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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人闽清县国有资产营运公司对
闽清县防洪堤36号（原34号）店面经营
权将举行公开招标活动。现就相关招标
事宜，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本招标项目位于闽清县城区防洪堤

溪滨公园，经营承包期 3 年。本次招标
按各宗场地的具体位置分项招标（详见
列表），报价最高的投标人为中标人，中
标人须按中标价与招标人签署具体的承
包经营合同。

列表：

二、投标人的要求及报名方式
投标人为企业或自然人（全国法院

失信被执行人或限制消费人员除外）；有
意参加者请于本公告刊登之日起5个工
作日内（每日报名时段：8：30 至 12：00，
15：00 至 17：00）持有效身份证原件、营
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到闽清县国有资产

营运公司办公室报名并缴交报名费100
元。

三、竞买保证金
经审核符合条件的企业或自然人应

于2023年4 月25日17时前（以资金实际
到账时间为准）支付竞买保证金至指定
银行账户。

四、公开竞标
闽清县国有资产营运公司拟定

于2023年4 月28日10时在公司办公

室进行公开招标活动，经审核满足条件
且已提交竞买保证金的投标人应准时到
场参加。

五、其他未详列事项，以现场文件、
通知为准，本公告的最终解释权为闽清
县国有资产营运公司。

公司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世
纪大厦九层

联 系 人：林先生
联系方式：13960899233

62301319
闽清县国有资产营运公司

2023年4月21日

招 标 公 告
我社现有一处资产拟予以出

租，诚招承租人。现将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位于闽清县东桥镇过洋
村桥头街105号（东桥供销社第四
层），面积220平方米。

1.租赁期限：1-5年
2.租金底价：年度租金 15960

元。
3.房屋租赁用途住宿、办公场

所。
4.投标保证金 5000 元，中标

后保证金转为押金。
报名及投标时间：报名日期

2023年4月24日—2023年4月29
日止，投标时间：另行通知。

联系人：余女士 13509336983
本次公开招租工作由闽清县

供 销 社 全 程 监 督 ，监 督 电 话 ：
0591-22332215

特此公告。

闽清县东桥供销合作社
2023年4月21日

招 租 公 告

标的

闽清县防洪堤36号（原34号）店面

总面积（㎡）
22.56

竞买底价（元/月）

1600

竞买保证金（元）

3200

《省璜镇志》已经出版发行。在编撰省璜教育志这
一版块时，虽然资料一样地匮乏，但经探访老教师，且
从《闽清教育志》等资料中搜集整理，对于解放后省璜
全镇的学校变迁，已经比较完整地记载在《镇志》中。
但对于解放后到1977年省璜独立建制为人民公社这
段时间里（1949—1977），在省璜中心小学担任过校长
的人物志，只能搜集到一鳞半爪，几乎空白，大部分已
遗失在浩瀚的岁月里。我从小学到初中都在省璜学校
就读，只经历过两任校长，黄顺熙校长和林从任校长，
1975年高中毕业后在省璜学校干过代课，主要是带球
队。那时是杨尚凤代校长。他们都为省璜的教育事业
作出过贡献。

校长，多么崇高的称谓，也本不该被人们遗忘。今
撰写此文，一为怀念这三个深入我心的校长。二也姑
且作为《镇志》的补遗吧！

“猫论”践行者 黄顺熙校长
黄顺熙校长，短小精悍的身材，黝黑的皮肤，俨然

一副农民模样。
1964年，我虚岁7岁，因妹妹及堂弟堂妹的出生，

奶奶无法带五个孙儿，就把不及龄的我推进学校（那时
没有幼儿园），提前上了小学。

记得一年级开学式上，就是顺熙校长讲话。他用
浅显易懂的语言，一口标准的坂东话告诉我们学校的
历史，然后告诉我们，要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争取科
科100分。

以后的每周一升旗仪式后，轮到顺熙校长国旗下
讲话，他经常讲我们学校历届的尖子班生如何如何，我
们才知道，我们省璜中心小学在那年代竟然出了那么
多尖子生，像卢先福、王焕然、邱传其、王国诚等等，在
我们幼小的心灵里刻上了他们的名字，我们也知道，要
以他们为榜样，读好书，争取也当尖子生，考上闽清一
中，为家乡争光，成为顺熙校长口中的骄子，名字在学
弟学妹们中流传。

