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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苍南 7创作

（一）

雨一直下

是树叶摇摆的影子

是思绪飘飞的心事

忘了忧伤，身处一方

任凭时间多么匆忙

你为自己驻足江南

留一片心灵的遐想

静静的夜晚

聆听音乐一遍遍循环

倾诉内心一次次疲倦

一个人的世界

放纵，流浪

零星的小雨夹杂着泪水

街角的路灯模糊了视线

聊起文学，你曾胸有成竹

却终日被忙碌的生活

掩藏在孤独的角落

说起缘分，你曾相信永远

为何遇见的路口

擦肩而过

化作一扇扇记忆的窗

（二）

穿梭在城市与城市之间

伴随白天与黑夜的路上

你习惯了，一个人的孤单

无数个红绿灯口，等待

日复一日的光阴

哪儿才是终点，哪儿才是起点

忘了到达的地方

终须留下了什么

知音，难觅

伸出手，便是信任

你把生活的难处

毫无保留地倾诉

告别，没有理由

或许，你已习惯

以后的路上，一个人的孤单

把永远成为远方

（三）

有一段故事，算不上动听

那个云雾蒙蒙的清晨

与你漫步山间的小路

静听，落叶沙沙

却未曾察觉，你思绪万千

朝着清风徐来的方向

一只手轻轻按住了树桩

枝叶遮掩着你的视线

感叹人生的惆怅

我笑而不语，就在你的身旁

家乡的地图刻在了石板上

深深浅浅，畅谈历史的远方

一草一木，落叶归根

枯枝在你手中，划出岁月的波澜

我不慌不忙，记住了你的模样

后来没有后来，故事只剩一个人的

故事

最后分别的路口，还记得

留下的微笑，是你送我最好的礼物

刻在心底，偶尔回忆的时光

（四）

在记忆里翻箱倒柜，找寻沉封已久

的共鸣

只感觉那年的冬雨下得有点儿着急

而至于我们匆匆过客，仅存着一首

诗的故事

故事里，是蔓延花开的倔强

故事里，是触动心灵的轨迹

仿佛激起千层的波澜，读你一语惊

人中，越发生生不息的光芒

原来我们一直相遇文字，与灵魂对

话

不随远去的远去，惟有感谢网络

还有一个真实的你，曾经给我赞美

和鼓励

那些从我生命中消失的人（组诗）

华夏雪

说起去海边，我想很多人都会觉得那是件快乐

的事。就在前几天炎炎烈日下，我亲身体验了拾螺

打海蛎子的乐趣。

坐在外孙电动车后座，沿着山路七弯八拐的开

了约半个小时到达目的地。

刚好退潮，一看赶海的人真不少，他们和我一样

带着桶或袋子前往海滩。海滩上裸露出大片礁石，

远远望去，这些石头上面布满斑斑点点，迫不及待地

靠近一看，上面竟然全是密密麻麻的野生牡蛎，夹杂

在牡蛎壳中间的是很多小小的青螺小海螺等，它的

壳上竟然生长出了海青菜。我发现几乎所有的礁石

都被牡砺占领，每一块礁石上都有它们的身影，完完

全全被它们给覆盖了。

牡蛎也叫海蛎子，是一种奇特有趣的动物，是固

着生活的。刚出世的幼蛎，能在水中自由游泳，但当

它们遇到合适的环境，就开始寄生在岩石或其他坚

硬的海中物体上，变成不会爬动的动物，终生营固式

的生活。

牡蛎有两扇贝壳，形状千姿百态，贝壳的颜色跟

周围礁石的色彩很相似，青灰色灰绿色黄褐色等中

间还夹杂着色彩斑斓的条纹。

外孙他喜欢抓螃蟹，得到滩涂上抓。我呢，因为

不知道该如何弄海蛎子，只好在礁石上抓青螺，没多

久就泄气了，青螺虽多感觉长得太小了，抓起来一点

兴趣也没有。起身往前走，手中拿着螺丝刀却不知该

如何在海砺子身上下手。猛然间，看到一位大妈蹲在

礁石上耐心的用特制的专门工具一个一个砸壳取海

蛎子，再看旁边的盆里，差不多快满了。真过瘾。

我猛得打了个激灵，我怎么不学她的样，也试着

弄弄看能否也可撬下来弄出海砺子。我找了块上面

