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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苍南

□ 翁浩浩

每个人都有梦想，每个人的

心中，都藏着一个了不起的自

己。

10 月 10 日，我省正式宣布

启动“农民工学历与能力提升行

动”，其中包括从今年到 2022
年，每年资助 1 万人接受大专、

本科学历继续教育。对他们来

说，这就像是打开了一扇门，实

现个人深造的梦想近在眼前。

农民工这一名词，是伴随城

乡二元体制和城市化进程而生

的。他们在城市努力打拼，身后

是无数个家庭的期待。可很多

时候由于缺少一技之长，他们找

不到心仪的职业，也无法获得实

现自我价值的成就感。

今年 3 月的全国人代会上，

记者听到一位农民工的故事。

这位农民工的孩子考上了重点

大学，他要多挣钱使孩子安心学

习，并且学习好。记者当时就被

这个故事深深触动。正是由于

农民工自己无法上大学，他才特

别渴望孩子完成这个心愿。

当下的浙江，正阔步从“制

造大省”迈向“制造强省”，迫切

需要一支高素质的产业工人队

伍，全面提升职工素质特别是农

民工的学历和技能是应有之

义。我们欣喜地看到，这次，我

省提出了明确的目标，要着力提

升农民工的学历教育层次、岗位

胜任能力、创业创新能力，全面

提高综合素质，并且开放优质网

络资源助推终身学习等。

追求幸福生活，是每个人最

朴素的愿望。学历与能力提升

行动，将给更多农民工凭自身努

力改变命运的机会，跻身新时代

产业工人队伍，去拥抱火热的高

质量发展时代，赢得更为出彩的

人生。

点亮每一个小小梦想

苍南县融媒体中心苍南县融媒体中心 宣宣

本报讯（记者 黄允祺）10
月 18 日，县宣传系统举办“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

