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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苍南要闻

县纪委：12388
县公安局：68710135
县资管办：68708528

全县招投标市场
专项整治举报电话

本报讯（记者 林超群）9 月

19日下午，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黄

锦耀主持召开县十届人大常委

会第22次主任会议，听取县政府

关于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情况的

报告等。

截至目前，在食品生产流通

领域，我县共有食品生产经营单

位 18585 家，其中食品生产企业

190 家、食品小作坊 189 家、食品

流通单位8853家、各类餐饮单位

8512 家、相关产品企业 197 家、

餐饮具消毒企业 3 家、农产品规

模以上生产主体641家。目前经

省专家组的初步审核，我县以高

分排名全省前列，顺利通过了省

级考核验收的暗查暗访环节，通

过省食安委的现场评估。

此外，在药品和医疗器械领

域，我县共有药械生产经营使用

单位1862家，其中药品生产企业

5 家、医疗器械生产企业 7 家、药

品批发企业 3 家、药品零售连锁

总部 5 家、药品零售企业 467 家、

医疗器械经营企业 571 家、药械

使用单位 768 家、农贸市场中药

材经营户36家。

黄锦耀指出，食品药品安全

涉及千家万户，关乎民生福祉，

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严

格对照规定要求，坚持问题导

向，查找薄弱环节；要完善部门

联动机制，确保部门之间的监管

链条无缝对接，形成合力，将食

药安全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要

加大打击力度，加强对重点领域

的监管，对社会普遍关注、群众

反映突出的问题要持续发力，严

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让人民群

众饮食用药更加安心。

会议还听取了县法院关于

要求增加人民陪审员名额的议

案、县政府关于学前教育工作和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情况报告，

听取讨论了县人大常委会调研

组关于苍南县“十三五”规划纲

要实施终期评估情况、农村生活

垃圾减量化资源化专项资金绩

效评价情况的调研报告等。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参加

会议，副县长肖剑、曹丹艳列席

会议。

黄锦耀主持召开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

严厉打击违法违规 确保饮食用药安全

本报讯（通讯员 陈丹丹）清

廉苍南我知晓、清廉机关我参与、

清廉承诺我担当、清廉干部我示

范……昨日，苍南行政中心清廉

建设宣传展板前，机关党员干部

纷纷签订承诺书并转发朋友圈，

积极宣传并参与清廉机关建设，

争当勤廉干部。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县

委“清廉苍南”建设的决定，全面

提高机关党建质量，推动全面从

严治党向纵深发展，9 月 6 日，县

直机关工委印发《苍南县直机关

深入推进新时代清廉机关建设实

施方案》，明确任务要求和工作步

骤。在 9 月 15 日的全县“主题党

