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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苍南 7风土

雷必贵/撰文

种蔗，是桥墩的传统产业之一，主要

分布在原黄檀、水头、观美等乡镇的平原

地带。“蔗”有果蔗与糖蔗之分。果蔗，俗

称“甘蔗”，松脆可口，水分足，汁甜美，作

果品食用。糖蔗比果蔗坚硬，但蔗汁含糖

比率高，适合于榨汁煎糖。本地过去称之

“爪洼”（闽语），只作生产红糖的原料。

根据季羡林先生的研究（著作《蔗糖

史》），中国最早出现的糖并非蔗糖，飴、

锡、锡、餹是中国糖族的最早成员。先秦

时代人工制造的甜品可分两类：yi和 tang，
多用米(包括糯米)和小麦、大麦等做成。

其性湿、软的称“飴”或“锡”，其性稠、硬而

较干的称“鍚”，或写作“餹”。现今普遍使

用的糖字，则相对晚出。“甘蔗鍚”的制作，

不会晚于三国。甘蔗作为植物，历史记载

一直不少，唯“蔗”字始见于汉，而先秦所

用是“柘”。这种植物最初是从外国引种

的，作为名贵品种，长期不见于寻常百姓

家。到南北朝时，甘蔗的种植明显普遍起

来，但还仅限于南方。

中国本土蔗糖的制造始于何时，曾有

汉代和唐代二说。季先生在广泛征引农

书和各异物志乃至汉译佛经的基础上，指

出蔗糖的产生时间当在三国至唐之间的

某一时代，其中南北朝时期尤为可能。唐

代经济文化繁荣昌盛，制糖业获得了蓬勃

发展。

桥墩的糖蔗生产始于何时呢？清光

绪《永嘉县志》记载：“唐土贡蔗，皮色青

紫，一种黄色者可煮汁为糖，名糖蔗。”可

见，温州种植糖蔗已有上千年历史。而桥

墩种植糖蔗的历史，始于清初。《桥墩志》

（173 页）记述，“本地产芦蔗（竹枝蔗）、爪

洼、福州青三种。芦蔗，清初随移民从闽

泉州传入，粗似竹枝又名竹枝蔗，……此

种至道光间，作为生产红糖原料，因产量

低今已失传。爪洼，糖蔗，多年生。1914
年，王志靖从杭嘉湖地区引进，又称大竹

蔗，枝高 2.5 米，围宽 7—10 厘米，生长快，

含糖量高。……福建青，食用果蔗，松脆

可口。何时传入无考……产量只作本地

食用。”

