宗亲小

辈的茶厂吃的饭，印象最深的便是用鲜花

现炒的“花菜”了，余香绕口滋味别样，再

添上饭后那一盏白茶，仿佛把整个山水的

灵气都收入丹田，蕴育在心底里。

认识黄栀子还是童年的时候，土郎

中，我家姑姑给我服用的汤药里总有这一

味，因此使人皱眉的清苦口感常令我犹豫

再三。深入了解黄栀子，那是1995年我在

柘荣县富溪镇工作期间。那几年全市上

下都在学习寿宁“半县花菇半县茶”的农

业开发经验，为了确保当地农业能够“丰

歉消弥、旱涝保收”和突出地方特色，我们

一直在寻找破解困局的办法。

我的家乡苍南县和福鼎贯岭镇隔壁，

与之山水相连的五凤乡南山头村，早在上

个世纪八十年代就着手连片开发黄栀

子。托我老同学吴国华联系后，还特地邀

请了时任柘荣县委副书记缪旭明同志带

领各村支书前往考察。考察中发现黄栀

子确实是一颗投入少、产出稳、易管理、尤

其适合单季稻生产区农时的“摇钱树”。

当东道主亮出一片有着二十多年树龄的

树王时，大家彻底动了心。那年秋收后，

便在陈上洋村的神仙坪地块，示范性垦挖

了230多亩植上了幼苗。第二年由县里农

业苗圃基地鲜插育苗并在各村推开，连邻

乡黄柏、宅中等地也纷纷引种，还被写进

县里农业开发工作部署计划当中。

记得当时的贯岭一带也刚开始重视

起来，但凭借紧邻浙江市场的地利之便，

星星点点没几年就呈燎原之势。而柘荣

却因更高附加值的太子参种植方兴未艾，

无形中冲淡了作为中药材产业之一的黄

栀子，终究无可迴避地落入了惯于避害趋

利的小农经济巢臼。

以一朵花的名义隆重举办盛会，让我

想起了武则天朝的洛阳牡丹，但二者间有

明显不同。邀集牡丹花开会，是为了宣扬

和粉饰太平，鼓吹享乐奢糜，因此花比人

贵，花魁则人名。而举办栀子花节，是为

了提高知名度扩大区域经济影响力，通过

集中活动生成订单农业，实现“多收了三

五斗”，因此人比花重要。尤其在当下崇

尚“绿水清山就是金山银山”，在周末里，

在可小众山的茗洋山顶搭台办节，便赋予

了时令与趋势的诗性意涵。面对青山绿

水，尽收“六月飞花"和浮动中的暗香，四

方宾朋必将留下别样的美好。

在医者眼里，黄栀子浑身是宝。除了

入药，还是美容产品的重要成份，其花香

郁而纯厚，生活当中常食花为肴，是乡间

待客的希罕之物。宗亲步抽大弟每年都

会将鲜花收集后冷藏送我，或爆炒或作

羹，再加上少许虾米扣拎味于舌间，大有

祛心火纳夏凉之功。节后不久，我的女儿

还来电索要，说是朋友微信获悉“栀子花

节”盛况急于“一偿为”。

近几年，深加工研发也应势而生。福

鼎的林氏老友长期从事发油器生产，忽然

间也跨界玩起了黄栀子深加工，又是提炼

精油又是搞沐浴露，还将鲜花烘干了销

售，愣把栀子和花的生命周期，活脱脱地

演绎出生动形象生产链。深信随着科技

进步，大自然遗赠的这一宝物，定然还会

打破人们的固有认知，更广泛地应用到新

生活当中去。

因为栀子的常绿、不择地气的生之顽

强和花色花香的纯净，古人常将其视为

“后花园”的补景巧物。清时文学家、戏曲

家、名士李渔在《闲情偶寄》(又名《笠翁偶

寄》)中专门有记述：栀子花无甚奇特，予取

其仿佛玉兰。玉兰忌雨，而此不忌；玉兰

齐放齐凋，而此则开以次第。细细想来的

确如此，她从不因风雨而耽搁了自己的花

序，从容地洁白，从容地消隐，花开花谢正

当其时。如同恋乡恋土的农民兄弟，次第

人生中默默劳作，在不争之争中坦然面对

风云变幻，适时就将最美的一面毫无掩饰

地奉献给这个世界。

以一朵花为名

华夏雪

掀开岁月的一角，许多感怆袭上心

头。突然想起曾经伴随我成长的铝饭盒，

勾起我尘封已久的回忆。对于铝饭盒的记

忆，我应该从高中说起。高中我是在镇里

念书，离家有一段距离，所以得住宿，于是，

带大米，吃铝饭盒便留下深刻记忆。

记忆里那个不大不小的银灰色铝饭盒

伴随着我整整高中三年，我刚买的新铝饭

盒，银光闪闪，亮晶晶的。每次打开饭盒，

米饭的清香氤氲在团团乳白色的蒸汽中，

升腾、弥漫，充盈着整个空间。一打开铝制