覆盖很多海砺子的礁石，也蹲下身细心地寻找，用一

字形螺丝刀对准海蛎子磕了下去，海蛎子掉了下来，

壳却碎了。我重新再磕，小心翼翼的，终于撬开了它

的壳，只见一个软乎乎、白亮亮的饱满的贝肉出现在

我的眼前，我轻轻地把肉弄到桶里。因为我的视力

差，总是把头尽量的靠近石头，虽然很累，但看到这

密密麻麻的海砺子，感觉过瘾。

不知不觉地我又转到刚才的那位大妈身边，看

大妈撬海砺子动作熟练，就知道她定是靠海吃海的

人。大妈见我笨手笨脚的，笑着问我哪里人？我说

是蒲城人，“一猜就知道肯定不是海边人，第一次来

这里吧。”，“是的，没抓过这些海货。”这时大妈弄得

海砺子差不多一大盆子快满了，少说也有四斤。“你

每天都来吗？”我问。“退潮就来。从小生活在海边，

可以说一辈子和海打交道，不知不觉中对海有种亲

切的感觉，看来我已离不开这海了。”大妈有所感触，

好像对海充满无限感情。

天依然热，天依然很蓝。海风吹过，海面起伏不

定。阵阵海风带着海腥味拂过我的脸，吹乱了我的

头发，吹鼓了我的衣角。站在这儿真好，我可以望望

天，看看大海，看看远处的船儿，听听海风，在礁石迎

接风浪的一面，海蛎子丛生的礁石上磕着海蛎子，多

有趣。

我半蹲半站附身礁石前，每磕到一个海蛎子我

就异常高兴，起身舒展一下，感觉腰酸背疼的，像是

一次又一次无力的折磨。那像大妈半蹲半立那么久

依然腰杆棒棒的，丝毫不感觉累的样子。

几天前，看见街头摆小摊卖海蛎子的大妈不小

心打翻了盘子，撒了一地的海蛎子，大妈差点哭了。

辛辛苦苦打来的海蛎子本想卖些钱，没想到一分钱

也没赚到，只好勉强拾起一些还能吃的海蛎子。

忽然间，我听到海水“哗哗”声，站起转身往后

看，发现海水开始涨潮了。外孙正提着桶子招呼我，

他满身是泥，满脸笑容，再看看他今天的收获，果然

不错，抓了半桶螃蟹，在桶里努力地爬啊爬，再看看

我打得海蛎子，真想笑，只打一小撮，数也能数出

来。心想:下次来一定要打多多的。

当我离开爬上岸回眸时，海水已满到岸边，“哗

哗……”涨潮声一阵又一阵抚摸着坚硬的礁石，此起

彼伏……

第一次打海蛎子

易 木

一叶扁舟，是那么的古典、那么的

诗意。细细咀嚼之，就能从静泊的悠

远意境中，品尝出醇厚、隽永的美感

来。

扁舟一叶诗几许？烟波千里吟咏

多。在中国的文化里，扁舟承载太多

太多的意象。

——载着“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

舟”的愉悦。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

流。洗完衣服的姑娘们欢声笑语的穿

过竹林回家，渔船顺流而下，水中的莲

叶跟着摇曳。好不轻松惬意！

——载上“惊起一滩鸥鹭”的野

趣。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

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划船划得

够快的，把水鸟都惊起来了。

——载着“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

意。两岸猿猴的啼声不断，回荡不

绝。猿猴的啼声还回荡在耳边时，轻

快的小船已驶过连绵不绝的万重山

峦。

——载上“谁家今夜扁舟子？何

处相思明月楼？”的思念。哪家的游子

今晚坐着小船在漂流？什么地方有人

在明月照耀的楼上相思？可怜楼上不

停移动的月光，应该照耀着离人的梳

妆台。

——戴着“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

