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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苍南

本报讯（通讯员 叶新新）一个“高

大上”的健康产业综合体即将亮相

了！日前，笔者从参茸市场获悉，正在

建设中的参茸市场二期（中国人参鹿

茸冬虫夏草集散中心二期）已完成投

资额的 80%，预计 10 月份开门营业，

届时将举办特色商贸论坛。

参茸市场二期位于灵溪镇江湾路

与环城北路交叉口，又名“浙闽·万通

金银岛健康产业广场”，占地55亩，规

划建设14幢商铺和1幢19层写字楼，

总建筑面积近 10 万平方米，总投资

4.45 亿元。目前，已完成 14 幢商铺建

设，19 层的写字楼已建到第 6 层。据

了解，市场一期创办于 2005 年，主要

经销国产参、鹿茸、冬虫夏草、东北雪

蛤、燕窝、石斛、枸杞、海参等名贵滋补

品、保健品及其他各种中药材，品类达

千余种，是全国品种多、档次高、规模

大的参茸中药材集散地之一。

本报讯（记者 林明明）“希

望同学们关注家乡、热爱家乡，

积极投身家乡发展，抢抓家乡精

彩蝶变的重要机遇，以创业创

新、砥砺奋进的实际行动，勇敢

担负起为苍南发展劈波斩浪的

光荣使命，在高质量建设浙江美

丽南大门的舞台上尽情施展才

华、谱写人生华章。”这是县委书

记黄荣定对广大青年学子的“青

春寄语”。8 月 1 日，2019 年全县

“人才季”活动启动仪式暨“雁归

苍南·智聚玉苍”苍南籍学子家

乡行的活动正式启动。县委常

委、组织部长李青等出席仪式。

此次活动旨在加速推进人

才强县建设，吸引更多苍南籍高

层次人才和优秀大学毕业生返

乡就业创业。活动中，工作人员

宣读了黄荣定对青年学子的“青

春寄语”，引发了现场苍南籍学

子的爱乡情怀。还解读了苍南

县大学生就业创业优惠政策、开

展了“家燕归巢”大学生暑期社

会实践接收仪式和苍南县高校

引才联络员聘用仪式。同时，

“雁归苍南”代表们和“双一流”