饭盒，期待和喜悦溢满心头，一铝盒里装满

米饭，装满故事，也装满记忆，我们这些住

宿生每三顿都得蒸饭，由于怕拿错，每个同

学都会用刀子在饭盒盖子上做刻上自己独

有的标记，刻名字的，刻符号的，有了标记

就不会拿错饭盒。我记不清自己在饭盒上

刻着什么字，每次蒸饭，我都把米洗干净，

放上适量的水，用绳子把饭盒扎一圈，防止

盖子掉了。然后将所有集中过来的饭盒整

齐码在笼屉里，一个笼屉放满，另一个笼屉

接着放，直到所有的饭盒都放进去，。 学

校食堂里有一个大土灶，灶上有两口大铁

锅，锅里装满水，锅上架着大蒸笼，一层二

层三层叠放起来，再盖上蒸笼盖子。灶间

放着一堆又黑又大的煤，还有一把铁锹，烧

火时就往灶膛里添煤，灶膛很大，可以装下

很多的煤，在鼓风机的鼓动下，灶膛里的炭

火又红又旺，把烧火师傅的脸也印得红红

的。不过十几分钟大家的饭就都蒸熟了，

我们在教室里也能闻到饭香。

快到开饭时间，烧饭师傅把一格格热

气腾腾的饭笼抬到食堂门前的大桌上，依

次排开，方便大家拿。还记得那时候一下

课都跑去拿饭的热闹场面。同学们一窝蜂

地拥向食堂，个个争先恐后，生怕自己拿不

到饭盒。其实找饭盒还真是件费力的事，

在蒸气弥漫中找自己的饭盒，你推我挤，眼

睛搜寻双手挑拣，我都是让那些男同学先

拿走，再寻找自己的，这样不会因为拥挤而

徒劳。拿到饭盒也顾不得烫手，就去食堂

买菜，回到教室或是寝室狼吞虎咽猛吃一

顿，别提多开心，那是最难忘的事。吃饭的

时候同学们就会互相看看各自的饭菜，你

今天买什么菜，我买什么菜，他买了什么

菜，议论什么菜好吃，什么菜不好吃，纯真

满满欢颜笑语中情谊绵绵。

周末回家一次，周一又来学校，背上一周

的大米，带着从家里带来的酸菜，还带着母亲

给的一周的生活费，就这样打发一周的日子。

丢饭盒是常有的事。看着同学一个个

都拿走自己的饭盒喜滋滋地闻着饭香离开

食堂，而我还在不停地寻找自己的饭盒，一

笼一笼的找，笼里的饭盒不断减少，还是不

见饭盒的踪影，才断定饭盒被拿错或被那

些懒于蒸饭的人拿走了。我心急如焚，两

手空空，是要饿肚子了。可那是我刚买的

新饭盒啊，就这样没了，我有点想哭。但又

没办法只好到外面买个面包什么的充饥，

有时还买不到面包就只好饿了一顿。口袋

钱不多，暂时无法再买新饭盒。第二天开

饭时，又去寻了一遍，看有没有自己的饭盒

出现，幸运的话还真能找到，急忙打开饭

盒，发现米饭满满一盒，定是哪个家伙拿我

的饭吃了，又重蒸。找回饭盒就好，总算不

用再花冤枉钱。

有时真的找不到，就凑合着和同学一

起蒸一顿饭，暂度难关。两个人吃一个饭

盒，蒸一盒满满的，一人一半，一碗菜汤，解

决一顿饭，填饱肚子。那次，我和同寝室的

同学一起同吃一个饭盒一周。香喷喷的米

饭，一根油条，一碗紫菜汤就吃得津津有

味，满口留香。

时光游走，岁月更迭，一晃三十年过

去。曾经的同学们，长大后我们天各一方，

是否还记得我们共同的回忆？寝室，铝饭

盒，米饭。是否也同我一样越来越怀念那种

味道，那种香味是否依旧在鼻翼两侧徘徊。

虽然如今在人们记忆里那个铝饭盒早已退

出了历史的舞台，但那一份亲切，那一份快

乐，裹一缕思愁的烟火气息酝酿出幸福的味

道将永远萦绕我心头，难以忘怀……

难忘的铝饭盒

陈又陈

或许是自己少见多怪，因好久没来

了，一个清静的夜晚，我到了过去经常来

的县城塘河边散步，却惊奇地发现这里已

发生了新的变化。夜灯下的塘河两岸一

新，堤岸道路与上下绿化换了新装，桥边

新建了长廊，两边河驳平整有序，给古老

而平常的塘河增添了不少新的美意。

其实并非兴师动众，大动干戈才是发

展，有时修修补补，旧貌变新颜也是一种

创新与发展。事如此，物如此，人亦如此。

建县三十八年了，如今塘河两边几处

当年种下的榕树大多已成为成荫大树，

冠幅广展，阴阴森森。树下已长出长长

垂地的气根，就像龙钟老人挂下的长胡

须，大有独木成林，遮天蔽日之势。在这

些榕树下，曾隐藏着多少天南地北的民

