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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资讯 详见

闽清新闻网 www.mqxww.com梅 城 报 白 岩 山
历史长河奔涌向前。同样在这块闽江奔腾

不息、福建母亲河流淌而过的闽清，在新时代的
急剧变迁中，梅城从一座面溪的千年古城，开始
步向滨江的时代，以开放式的姿态，让一座崭新
的城廓矗立于闽江之滨，这就是近十年间新崛
起的这座梅溪新城。

这里是自古闽清一处特殊的地标，也注定
了它来日的繁华。

一千一百多年前，也许是气候的使然，这里
的溪畔江滨，傲雪凌霜之梅花犹喜在此繁衍生
息，江水浊而溪水清，这条注入闽江的清流，其
时溪的两畔有着十里梅花掩坪之景观，故被赋
予了梅溪之称。公元911年闽清设县时，梅溪流
经的最后一块盆地，城郭初成，即有了梅城之雅
誉。同时在溪口的闽江下沿之地，闽清远古先
民登岸的渡口，也是闽江流经境内滨江的一块
最大谷地（即今日开发中的新城中心区），亦被
称之为梅谷。与之正对面的江北渡头，历史以
来即以梅埔称之。梅之缘，千年所系。

历经一千一百多年的发展，梅城一直成为
闽清的县治，尽管是山区的小城，但作为闽清的
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同样是一应俱全，历经
兴衰沉浮。闽清城区地势先天不足，尤其发展
到近现代，逼仄之地弱势开始显现，城区公共用
地十分贫乏，商住区可供开发之地更是有限，尤
其是改革开放后个人住宅区私人建房的快速兴
起，向山、向溪要地，一座不足五平方公里的城
区，层层叠叠的建筑，城镇无规划先行，形成无
序的发展空间，让人们走进这座山城都感受到
了发展中的那份压抑。曾一时兴起感到壮观的
台山住宅区，就这样突破规划，在短短的几年间
就形成了现在这种格局。作为发展经济重要平
台工业规划区就更难有立锥之地。突破城区，
东扩南进，是改革开放后几代闽清领导人最初
的发展梦想。

也就是在改革开放初期，要快速发展地方
经济，各地都在建立工业开发区，呈热门发展之
势，渡口这块偌大谷地空间必然成了优先之首
选，这是梅谷发展的第一次机遇。闽清县成立
了宏达工业区指挥部，开展对外招商，成为第一
个县级开发的工业区。但由于整个谷地地势
低，闽江洪水每年数次会到达谷地中心，需要大

规模的开山填地，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才
能具备开发区的条件。每年大型招商活动，开
发商来也只能望洋兴叹，后只在谷边高地，由邑
人兴办了两三家形不成规模的建陶、铁件厂
等。由于无法投入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宏达开
发区经几年经营，即已夭折，后来人们就把宏达
开发区戏称为“洪水可以到达”的“洪达”开发
区。

梅谷沿江即是梅溪的渡口村，谷地周边还
有上埔和里寨村，渡口村是首当其冲，实际是一
处沿江的低洼地段，村民的住房、农田、果园千
余年来时时受闽江洪水淹没冲刷的困扰。1992
年7月7日，闽江遭受特大洪灾，渡口村灾情严
重，县、镇、村领导曾架着小船在村里抢救洪水
中受困的群众。渡口村几座百年老宅在这次洪
峰中轰然倒塌，洪水降落后全村一片狼藉。这
次洪灾牵动了省、市、县领导的心。1992年7月
12日，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与省委副书记
袁启彤来到渡口村察看灾情，慰问群众，并在渡
口村与镇、乡、村干部座谈，商讨灾后重建的规
划。渡口村新区整个规划实际上就始于这次灾
后的重建。几年后，当上省委领导的习近平副
书记，又来到渡口村，察看新区建设成果，让人
们深深感受到了他一贯持之的亲民爱民之风。
渡口新区的建设，也就成为今天梅溪新城开发
的前奏曲。

进入新的时代，梅谷的开发与发展机遇一
次次开始逼近。 闽清境内建设的第一条国道一
一 316 国道沿江而行，途经渡口村。1993 年闽
清打通了 316 国道闽清溪口至闽侯鸿尾 7 公里