学子代表还分享了他们学成归

来，在自身的岗位上，用丰富的

知识和勤劳的汗水投身家乡建

设的青春故事。

近年来，苍南推行人才优先

发展战略，制定出台了“1+N”人

才政策体系，使人才政策既扶

持民营企业发展，又支持事业

单位人才引育；面向中高端人

才，也涵盖大学生等基础性专

业人才。今年以来，我县采取

多种措施招引高校毕业生到企

业和事业单位工作，到杭州、昆

明、厦门等地高校开展了“招才

引智高校行”系列活动，和教

育、卫生系统提前校招，令广大

心系家乡的学子，成为“苍才回

归”中的一员。

据悉，为营造苍南人才工作

的浓厚氛围，县委人才办牵头谋

划了“雁归苍南·智聚玉苍”苍南

籍学子家乡行、“双招双引”综合

推介会、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大赛

等 15 个 2019“人才季”活动项

目，助力浙江美丽南大门建设。

2019苍南“人才季”活动启动
黄荣定寄语苍籍学子投身家乡发展

8 月 3 日，县委常委、常务副

县长杨德听，副县长曹丹艳率考

察团前往四川红原县，就东西协

作和对口支援工作进行对接，并

举行座谈会暨结对签约捐赠仪

式。

座谈会上，杨德听表示，开展

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是中

央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实实在

在抓好脱贫攻坚就是完成好中央

的指示，苍南将全力做好东西协

作工作。下一步，希望两地共同

努力，有序推进精准扶贫，进一步

取长补短，加强各领域深入交流

合作，扎实推进各项援建项目落

实落地，努力实现共赢。同时，将

尽快选准选好产业对接点、切入

点，帮助红原引进优势企业和优

势产业项目，始终把脱贫致富和

改善民生放在重要位置，促使交

流合作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红原县委副书记蒋明平对我

县考察团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

的感谢，并表示通过东西部扶贫

协作和对口支援，使苍南与红原

两地间干部与干部、企业与企业、

部门与部门间相互融合。同时，

红原将牢牢抓住对口支援这一契

机，深化产业合作、创新产业发展

方式方法，将过去的难点转化为

未来的亮点，让两县成为利益共

同体，互利互赢携手共进，打造东

西协作的典范。

仪式上，县住建局、商务局、

钱库镇、水务集团与红原县、住建

局、经信商务局、麦洼乡等分别签

署结对帮扶协议。县慈善总会和

县企业代表向红原县共计捐赠

235万元。

此外，我县考察团还将深入

红原各地，就脱贫攻坚、产业发展

等进行考察。

我县考察团赴红原

深化东西协作
实现互利互赢

参茸市场二期10月开门迎客

陈宝珍陈宝珍//摄摄

□盛玉雷
志愿精神源于无私的爱、传

递真诚的善，志愿服务铸就人的

精神品质，提高社会文明水平。

“希望你们弘扬奉献、友爱、互

助、进步的志愿精神”，习近平总书

记回信中的期盼，激励青年志愿者

为实现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几年来，已经累计评选、命名了182

支省级“本禹志愿服务队”、367支

市县级“本禹志愿服务队”，13.2万

余名青年志愿者在服务他人、奉献

社会中收获了成长和进步。

青春长短用时间计算，青春

价值用贡献衡量。打造“阡陌学

堂”在线支教平台，邀请社会各

行业优秀代表线上授课；创办

“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帮助

“宝贝”们回家；在城市与农村，

参与社会治理、共倡文明新风

……青年志愿者们用行动照亮

了他人和世界，自己的人生也绽

放了不一样的光彩。随着全国

注册志愿者超过 1.2 亿人，记录

志愿服务时间超过14亿小时，志

愿服务的内涵越来越丰富，青年

志愿者的力量源源不断。

“我要延续老师你支教的愿

望”。徐本禹曾经教过的一名学

童，大学毕业后坚持要回到大山

支教一年。这样前后相续、接力

奉献的故事让人感动，更引人深

思。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

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让志愿精神点亮青春梦想，就能

助力新时代青年锚定青春航向，

迸发青春力量。

志愿精神点亮青春梦想

独门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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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英才

