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土 编辑/林娟辉 版式/陈雯琪4 今日苍南
2020年7月21日 星期二

陈汉莉

辣螺，单从名字上就可以猜出这是

一种有辣味的螺。这种螺在东南沿海一

带极为常见，其貌不扬，其价不高，其味

因人而异：有人大赞好吃，有人绝口不

吃，还有人说，这种螺吃到最后味道更好

感觉更妙。

浙江人所说的“辣螺”，又称口水

螺，学名为“疣荔枝螺”，属骨螺科，外壳

呈疣状突起如荔枝表面，故名。 这种生

长在海滩岩石缝隙里的小螺，第一眼真

不会爱上：壳厚，色绿，外壳疙疙瘩瘩，样

子既粗糙又丑陋，实在不招人。辣螺之

所以得名，是因为它尾端自带辣味，这种

以辣得“浑然天成”而著称的小海螺早在

古代就备受食客青睐。宋韩淲在诗中

说：“螺之辣者真海鲜，每或酌侑能醒

然。”宋人罗大经的《鹤林玉露》中将“螺

头新妇臂，龟脚老婆牙”这四种小海鲜列

为浙江沿海一带所推崇的特产，据说连

宋孝宗亦为之赞。其中，“螺头”位居第

一，这里的“螺头”尤指辣螺，以肉鲜微辣

有清香而著称，早在唐宋时期就已成珍

奇海鲜，传至宫廷内外。

辣螺，明弘治《温州府志》、明代屠

本畯的《闽中海错疏》均称之为“蓼

螺”。《诗经·周颂》中有：“其馕伊黍，其

笠伊纠。其镈斯赵，以薅荼蓼。”蓼，为

一年生草本植物，生长在水边或水中，

其茎叶味辛辣，可用以调味。清代陈昌

治 刻 本《说 文 解 字》谓“ 蓼 ”为 ：“ 辛

菜”。“蓼”，可以说就是“辣”的代名

词。因此，宋《证类本草》中解释：辣螺，

“生永嘉海中，味辛辣如蓼，故名蓼螺。”