观美是桥墩糖蔗的主产区，也是温州

糖蔗的主要产区之一。观美开始种植甘

蔗始于明末（—1644），清初时大都栽种从

福建泉州传入的芦蔗。后来，果蔗被水份

多、质地松的青皮蔗取代，芦蔗成为制糖

原料。观美的制糖业出现于清道光年间

（1821—1850），据传当时桃湖有一村民，

入赘赣南，学制糖手艺，后携妻儿回乡，发

现观美普遍种蔗，于是从江西请来师傅搭

寮制糖。从此，观美开始生产红糖，是桥

墩制糖业之始。

民国3年（1914），观美人王志靖（号经

珊）从杭嘉湖地区引进一批高产糖蔗——

大竹蔗（俗称瓜洼），枝杆粗，生长快，含糖

量高。在观美试种，亩产竟高达 6000 多

斤，于是大竹蔗得到推广。当时每担蔗可

售时币八角至一元，每亩收入48至60元，

除种植费用（包括田租）大约30元，净利润

达20余元，经济效益首屈一指。

民国5年（1916）春，以观美为中心，其

西南沿横阳支江发展至桥墩后隆、官溪、

马渡、黄坛、柳垟；其东北顺柳阳溪延伸至

马路内、南水头、古港、象源内、坝头、坑

元，形成大面积的糖蔗种植区。同年，王

志靖筛选部分的“顶上红糖”参加温州农

货展览会展出，因质地精细，甜度醇厚，深

得各界赞誉。

民国 6 年（1917），王志靖在观美上街

头创办“温州改良精制糖厂”。厂房落址

观美郑氏宗祠右侧，占地约 1000 平方米，

时工人 20 余人。生产的糖产品有：白糖、

黄糖，冰糖和赤砂糖。

民国 11 年（1922）浙江省长张载阳委

派从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毕

业归来的尤廷立（字绅汉，号群纲，湖前双

桂村人），任温州改良精制糖厂厂长。民

国22年（1933），该厂生产的“平阳青”上品

糖名闻全省。故民间俗云“桥墩的菸茶，

观美的蔗糖。”该厂最终于1946年停业。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合作化之

前，桥墩区域虽无像样的糖厂，但民间种

蔗“绞糖”之事仍在延续。作者儿时所见

本地的后隆、官埭头、马渡等村庄，冬至时

节都会搭建一两座“糖埠”“绞糖”（闽南

语），那种绞糖所用的石碾，在后隆、马渡

一带至今还可一见。根据 1978 年间的调

查，糖蔗生产鼎盛时期，仅观美就有 18 座

“糖埠”，年产量（加工）在20万斤以上。不

过，终究是零星分布、自生自灭。农村集

体化后，土地归集体耕作管理，因缺失政

府的计划与引导，基层自然少有种蔗绞糖

的条件和积极性，但也有个别大队、生产

队尝试恢复糖蔗生产。

上世纪七十年代农业学大寨运动掀

起，农村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广大农

民向荒山杂地要粮、要钱，给糖蔗生产创

造了发展空间；而且国家也急于扭转“吃

进口糖”的局面（原平阳当时年吃进口糖

1695吨），出台发展集体多种经营、鼓励糖

蔗生产的奖售政策。

糖蔗生产奖售政策自 1961 年开始实

行，而后层层加码。1978 年的奖售政策

是：发展糖蔗每亩每年补助生产化肥 30
斤，三年不变；鲜蔗每担收购价1.82元，自

留成品糖 10%，每千斤鲜蔗奖售化肥 22
斤；蔗尾留种每担1.5元（每亩约有30担），

享受相同奖售政策待遇；利用蔗渣制酒，

免税三年。到1982年时规定：收购基数以

内交售百公斤红糖，奖售化肥 22 公斤，省

定超基数收购部分，增奖氮肥 10 公斤，县

定再加化肥10公斤，供应乙级香烟30包；

同时规定“购九留一”政策，收购土红糖减

税 10℅，社员自留糖可到市场买卖（国家