党课，邀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

长邱小侠作主题报告。县委常

委、宣传部长林森森主持。

党课中，邱小侠以《弘扬伟

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宣传思

想工作的长征路》为题，结合宣

传工作实际，运用生动的语言和

真实的案例，回顾了红军长征的

艰苦历程，并深刻阐述了长征精

神的深刻内涵及意义。

邱小侠指出，伟大的长征精

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

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

也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民族品

格的集中展现。走好新时代宣

传思想工作的长征路，必须以长

征精神为引领，续写好“长征是

宣言书”的新使命，更加高举马

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旗帜，在宗旨意识上强起来、在

理论武装上强起来、在政治能力

上强起来；续写好“长征是宣传

队”的新使命，更加做好凝聚人

心、团结力量的工作，统筹好大

与小的关系、质与量的关系、新

与旧的关系；续写好“长征是播

种机”的新使命，更加做好弘扬

中国精神、培育时代新人的工

作，播种好精神、价值和文化的

种子。

整场专题党课主题鲜明、重

点突出、内涵丰富，对宣传系统

开展下一步宣传思想工作具有

很强的指导性和针对性，不少聆

听党课的宣传系统干部表示受

益匪浅，并将把此次党课中的所

得所获运用到具体工作中去。

宣传系统举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课

走好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长征路

16 日晚上，现任中国国家

男子篮球队队员、浙江稠州银

行男子篮球队队长的苍南籍篮

球国手吴前率中国浙江稠州队

与美国西郊野狼队在龙港体育

馆展开篮球对抗赛，吸引了千

余名观众现场观看。

19 时 30 分，比赛正式开

始。一开局，稠州队与西郊野

狼队便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

开放的场面、华丽的配合、精准

的三分引发全场球迷的阵阵欢

呼，吴前更是频频投中中场的

超远三分，引爆全场观众的热

情。最终，稠州队以最后一个

精彩的3分球，108∶105的比分

取得胜利。

（龙小布 池长峰/摄）

中美篮球对抗赛 吴前频频投中超远三分

本报讯（记者 黄允祺）全市食

品生产企业法人代表履职报告点

评会日前在苍召开，交流工作经

验，部署工作任务，全面推进食品

安全治理工作。副县长徐顺和参

加会议。

鹿城藤桥食品有限公司等5家

企业法人代表重点围绕食品安全过

程控制情况、履行主体责任存在问

题等内容，结合PPT的精彩演示，向

与会人员作公开汇报，接受公众监

督。与会媒体代表及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等根据各自工作领域和实际

经验，分别提出了群众关心关注的

问题，有关企业法人也一一作出解

答。各点评嘉宾还围绕企业如何更

好推进食品安全治理工作进行逐一

点评。

据悉，作为食品生产大县，目前

我县共有 201 家食品生产企业和

321家食品加工小作坊。为切实从

源头上把好食品安全关，自 2016
年以来，我县以“创建省级食品安

全县”为抓手，通过创新监管手段、

强化社会监督、引导改造提升等方

式，积极打造了卤制品生产“阳光

车间”、矾山肉燕小作坊集聚园区

建设、食品生产企业法人代表履职

报告制度等具有苍南特色的食品

生产监管模式，为最终通过浙江省

食品安全县创建考核验收奠定了良

好基础。

近年来，我县始终坚持加强和

创新食品安全治理，进一步加大

食品生产环节监管力度，深入开

展各类食品生产安全专项整治行

动，全面建立食品小作坊综合治

理体系。食品生产企业法人代表

履职报告制度作为苍南食品安全

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内容

不断丰富、形式不断创新、产业不

断积聚等，不断推动全县各食品

生产加工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共

同营造全民参与食品生产监督的

浓厚氛围，从源头上保障了群众

“舌尖上的安全”。

全市食品生产
企业聚苍履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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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周良