“卡脖子”路段，使闽清至福州车程从原来的2小
时30分钟缩短至45分钟，闽清的交通区位优势

凸显，大大促进了闽清经济的发展。渡口这块
316国道边的梅谷空地，也开始更加引人注目。

新世纪初期开始兴建的福银高速公路，是
进入闽清县的第一条高速公路，从云龙、金沙设
立互通口，从云龙通过隧道直接进入梅谷上方，
为梅溪新城发展埋下了伏笔。福银高速公路于
2005年初全境通车，闽清至福州仅50公里的车
程，又进一步拉近了福州与闽清的距离。

闽江是福建的母亲河，闽清过去水运盛行
时，世世代代依赖闽江繁衍生息，闽清人曾经驾
着鼠船米船闯天下。尽管随着闽江航运、水路
的中落，但闽清人对闽江的意识未曾淡漠。记
得在“文革”期间，闽清人就有了推移台山，走向
滨江的梦想。进入新世纪，福州发展进入了新
的跨越，闽清作为大福州的一部分，必须发挥交
通区位的优势与潜能，融入福州半小时经济圈，
急迫地从梅溪时代向闽江时代迈进。

闽清县紧紧抓住机遇，乘势而为，首先提出
建设福银高速梅溪互通口。对于当时来说，福
银高速公路已在闽清境内设立云龙、金沙互通
口。其时正因为解决城区过境路问题，放弃了
设梅溪互通口的首选，利用建设316国道连接线
与云龙互通口对接契机，改善城区货运车辆的
通行。增设梅溪互通口经过不懈的努力，获得
上级领导的支持，成为我省在建高速公路新开
口的第一个项目。并于2014年9月28日正式通
车，到达福州城区仅25分钟车程，更拉近了与福
州的距离，使闽清纳入了福州半小时生活圈。

梅溪互通口的建成，燃起了闽清人开发这
片谷地，建立新城的激情与梦想。

要在一张白纸上描绘最新最美的蓝图，规
划必须先行。闽清之有幸，在新时代重要发展

节点上，省委从三明城乡规划局调来的陈铁晗
书记开始主政闽清县委的工作。她深谙城市规
划，强调规划一定要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
她 2011 年 6 月底到闽清后，不久就把梅溪新区
开发建设规划编制委托福建省城乡规划设计研
究院，进行新区的概念规划设计和控制性详细
规划设计。当年8月下旬，还委托福建省地质测
绘院对南部新区的基础性资料地形图，进行7.3
平方公里的地测测量，为梅溪新区规划方案制
定做了大量前期准备工作。从而凝聚各级领导
和设计人员心血的梅溪新城建设方案由此而诞
生。

这是一个恢宏的里程碑的建设大工程，是
改变闽清城区格局的大手笔，实现闽清城区由
面溪到向江的梦想，走向闽江时代。领导高屋
建瓴，干群众志成城。在新一届闽清县委、县政
府的领导下，闽清有史以来最大的开发建设项
目由此拉开了序幕。

2012年4月，梅溪新区开发建设指挥部正式
成立，全面启动新区建设。本着“为民建城、民
生至上、依法依规、和谐征迁”的理念，按照县十
二次党代会提出“举全县之力建设好梅溪新区”
的号召，动员全县各方力量，昼夜奋战，突破千
辛万难，决胜梅溪，并适时完成征安迁工作。同
时按照整体规划布局，紧密开展新城各项基础
设施建设。积极开展招商引资、项目策划定
位。先期的新区路网工程、防洪河道整治工程、
公园绿地景观工程、公共事业项目建设等同步
推进，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

十年磨一剑。梅溪新城历经二届党委、政
府的十年倾力打造，注入资金达 70多亿元，一座
崭新的新城，正按照中长远规划的宏伟蓝图，一

步步实现着走向滨江、开启闽江时代的梦想。
一座现代都市的崭新风貌正在这座江城形成。

如今漫步新城，新命名的街道井井有条，规
划有序；作为公共配套功能的科技、体育、游泳
三馆相继落成，尽展城市风姿；一个个商住楼盘
高楼拔地而起，参差错落，显示现代时尚；橄榄
湖亲水公园湖光潋滟，映衬着蓝天青山绿水。
依山瞰江，独具风姿的江城将走向更加美好的
明天。