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粮油成品不允许自

由上市买卖）。

作者当年的工作笔记记录：观美公社

平原的桃湖、岭脚、观美、凤山、河口、北

岸 6 个大队（村），1978 年间平整土地（挖

高填低、小坵并大坵、便于机耕）1310 亩，

杂荒地还田（还园）202 亩。其中最突出

的马路大队，202 户 970 人口，耕地 500
亩，人均只有半亩地。可是三片杂荒地

就有 220 亩，大多是社员的扩种地和古房

基。1977 年至 1978 年的冬春间，全大队

230 个劳力奋战 16 天，投入 3148 工，挖填

土石方一万多方，清除 15 处 80 间古房基

和约 20 亩竹木头，平整成 70 亩耕地。计

划 10 亩改田，60 亩种蔗。如实现亩产超

万斤，当年就可提供 5.4 万斤商品糖，增

加财政收入 6000 元，集体可得补助和奖

售化肥 1.5 万斤，以 1 万斤用于粮食生产

可增产 5 万斤，当年摘掉自给队吃返销粮

的帽子。全大队可增加收入 1.5 万元，平

均每户增加净收入 40 元以上，每户还有

自留糖 20 斤。通过讲政策、算细账，群众

拥护、种蔗积极性高。

1978 年，观美公社计划种植糖蔗 400
亩，分布平原9个大队，主要利用砂质旱地、

新平整的杂荒地种植，包括标准蔗园、老头

移植、菜畦（套入）等方式。按土地类别分，

三包地177亩，杂地45亩，溪滩166亩。

同年，在县烟塘公司支持下，通过集

资与投劳相结合的方式创办了“观美糖酒

综合厂”，设计规模为日榨蔗 60 吨，“一根

烟囱两条灶”，当年先装备 30 吨压榨机加

一部小机，日可榨蔗 45 吨；同时利用蔗渣

制酒，预计综合利用制酒可收回万元，以

弥补糖业加工；总造价6.5万元，作为社办

企业，当年投产，独立核算，并提供为周边

公社的糖蔗加工服务。该厂因农村体制

变动、经营方式变更和市场需求变化等原

因，数年后停办。

1982 年，桥墩供销社收购红糖 110.8
吨，收购量占全县总量的25.5%。

任何农产品的生产与加工技术，都会

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进步，糖蔗的生产

与加工也不例外。

上世纪初，观美王志靖从杭嘉湖引种

的大竹蔗，亩产鲜蔗达到 6000 多斤。到

70 年代，大搞科学种蔗，大面积亩产超万

斤也已实现。如平阳宋埠万斤蔗园，320
亩，亩均产量达到1.6万斤。

到了七十年代后期，糖蔗加工手段

及综合利用已经今非昔比。一是牛拉、

石碾的状况，已经变为柴油机或电力带

动，机械压榨；二是煮糖灶已从品字形、

梅花形改为八、九个锅一字形，用煤作

燃料，一条灶日产糖可达三、四千斤以

上；三是利用糖泡、蔗渣制酒，进行综合

利用。

按照当年的技术规范操作，机械压

榨，改灶节煤，提高生产效益，降低加工成

本，出糖率最高可达 11％，煤耗低至１比

1.1左右，蔗渣制酒出酒率可达6至7%。

观美公社糖酒综合厂 1978 年创办投

产时，除煤耗较高外，基本达到上述要

求。1978 年 11 月 16 日糖厂试产现场记

录：榨蔗9463斤，品种“纳印310”，出渣率

30%，蔗汁糖稠度 16.7，产成品红糖 884
斤，冷灶全煤耗每斤成品糖耗煤 2.12 斤。

截取中间一个时段：10 时 30 分至 11 时 24
分的 54 分钟里，产糖 161.5 斤，耗煤 194
斤，煤耗1︰1.2。平均每分钟产糖3斤，每

小时产糖 180 斤，不停火时日产可达 4000
斤以上。同年 11 月 21 日，全县在观美召