辣螺煮熟后，有点辣，还有点苦，福建厦

门等地也称之为“苦螺”。

在赶海人的眼中，辣螺是最常见的，

属于比较容易捕捉的小海鲜。人们通常

说“敲雀嘴”，“凿龟足”，“捡辣螺”，听起

来，捕获辣螺似乎不须什么技术，似乎只

要伸手去“捡”就可以了，毫无难度。其

实，捡辣螺虽然不需要高难度的技术，也

不存在太大的风险，但“捡”也是有讲究

的，只有深知潮汐习性的渔民渔嫂们才

更了解捡得又大又好的那些独门诀窍。

在浙闽沿海有渔谚云：“三月三，辣螺爬

满滩”。说的是：每年农历三月三前后，

随着大地转暖气温开始升高，浅海处辣

螺会争相爬上滩头岩礁间繁殖，渔村里

的妇女孩子们就会趁着这个时候去海边

捡拾辣螺，如同旧时农耕收获季节拾麦

穗拾稻穗一般。这习俗传与一个民间传

说有关：旧时一渔家姑娘为追求忠贞不

渝的爱情，因渔霸的胁逼于农历三月初

三毅然投海，以死抗争。之后每逢三月

三，海边辣螺旺发，爬满海滩，是因为渔

家姑娘不忘生前盟誓，等候情人归来践

约。这个传说，似乎极符合辣螺姑娘的

气质。

辣螺在全国沿海均有分布，其形体

上也有小有大，小的和河里头的螺蛳差

不多，大的则有成年人的拇指般大小。

在温州沿海以洞头与苍南出产的辣螺为

好。虽然，各地出产的辣螺看起来都差

不多，表壳黑灰色，全都清一色疙疙瘩瘩

地长满荔枝疣，但仔细一看，苍南的略显

淡绿，洞头的近乎淡棕，倘若你再一路北

上来到舟山，点上一盘最爱的辣螺，嘿！

原来黑黑的辣螺姑娘此时的“肤色”竟然

都变得白了！这种色彩上的变化许是因

为地域不同，环境及水温差异等的缘

故。因为有了不同的肤色，这些深受食

客喜爱的“辣妹子们”就纷纷贴上了不同

地域的标签，也就“辣”出了各自不同的

风味与特色。

辣螺一般生长在潮间带中潮区的上

区岩石缝内，喜集群生活。退潮后，远

远的，喜欢在海滩上逐浪奔波的孩子们

就能发现这些螺的外壳在阳光下泛着

一种绿色的光，于是，他们向着那一片

绿色奔过去，每次总能收到潮水留下的

更多馈赠。然而，人们往往发现留在礁

石表面上的一般只有个头很小的小辣

螺，那些长得个头大、上了年纪的辣螺

俨然已领悟了自然界“适者生存”的道

理，早已规避到水下的礁石缝里，要对

付这些“老辣”的家伙，往往就需要用镊

子等工具了。

等到捡了一篮子的辣螺拿回家，冲

刷洗净，就可下锅了。对于辣螺这种自

身味道就很有层次感的海味，美食家们

尤其推荐白水煮熟。但对这种小海螺，

北方或内地的人吃一个就绝不会再吃第

二个，一致认为这种螺又苦又辣，实在吃

不惯。究其原因，在螺肉一侧有一条黑

绿色的螺线，辣味苦味蕴藏其中。

沿海渔村里的人们则认为这种螺直

接用清水煮熟就非常鲜美，不仅肉质细

腻，吃到嘴里的就是原汁原味，辣到本

色，臻其精髓是苦中有甘。水煮辣螺做

法比较简单，辣螺洗净，入锅加清水、姜