日”学习会上，县直机关工委专门

要求县直各单位学习讨论清廉机

关建设实施方案，及早制定本单

位的工作方案，专门成立督查

组，对当夜的学习讨论情况进行

检查。

9 月 20 日，结合“爱廉日”主

题活动，县直机关工委多措并举，

重点宣传清廉苍南、清廉机关建

设，联合县新闻宣传中心在《今日

苍南》上刊发“清廉机关建设要

求”公益广告，联合县机关事务管

理局在行政中心大厅大屏幕上播

放“清廉机关建设十六字要求”。

在县行政中心会议中心旁以“清

廉苍南我知晓”“清廉机关我参

与”“清廉承诺我担当”“清廉干部

我示范”四个展板宣传清廉建设，

引导党员干部微信转发承诺，现

场还赠送毛巾，寓意清廉让生活

更美好，进一步扩大清廉机关建

设的影响力和参与度。

县直机关工委多措并举

推进清廉
机关建设

（上接1版）
此后，“松山青年”延续众筹

模式，结合当地特色，以松山古道

为切入口，并融入红色元素，连续

成功举办了四届花节。

四届花节的举办，吸引数万

名游客前往南山头村观光旅

游，这个原本无人问津的小山

村就此进入大多人的视野，也使

得原来“花开等花谢”的栀子花，

一下子成了交相争宠的“新贵”。

抓住机会，青年们统一包装

栀子花干、栀子花饼、栀子花白

茶等一系列栀子花产品，并冠以

“松山青年”的品牌。

近年来，凭借着生态、人文

等特色资源优势，南山头村逐渐

形成融合农产品加工和旅游观

光的绿色产业链。农户也因此

实现创收致富，他们每户每年可

以增收三千元至五千元。

红色基地、栀子花节逐渐打

响了南山头村的名气。村子一

改过去的没落模样，各地游客纷

至沓来，还有大量的外来人员进

村参与举办旅游节日、开发红色

主题活动。

除了外村人进村，南山头本

村村民也出现回流现象。村委

会主任王世奏就是回流村民的

一员。他放弃电信高薪工作，回

乡后便一头扎进建设村庄的浪

潮里。

和王世奏一样，回村的“松

山青年”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都

花在了建设南山头村上。

为了让村民们有个更为舒

适的安居环境，回村后的青年们

首先展开村容村貌的整治工

作。在经过现场调查反馈后，他

们发动各方力量成功修缮了 30
余户破旧房子。修道路、捡垃

圾、治劣水……在他们的努力

下，面目一新的村子显得格外清

爽怡人。

正如南山头村青年许琪为

松山写的《松山之歌》那样：“美

丽松山你是我的家乡……砥砺

奋进建设幸福家园”，这个偏远

的山村因为“松山青年”重新焕

发出了勃勃生机。

松山青年与南山头的故事松山青年与南山头的故事

松山歌响
——没落村庄重焕生机

本报讯（记者 黄允祺）9
月19日，第十二届杭州文化创

意产业博览会在杭州滨江白

马 湖 国 际 会 展 中 心 拉 开 帷

幕。作为温州馆的承办单位，

苍南以“温州矾矿——世界矾

都矿山涅槃”为主题，以矾山

镇作为背景，以明矾为主要元

素，一展这方土地和人民“涅

槃”腾飞的精神状态和决心，

以及苍南人敢为天下先的创

业创新精神。

走进温州馆，一座棱角分

明的山脉和结晶体翅膀构筑

的“涅槃”腾飞的场景便十分

吸人眼球。矾石、矾珠、矾塑

等结合现代工艺的地方特色

产品逐一呈现，携着精美绝伦

的工艺水平，一展矾山工业文

化的深厚底蕴，令人深刻感受

到具有 600 多年传承的国家工

业遗产所散发的独特魅力，让

前来参观的市民们眼前一亮，

印象深刻。

此外，现场烹制、新鲜出

炉的矾山肉燕更是不可缺席，

在博得众多市民前来品尝后，

独具特色的世界矾都招牌美

食果然不负众望，得到了大

家的一致好评。博览会上，

与矾山颇有渊源的著名歌唱

家蔡大生也来到了展馆，与现

场市民们共同品鉴工业文化