梅溪新城的崛起，闽清大城关规划的初容
也开始显现。新城二通道的建成、礼乐时光隧
道的贯通，规划的28平方公里的大城关跃然而
出。大交通把梅城、梅溪、云龙大城关无形地联
结为整体。梅溪新城的“闽清新城区中心，山水
生态宜居城市”发展定位也将更加明晰。根据
新区的规划，现有梅溪新区总用地面积为11平
方公里，位于风景区的闽江两岸。目前梅溪新
城是第一期开发项目，用地为5.2平方公里。除
了商住区、五星酒家和学校、医院、文化等各类
公共配套设施，这里还将建成三个水体公园，两
个山地公园，目前已初具规模。新城北片在闽
江对岸，是第二期开发项目，规划用地5、8平方
公里，规划定位为高科技产业园及休闲度假区，
充分利用梅溪自然山水奇秀景观，体现“滨江、
显山、亲水”的理念。目前，云溪漫谷项目已落
地，是福州青马部落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在闽清
县建设的闽清最大的文旅投资项目——国际康
养小镇。项目地处闽清梅溪镇鳌峰岭，规划面
积5815亩。呈现以耕读文化为主题的稻香谷、
宝马艺术馆、古厝温泉酒店、首个康养文化村落
桃源村等。未来，这里还将融入独具闽清特色
的礼乐文化发展项目，规划创办礼乐文化研学
基地、礼乐文化产业创意园等等，打造一个“有
礼有乐”的特色小镇。

十年砥砺，十年奋进。今日的梅溪新区，正
依托闽江展奋飞两翼。梅溪新城与云溪漫谷，
南北交相辉映，正昭示着明天新区的开发将迎
来更加美好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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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世泽

那段时间，黄主任三天两头的给麻花
我们吃，小小个的，一口一个，香香脆脆酥酥
甜甜，一口咬下去，咔嚓……顿时，熟悉的味
道中，小时候的记忆又涌上了心头，那些甜
了记忆的童年时光。

麻花，我们本地方言叫做：火把，称为火
把确实很贴切，颜色像，形状像。火把是我
们那一代人小时候最喜欢的零食之一，说起

“阿蛮火把”，更是家喻户晓的品牌，在我们
渡口那一带，连着几个村（就现在新城那四
周），几乎没有人不知道“阿蛮火把”的吧。
虽然他家庭作坊里各类糕饼的产品很多，但
是最让人难以忘怀的还是火把，还有小朋友
们的最爱：“火把碎”。

“火把碎”，一提起这个名称，很多的画
面又一一浮现在我的眼前，“火把碎”就是碎
掉的火把，炸坏掉的、送货运输过程中碰碎
的、顾客挑剩下的，这些碎火把全部低价出
售，小学生们就是庞大的客户群，阿蛮糕饼
厂就办在自己家里，他家位置就在马路边，
离学校就几十米的距离，占尽天时地利人
和。

印象中，一个很熟悉的场景：骑着自行
车的阿蛮，穿着银灰色的中山装，戴着那个

年代的同色系帽子，慢慢悠悠地一步一踩
着，自行车后座上装满他家生产的各类糕
饼，有当时最流行的“五分饼”，“起码酥”，

“礼饼”，“广东饼”，“雪片糕”，麻薯（甘米
糯），还有我们最喜欢的火把，车后座箱子
里装着的，及两旁货架上箱子里的，都是要
批发到各家小卖部去的。对那个年代的小
孩子们来讲，去小卖部买这些糕啊饼的，是
非常奢侈的事，只有过年时才可以踏足小卖
部，所以，平时我们最热衷最经常做的就是
放学后，到阿蛮家去买“火把碎”。

随着下课放学的钟声飘荡在渡口小学
（三实小的前身）的校内外，一会儿工夫，一
群小精灵从校门口的坡一拥而下，那刹不住
的脚步就像离弦的箭一样，一个个憋红了的
小脸蛋，兴奋激动又渴望着，一下子冲到马

路上，以前的路上没有车水马龙，一辆车都
没有，他们以极快的速度冲过马路，继而一
窝蜂地涌进马路边的阿蛮家，准备买“火把
碎”解馋。叽叽喳喳的一群小精灵们，争先
恐后地挤在阿蛮身边，掏出皱巴巴的一毛纸
币，或破旧的五分硬币，一个个生怕被别人
先买走，就没有碎碎的火把可吃了。着中山
装的阿蛮，慈眉善目，永远都是那么一副慢
悠悠的动作，不慌不忙的神态，拖着慢悠悠
的尾调：慢慢来，慢慢来……，不用挤，不用
挤……，都有，都有……