片、料酒，煮个 3分钟即可，按自己口味

调好酱油醋。吃的时候，将这个肉挑出，

因为辣味就在尾部，如此才是最有滋

味。辣螺螺肉鲜嫩多汁，带着鲜甜味，有

嚼劲，吃到最后，一丝辣味和一点苦味一

起交汇，这种天生自带的苦辣，在舌尖上

一沾，味蕾的感觉就来了——你看它：浑

身长着尖刺一般，味道也极富刺激性，也

只有真正的食客才懂得，这种刺痛般的

辣味，才是这道海味真正灵魂所在。还

有资深美食家说辣螺最好吃的是螺尾

端，也就是螺屁股。

旧时，渔民捡到辣螺数量较多的，就

将辣螺腌制起来制成螺酱存放。腌制时

要用锤子先把螺壳敲碎，敲出螺肉来后

用盐腌渍一两天，沥去汤汁，再加入黄酒

和少许食盐搅拌均匀，在密封容器内放

置 10天左右即可。出缸后，螺肉爽口，

脆韧，而辣味回甘，余味悠长。

这种纯手工的腌制方法，全凭经验

和感觉做出一道渔家特色菜肴，其做法、

配方历史悠久，都是一代代人口耳相传

下来的，有着时间的味道。

千百年来，螺酱赢得食客们的青睐，

其中就有宋代大文豪苏轼，他在《杭州故

人信至齐安》中写道：“轻圆白晒荔，脆酽

红螺酱。更将西庵茶，劝我洗江瘴。”在

这里，东坡先生甚至将螺酱与当时“一骑

红尘妃子笑”的荔枝相提并论，可见这海

岛珍馐之美味，以及其历史之悠长。

在浙南，人们往往喜欢将水煮的辣

螺沾点酱醋搭配着食用，苦、辣、酸、甘，

也只有辣螺这样的“辣妹子”，才能把这

样刺激的味道掺和在一起却毫无违和

感，就如，把人生的况味都括到一口螺的

内容里，让人感觉奇妙无穷。

在中医看来，辣螺是一种性寒的食

物，所以在煮的时候可以搭配放一些生

姜，可以去除土腥味还可以驱寒，或者在

调制辣螺的蘸酱的时候可以放点姜醋。

喜欢口味重的，则要把螺壳敲碎，连壳带

肉一起爆炒，加姜蒜辣椒酱醋翻炒出锅，

香辣咸香，下酒最好。等到螺肉被大快

朵颐一扫而空，一盘子的碎螺壳依然沉

醉在浓郁的汤汁之中。这种烧法让浓郁

的香辣掩盖了淡淡的苦，也掩盖了淡淡

的甘甜。

辣螺最够味的吃法是在浙江沿海的

城镇，在夏日夜晚大排档，一张餐桌边，

围坐着两三个至交好友，桌上是冰鲜的

扎啤，玻璃杯里泡沫冒着，兀地端上来一

大盘香辣爆炒辣螺。啤酒清清淡淡的苦

和着螺肉浓浓淡淡的辣，在舌尖上掺杂

着，把一个晚上的时光就此狠狠消磨掉。

这个场景，真正应了宋代张九成在《闻彦

执熙仲有辣螺诗聊复有作》中所说的：

“入口小辛美且清，荐酒百盏壶更倾”。

——似乎因了辣螺，千百年的时

光也不过就是推杯换盏、觥筹交错的

那一瞬。

辣螺：入口小辛美且清

李立民

近日，阴天。我重返家乡。

站立环川河畔，手拂同善桥栏，面朝蓼岸浊

水，与几位邻居闲聊。话题天上地下，也谈及水

中鱼虾。忽然，有个年青人一声长叹：“这两年，

环川河水有所好转，而前些天我从河里摸了一

碗螺蛳来炒，吃后皮肤痒了好几天。”