之魅力，并不时为来往观众进

行介绍，客串起了展馆的“代

言人”。

县 委 常 委 、宣 传 部 长 林

森森在展会上表示，作为苍

南诸多文化中的璀璨明珠，

矾山深厚的炼矾工业文化独

具一格，给人留下了深刻的

“矾都记忆”。近年来，矾山

镇大力实施“文化立镇、旅游

兴镇”的发展战略，取得了一

系列卓有成效的成果，矾矿

“申遗”的步伐越走越快，发

展 旅 游 的 转 型 之 路 越 走 越

宽。他指出，此次以苍南矾

矿 元 素 承 办 温 州 馆 展 出 任

务，是对矾山工业文化价值

的充分肯定，必将为世界矾

都拓展知名度、助力矾山文

化旅游业发展添上浓墨重彩

的一笔，对塑造“浙江美丽南

大门”形象起到积极作用。

据了解，杭州文化创意产

业博览会连续成功举办十一

届，已成为全国四大重点文化

会展活动之一，以满足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要求，

集中展示国内外优秀文创成

果。本届文博会以“融-创意

城市·美好生活”为主题，采取

“主会场+分会场、展会+高峰

论坛+专业指数发布、线上+
线下联动”的办展模式，设有

国家主题展区、创意生活展

区、文化科技展区、工艺精品

展区、产业融合展区、艺术创

新展区等 8 大展区，邀请 40 余

个国家和地区近千余件作品

参展，从 9 月 19 日开始持续办

展 5 天 ，展 示 及 活 动 规 模 达

12 万平方米，是国内外文创

爱好者不可错过的一场饕餮

盛宴。

营商环境
投诉微平台

若你发现我县党员干部

在涉企审批、执法过程中存

在以下行为：吃拿卡要、不依

法（依规）办事、选择性随意

性执法、违规在企业搭股经

商、推销指定产品或服务、不

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破坏营

商环境问题，可以拨打电话

“12388”或扫描下方二维码

进行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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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桥，诠释着一方水土一方人的文化内涵。古桥之
美，不仅在其功能和造型，也因其早已在长久的生活中演化
最美的一道弧线。古桥经过风吹雨打，经历岁月洗礼，虽然
沧桑但屹立不倒，千年不腐。本版将陆续为大家介绍苍南
的42座古桥。

苍南古桥

周功清

江浙向有农历七月三十日（或廿九日）在

地藏王菩萨圣诞之时“扦抛香”的习俗。

俗传农历七月三十日（或廿九日）是地藏

王菩萨圣诞日。地藏王菩萨发鸿愿，要度尽

地狱众生，于是身藏地狱深处，且只在圣诞日

开眼。民间据此于地藏王圣诞之日晚，在地

上遍插棒香和蜡烛，称“地灯”，并在屋檐下悬

挂“抛球”（“抛”系柚子的方言谐音），柚子上

也插满棒香，以寓为地藏王照明。我们这一

带的风俗略有不同，除了插地香，最有意思的

就是“扦抛香”。

在我们儿时，此风俗仍盛。时令将到秋

天，“秋米抛”正熟，各家便到乡下摘柚子，挑

选了青黄皮的，表面光洁的大柚子，寻来棍

子，削尖一头，插入柚子。找不到合适棍子

的孩子，干脆拔掉扫帚柄，当作扦抛香的棍

子。一到傍晚，吃过饭，大人往往会帮助小

孩在柚子上半部均匀地插满棒香，有的则在

柚子顶上再插上蜡烛。讲究些的人家，还

会在门口摆上水果、糕点等祭品，盛放在米

筛上，并点上香烛。大人往往专注于在屋

前屋后遍插地香，以祈求消灾得福，故多地

把此风俗又称为“插地香”。小孩自然惦记

着“抛球”，地面坚硬，往往插不牢。我记得

那时母亲会拿一把凳子，侧放着，将“抛球”