金秋十月，国之大庆；在外游子，回

乡之行。见旷野以喜景色，沐秋风而诉

衷情。稻谷香，柚子圆，葡萄柑橘已笑

迎；虾皮肥，石斑鲜，畅销中外久盛名。

港口静，沙滩平，渔船千帆欲远行。虾蟹

黄，紫菜淡，鱼塘跳跃活锦鳞。

百姓欢歌，共为山海丰收而兴；万物

尽呼，同为国家昌盛而鸣。浩淼东海，伫

静港湾，遍览古今之事；巍巍鹤峰，绵延

群山，看我山海之城。璀璨文化，千载传

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观新村建设，

步步为景；看城镇发展，蕴华藏精。蒲门

儿女多奇志，敢教山水焕装新。

天涯皆欢庆，把盏共祝国之庆；海角

齐聚首，举杯同贺民康宁。揽我之乡，百

业俱兴；西眺太姥，东牵海滨。见我之

域，碧海原平；南望台湾，北崎鹤顶。千

里烟波，登鹤峰以览众岛小；关山雾绕，

攀仙岩而赏美琼英。

天湛湛兮不变，地悠悠兮有情。若

夫故乡文明，承中华一脉，秉华夏之魂，

犄三关而拥两城，偏东南而踞山海。时

代变迁，沧海桑田，存千载之蒲门；励精

图治，开拓进取，乘改革而繁荣；碧海金

沙，天涯海角，富特色而闻名；百姓安居，

以环境泽众生。

人道是：故乡如港湾，游子如航船，

船航万里需归行；故乡似沃土，游子如树

林，树高千尺终归根。故乡似慈母，游子

如子女，子行千里母担心。母慈子需孝，

子归母欢迎。嗟乎！天行之健，游子应

自强不息，而故乡之势，乃如冉冉如晨

曦，正是欣欣向荣。君不见，兴农兴商兴

科技，优质优惠优环境；核能风能清洁

能，引智引商引资金。新城新貌新气象，

和谐和美和乡音。恰似凤翥龙翔，骏马

奔腾霞光万道之相矣。

为故乡飨，乃作赋之。

故乡赋

陈汉莉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每年春秋时节，苍

南的沿浦、龙沙一带沿海渔民赶海回来挑

桶一路 沿街巷兜卖，行人见桶沿桶璧血迹

斑斑泥污点点，桶内半盈血水，血水之中有

形体怪异之长虫，正呲牙咧嘴，须毛怒张，

吞吐涎沫，发出细微嚣声，扭起混杂惨绿猩

红怪黄的酮体，一身密密环节泛发奇光异

色，而体侧的肉质毛刺如百足蠕蠕晃动，依

桶壁攀行，十分骇人。然而，这狰狞恶心之

虫，竟是可心之美食--海蜈蚣，沿海一带人

们以之为美食，甚至是滋补大品而趋之若

鹜。

民国《平阳县志》载有：“沙蚕，俗名海

蜈蚣，煮食味佳。”海蜈蚣，学名沙蚕，属于

环节动物门、多毛纲、游走目、沙蚕科，外形

上类似蜈蚣，生性胆小温和，无毒无攻击

性，生长于东南海岸浅海海涂下30公分至

50 公分泥土里，穴居为主，基本以食海藻

海草为主，以小虾小鱼、小型蠕生动物为

辅，血液和分泌物通红，牙齿类似与乌贼的

黑色两半，食道有反毛。脚很短，靠此蠕

动，稍有动静便缩回洞穴中。一般成形的

海蜈蚣有近一米多长，最长甚至有三、五

米，以背黑色为佳品。

浙南的海蜈蚣生长在淡水和海水交汇

处，口味相对来讲以苍南的沿浦及龙沙边

围的为好。每年农历十二月到来年三月是

食用海蜈蚣的最佳时节，此时海蜈蚣肉质

绵软细润，鲜嫩味美，口感尤佳，被公认为

上品。到了五月之后，海蜈蚣脚变硬，就显

得肉质粗硬，食用时有毛刺感，味觉稍逊。

每当海蜈蚣旺发时节，海水退潮，渔村

中的大姑娘、小媳妇便三、五成群来赶海，

拎篮子戴竹笠，带上类似木梳的捕捉工具，

往往根据滩涂上的洞穴大小新旧深浅，凭

经验就能判断海蜈蚣的生长情况，用工具

将其抓出来放入带来的桶中。在偌大海滩

上寻找海蜈蚣的洞穴，她们凭借丰富的赶

海经验，有时一天能抓到四、五斤的海蜈

蚣，可收入 200-300 元。海蜈蚣烧煮前要

清理内脏，内行的赶海人不仅抓捕得心手

应手，在宰杀海蜈蚣时候先用手从桶里捞

起一条，然后用一把长嘴剪刀剪去其头部，

张开剪刀，以单剪刀口从颈部刺入，如同老

裁缝一般，拿刀口从头到尾豁到底，将一米

多的海蜈蚣开膛破肚，再剪成两三寸长的

数段，然后清洗干净其内脏及分泌物即可

下锅。

海蜈蚣、沙蚕作为盘中餐历史悠久，有

关抓捕和食用的记载以闽人为多。早在千

年之前的晋代郭义恭在《广志》就有：沙蚕

“得醋则白浆自出，以白米泔滤过，蒸为膏，

甘美益人。”到了明代《闽书·闽产》则有：

“泉人美谥曰龙肠”，《异鱼图赞补 闰集》则

谓之：“首尾无别，穴地而处，发房饮露、未

尝外见。取者惟认其穴，荷插捕之。鲜食

味甘，脯而中俎。”福建莆田一带叉捕沙蚕，

就用这种荷插之法。民国《厦门市志》则这

样记载厦门人的食法：“以杵臼舂去其腹中

细肠，洗净爆干。食时以油炒之，酥而甘，

亦佳馔妙品也。”