可是到了1966年“文革”开始，整个省璜第一个挨
批斗的却是顺熙校长。高年级的那几个书读得并不怎
么样，但却非常活跃的大同学，率先将顺熙校长揪上戏
台批斗。那些大同学罗列顺熙校长的罪状很多，现在
大都已记不清了。但其中一条最大的罪状就是走“白
专”道路，也就是邓公的“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
好猫”。一味地教育学生读好书而不讲阶级斗争。顺
熙校长树的榜样中，有的学生还是地主、富农子弟。

那时候我只是一个三年级的学生，对那些“阶级斗
争”之类还不甚了解，但因为教科书中有《半夜鸡叫》等
文章，天然地对地主产生了仇恨，所以感觉这些批斗顺
熙校长的大同学说的也不无道理。于是也跟着这些大
同学举起了小手喊起了口号“打倒黄顺熙”。

不知道顺熙校长被批斗了几次。最后一场批斗会
刚开始不久，揭发者批判顺熙校长举“白专”旗走“白
专”路。发言正在进行中，就有一个大同学冲上台去，
按住揭发者，抢先讲：你们批判顺熙校长没道理，顺熙
校长教导我们要好好学习没有错，永远没有错。你们
过分了。

我们一看，这是那个叫郑其桃的六年级同学，他身
材高大，有股蛮力，他也是顺熙校长树的一个典型、标
兵。其桃同学家庭穷，与父亲两人相依为命，为了读
书，他白天上学，晚上要和父亲一道在沶里山头的深山
里烧炭，边烧炭边在炭窑旁就着窑火读书，所有的学习
用具那个一个黑呀！我们不止一次在学生大会上听顺
熙校长表扬他，要求我们向他学习，学习他艰苦奋斗的
精神。

顺熙校长在其桃同学的掩护下走下了批判台。望
着人高马大的郑其桃同学，那些批判会的主持者们也
只能面面相觑……

由于郑其桃同学的搅局，针对顺熙校长的没完没
了的批斗会就此戛然而止。这场批斗会也成了“最后
的晚餐”，此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顺熙校长，因为他已
调回了坂东继续当他的校长去了。自此，省璜失去了
一个好校长，善于培养尖子生、培养人才的好校长。

很多年以后（好像是1985年）的一天，我已大学毕
业在塔庄中学任教并担任了校政治处主任。顺熙校长
有事来学校，我们相遇了。经过二十多年，他还认得
我，和我说起了在省璜的一点一滴，一得一失，还是那
样的恍如昨日。后来他说：其实我也是他列入名册重
点培养的尖子生。这点我心里清楚，要不然二十多年
了，我从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成长为一个中学教师，
且都已走上领导岗位了，他还记得我？只是后来他又
说：你在我的批斗会上也举了手呼了口号是吗？一句
话，羞得我无地自容。后悔不能像郑其桃同学那样力
挽狂澜。其实，一个十岁的孩子，又能掀什么风浪？心
中能有什么是非标准呢？后来他又补了一句，其实那
么多我看中的学生也都在举手呼口号，我不怪你们。

顺熙校长丝毫没有责备我的意思，只是说那年头
有趣，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只不过是说者无意，听者有
心罢了。

在后来的侃侃而谈中，顺熙校长始终认为一个校
长必须要抓尖子，他也将毕业的心血耗在了这上面，使
我受益匪浅。

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初心，认定的方向、目标，
始终不渝地践行，坚守，且乐此不疲！

命不该如此 林从任校长
他是一个特殊时期的特殊校长，几十年来，在省璜

的教育史上颇有争议。
“文革”前，林从任校长就已经是塔庄中心小学的

校长，那时候的他，风华正茂，年轻倜傥。作为教育战
线的中坚力量，很受社会各界的尊崇。可那一场“运
动”，却改变了林从任校长的命运。

“史无前例”的开始后，各种“红色组织”如雨后春
笋般涌现。那是一个全民参与的运动，是一个没有逍
遥派、中间派的激情燃烧的年代。林从任校长自然也
就“揭竿而起”成立了属于他领导的“造反组织”，旗下

集中了一批他的小兄弟，大部分是小学教员，也有部分
企事业单位职工、干部和回乡知青。及至实行“革命的
大联合”而成立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他的组织在塔
庄地区颇具影响力，于是他被结合进了塔庄公社的领
导班子，担任党委委员（那时候实行常委制，委员人数
多，有几十人）、革委会委员，不久被调派到省璜学校担
任校长兼省璜大队党支部委员（当时戏称“一校长三委
员”）。