开糖蔗生产现场会时，现场截测糖厂生产

数据：⑴、出糖时间，下午 1 时 07 分至 2 时

38分，历时91分钟，产糖429.5斤，每小时

产量282斤。⑵煤耗，1小时288斤，比率1
（糖）比1.02（煤）。⑶出酒，51度162斤，出

酒率 6%。如按此推算，日产糖可达 6000
斤以上。

该厂1978年全年加工糖蔗1732868.5
斤，产糖总计 190121.5 斤，平均出糖率

10.97%，糖质一等。国家收购 171244斤，

平 均 价 每 担 25.7 元 。 总 均 煤 耗 1 比

1.315。综合利用制酒，试制蔗酒万余斤。

精打细算，糖季财务结算盈利5千元。

因是老蔗区，能很好把握制糖工艺的

关键流程，在提高产量的同时也保证质

量。比如①压榨。关键是搞好“三、七

比”，前一根蔗喂进 30%时紧接喂进第二

根，喂蔗梢头先进。②澄清。砺灰中和

好，清混分明；产出粉糖晶粒好，松散，味

道清。③汽化。比例85.7%，出糖越快，质

量越好。

尤其一些传统生产工艺，老师傅能精

确把关，熟练应用。比如：加油脚，促进锅

内糖液气泡破裂、下坐。温度在摄氏 128
度至 131 度左右出锅。出锅后铲搅促凉，

打沙，约 90 度至 70 度时压、推。又比如：

何时加灰为宜？先期、中期都可以，但以

先期为好。天冷时，少加灰。加灰办法多

种：斗池加灰、冷加灰（入锅时）、热加灰

（摄氏100度）、分次加灰，以分次加灰为最

佳。还要注意防酸败，定期清理机口、汁

池、汁塔等等，把传统制糖工艺与现代生

产条件结合得完美极致。

回眸桥墩糖蔗生产与加工的历史，凝

视前辈流传下来的制糖传统工艺，我们似

乎已经感受到糖埠榨汁煮糖的古法风韵，

品尝到可口香甜的糖粉、糖螺和那别有风

味的糖酥、糖碗。在发展乡村全域旅游的

今天，哪些古风值得观摩欣赏，哪些古法

应当传承开发，不都需要我们后来者探讨

研究吗。 （本文有删节）
参考文献：
1、《穷搜百代 以竟厥功——浅述季

羡林先生撰写《蔗糖史》的动机、方法和内

容》葛维钧/撰文。

2、《桥墩志》 李圣廉/主编。

桥墩糖蔗生产的历史与发展回眸

□刘文春

春节

年逾半百性尤真，宦海浮萍守洁身。

己亥知归残雪在，依然山野又迎春。

二月二

二月风檐未唧啾，新衣早退剃龙头。

顽童轻岁春年少，几许韶华付水流。

清明节

山中寒食暮烟轻，又思丸都点将声。

敢踏悬垣谁放眼，鸭江两岸共清明。

端午节

楚江万古赋愁声，端午忠灵一世名。

报国以身昭日月，丹心留作后人评。

乞巧节

如约双星傍玉钩，万家闺艳倚香楼。

巧云妆晚凭谁渡，向月穿针暗运秋。

中秋节

寒江滟潋夕霞中，秋色平分月正东。

孤鹜霜船邀对饮，长圆无恨此时同。

重阳节

偕友登高挚语长，邀杯远眺饮重阳。

秋风无意催人老，惊起清寒菊半黄。

冬至

阴阳逆转气回升，四季劳疲一日蒸。

良相不为张仲景，祛寒娇耳庶和恒。

腊八

调顺灾邪祭八神，国亡岂得保安身。

汤清米寡千家粥，武穆精忠道义真。

除夕

拜春午刻话河鲜，缕缕乡思故土牵。

啥是佩奇情与爱，顽孙究问老家年。

诗赞中国传统节日

糖蔗生产和土塘加工的历史

上世纪70年代
发展糖蔗生产的机缘

糖蔗生产与加工技术的发展

公益广告

苍南县新闻宣传中心苍南县新闻宣传中心 宣宣

牢记宗旨 勤政廉政
自省自重 警钟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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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苍南