福建泉州一带美其名曰龙肠，溢美之

外实指望卖个好价钱。平潭岛一带渔民将

之晒干，色金黄而透明，号曰“龙肠干”，用

它炖汤，则色白如牛奶，味极鲜美，是当地

高级宴席的珍贵名菜。将“龙肠干”束捆，

则是走亲访友的贵重酬答礼品。福建也有

些地方称它凤肠。菜品一沾上龙凤之名，

立显尊贵和豪华。然而，龙凤毕竟不接地

气，总让人有一种虚幻不真实的感觉。福

州菜里原来也有“炒龙肠”一菜，颇为有

名。然而，因为海蜈蚣季节性太强，加上货

源奇缺，市场往往接续不上。于是，有些商

家灵机一动，就用鸭肠充数来谋利。以肉

禽内脏充当美味海鲜，味觉则差之甚远。

都说鱼香肉丝没有鱼，老婆饼里没有老婆，

这炒龙肠里亦无“龙肠”，可想而知，这道名

菜牌子也随之倒了，再也无人问津。现在，

福建人公然把海蜈蚣端上餐桌的，大概也

只有莆田、福鼎等少数地方。据说，莆田的

一些地方端午节一定要吃炒面，而炒面里

一定要有海蜈蚣。

很多年来，这道在外地人眼里较为诡

异的海味，人们的态度往往是两个极端：或

大赞好吃，或绝口不吃。现在也有不少大

美食家，对各种矜贵食材熟视无睹，偏偏对

海蜈蚣情有独钟，甚至称此物之香天下无

双。在闽南语系人口为主的浙江苍南、玉

环一带，葱烧、蒜香海蜈蚣还是当地一道名

菜。旧时，苍南马站和福鼎点头一带的经

典做法是将海蜈蚣与酸菜一起烹饪，这样

做出来的海蜈蚣鲜酸可口，鲜美异常。在

没有冷藏的年代，因酸菜的加入不仅鲜美

酸爽，还耐储存，好吃得不要不要的。其

实，纯粹家烧的海蜈蚣就很鲜美，根本不须

什么调味品，苍南一带通常的做法是：锅里

放水烧开后放进处理干净的海蜈蚣，烧熟

加盐加葱段或加蒜，即可出锅装盘。海蜈

蚣烧熟后呈自然弯曲，衬着鲜绿的葱蒜，汤

汁浓郁，热腾腾上桌的时候鲜美无比，可与

青蟹、大闸蟹、大黄鱼等名贵海鲜相媲美。

浙闽沿海交界的老人们回忆，在四五

十年前，一斤海蜈蚣也就几分钱，这对当时

普遍为温饱问题而终日劳作、吃不起鸡鸭

的贫民百姓来说，只消稍事加工即为美味，

加之营养价值高，一直以来都被视为营养

珍品。如今，在海蜈蚣上市时节，好客的苍

南人不仅自己品尝，还成为招待贵客嘉宾

的佳肴。每每逢年过节之时，身在外地的

还会托人从老家带这种海产品过来，当那

一条条海蜈蚣爬上千里之外游子的餐桌，

大快朵颐之余，那些背井离乡的远游生活

也顿时活色生香起来。那一刻，有一种记

忆正穿过时光隧道，曈曈而来。

龙肠、沙蚕、海蜈蚣

萧云集/摄

尤荣开

丹参是一味常用活血化瘀中药，广泛

应用于临床，别名红根、紫丹参、血参根等，

这是因其药用的根部呈紫红色之故。此

外，民间还有将其称作“丹心”，这与流传的

一个感人故事有关。

相传很久以前，舟山群岛东海岸边有

个小渔村，村里住着许多渔民和一个渔

霸。渔霸的老婆虽然长得妩媚耐看，但长

年痛经，每到月经来临时痛得死去活来，请

了很多医生，花了不计其数的钱财，都没有

给她治好病，病情日见加重。正在一筹莫

展时，有人说东海中有个无名岛，岛上生长

着一种草药，一定能治好渔霸老婆的病。

渔霸心中升起希望，但希望的火花很快就

暗淡了。因为人称无名岛为“鬼门关”，暗

礁林立，而且海上风猛浪大，水流湍急，船

难靠岸，人就更难上岸了。渔霸左思右想，

绞尽脑汁，突然眼前一亮，他想起了一个名

叫阿明的青年。

阿明说：“我妈妈也病了，医生说是崩

漏下血，淋漓不止。我得在家侍候她”。渔

霸一听，火冒三丈，责令阿明说：“你小子马

上给我去无名岛，限你5天内把岛上的药采

回来。不去，以后就别想出海打鱼，饿死你

们娘俩”。

阿明听了非常气愤，但又敢怒不敢

言。转念一想，妈妈也有病，正等着药吃

呢。与其跟他顽抗到底，不如将计就计，顺

便也给妈妈采点儿药。便对渔霸说：“我去

采药也可以，但你要找人侍候我妈妈，还要

给我准备好船只、干粮和盘缠”。

渔霸听了满口答应，立即按照阿明的

要求去做了。阿明第二天就驾船出海了，

凭着高超的水性和勇敢的精神，绕过了一

个个暗礁，冲过了一个个浪头，通过了一个

个激流险滩，终于闯过“鬼门关”，登上了无

名岛。他急忙上岸，四处寻找那开着紫花，

根也是紫色的药草。找到后迅速连根挖出

来，一会儿就弄了一大捆，并把药草藏在船

仓里。临走时，阿明没忘记拔了些野草，用

来应付渔霸。

阿明终于按规定的时间返回渔村。船

刚刚靠岸，渔霸就派人把他采来的“野草”

抢走了，立即叫人给老婆煎服。谁知他老

婆吃了药后，不但不见效果，病情反而一天

天加重。没过几天就命归黄泉了。而阿明

的妈妈吃了药后病很快就痊愈了。阿明把

剩下的药草分给同村的渔民，种植于屋前

屋后，防备以后得这种病之用。他知道渔

霸不会跟自己善罢甘休，就和母亲悄悄地

远走他乡。

村里人对阿明不畏艰险、不畏强暴，

采药救母，非常敬佩，都说这种药草凝结

了阿明的一片丹心，就给它取名叫“丹

心”。后来在流传过程中，取其谐音就变

成“丹参”了。

注释：
【植物形态】
多年生草本。茎高 40～80cm。叶常

为单数羽状复叶；小叶 3～7 叶，卵形或椭

圆状卵形。轮伞花序 6 至多花，组成顶生

或腋生假总状花序，密生腺毛或长柔毛；

苞片披针形；花萼紫色，2 唇形；花冠蓝紫

色，筒内有毛环，上唇镰刀形，下唇短于上

唇，3 裂，中间裂片最大。花期 4～6 月，果

期7～8月。

【性味归经】苦，微寒。归心、肝经。

【功效】活血祛瘀；清心除烦；凉血

消痈。

【应用】

1、主治血分瘀滞证。

2、适于血热及痈疮。主治心悸怔忡，

烦热失眠。

现代用治冠心病及肝脾肿大，具有缓

解心绞痛、缩小肝脾等作用。

【用量用法】5～15g。酒炒增强活血

作用。

丹参的传说

药用丹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