插在上面，于是，家家门前香光荧荧，香烟

袅袅，街巷间散发着虔诚的气氛。然而，孩

童则不太耐烦，往往拔出“抛球”，举着在街

上游走，同伴看到，纷纷效仿，于是，街上便

有一群群小孩，高高举着“抛球”到处游走，

还念着童谣，气氛热烈。彼时胆小的我，也会

加入这群队伍，到处奔跑。待到夜深香尽，才

各自兴尽回家。

此风俗渐渐式微，偶有人家会在此晚“扦

抛香”，小孩多不晓是何事。七月三十日，藻溪

老街民众自发组织，各家各户扦其“抛球”，老

人小孩尤为积极，让这个被遗忘的风俗红火了

一次。可惜街上小孩过少，难于再现昔日盛

况，当于来年作为发扬传统风俗的契机，让居

住在城里的人家带着小孩回老街过一过此节

俗，多受传统风俗的熏陶。

扦抛香

陈秀丽

中秋又近，几日前在杭城

某医院门口的店铺里，竟看到很

多老家的大月饼，仿佛又见儿时老家的

夜空高高悬挂的圆月。这是我在杭城生活二十

多年来第一次在店铺里看到老家的月饼。一个

个又大又圆的月饼，装在精美的透明包装袋里，

一层层叠满柜台。老板操着一口地道的“温普

话”（温州普通话）向我推销，顿时倍感亲切！

老家的月饼，据说最早是在明清间由闽南

传入浙南，是我至今所见过的最大、最有料的

大月饼。饼的双面铺满香香的白芝麻，皮薄馅

厚，大小规格都有，最小的直径也有一二十厘

米，大的则如小脸盆，再加上馅料很足，竟有几

斤重。馅料也颇特别，有十多种食物捣碎混

搭：花生米、瓜子仁、冬瓜糖、葱花、肥膘肉块、

还有蜜枣桂圆等各种红红绿绿的果脯肉。皮

裹馅塑型后一经烘烤，葱香、猪油香、果脯香

……多种香味扑鼻而来。向来不爱吃肥肉的

我，却独爱月饼馅里的肥膘肉块，很精致的一

小方块，油光白亮，带点葱香，轻轻一嚼，牙缝

间便挤出丝丝香喷喷的油汁来，油而不腻，回

味无穷，味蕾顿时感到很满足。果脯肉偏甜，

自从对甜食失去兴趣后，基本不吃果脯肉，只

挖肥膘肉块吃，每次好好的一个大月饼，总是

被我挖得“千疮百孔”。馅里这种肥膘肉与果

脯肉的另类混搭，至今只在老家的月饼馅里见

过，至于肥膘肉是如何混进果脯“家族”的，一

直没整明白，也许有其特别的由来。

按老家的习俗，每年中秋节，外婆便会给

未成年的外孙们买好多月饼做为中秋“八月

半”大礼。寓意出嫁的女儿，一家团团圆圆，外

孙们都要福分圆满。于是，每到中秋节前夕，

兄妹们便翘首盼望外婆快点来。外婆平时省

吃俭用，靠干点农活和捞点海货积攒点零用

钱。这点零用钱大部分是花在我们这些子孙

辈上，平时从来没有空手来我们家的。尤其中

秋节前，拎上大月饼，几个女儿家跑个遍。母

亲明知我们早已垂涎欲滴，却总是要等到月亮

爷爷上山后，讲一段嫦娥奔月的故事，再不紧

不慢地点上一簇香，供上大月饼，跪拜天地神

灵，感谢神灵保佑苍生平安和顺。母亲说：举

头三尺有神明，人要是干坏事，老天爷都看得

见……同样的道理：积德虽无人见，行善自有

天知。母亲总是教育我们要做个心地善良的

人，年少的我们对于“神明之说”一直半信半

疑，但善根无疑已经种下了。母亲一番虔诚的

祈愿后，才拿出

刀具，将大月饼等份切开，

这时我们才可以痛痛快快地吃。供过天地之

后的月饼，似乎有一种神秘和神圣，吃起来也

别有一番味道，感觉很安心。看着我们美美地

享受，母亲总是一脸的满足感，好像那些美味

跑错地方了，都跑进她的肚子里去了。

成年成家后，外婆也老了，送月饼的光荣

使命便由父亲接力了。父亲爱吃大月饼的缘

由和我一样，也是喜欢那带点葱香味的白膘肉

块，喜欢程度更甚于我。哪家月饼店的月饼做

得地道，他就往哪里赶，每次都要买好几个，和

亲朋好分享着吃，有时甚至当饭吃。有他吃

的，必有我吃的。每年中秋节前，只要月饼炉

一开火，他就赶紧去买几个热乎乎、香喷喷的

大月饼，通过快递寄给我，生怕身在异乡的我

吃不到老家的月饼。先生和儿子都吃不惯这

种咸甜混搭的“怪味”月饼，所以每次都是我独

享。他们总是很诧异：这样的“怪味”，我竟然

吃得津津有味。显然，他们无从体味这种情

结，乡情也好，亲情也罢，只有长久离乡的人才

能深切体味。几年前，父亲走了，月饼的香味

也越来越远了，不知何时，飘进了记忆里，只可

追忆……

“月是故乡明”，月饼当然也是故乡的大，

总觉得老家的月饼才是真正的月饼，真正像个

大圆月，大得有气魄、有力量，有如家乡人的大

气和深厚。如今，在杭城也能买到老家地道的

大月饼，我却毫无欲望，或许是因为没有可以

分享的人了，或许是因为我生命的圆月从此不