本报讯（记者 林超群）8
月 29 日上午 7 点左右，一辆从

灵溪出发开往赤溪的城乡公交

车，在途经232省道省道观美段

时滑入有十米落差的山沟，事

故造成驾驶员头部受伤和三名

乘客受轻伤。

这辆车牌为浙 CD3998 的

城 乡 公 交 车 ，核 载 人 数 19

人。昨天一早从灵溪出发开

往赤溪，驾驶员在开车途经

232 省道观美段时，因为操作

不慎，车辆冲破公路护栏后滑

入山沟，所幸沟中树木茂密，

车辆惯性下滑十来米后卡在

了半山坡。

记 者 在 现 场 看 到 ，事 发

地点一侧的山坡十分陡峭，

与 公 路 形 成 的 落 差 超 过 30
米 。 当 事 故 车 辆 被 施 救 人

员吊上来后，车辆的前挡风

玻璃已经全部破碎，车头也

已 严 重 变 形 ，驾 驶座上有明

显的血迹。参与施救的余师

傅告诉记者，公交车因为被

护栏阻拦了一下，没那么大

的冲劲，所以下滑的不是很

深，如果再下去一些问题就

更大了。

据了解，事故车辆所属县

灵马客运公司，当时车上有5名

乘客，其中有 3 人受皮外擦伤，

而驾驶员则被破碎的玻璃擦伤

出血。目前，4 名伤员情绪稳

定，具体的事故原因还待进一

步调查。

本报讯（记者 陈薇拉）8 月

28 日下午，全市深化机构改革总

结会议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化党

和国家机构改革总结会议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落实省

委的部署要求，高质量做好机构

改革“后半篇文章”，奋力开创全

面深化改革新局面，为续写新时

代温州创新史提供坚强保障。

黄荣定、郑建忠、黄锦耀、陈国苗

等县四套班子领导分别在温州主

会场、苍南分会场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这次机构改革，全

市上下坚持“一盘棋”统筹推进，

谋划启动“早”，争取力度“大”，

推进速度“快”，地方特色“足”，

高质量完成了各项改革任务。

下一步，全市上下要抓牢完善党

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这个核

心，更好发挥党委议事协调机构

作用，更好发挥统一归口协调管

理职能，更好发挥党组织领导核

心作用。要紧扣进一步优化调

整机构职能这个重点，严格执行

“三定”规定，进一步厘清职责边

界、完善协作机制、加快队伍融

合、激发干事热情，确保实现“事

合、人合、心合、力合”。要突出

统筹推进各项配套改革这个关

键，持续深化事业单位改革，全

面推进综合执法改革，抓好机关

内部“最多跑一次”改革，深化乡

镇（街道）机构改革，不断巩固扩

大机构改革的成果。要创新优

化机构编制资源配置这个手段，

强化刚性约束，守住总量底线，

优 化 编 制 管 理 ，做 到 既“ 管 得

牢”、又“用得活”，高质量做好机

构改革“后半篇文章”。

会议强调，温州靠改革起家，

以改革闻名。进入新时代，我们

要坚守改革初心，强化探路者的

使命担当，拿出排头兵的改革气

魄，多抓一些根本性、全局性、制

度性的重大改革举措，多出一些

原创性、引领性、集成性的重要改

革成果，通过改革不断彰显新时

代温州发展的新内涵、新动能、新

成效。

全市深化机构改革总结会议召开

高质量做好机构改革“后半篇文章”

232省道观美段发生惊险一幕

公交车冲出护栏下滑10米卡在半山坡

潘嘉宾潘嘉宾//摄摄

□李本章

无论大会小会，还是研究会

部署会，都是推进工作的重要

手 段 ，但 不 能 没 有“ 效 果 意

识”。立足开“高质高效会”，不

开“过头会”，与会者才能“心领

神会”。

有的纹丝不动心游会外，有

的双手托腮哈欠连天，有的左手

遮挡右手刷屏……如果给一些

机关的会场画个漫画，凡此可

谓常见形象。这样的会风，在

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会议安排僵

化、讲话时间过长、发言内容空

泛所致。

有些会议完全可以交流互

动，却还是你讲我听、单向灌

输。有些讲话内容完全可以讲

些具体、生动的事例，却还是照

本宣科，“大一点”“小（二）点”

“第三条”，开“中药铺”。有些发

言完全可以一针见血、只讲要

点，却东拉西扯、漫无边际。对

于这类会议，难怪有听众抱怨，

“脑子里只留下‘高度重视’和

‘提高认识’”。

无论大会小会，还是研究会

部署会，都是推进工作的重要手

段，但不能没有“效果意识”。立

足开“高质高效会”，不开“过头

会”，与会者才能“心领神会”。

开会要有
“效果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