你五分钱，我一毛钱，还有的也会买两
毛钱，平时大人给的零花钱，或考试名列前
茅的奖金，此时都即将变成嘴里的美食，一
个个垂涎欲滴，巴不得那碎碎的火把此刻已
经到了嘴里，咔嚓……咔嚓……，酥酥的，真

香，真脆啊！
阿蛮从来不会亏待小朋友们，最多人买

五分，一毛钱的，他抓“火把碎”抓得很顺手，
一抓一个准，小朋友们个个都很满足；有个
别买两毛钱的，阿蛮定会给他装满两个口
袋，鼓鼓囊囊的，小朋友还得掩着口袋走路，
生怕不小心给抖了出来；也有特嘴馋的买两
分一分的，阿蛮也从不让他们失望过，都会
抓一些放他手上，还会叮嘱一句：慢慢吃，分
着吃哈。遇到个别调皮的，趁着阿蛮抓“火
把碎”时，会叫“多抓点，多抓点”，然后慢吞
吞的阿蛮也总会象征性地又抓些小的，塞到
小朋友手里的同时，还会奖励一个板栗！

阿蛮火把，丰富了我们那一辈的小孩子
生活，不仅是我们的美味零食，还是我们的
精神食粮，香香的，脆脆的，酥酥的，甜了我
们整个的孩提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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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陈燕

元宵未过皆是年，这是传统
“年文化”的一种态度，而今年的
“味”更为浓重一些。三年抗疫，三
年艰辛，“防线”“筑牢”“坚守”“壁
垒”“静默”“距离”成了高频词，随
之疏远的有热闹、喜庆、欢聚，内敛
着、回忆着，滋生着。回味、期待、
复苏、释放、希望，回应这一切的，
是一场壮丽的烟火——元宵烟火。

春节作为一个隆重的节日，有
着丰富的构成。早到小年（祭灶），
稠在除夕，郑重于初一，延续在正
月，祈愿、团聚、庆贺、祝颂、走动、
聚合，揉在年夜饭、跨年、庙会、回
门、串门、聚会、社戏等一系列民俗
民行之中。但把春节一直抻到元
宵着实有些长了，农耕社会里，这
倒是一个农闲休整与娱乐消费的
好时节，但在现代，节奏提升了许
多，孩子陆续开学、工作先后重启、
务工也拉开序幕，人群的“各就各
位”在有条不紊中展开，年味日见
稀释平淡。在正月十五，再兴一个
高潮，是句号，是总结，是告别，是
展望，是开启，不亦宜乎？不愧为
几千年文明的沉淀升华和妥善安
排。春渐浓，月初圆，“年”到期之
际，元宵既为“年”的结束，又作为
一个相对独立的节庆，隆重、温暖、
完美。

元宵前夕，在小县城闽清的府
前广场安排了一场盛大的烟火。
夜幕甫降，持续了一个白天的立春
小雨，只余“时而三点二点雨”，早
就被人们的期许和热情蒸发了。
从溪口商贸街开始，折向联接高速
互通口的“六六大道”，再到宽敞的
府前路，两三公里内，车如龙、人如
水、城如沸，人山人海，与友结伴
的，同侪相约的，家人偕行的，不戴

口罩的笑脸，戴口罩的笑眼，都洋溢着过节的欢喜，流动着，汇
聚着，涌动着，数人、十人、千百万人，烟火的引线还在沉寂，人
潮中却酝酿着越来越浓郁的氛围。

广场核心处搭了一个舞台，已被围合成少数人的视界，更
多的人在人墙之外窥探、涌动。灯光闪烁，音乐时起，时有古
筝铮鸣、高歌嘹亮溢出，但掌声稀拉。人们忙着找空隙、见熟
人、等烟火。这儿真正热闹到壅堵，热烈到纠着，热切到焦虑，
让我们相信并期待着丰满的节味喷发。广播里主持人喊得红
红火火：“焰火即将升空，大家就站在原地，四处均是最佳的观
看角度”。人群高涨又凝固。一排扇形的光亮拉开夜幕，哔啸
声随风张扬，然后高空处闪爆焰彩、炸裂巨响，孔雀开屏、水母
扶摇、万花喷涌、天女散花、岩浆迸发、繁华漫天，震撼让人呆
滞、精彩令人词穷。人们腰后闪、头高抬，努力把身姿憋成朝
天的弓形，不知疲倦地仰举着手机拍录各个瞬间组成的过程，
一任空中的绽放，怒放到眼帘底处，闪烁在手机屏幕，植入到
人心深处。