山水是养生聚气之所在，古松山自古

以来就是一处生息修养的地方。凭古寻

迹，这里曾有三千多年前的商周文化遗

址，太康末年的周凯治水祀王，南朝的兵

寇，唐代的寺庙，五代的钱王入闽，宋时的

文风渊源，元朝的战乱，明朝的镇防，清朝

民国的贸商……。这里人杰地灵，溪山毓

秀，人文风景绝佳。这里民风朴诚，教化

昌明，文化积淀厚重。古镇历尽沧桑，有

过辉煌，闪耀着许多亮点，有过悲怆，守望

着无尽的恐慌，古人迢递，故事犹存。古

往今来，曾经古道的诗人学者行踪不断，

留下不尽的回望，也留下许多哙炙人口的

诗歌唱响。虽去甚远，然其人其事，仿佛

距离很近，道德文章，似乎就在眼前。

北宋进士许景衡，瑞安人。他从闽回

归，途达松山时，不禁而吟，写了《松山》

诗：“ 再岁闽中多险阻，却寻归路思悠哉。

三江九岭都行尽，平水松山入望来”。越

过闽山险阻，松山平水即在眼前，故乡快

到了，羁旅思乡，何其兴奋。他在松山还

参访并写了《圣寿禅院》诗：“古寺重门里，

四廊一径幽……此诗是诗人在宋时有关

圣寿禅院的真实写照和宦行感慨。圣寿

禅院始建于唐代（882 年）在松山南峰，现

废。福建侯官(福州)宋绍兴进士林仰从仕

途经松山时，也写了一首《松山》诗。“梯尽

瓯闽万叠山，山中喜见浙中天。好抛灵运

崎岖屐，直上林宗散诞船。旷野夜收桑柘

雨，平湖晓浸芰荷烟。宦游惯作东吴客，

相望无人立水边”。他沿着谢灵运走过的

曲折足迹，翻越万叠山岭，到了松山，山脚

就有平水溪，前行不再走山路了，可直接

借舟过江泛行，面对桑青滴翠，荷风弥漫

的旷野平原，喜悦之情，油然而生。

历代诗人写分水关和松山的诗甚多，

如洛阳进士陈与义，莆田状元黄公度，天

台诗人葛绍体，明代国师刘基，盘江逋客，

嘉靖进士马森，乐清诗人赵诒瑄，泰顺进

士董正扬，德清进士俞樾，会稽举人赵之

谦，乾隆进士李銮宣，平阳诗人方道生

等。可见松山之高大，平水的泱流。从这

些诗人指点江山，抒发情感的诗吟中得到

了诠释，潜沿着他们的行踪笔迹，有缘读

懂故乡的这部山海经。

徐俨夫，字公望，桃湖人，宋理宗淳祐

元年文状元。颇恋故乡。其自题《直钩和

韵》诗曰：“一曲湖边一钓矶，桃花风定柳

绵飞。渔人岂识濠梁趣，只解沙头尽醉

归”。其又在《春晚山居》诗中写到：“门掩

春深过客稀，绿阴时复数红飞。疏帘半卷

荼蘼雨，小立黄昏待燕归”。桃湖在观美

西山即狮头山麓下，桃花柳絮，半窗疏帘，

几分悠闲，几分怡惬，一幅傍山依水，春景

媚人的春光图展现在人们的眼前。徐状

元逝后，时隔十五年，著名爱国诗人林景

熙过访桃湖，并写了《过徐礼郎状元坊》

诗：“名坊临野渡，曾此产魁豪。湖带诗书

润，山增科第高。劫灰遗断础，鬼火出深

蒿。东海扬尘久，无人钓六鳌”。时过物

非，何处思故乡，面对遗础，深深发出：乱

世无人平澜矣，再也无人象龙伯一样钓去

六只大龟，使五仙山不随浮，而令江山稳

定之感慨。诗咏桃湖，诗人很多，如宋代

陈容的《桃湖》，清代府学拔贡谢青扬的

《桃湖映带》，清刘眉锡的《桃湖壬戊》，清

朱篆壶的《九日登西山访徐状元墓》，民国

苏得三的《西山有徐公墓》等。

一处风光，仅凭旖旎山水是有缺憾

的，只有外在景物与内在文化积淀互为表

里，外表内涵，相得益彰，方为尽美。松山

自古人文丰富，古贤甚多，文名明世。元

代元州判张天瑞途经松山，就极崇敬黄

中，并为怀念直谏堂留下《直谏堂》诗篇。

“踏踊芒鞋入乱云，杜鹃声里落天春。此

行有为穷幽胜，要识当年直谏堂”。黄中，

字仲庸，绍熙癸丑廷对第三，即文探花，世

居松山，有直谏堂，建在归仁乡。清代诗

人刘眉锡，路过松山时，也提到此事，其

《松山》诗云：“名贤久不作，往迹远难忘，

林湜安居宅，黄中直谏堂。书铭曾有叶，