无人舟自横”的恬淡。春潮不断上涨，

还夹带着密密细雨。荒野渡口无人，

只有一只小船悠闲地横在水面。晚潮

加上春雨，水势更急。而郊野渡口，本

来行人无多，此刻更其无人。水急舟

横，船夫也不在，只见空空的渡船自在

浮泊，悠然漠然。

——载上“春雨断桥人不渡，小舟

撑出柳荫来”的惊喜。绵绵的春雨过

后，河水猛涨，桥被冲断，人们无法过

河。正在为难的之时，你看，一只小船

从浓绿的柳荫中悄然驶来了。

——载着“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

乡”的率真。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

塘。一个住在横塘的姑娘，在泛舟时

听到邻船一个男子的话音，于是天真

无邪地问一下：你是不是和我同乡？

他乡听得故乡音，且将他乡当故乡，怎

不令人喜出望外？！

——载上“逢郎欲语低头笑，碧玉

搔头落水中”的痴情与娇羞。菱叶萦

波荷飐风，荷花深处小船通。采莲姑

娘碰见自己的心上人，想跟他打招呼

又怕人笑话，便低头羞涩微笑，一不留

神，头上的玉簪掉落水中。

……

一叶扁舟的诗情画意，总是令人

回味。

扁舟一叶、竹竿一根、鸬鹚一排

……江南水乡渔民放鸬捕鱼的图景仍

历历在目。渔民用长长的竹竿在水面

轻轻一击，伴随着悠扬飘忽的一声韵

歌，波光粼粼的水面忽然有了动静，鸬

鹚应声入水，片刻间就带回了战利品

……

谁又曾忘记？小时候，乡下大小

河边常见的一景：一大群鸭子在水里

戏水，在鸭群旁边有一叶小舟，小舟的

一头坐着一个人，或抽着水烟，或双手

作枕仰面而躺……远远望去，有水，有

人，有鸭，有舟，有静，有动。

人生如一叶扁舟，撑船的正是你

我自己——载着梦想，载着坚强，载着

善良驶向前方，不要去载那些人世间

无明的愁、无聊的恨、无谓的欲。

一叶扁舟，时而驶向风平浪静的

港湾——当小舟历经风雨磨难，拖着

琳琳伤痕返航归港时，港湾为它抚慰

伤痕；当小舟经过不懈努力，满载着收

获欣然返航时，港湾为它感到由衷自

豪。

港湾始终为小舟敞开怀抱，当小

舟停泊在港湾的时候，安宁和温馨就

占有了全世界！

家是这样。一个温馨幸福的家，

永远是你远航归来、避风休养的宁静

港湾。

心情是这样。一个整天忙碌的

人，需要港湾休栖、整理，明天继续出

发。

悦目也是这样。一叶舟是一首

诗，需要有诗心。

老师多么像一叶叶扁舟，载着学

生“启航”，驶向知识的彼岸、智慧的海

洋。

父母多么像一叶叶扁舟，载着子

女“远航”，在前行的航线上克服一切

的困难。

书本多么像一叶叶扁舟，载着每

一个求学者，学海无涯苦用舟。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

浪”，那是信心的使然！“轻舟已过万重

山”，那是克服困难后的快意！“沉舟侧

畔千帆过 病树前头万木春”，那是何等

的乐观豁达！

人生真如行驶在汪洋中的孤舟，

随风雨起起伏伏，摇摇摆摆。有触礁

之时，有搁浅之时，甚至有如鲁滨逊般

被抛掷在一个荒岛。中途也有可能会

翻船，至少也会晕船……然而，只要坚

持不懈，就能抵达梦想的彼岸！

一叶扁舟的诗情

□ 金秀秀

激扬新时代温州人精神

大讨论 大 实 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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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朱笑颖