省璜学校是小学、初高中一贯制的刚改制的学
校。学制九年（小学五年，初高中各二年），学生从7岁
到20多岁，学生数达1000多人。这是省璜史上最大的
学校。

上任伊始，林从任校长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校
舍不够用。原来华侨捐建的青砖楼16间教室，除教室
外，楼上安排几间学生宿舍和教师宿舍。教师宿舍严
重短缺，大部分教师租住在老百姓家里。

好在林从任校长兼任大队支委，就由大队决定建
一个礼堂，楼上截成十多平方的房间作为教师宿舍。

师傅工和筑墙等，由大队派义务工；建材由学校自
行解决。于是，组织学生上山割草给砖瓦厂而换取砖
瓦；由大队划出一片杉林，由学校砍伐。那么多的木
料，就由学校的青年教师和高中的学生一根根地扛回
来。林从任校长总是身先士卒，走在前面，礼堂那几根
大横梁就是林从任校长带着青年教师和高中的大个子
学生，亲自抬着从山上挪回来的。

不到半年时间，一座硕大的土木结构的礼堂兼教
师宿舍建起来了。建校结束后，林从任校长专心抓好
学校的日常工作。在那“读书无用论”泛滥的年代，考
试制度早已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但在1970年初，
林从任校长毅然决然地宣布恢复考试，单元考、半期
考、期考照常进行。记得当时我上初一，数学老师坚持
每节课用10分钟测试上一节课的教学内容，使全校形
成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这在那个时期来说，林从任
校长的这个决定需要多大的勇气，冒多大的风险，多么
地难能可贵啊。因此，也为恢复高考后的省璜考生储
备了知识资源。

为配合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林从任校长组建了
省璜学校高中男子篮球队，自己还常常当陪练队员，陪
队员们练球，当教练的参谋。一时间，篮球队“打遍塔
庄无敌手”。

组织全校学生学唱“革命样板戏”唱段，培养文艺
人才。还成立学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每年的国
庆、五一等重大节日，都奉献一台歌舞节目，为那文化
生活、娱乐活动严重贫乏的年代增加一些喜庆。参加
公社汇演总是名列前茅；大型歌舞《歌唱祖国》代表公

社参加县汇演还获得第一名的佳绩。
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和“派性作怪”，林从任校长

也做出一些悖逆于教学规律的事来。比如，有一个师
大中文系毕业的教师，由于不同派，林从任校长硬将他
贬到小学五年级担任语文教师，而高中语文则由一个
高中毕业的民办教师担任。被贬的老师虽一肚子怨
气，但造福了那一届五年级同学。后来这个老师一直
跟着这个班的同学到高中毕业，确也培养了不少人才。

林从任校长虽然“帮派”思想严重，但对学生却能
一视同仁。记得初一时，班主任属意，同学们也一致推
荐我担任班长。由于我爸和林从任校长不同派，班主
任和我都担心我不会批准。不想过几天却批准了，不
过林从任校长亲自找我谈话，谈话内容基本就是要“斗
争”、“划清界线”、“重在政治表现”等等。自此以后，我
也就和林从任校长建立起了师生感情。

当了二年省璜学校的校长后，1971 年，林从任校
长就被借调到塔庄公社担任党委秘书，而省璜学校就
交由他一个小兄弟刘老师管理（代校长）。1976年“反
击右倾翻案风”时，林从任校长主持公社党委工作并担
任民兵指挥部总指挥。“四人帮”垮台后，林从任校长作
为“帮派头子”锒铛入狱，被开除党籍和公籍。直到八
十年代末，才落实政策恢复公籍，调往三溪学区从事财
务工作。

1997年的一天，在塔庄镇任纪委书记的我在街上
遇到从三溪回家的林从任校长。难辞我的盛情之邀，
师生二人在“阿弟嫂”饭店的小阁楼里把盏叙旧，几杯
薄酒下肚，老校长话也多了，回忆省璜的点滴，他感慨
万千。他说省璜老百姓真的好，盖了那么一座“危房”，
至今还念叨他的好；拆了两座庙，也就背后说说，而没
有过激行动。他说拆庙不是他的初衷，是兼着公社党
委常委的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主意，大家都有责任吧！
后来他告诫我，当了领导干部，手头一定要干净。他说
恢复工作时，县委落实办重点审查有无经济问题，如
有，那就“永世不得翻身”了。政治问题，那就维持“开
除党籍”的原判吧！