再圆，总之，不太想吃。只想将这份美味封存

在记忆里，封存在父亲那暖暖的怀抱里！

老家的月饼

杨 勇

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便抱着我

在村子里教打鼓。

结婚是农村最热闹的喜事，喜事

一定要敲锣打鼓。打鼓的都是毛手

毛脚的盟兄弟，叼着上游牌或者大前

门牌子香烟，嗓音像鼓一样粗，却连

一四七、三六九的节奏都不会，小伙

子毕恭毕敬地给父亲点烟。父亲给

他们指指点点，一边嘴里念着＂咚、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让盟

兄弟们跟着他的节奏边念边敲。约

摸半包烟的工夫，父亲会撸起袖子亲

自上场敲鼓，鼓声咚咚，在夜色中特

别清脆。

父亲看到我发困，便抱起我，说孩

子要回去睡觉了。这时候盟兄弟会给

父亲一个红包、一包香烟，还把剩余的

半包香烟给了父亲，客气的主人家还

会把一包食物塞到我的手里，说是给

小孩吃的，父亲也不推辞。

这包食物成了全家人第二天的菜

肴，炸花鱼、鱼饼、丝蚶、牛肉混杂在一

起，在饭锅里蒸个半烂，特别鲜甜。

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

吃到这么鲜甜的盘脚(冷盘）了。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乡政府严控

农村结婚大操大办，似乎就没有人来

请父亲教打鼓了，农村结婚酒宴照旧，

只是不敲鼓，乡政府也就睁只眼闭只

眼罚款了事。

父亲打鼓有多好，我并不知道。

听人说，有一年我们这小村子几十人

在父亲带领下到金乡护城河划龙舟，

护城河里到处是龙舟，有陈姓、林姓、

黄姓等大姓村子的龙舟，小姓村子都

把龙舟泊在岸边，那个年代划龙舟往

往会发生冲突。

我老家村子小，整个村男女老幼

总共才二百多人，壮年男子不超 50
人，大多以划船卖砖瓦砺灰为生，因此

男人们有力气，个个都是划船好手。

父亲突然擂起龙船鼓，男人们不

得不划起桨，逐渐向河中央的龙舟靠

近。

“要斗龙船了!”岸边的人们高兴

地喊叫起来。

河中央龙船的鼓声粗起来，大姓

村子龙船上的男人们看过来，逼视着父

亲这个打鼓指挥的男人。

父亲的鼓声突然激越，钝响的节

奏中带着加花，这是最能鼓舞人心的，

岸边的人们鼓起掌，父亲骄傲地击鼓，

划船的男人们越来越兴奋，一溜烟地

从其它龙舟中间掠过！

父亲，这是我骄傲的父亲。

虽然那天没有发生宗族械斗事

件，但当晚，村里的老人们都来埋怨父

亲。

……

九十年代，我读大学的时候，政府

已经严控划龙舟，父亲竟然在某一天

清晨去“擂祠堂鼓”，村里的老人们都

来责怪父亲，镇里的警察也来到我家，

但村子里的后生们都很支持，毕竟村

里已经有30多年没有划龙舟了。

年轻人都没有划过龙舟，我正好

实习回家，母亲叫我也去试试，父亲让

我坐船头，这样可以省一半力气。父

亲那天让年轻人敲鼓，他陪坐在我旁

边，我知道父亲怕我落水。

去年夏天，我回老家吃饭，突然有

村民来催父亲去敲鼓。母亲说村里有

只小龙舟，年轻人天天缠着爸去敲鼓，

母亲一边说一边埋怨，说父亲累感冒

了，不去了。我也大声嚷道，老人家

了，还打什么龙船鼓，千万别把身子骨

弄坏了。

其实，我很想听听父亲打鼓。

当父亲挨过了江海山河，挨过了

蹉跎岁月，父亲老了，父亲无力打鼓

了。我知道父亲心里有个角落，不能

击打，一碰，就痛彻心扉。

打鼓的男人

位于赤溪镇湖井村溪边，建于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东西向横跨湖

井村内溪，为单孔石梁桥，桥墩处用块石垒砌而成，上置横锁石，桥面并排

直铺四根桥板，桥通长4.95米，宽1.68米，距离水面4.4米，桥板厚0.25米，

南侧刻：“大清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吉旦 首事……”等字，字口12*12厘

米，北侧刻捐助者姓名，字口3*3厘米。桥梁位于信智至马站的古道上，

西侧桥头传有一拜官亭，到此“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现为苍南县文物保

护点。

中溪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