昨日上午，县政协主席林森

森、副主席李晖华率部分县政协

委员和卫健、体育、司法、科技、

科协等部门，走进宜山镇开展

县政协 2020年“六下乡”委员走

进基层、走进群众集中服务活

动。在现场，实在且接地气的

活动服务到了群众心坎上，集

聚了大量人气，受到大家的热

情参与和点赞。

以送卫生、教育、法律、文

化、科技、体育为主要内容的“六

下乡”活动，已成为县政协服务

基层、服务群众的特色品牌。活

动现场，县卫健局、体育局、司法

局、科协、科技局等部门，为宜山

群众提供了义诊、科技咨询、垃

圾分类宣传、法律答疑、种子和

科普书籍发放等多项惠民服

务。在义诊服务区一侧，医护人

员免费为群众提供内科、外科、

中医等多科医疗检查，医生看诊

后开出药方，群众就可以到临时

“药房”免费取药。在县科技服

务台前，一批又一批群众围上来

领取白菜、茼蒿、番薯等种子，也

有群众在现场咨询法律政策。

陈阿婆高兴地告诉记者，自己今

天拔了罐，还拿到了免费的种

子、纸巾、水杯、法律和科普书

籍，非常开心。她希望，这样的

活动，今后能多办几场。

林森森指出，开展“六下乡”活

动，最关键的是要做到“送服务、听

意见、转作风”，更加自觉地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不断推

动“六下乡”活动更加深入、更有

成效。送服务，要真正送到基层

群众的需要处，确保所送服务让

基层群众真欢迎、真受益；听意

见，要真正听到基层群众的知心

话，切实在融入群众中真帮实扶、

真学受教；转作风，要真正转到经

得起群众检验上，让基层群众在

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质量高水平

的服务，更有实实在在的获得

感。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理念，充分利用“六下乡”这

一活动平台，发挥政协智力密集、

联系广泛的优势，整合各方资源，

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倾心倾力办

好民生实事好事，切实增强基层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活动中，林森森慰问了宜山

镇部分环卫工人，为他们送上电

饭煲和慰问金。此外，县教育局

向宜山二小赠送书籍500册，县卫

健局赠送价值 5000元的防疫物

资，县旅游和体育中心捐赠价值

15万元的篮球场设施。当天还开

展了文艺演出、健康讲座、番茄种

植技术培训、名师示范课堂、爱心

助学、《民法典》法制讲座等“六下

乡”活动，可谓是“干货满满”，充

分满足了基层群众需求，大大提

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

县政协开展“六下乡”活动

为群众送去“及时雨”
本报讯（记者 林明明）日前，

中农发集团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

副书记万军一行来到我县，就三合新

村康养文旅项目、中魁村美丽乡村建

设、霞关美丽渔港建设等进行调研。

县政协副主席于春华陪同调研。

调研组一行来到灵溪镇参茸市场

和浙闽台水产市场，对其建设管理情况

以及市场综合体打造给予高度肯定，并

表示，参茸市场“无中生有”的特殊运作

模式值得借鉴；浙闽台水产市场地理

位置优越，产品远销全国各地，价格更

是优势明显，有着极大发展空间。

在马站镇中魁村，调研组实地

参观了四季柚智慧农场展厅、四季

柚采摘园等地。走进四季柚智慧农

场展示中心，该项目依托该村特色

农产品四季柚和大数据、“物联网+
VR”等前沿科技，将推动农产品到

农商品、农旅品的转型升级融合的

做法让调研组眼前一亮。同时，中

魁村以美丽乡村建设为契机不断提

升村容村貌、加强文化产业深度融

合，更让调研组看到了发展潜力。

来到霞关镇，在对半书房、海边

民宿等文旅产品和项目走访考察中，

调研组十分看好老街历史底蕴挖掘

的潜力，以及渔港开发建设的发展空

间，认为霞关经过充分开发打造，将

有望成为海港休闲度假旅游胜地。

当天，调研组一行还前往矾山镇福德

湾老街、朱程故里、三合新村等地，在

直观感受世界矾都的历史积淀，详细

了解矾山的城镇概况和发展蓝图后，

调研组对矾山发展充满了期待。

调研组在全面直观地了解我县

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方向后，希望进

一步搭建巩固双方合作桥梁，寻找机

会开展诚信友好合作，实现互利互

赢，共同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中农发集团来苍调研

寻求合作良机
实现互利共赢

本报讯（记者 方耀星）昨日上

午，县民政局与工行苍南支行签约

建立“互联网+民政+金融”的政务

服务体系战略合作关系，成为打造

智慧民政先行先试县又一有力举

措。副县长曾迎玲参加签约仪式。

据了解，签约后苍南工行将进一

步加强与民政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在

线上、线下的业务合作，为该行社会

组织客户的拓户渠道夯实基础。未

来五年该行将在最多跑一次、智慧民

政、社区治理、社会组织、殡葬改革、

养老服务、慈善事业发展等领域深入

合作，强化对民政事业领域的信贷支

持，全方位合力打造建设“浙江南部

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县”。同时有力

助推苍南民政事业创新，更好地服务

人民群众，服务社会经济发展。

近年来，县委县政府始终将推动

民政事业发展、保障基本民生摆在重

要位置，狠抓各项工作落实，保持了民

政事业持续加快发展的良好态势。各

级各部门和广大民政工作者奋力推动

民政各项事业取得新成效，连续4年获

评全省民政考核先进，被国家民政部

列为基层民政工作蹲点调研地。

会上，县民政局和工行苍南支

行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社会

组织登记管理金融服务合作协议》，

并联合桥墩镇签订《打造桥墩镇民

政事业高质量发展示范镇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

政银合作推动
“智慧民政”升级

本报讯（金新新 夏涵）近

日，我县以“共建森林城市 共享

健康生活”为主题开展森林城市

建设主题宣传活动，进一步推进

国家森林城市创建工作。不少

居民通过此次活动认识到，日常

生活中就可以参与创建森林城

市，让自己的生活环境变得更加

美好。

在县城文化广场活动现场，

居民黄先生带着女儿参加宣传活

动。女儿趴在桌上绘画，黄先生

则参加森林城市建设相关有奖竞

答活动。“这次我带着小孩参加这

次活动，让她从小就培养好习惯，

小手拉大手，一起共创建。”