林从任校长成为古人已经十多年了。而就在他作
古前仍在为莲东小学添砖加瓦。这就是一个老教育工
作者的使命担当吧！如果没有那场“运动”，林从任校
长一定会是一个好校长。愿天堂平平静静而不再有什
么改变人生命运的“运动”。

亦师亦友 杨尚凤校长
2022 年底的一天，得悉杨尚凤校长未能抗过“阳

疫”而溘然辞世，心甚痛之。奈何自己也被“阳”在床上

发烧，无法参加杨校长的葬礼，惭愧！
回想我和杨校长交集的点点滴滴，至今历历在目

——
杨尚凤校长是在1969年省璜学校改制之时调来

任教的。“文革”中，杨尚凤校长属于闽清一中“红革会”
的，因写得一手好字，难免在“大字报”“简报”等出尽风
头。“文革”尘埃落定后，便因“站错队”被贬到了省璜学
校。一个堂堂师大中文系毕业生，曾经的闽清一中语
文老师，在省璜学校变成了“杂使”：有时担任高中政治
教师、有时担任音乐老师、有时担任体育老师、有时也
教学生画画和写字，就是没教过语文。由此也可见杨
尚凤老师确有才华，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多面手。

那时，我是小学五年级的学生，语文课是另一名师
大中文系毕业的陈老师担任，杨老师是我们的体育老
师和美术老师。

第一节美术课，杨尚凤老师那字一上黑板，学生们
个个目瞪口呆，那才叫一个美啊！杨老师字如其人，个
头偏矮，方正有加，主要是隶书和正楷两种。后来，我
们发现，学校里所有的宣传栏、黑板报都是杨老师刊
出，成了校园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很快，所有的学生
亦步亦趋，学起了杨老师的字体。一时间，学写字就似
一股旋风席卷了整个省璜，连社会上的一些人也在
学。为此，那个年代的省璜人都会写一手较好的钢笔
字，这也就是风靡省璜，至今令人们啧啧称赞的“杨
体”。

那年头上体育课，其实又叫军训课，天天就是“一、
二、一”练操。后来，不知道从哪个角落搜出一台破旧
的乒乓球桌，杨尚凤老师也就教起了乒乓球，差不多过
了半个学期，许是看出天赋吧！杨老师开始在下午放
学后单独为我授课。说真的，当时省璜学校乒乓球水
平最高的是杨老师，其实也是“三脚猫功夫”，杨老师是
削球打法，也就是正面正胶，反面用光板削球的那种。
他教授与我的，则是拉攻、搓球、推挡三技术，虽然也打
得有板有眼，在和其他学校的同学比赛中，且是赢少输
多。直到上了高中，在六中曹奋志老师的指点下，才有
了质的飞跃。不过因为这一段“乒乓缘”，我和杨老师
有了深深的师生情。

那年头，“城头频换霸王旗”。杨老师在省璜学校
也经历了几起几落，1975年“整顿”时，短暂地当过“代
理校长”，直到恢复高考之后，杨老师才调到闽清六中
（今塔庄中学）任教，真正发挥他语文老师的功能和作
用。

1980 年，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届毕业生，我被分
配回省璜中学担任语文教师。初出茅庐，更是兢兢业
业地做好本职工作，能在学生面前显露显露我那尚有
几分形似的“杨体”而感到得意自豪。

1982 年暑假，在家休息的我突然迎来了杨老师，
他已担任了塔庄中学的副校长，与他同行的还有书记
兼校长许泽曹先生。有客来，自是一番沽酒备菜，忙得
不亦乐乎。可许、杨两位校长却躲进我的书房，翻看了
我的教案、学生作业等等。但事后并不加以评论。自
在觥筹交错中结束了这场造访。

不曾想新学期开学，一纸调令将我调到了塔庄中
学。虽然我对已有感情的省璜中学83届初中学生依
依不舍，但“君命难违”，只能俯首听命了。

报到后，许、杨两位校长找我单独谈话，他们坦白
说那次造访是考察我，然后到教育局把我“挖出来”，他
们也知道当时我的困难：孩子即将出生，本来一家人其
乐融融地在省璜，现在却成了“两地分居”。他们叫我
克服一年，明年争取把我爱人也调出来。然后他们叮
嘱我好好干，发挥自己的才能，带好初二的一个班。杨
校长还私下里跟我说：要好好地克服你锋芒太露的缺
点，要以争取入党为目标，他表示可以当我的入党介绍
人。