回忆有点沉重，从那一年春节开始，我们放下延续几千年
的欢庆，面对一场严峻的考验，三年之后的同样时间，我们以
伟大的自律与牺牲获得了回归。喜乐平安、烟火繁华、热闹吉
祥，简单寻常，又是普世的期盼。而现在的“年”，丰厚的寄寓
与希望一道在人间、在心间重燃，我们立足的大地无恙，我们
处身的人群安康，我们凝视的天空高广，我们目及的烟火璀
璨，我们期待的明天广阔，我们向往的前景晴朗。一场轰动的
烟火，扫却霾、扫却邪、扫却不愉快，开放精彩，开放愿景、开放
美好。此刻、此情、此景，我们把年的味道、年的文化、年的美
好、年的祝祷、年的起点、年的向往，重新在心里好好安顿，而
后向前。

元宵来了，江南的春
铺开了；元宵过去了，我
们重新出发。请记得：人
间一场烟火，我曾开放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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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木萌芽春日知，民间元夕正熙熙。

街街龙舞挂鞭响，户户灯红稚子嬉。

相似童年曾乐事，不同今日已霜髭。

谁家人约黄昏后，何处柳梢明月时。

七律·闹元宵
○ 林洪谋

每当我们升国旗的时候，望着空中那
鲜艳的五星红旗，你的心是否与其一样的
炽热？每当我们唱国歌的时候，你的心中
是否充满对先辈的尊敬呢？每当我们面向
国徽时，你的心中是否充满对国家的热爱？

近来读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更能
体会党的伟大。在当时那个半殖民地半封
建的社会中，党为中国的独立与解放指出
了一条正确、光明的道路——马克思主
义。在当时中国远没有自己的敌人强大。
敌人拥有先进的武器和技术，而党拥有的
却是一颗坚定光明的心。也正是如此党才
能在艰苦的年代带领中国各族人民取得了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与社会主义事业的
成就。

《七律·长征》中有这么一句“大渡桥横

铁索寒”。泸定桥上只有铁索，桥下则是湍
急的江水，桥的对面则是虎视眈眈的敌
人。这种情况下，一个个红军战士站了出
来，一个接一个，以生命为代价，他们怀揣
着自己的一颗赤子之心，不惜牺牲自己的
生命为新中国的成立做贡献，为子子孙孙，
为人民的安居乐业献出属于自己的一份
力。

新中国的成立是无数先辈用自己的血

肉之躯和赤子之心换来的。更是党正确领
导的结果！正如那首歌唱的“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1964年10月16日 ，中国第
一颗原子弹引爆了；1967年6月17日 中国
第一颗氢弹爆炸了；1970年4月24日 中国
第一颗航空卫星“东方红一号”在酒泉发射
成功……越来越多震惊世界的成就让世界
重新认识了中国，认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
中国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进入 21 世纪，随着中国加入了
WTO（世界贸易组织），越来越多的中国
产品走向世界，短短二十几年间中国的
GDP总值从2000年的1.080亿美元到2020
年的超过100万亿美元。这一切都归功于
党的正确领导。

我们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应传承党的
精神与理念，在革命先辈们精神指引下让
中国更加富强。

（指导教师 包晓鸿）

红红红 心心心 向向向 党党党
○ 闽清县城关中学八年（14）班 罗泽清

学生习作学生习作

梅邑往事梅邑往事

正是风柔春去处，浮桥古巷人家。

满园嬉戏乐童娃。

升平歌舞，喜语笑喧哗。

灰廊黛瓦连闹市，风光旖旎人夸。

梅寒香溢自飞花。

桃源犹在，何以到天涯。

临江仙·溪滨春色
○ 刘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