间故事与茶余饭后的生活情趣，总是那么

令人回味。

建县之初我在塘河边来来往往奔波

了十几年，已多年没光顾了，故地重游，触

景生情，感慨万千。那时塘河两边的榕树

还小，感觉不到特别的风姿，而脑海中仍

收藏着不少值得回放的影像。当年工作

的足迹还在，当年生活的烙印犹新。那时

县城范围还小，条件较差，早上匆匆出，晚

上步步归。骑车、上街、买菜、送小孩；赶

路、上班、过年、看会市。年年如此。

多年来，同横阳支江桥头边一样，每

当黄昏良辰，总会看到不少老年人们不约

而同相聚于桥头边或榕树下，虽然这些地

方还较简陋，却是他(她)们不可缺少的散

闷消愁风水宝地，是他(她)们看电视、听鼓

词、打牌、聊天的自由乐地。

每当看到榕树下露天乘凉的人，我就

会想起过去没空调、没网络、没电视的年

代。那时的夏晚，露天乘凉就是一种难得

的群聚生活，城市农村，街头村尾，大多如

此。如在一棵大榕树下，一壶茶，一把扇，

一张睡椅，与几位好友谈天说地，就是一

大享受了。如再有露天电影看，有牛奶棒

冰吃那就是上档次的了。我的童年记忆

中就有不少此情此景：草席铺地，仰对天

空，多人相聚，赤膊上阵，一手拿西瓜，一

手摇蒲扇，天上星星故事，地上人间奇闻，

家家户户生活琐事无所不闻。多少年，多

少代，一年年，一代代，大多上年纪的人都

有如此经历，这就是寻常百姓从古以来的

一种夏季夜生活。虽然今人的夜生活很

丰富，不少人可呆在空调房内上网、看电

视。但对一些老年人们来说，往往还是留

恋或习惯于过去这种陈旧而简单的夜生

活。或许恋旧本就是一种享受。

如今的世界已变得如此神奇，发展如

此神速，今人有幸，一机在手无所不能。

而只有这些年老人们因为心中总有不尽

的旧梦依恋与故土眷顾，聚集在榕树下，

正是毫无拘束地找回逝去岁月中永抹不

掉的生活激励源与人生闪光点的最佳发

泄良机。

其实人的生活并非一定要有高雅的

环境，高大的气慨，而只需要有一种宜人

融人的简单氛围。

人生本应简单，而榕树比人更简单，

它无需更多的供给，任凭风吹雨打，顺其

自然，却会渐渐成长形成盘根错节，叶茂

蔽大的天然建筑。在夏天，这样的榕树叶

子更加密密麻麻，就像一把打开的大伞，

遮盖着多少平凡与不平凡的人；守望着多

少寻常与不寻常的事。给大地带来生机，

给花草增添滋润。

榕树下也是年轻人歇脚的好地方，塘

河边的这些榕树虽只生长了三十多年，比

起其他地方算不了大树，但却已成为一种

人们生活所需的独特文化。各种各样散

步的人来到榕树底下歇一歇，就会感受到

凉丝丝的滋味。一阵夜风过，叶子沙沙

响。只有此时才会真正感受到“大树底下

好乘凉”的美妙。

榕树下总仿佛把人带到了另一清净

的世界，这里远了多余的烦杂，少了不尽

的论理，淡了金钱的诱惑，忘了曾有的阵

痛，只有放松的身躯与清香的空气。世间

不平之事甚多，唯有空气最平等，人在夜

间榕树下静静思考往往体会更深：“后人

乘凉”时确不能忘了“前人栽树”的不易。

在县城新区发展后，许多人热衷于到

新区生活与工作的今天，却不能忘了这县

城之初的塘河两岸，因为这里曾是我们当

年开创奋发的“起跑点”，是绘就新区蓝图

的“始发站”，是值得关注与纪念的“初心

之地”。

清晨，太阳未出前，人坐在榕树下，晨

风吹来特别舒适，在铺天席地中享受着黎

明少有的清幽。太阳一出来，树叶就会发

出油亮亮的光，树与人都显得格外精神。

密密的榕树叶间，有时还会传来阵阵鸟

鸣，这是平和吉祥之声，是催人的优美晨

曲，是伴随行人迎接新一天到来的哨响。

三十多年，历经风雨，这些榕树见证

了岁月的沧桑，备尝了人间的冷暖。它们

长年累月守护在这清静之地，它的气魄给

人们带来了生活的好运；它的茂盛，给塘

河增添了雄伟的英姿。随着新时代日新

月异的发展变化，这些榕树必将日益根深

叶茂，定会给塘河两岸带来更新的气象、

更丽的风光。

塘河边榕树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