“谁叫你嘴馋？”旁人搭了话，又嘣出两个

字：“活该。”

“我以为不要紧。”

“没吃死你，才怪呢？”

年青人一时无语。

是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也。二十世

纪八十年代末期开始，环川河道日渐遭受污染；

二十一世纪以后，河水一度恶化。老天有眼，河

内的螺蛳历经磨难，还是有一些顽强地生存了

下来，但要它们出污泥而不染，谈何容易？环川

人出于无奈，只好忍痛割爱，很久不敢品尝它们

了。为了寄托哀思，我曾经填词一首《望江南·
佳肴》：

江南好，美味易寻求。脱壳螺蛳烧米粉，出

锅甘旨赛牛脩。餐后乐悠悠。长伤别，思欲再

难酬。依旧河塘生物在，兴叹望水岂中牟？梦

醒更添愁。

回首当年，环川河岸水清草绿，水中的螺蛳

干净、肥壮，大自然的恩赐，人们取之不尽。

摸螺蛳，我从小就经历过，但有一次却让我

心有余悸。有一年盛夏，我图求清凉，入河往石

洞、泥穴中摸螺蛳，忽然感觉到手指被什么东西

紧紧地咬住，我本能地抽回手指用力一抛，一条

约两尺长的水蛇摔到了对岸，而手指上深深地

嵌入了几颗尖尖的蛇牙。此后不久，我就买了

一副扒螺蛳的工具。

扒螺蛳的工具，俗称螺蛳扒。它由两个部分

组成：一是带竿的螺蛳畚。螺蛳畚由竹篾编制，

再取一根竹竿系于畚面的前后而成。二是带木

板的扒竿。取一块长约一尺、宽约三寸、厚约一

寸的硬木板，在其中间偏上的位置凿个方孔，再

取一根细长的竹竿削平头部，插入木板方孔固定

而成。操作时，一手将螺蛳番插入水底，一手按

扒竿在螺蛳畚前方一米左右，用力一拉一拉往回

扒，扒至螺蛳畚内再放下扒竿，双手托起螺蛳畚

临近水面，使劲来回甩动，冲洗掉泥沙、小螺蛳和

杂物，再举上畚拣螺蛳，一回少有几颗，多有一、

两把，转手放入系在腰间的竹篓中。

炒的螺蛳，人时尝过；蒸的螺蛳，人亦未

必。所谓蒸，就是将螺蛳剪尾洗净，盛以盘子，

添少许盐巴和水，煮饭时放在锅内竹夹上蒸，饭

熟螺蛳熟。这种蒸法，在环川那个以稻草为主

要燃料的时代，为了节约些许薪火，我家也时而

为之。至于合味与否，倒是其次，在当时有盘螺

蛳总比蘸盐吃饭强。平生我最喜欢的，还是味

道鲜美的螺蛳粉。具体做法是，以开水烫螺蛳，

剔螺肉清洗，油锅添佐料炒，适时加水烧汤，熟

了撒些葱段出锅，再烫一些粉干倒入即成。早

年中秋，它是一家人最奢侈的节日食物。后来，

随着生活的改善，则成了家常便饭。再后来，上

面已叙述，难有口福了。

说也恰巧，那日笔者回乡，遇到了一位花甲

老人推着三轮车，来到断头河水埠头清洗螺蛳。

他说自己时下以扒螺蛳为生，河内螺蛳无人要，

只好去以往烧砖瓦挖土后遗落的水塘里扒，那里

水净螺蛳也干净，扒来供给排档和酒家，一天百

把斤，一斤两、三元，算是赚点工夫钱吧。

天晓得，那些水塘真的是一块净土？但愿

是吧！

环川河事：

扒螺蛳

尤荣开

半枝莲常用于治疗跌打损伤、吐血、

咯血、痈肿疔疮等疾病。半枝莲又名韩

信草，为什么叫“韩信草”呢？这里还有

一个典故。

相传，汉朝开国元勋大将军韩信幼

年丧父，青年丧母，家境贫寒，生活艰辛，

靠卖鱼苦苦度日。

一天，韩信在集市卖鱼时，被几个无

赖打了一顿，卧床不起。邻居赵大妈送

饭照料，并从田地里弄来一种草药，给他

煎汤服用，没过几天，他就恢复了健康。

后来，韩信入伍从军，成为战功显赫的

将军，帮助刘邦打败了项羽，夺取了天下。

韩信非常爱护士兵，每次战斗结束后，

伤员很多，他一面看望安慰，一面派人到田

野里采集赵大妈给他治伤的那种草药。采

回后，分到各营寨，用大锅熬汤让受伤的士

兵喝，轻伤者三五天就好，重伤者十天半月

痊愈，战士们都非常感激韩信。

后来，大家听说韩信也不知道这种草

药叫什么名字，于是，就想给这种草药起个

名字。有人提议叫“元帅草”，有人反对说：

“几百年后，谁知道是哪个元帅？干脆就叫

韩信草吧！”大家一致同意。于是，“韩信草”

的名字就这样叫开了，并一直流传至今。

注释
【植物形态】多年生草本，高 15～

50cm。茎四棱形，叶对生；叶柄长 1～

3mm；叶片卵形、三角状卵形或披针形，

长1～3cm，宽0.4～1.5cm。花对生，偏向

一侧，排列成 4～10cm 的顶生或腋生的

总状花序；下部苞叶叶状，较小，上部的

逐渐变得更小，全缘；花梗长 1～2mm，

有微柔毛，中部有 1 对长约 0.5mm 的针

状小苞片；花萼长 2～2.5mm，果时达

4mm；花冠蓝紫色，长1～1.4cm；雄蕊4，

前对较长，具能育半药；花盘盘状，前方

隆起，后方延伸成短子房柄；子房 4 裂，

花柱细长。小坚果褐色，扁球形，径约

1mm，具小疣状突起。花期5～10月，果

期6～11月。

【性味与归经】味辛、苦，性凉。归

心，肺，肝，肾经。

【功效】清热解毒，利尿消肿。

【应用】
1、用于热毒疮疡，毒蛇咬伤，以及肺

痈等症。

2、用于肺癌、以及肠胃道癌症。

3、利尿、祛瘀止血，可用于腹水及损

伤出血等症。

【用量用法】内服，10～30克，煎服。

鲜者加倍，外用适量。

半枝莲的传说

药用半枝莲

3

瑞苍高速项目
用地预审获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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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小雨转阴，明天多云转阴，南