题句更无张，我过松山下，相思道未亡”。

此诗中怀念两事。其一提到“题句更无

张”，指的是张天瑞题黄中直谏堂事。其

二提到直龙图阁大学士林湜安居宅事。

林湜，字正甫，松山人，祖藉霞浦赤岸，晚

居松山，逝后墓葬贤沙里（沿沙），著有《盘

隐类编》十卷。永嘉学派大学者水心先生

叶适为其作墓志铭，题赞林湜一生。“书

铭曾有叶”，指的是此事。清中叶平阳大

儒学者叶嘉棆，铭感之余，来谒林湜故

宅，并有《访林正甫居》，诗赞：“沿沙陌上

绿莓苔，直谏堂前土作堆。旧有梅花邻

驿舍，几多山色护松台。岛夷被服恩波

重，昼漏移时言路开。更羡晚成盘隐日，

闽中问字数追陪。”大学者专程访渴松山

沿沙，在黄中的忠谏堂遗址前，在官道驿

舍边，见有梅花和青松掩护着古村落。

到此因念林湜以前忧于民瘼，习于吏治

的感人之事。认为林湜作为东南沿海之

人，能被皇恩所重，而在朝很有讲活权，是

位很了不起的人，更崇敬其晚年能隐居自

重，诗酒自娱，既盘又隐，雅俗相宜的处世

境界，并且极羡慕林湜的学问，很有趋前

从师请教之欲望。

石桥，是跨越时空的最好载体，这里

留着时代的烙印和走过的印痕，桥下溅响

着千年溪声，吸引着无数乡人过客。莒溪

刘眉锡在清乾隆时走过松山石桥，也写下

《平水桥》诗：“平水桥频创，何愁隔万寻。

双溪风漫漫，两岸柳阴阴。不霁长虹卧，

非江半月沉，浙闽来往客，侧帽更谁呤”。

明弘治前建造的松山八角桥，于清康熙间

重修，改称平水桥。长期来水患频频，桥

梁屡圮屡建，始终保持通达利济。乾隆时

眉锡诗人经此，对景生情，赞赏不已。并

感叹：来往于浙闽古道的匆匆过客，谁还

顾及这溪风漫漫、岸柳阴阴、虹影长卧、溪

月半明的美景而为此讴歌呢！

道德文章，三代明经的清代府学岁贡

朱风辉，诗书、文俱蜚声于世、文名藉甚。

他世居桥墩门，从小就生活在五训朱大厝

内，家族内开办私塾，书香满门。他直描

自家《环竹居读书处》诗中写到：“先人结

宇松山麓、列峰拱翠张画幅。后人构祠妥

宗佑，重辟遗基崇版筑。周以垣墙缭而

深，环溪一带都种竹。清晨隙地走鼯 鼪，

静夜虚堂飞蝙蝠。幽栖肩钥亦凄清，好就

两庑启私塾。湘纹笋簟出新裁，莹彻纸窗

殊不俗。诛茅锄藿趁芳菲，移树莳花滋芬

馥……”“此间虽云乐，故国有所思，自嗟

时不待，魂梦犹在兹”。家境清静，乡梦缠

绵。“吾家鹿洞有传经，千载瓣香荐一

勺”。体现了诗人耕读兴家的迫切愿望，

秉持读书为上，重视文脉传承的家风。其

后他又为环竹居写了三首杂诗，切景切情

纪事真实。朱凤辉时代，家教丰盈，其家

接物蔼然以和，行谊厚道可传。往来他家

的诗人墨客颇多。如东嘉诗人陈昌宣，蒲

门拔贡华文漪，福鼎大儒林纽秋。金乡恩

贡教渝顾衲，夏口贡生鲍台，瑞安进士孙

锵鸣，玉环进士林芳，玉环贡生王翼汝，蒲

城贡生华粲三，光绪拔生张霖生，兰宋阳

诗人周万清等。道光三年朱凤辉纪行《偕

王翼汝游泗洲寺》诗述：“雨霁岚光新，竹

疏日影薄。古刹岿然存，黯尔见丹垩。山

僧破衲迎，瀹茗供清酌……”。“亭荒云半

闲，池余水一勺。破楼长日扃，涧泉依旧

落。“仰齐”读题词，斯人安可作”。把寻幽

访寺的情况作了交代。

桥墩门古镇石桥静卧、街灯摇曳，清

亮的溪流时时映泛出那些多姿多彩的记

忆。晚清大儒刘绍宽先生，曾撰文《记桥

墩老人事》，以《史记·陆贾传》之典故，介

绍了桥墩一位李姓老人的处世之术，颇

有可学可赞之论。民国痒生灵溪的黄子

木先生，也曾有《留别桥墩诸生》诗：“师

弟情真语亦真，舌端未免杂酸辛。阿婆

纵极无盐丑，也要儿家作玉人”。写出了

穷人家尽管多穷，也要培养子弟读书的

迫切愿望，把在桥墩多年执教的师生眷

恋心情，叹露于诗行间。清末八郡修生

苏得三，观美人。民国时巡访桥墩，并写