“我们主要想通过广场宣

传，提高公众对创建国家森林城

市的知晓度、支持率，力争 2021
年创成国家森林城市。”县林业

事业发展中心林业技术推广站

站长周文培介绍说，我县现有林

地面积 100 万亩，森林覆盖率

56.12%，是全省林区县之一，并

已获得“浙江省森林城市”称

号。从 2018 年开始，我县参与

国家森林城市建设，目前已完成

33项创建指标中的21项。预计

到 2021 年，我县将初步形成青

山环绕、林城相彰、林水相依、林

路相衬、林居相嵌的城市森林生

态系统空间格局。

我县开展森林城市建设主题宣传

共建森林城市 共享健康生活

“追求卓越、守正出新、富于

创造、大气包容、美美与共、奋斗

奋进”，新时代赋予温州人精神

新内涵。县水利局作为县政府

重要的民生部门，激扬新时代温

州人精神，就是要践行习近平总

书记新时期治水方针，奋勇争

先，攻坚破难，统筹推进水资源、

水生态、水环境、水灾害治理，充

分发挥水利在经济社会发展中

的基础保障作用，为苍南建设

“重要窗口”贡献水利力量。

一、坚持追求卓越，加快补
齐苍南水利短板

近年来，苍南水利交出了年

度考核“三连优”的优异成绩单，

农村饮用水达标提标工作更是

走在全省前列。站在新的历史

交汇点，我们要坚持一流标准，

自觉对标对表“重要窗口”“争先

创优”新目标，加快补齐苍南水

利短板。一是加速水利工程建

设，高质量做好水利发展“十四

五”规划，加快实施江西垟平原、

江南垟平原骨干排涝工程、海塘

安澜工程、中小流域治理等建

设，着力补齐防洪排涝能力不足

短板。二是加强水利行业监管，

全面开展节水行动和最严格水

资源管理，加快实施水利工程

“三化”改革，强化水行政执法

和工程质量、安全生产日常监

管，着力补齐水利行业监管弱

化短板。三是深化水利改革创

新，谋划实施跨区域水利工程

管控、“三化”改革、节水机制、

数字化转型等创新项目，形成

一批质量高、可推广、可借鉴的

经验做法，力争更多工作走在

全市乃至全省前列，创出更多

“苍南水利样板”。

二、坚持美美与共，全力办
好水利民生实事

扎实办好水利民生实事是水

利人干事创业的历史机遇，更是历

史责任。一是推进全域美丽河湖

建设，实施美丽河湖建设三年行

动，推进河道水系治理和生态调

水，推动“美丽河湖”建设向“幸福

河”迭代升级，惠及更多苍南普通

百姓。二是强化农村饮水安全保

障，全面完成农民饮用水达标提标

三年行动任务，新增完成达标受益

人口20万，使全县农民饮用水达

标人口覆盖率提升至95%。三是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实施水文

基础设施能力、小流域山洪监测预

警能力、水工程调度能力、水旱灾

害防御信息化能力等提升行动，加

快推进存量病险水库山塘除险销

号和小流域山洪灾害防治，提升水

利防灾减灾能力。

三、坚持奋斗奋进，努力锻
造苍南水利铁军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事业是

实干出来的。我们要强化实干

导向，注重干部专业素养能力提

升，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苍

南水利铁军队伍。一是强化政

治担当，持续巩固主题教育成

果，深入学习新时代治水思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精神，

坚决贯彻落实各级决策部署，夯

实思想根基，强化政治担当。二

是建设“清廉水利”，扎实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严格落实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强化机关内部制

度建设和刚性执行，加强重点领

域风险防控，全力推进“清廉水

利”建设。三是持续改进作风，

建立健全作风建设的长效机制，

强化实干导向，坚持以上率下，

始终做到“一级做给一级看、一

级带动一级干”，带领干部深入

一线、深入基层、深入工地，察真

情，解难题，强攻坚。

（县水利局党委书记、局长陈宗灶）

奋勇争先 创出更多“苍南水利样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