风 4-5 级。 苍南气象局提供

本报讯（甘凌峰 尤良将）近

日，苍南干部监督信息系统上线，给

干部“八小时外”行为上了“紧箍”。

一名干部因累计3次未礼让斑马线，

系统自动亮起黄码，该干部因此失

去了年度考核评优评先资格。

苍南县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苍南干部监督信息系统

实行“三色码”量化管理制。全县

所有单位将当月涉及干部的负面

信息汇总后，统一导入系统，系统

根据累计扣分情况自动生成红黄

绿“三色码”。年度累计扣1分以下

的为绿码，扣 2分至 5分的为黄码，

扣6分以上的为红码。

干部的哪些行为将被扣分？

据介绍，扣分选项涵盖了和干部

自身素养相关的方方面面。其

中，苍南将礼让斑马线、垃圾分类

等信息纳入管理备受关注。该负

责人表示，干部应该是礼让斑马

线、垃圾分类等新时代文明行为

的倡导、引领者，“未礼让斑马线

是一种不良示范，会给群众带来

不良影响。”据苍南县委组织部统

计，2019年以来有22名干部因未礼

让斑马线被扣分，其中两人扣 2分

以上被亮起黄码。

今后，“三色码”将作为苍南干

部评先评优、选拔使用、职级晋升

的重要参考。根据规定，黄码干部

将视情况采用取消当年年度考核

评优、取消后备干部资格等组织处

理方式，红码干部严重的将被降

职、责令辞职。

八小时外
哪些事不能干
苍南创新“三色
码”严管干部

本报讯
记者朱笑颖

今年计划完成有效投资6亿

元以上，其中 80%以上为民间投

资，涵盖智能制造、文化创意、

台湾青年创业园等项目；“无人

工厂”“黑灯工厂”、数字经济等

概念正逐步落地——当前，苍

南台商小镇正全力推进各个项

目建设，坚持以新基建增强新

动能，为苍南高质量发展创造

一个创新环境。

日前，记者在苍南台商小镇

入口处看到，小镇道路两侧绿草

如茵，不远处规划建设的小镇客

厅、台湾青年创业园、创客街区

等建筑拔地而起，小镇建设进展

明显。据了解，苍南台商小镇按

照“一厅两轴三心七区”的空间

布局展开，即小镇客厅、文化体

验和活力产业发展两轴、南北两

个城市绿心和区域商业中心、数

字经济核心产业（物联网）、特色

产业及配套等七区。其中，小镇

客厅是台商小镇十大重点项目

之一，集党务、政务、商务、旅游、

休闲活动等功能为一体，该项目

已于今年 5月 20日顺利通过主

体工程竣工验收，目前工人正抓

紧时间对小镇客厅内部进行装

修布展和配套设施建设。

小镇客厅项目负责人郑锦

告诉记者，今年3月份，苍南书城

项目落地在台商小镇客厅，并于

6月份开工建设，计划将于 10月

份对外开放。书城项目落地将

进一步推进台商小镇文化建设，

优化小镇营商文化环境，满足小

镇群众文化生活需求。

台湾元素是体现台商小镇

特色的重要元素，小镇内的两岸

新天地项目投资额超12亿元，占

地面积 5万多平方米，包含了创

客街区、台湾青年创业园等，是

集聚台湾元素的主要区块。其

中，创客街区是集休闲购物、文

化体验、商贸等为一体的城市综

合体，将引入台湾特色的贸易、

文创、时尚消费等市场主体，计

划今年10月份开业；台湾青年创

业园总投资 1.2亿元，目前正在

对接台资项目29个，意向资金达

35 亿元，已在当地成功注册 10
家。“强化台湾元素主要是为了

突出台商小镇的台湾文化特色，

并且促进两岸经贸合作，实现优

势互补，为本地产业提升发展融

入多元的理念、创意与模式，从

而增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苍

南台商小镇工程建设指挥部专

职副指挥施成义说。

2015年，苍南台商小镇被列

入浙江省首批 37个特色小镇创

建名单，是省内唯一一个对台合

作的特色小镇，规划面积 3.29平

方公里。结合区域优势、产业特

色、文化特色、旅游特色等要素，

我县计划将台商小镇打造成一

个集创新生产、旅游休闲、台湾

文化体验为一体的“产、城、人、

文”融合的生态科技新镇。

数据显示，近年来，小镇创

建已累计投入资金 40.6亿元，入

驻企业累计 160余家。今年，小

镇计划完成有效投资 6 亿元以

上，包括 11 个单体投资 5000 万

元以上的重点工程。到2021年，

小镇内特色产业占比计划达

70%以上、非政府投资投入占比

计划达到 80%以上。未来，台商

小镇还计划通过三至五年投资

建设，将自身打造成浙南闽东北

数字经济先行区及“产城人文”

高度融合的特色新镇，实现“无

人工厂”10%以上、“黑灯车间”

20%以上、智能制造50%以上、工

业互联网90%以上。

施成义说：“我们主要围绕

三个发展目标，一个是计划把台

商小镇建成“接闽连台”经济发

展新高地，第二个是建成苍南创

业创新新平台，第三个是“产城

人文”高度融合的科技新镇。同

时，在建设过程中，吸收、引进很

多台湾发展理念，让人到台商小

镇来，感觉到了台湾一样。”

“台商小镇”浓缩台湾特色风情
累计投入资金40.6亿元，入驻企业160余家

本报讯（苍南政法）近日，

全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百日

攻坚”大会战部署会召开。县

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杨德听，

副县长、公安局长潘旭光等参

加会议。

县扫黑办、县公安局分别通

报了我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反

电诈工作情况，县法院、县检察

院重点汇报了扫黑除恶工作存

在的问题、原因分析及下步措

施。据了解，2018 年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启动以来，全县上下严

格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县委决

策部署要求，做了大量工作，取

得了显著成效，

杨德听指出，在当前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决战决胜的重要阶

段，更要以百倍的精神和昂扬的

斗志纵深推进专项斗争各项工

作 ，确 保 实 现“ 三 年 为 期 目

标”。要提高站位，充分认识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对荡平基层政

治生态、净化社会毒瘤的重大意

义，对苍南百姓得享和谐安定生

活的重要影响。要讲透成绩，增

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信心，全

面梳理，及时总结提炼专项斗争

特色做法和先进经验，紧紧围绕

专项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加强

社会宣传，进一步增强群众的获

得感和满足感。要强化攻坚，完

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机制，

聚焦“交办线索查没查”“打财

断血净不净”“网伞关系有没

有”“案件审理结不结”“行业治

理行不行”“村社换届稳不稳”

“协调机制够不够”“宣传氛围

浓不浓”等八大问题，各司其

职、强化举措、协同发力，推动

专项斗争取得更大胜利，实现圆

满收官。

会议还部署了防范打击电

信网络诈骗等工作。

扫黑除恶“百日攻坚”大会战部署会召开

聚焦八大问题 实现圆满收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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