两年辛劳，一朝收获。1984 年中考，语文学科平
均分数跃升全县第三名（在一中、昙溪之后），成为史上
最好。我被评为县优秀教师；被县进修校列为语文骨
干教师；入了党，他真的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同时，提拔
担任了校政治处主任，走上了更重要的岗位。那年我
才27虚岁呢！

两年后，许泽曹书记不再兼任校长、杨副转正了。
昔日的师生，从此成了上下级，同在一个班子里共事。
杨校长让我主抓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同时做好办公
室工作，并做好他的助理。他有事离开学校时，由我主
持校务工作。、

有的老师说：你的字那么像阿凤老师的，现在又是
他的助手，以后你也可以签“同意付出，杨尚凤”啊！看
他能不能辨认出来！我说我实在不敢，我那“假”怎能
乱了“真”！

教师篮球队要参加镇里的比赛，球衣要印标识和
号码，奈何杨校长去市教育学院学习。于是我就大胆
地写下了标识“塔庄中学”四个字拿去印了。球衣穿出
来后，有的教师评论说：杨校长这几个字写得差了，可
能写字时情绪不好吧！有知情者告诉他，这是邱祥写
的，不是杨校长的。那老师惊讶地说：邱写的，那这次
写得太好了。足见我的“杨体”和杨校长的差距有多
大？我敢以假乱真吗？

80年代末，杨校长调任城关中学党支部书记。便
开始鼓动我调城中办公室，并和我一起找过教育局黄
局长。黄局长说这有点难办，因为我的后面还有当教
师的爱人，不可能专为你们搞调动，想进城还是找其他
门路。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被调到县纪委办公室
工作，这是后话。

杨尚凤校长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对我来说，失去了
一位良师益友，因为他于我不但有师生之情，同事之
谊，更有伯乐之恩，诤友之义！

校 长
○ 邱 祥

闽清自古是农业县，盛产稻米，特别是位于
梅溪中上游的坂东、塔庄、省璜等镇，地势平坦，
良田千顷，乃是一方稻米之仓。一些殷实人家累
有余粮，便会成为陈谷子，发生贬值。丰裕也会
带来苦恼，但创意总在破解问题中产生。温饱无
忧，何不美食？解决余粮的方式之一是酿酒，把
颗粒变成饮料，把温饱变成陶醉。但从能源转化
率的角度来看，这是很大的浪费，尤其是丰裕有
限，节俭保险。为此，闽清人选择了“不爱酒缸爱
粉干”。

用生产粉干开辟余粮的出路，这个创意出自
闽清塔庄。塔庄旧称七都，史传黄唐中状元后在
家乡建了雁塔（已堙灭），故名塔庄。如果把闽清
的母亲河梅溪按落差分成四级，塔庄就处二级省
璜向三级坂东的过渡地带，海拔350-250米之间，
以小丘陵与平地为主，昼夜温差较大，故而生产
的水稻品质优良。茶口则是塔庄与坂东之间的

“过龙山”，也是梅溪通廊的风道所在，风口效应
明显，对晾晒有着特别的优势和效果。且该地蕴
藏丰富的优质矿泉水，“茶口古井”就因泉水甘洌
清甜而得名的。闽清茶口乃是为粉干预设的毓秀之地，它的自然环境和地质
条件一经激活，便是粉干摇篮。南宋嘉定年间，当地大宗林氏先祖在茶口生
产加工粉干谋生，因其工艺独到，生产出的产品“外观洁白匀长，内质细润柔
韧，久煮不糊不断，食之爽口，隔餐不馊”，遂成名品。