了《桥墩市场》诗：“桥墩市上偶停骖，山

水清幽好共探。地界闽东通贷殖，南人

梯北北梯南”。他看到市场商贸十分繁

荣，商货集散，商贾云集，南来北往熙攘

兴隆。其时他又走访镇郊乡村，即景赋

了《桥墩村庄》诗：“稻梁橙柚地瓜桑，十

里溪山草木香。父老畅淡村落事，胸中画

出好家乡”。眼前呈现一幅桑青稻绿，瓜

熟柚香的田野景象，从看、闻、听感受到浓

厚的乡土气息。

月古云今多少事，星移斗转几春秋。

时光流淌，乡愁乡恋难忘。古镇的故事

虽古，但还很鲜活，这些故事洋溢着一份

温情，而充满着不尽的怀念。诗人学者

们给我们留下的撰文诗咏还在骚动作

响，对应着古时的风流和存在。这也是

后代要找回失控的边缘，找回失去已久的

心灵家园。

诗人学者笔下的桥墩门

李士明

浓浓端午情，暖暖端午酒。浙南一带

甚重视端午节。每到端午节，家家户户都

要欢聚一堂吃一顿酒席，以示过节。我家

的端午家宴上有一道特殊的菜，我叫它猪

肉炒白酒。这道菜源自于我爸爸。20多年

前爸爸去世后，每到端午节，我自己也做这

道菜，可是再也烧不出记忆中那种味道来。

在我孩提时代，爸爸的厨艺远近闻

名。亲朋好友、邻里乡亲家里若有红白喜

事，常邀请爸爸去做掌勺大厨。爸爸也乐

意去帮忙，十余桌酒席不在话下。盛宴常

有，可是猪肉炒白酒这道菜只在端午节出

现。爸爸说，平时也没有这样的做法，这

道菜就在端午这天的午时烧制。所以这

道菜一年就吃一次。这菜虽少见，做法却

不难。猪肉切片洗净，冷锅热油，倒入猪

肉翻炒。炒至三分熟时，边炒边加白酒，

猪肉与白酒的比例大约是 3:1，再放入一

些白糖和少许酱油，待肉片炒至淡黄色时

出锅。满打满算不过一刻钟时间。加了

糖和酱油的炒猪肉闻起来是带着微甜的

油脂香，入口又是绵柔悠长的酒香。据爸

爸说，吃了这道菜后夏天都不会中暑，这

菜也就越发“供不应求”。

或许大家没有听说过这道菜，我也猜

测过这是否是爸爸的独门菜品。闲暇时

候我常常在想，炒肉片最是千篇一律，可

如何想到加入白酒炒？再者，爸爸素来是

滴酒不沾的。早年间一次单位聚餐，烧菜

的任务理所当然落在爸爸身上。爸爸打

了一脸盆的黄酒，端着酒走过一排民居，

不过闻了几分钟酒气便满脸通红的醉倒，

在床上睡了两、三个小时才醒来，原定的

午餐也只能改为晚餐了。可想而知我爸

的酒量是何等之差。

二十余年如一梦，爸爸离去多年，我

每年端午都仿照旧时的做法，却始终没有

再尝到那般味道。明年端午节，我还会做

这道菜，尽管做不出爸爸炒的那种味道，

就算是常怀孝心，常行孝道！

猪肉炒白酒

春来谷种撒畦町，

蛙鼓声催醉眼醒。

折柳疏稀塍上插，

老枝新绿稻秧青。

清晓举桡辞柳岸，

长川时值雾斜侵。

霏霏烟霭屏航道，

杳杳浮云暗竹浔。

舟泊水间三岔口，

耳闻河侧数声砧。

隔空相问何如适，

指点迷津见赤忱。

人间四月喜新晴，

山野吐繁英。

云蒸霞蔚，

清芬萦绕，

瑞鸟和鸣。

登临莫待残春到，

再不愿难成。

红消香断，

啼莺惜别，

流水无情。

晴烘柳眼杏花红，

鼠曲草蒙茸。

破晓携篮徒步，

垂腰采撷春垌。

汲泉添米，

磨研成粉，

送我庐中。

领略舌尖风味，

难忘挚友情浓。

天涯浪迹去经商，

羁愁逐日长。

行装打理疾还乡，

偕玉郎，

栖林圹。

笑迎晨旭与夕阳，

扬鞭来牧羊。

东坡地三秋稻谷，

西圃丘四季时蔬。

喜务农，自天趣。

空闲时信步山隅，

日暮青灯阅旧书，

居溪墅云轩瘦竹。

诗词曲六首

□ 李立民

【双调】沉醉东风·山居

【双调】殿前喜·牧羊

朝中措·鼠曲粿

眼儿媚·杜鹃花

育秧

雾中行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