在闽清，茶口粉干已成为百姓居家必备良品，当地曾有“无粉不成席”的
说法。传统食谱有“泥鳅灴粉干”“煮粉干”“炒粉干”等，更有“葱头粉”。那
么，我们一起把闽清粉干“做”起来吧。闽清粉干是中粉，直径约1毫米，得先
将它用开水煮软。另一边可以将泥鳅用油和蒜头爆炒去腥，加入芋子和糟菜
煮成汤底，再把煮到可以轻易捻断的粉干加入，煮到软透并入味即成，如果加
入一点红酒，更能把味道提升一个境界。这是闽清人的中秋宴保留菜目哦！
煮粉干是小吃店的便民餐，以丝瓜、肉丝和花蛤起汤底，再加入捞好的粉干煮
透，喜欢味道重一点的，可以在出锅后加入糟菜、榨菜，再点上葱花、胡椒，一
份鲜香生色的热餐就做好了。炒粉干则是讲究火候的，将熟粉干加入炒制好
的肉丝、菜芯、鸡蛋、洋葱配菜中，一起翻炒到均匀即成，加点酱油更能提色增
香，吃起来别有一番涩鲜喷香之感。葱头粉则是指定配方，一如炒粉干做法，
无非把配料简化为葱头一味，让葱香充分透入粉干之中，连葱带粉趁热吃，最
好能逼出汗花来，不仅别具风味，还是治轻风寒感冒的妙膳！

一方水土，一方文化，一方饮食。如
果你喜欢粉干，建议你选茶口出产。力荐
的理由，就因为它自宋的古早味和茶口风
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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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邑建始，后梁乾化，玖壹壹年，
位八闽东，福州十邑之名邑，东邻闽
侯，西靠尤溪，南依永泰，北枕古田，
一千四百余方里土地，廣袤膏腴，三
十二万多人民勤劳智慧，地灵人杰，
人才辈出。梅水逶迤，贯境东流，溪
水清而江水浊，故名闽清，古溪岸遍
植梅，简称梅城。全境山峦起伏，森
林綠翠繁茂。山城之邑，独具魅力，
八闽岳祖白岩山雄姿乃南宋理学家
朱熹题赞，巍峨峻拔，雄峙西南，更有
名山，白云山脉，柯洋仙峰，梧洋尖、
笔架山、莲花峰、四维山千米山峦三
十峰。闽江穿流，水口筑坝，电站明
珠，华东居二。群山环抱，綠翠葱郁，
山清水秀、孕育郎才！古今贤俊，代
有人杰，北宋景祐状元有许将，南宋
释褐状元有黄唐，诗界英才白玉蟾、
箫德藻，乐壇巨匠有陈旸，道家羽客
葛长庚，佛教名僧古月朗，开辟诗巫
黄乃裳，侨界领袖推尊港主，撞舰英
雄黄乃模，忠肝烈胆，民族英豪，破译
密电码池步洲，国难显英才，肝胆专
家院士吴孟超，享誉国際，商界巨子
黄双安，拥称印尼木材大王，乐助公
益慈善事业，乒球国手陈子荷，世界
体壇夺冠为国争光。 商企人才辈
出，池园电瓷业重镇，白樟白中陶瓷

业闪亮，坂东大镇箱包厂企星罗棋布
各地，东桥表业品牌称霸一方。 文
旅胜揽礼乐文化二陈纪念堂，宏琳厝
古宅规模堪称民居魁首，四乐轩格局
矩范乃闽省之光，虎丘黄氏六叶祠宏
构名冠八闽之首，七叠温泉度假雄居
高山胜地第一，黄楮林自然保护区独
一无二，温汤美浴寓其中增添神秘暇
思，美菰林场树木名区，葱茏蓊郁一
派森森天下，省璜娘寨独存古老深山
之魅，垒四方卵石而成寨，展当年老
妇人精明强干，坪街闪庐寨，下杭品
亨寨，全县大小寨，寨寨尽显梅邑古
建内涵。更有梅菜名吃，茶口米粉
干、精制酸糟莱、清脆香橄榄，列为县
品三宝，省璜香糟鸭，池园柯豆腐,下
祝名肉滑，臭枳茶灴猪脚，泥鳅糟菜
煮粉干，三鲜蛋燕太平宴，还有米白
粿、芋头粿、米冻粿，粿粿传承乡风民
俗，彰显农家劳动智慧创造！ 颂当
今党中央好政策，美丽乡村遍地开
花，红色基地宣扬其中，赞如今国运
昌隆，百姓笙歌，足食丰衣，国富民强
奔小康，高铁互联网时代己来临，新
世纪中华民族必定崛起復兴，伟大祖
国一定更加繁荣昌盛！

闽 清 赋
○ 黄斐伟

花香自有蜜蜂来 红豆 摄

往事如歌往事如歌 食话食说食话食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