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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药监局领导到我县调研疫情防控药械监管工作
本报讯（蔡江龙）  10月13日至14日，省药监局党

组书记、局长俞开海带领省药监局厦门药品稽查办、
省药监局注册与审批处、省药监局综合与财务处主要
负责同志一行到我县调研疫情防控药械监管工作，听
取基层药品药械监管意见和建议，考察医药企业生产
经营情况。代县长沈顺来参加座谈。

在听取我县工作情况汇报后，俞开海充分肯定了
我县疫情防控药械监管工作的措施和成绩，指出要着
力做好疫情防控，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各项工作要求，
市场监管部门要发挥职能作用，帮助解决企业复工复
产中面临的问题，要加强质量管控，抓好医用物资应
急保障；要着力强化药械安全日常监管，紧紧围绕群

众最关心的防疫药品、医疗器械安全，打击非法渠道
采购、无证经营、哄抬物价等行为；要着力促进药械
和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优化营商环境，支持鼓励企
业研发创新、助推药械和药材产业发展能力；要着力
提升药械监管人员专业素质，通过进行线上线下培训、
选派专业人员等方式，提高队伍专业素质，充实基层
监管力量。

调研组一行还前往莆美市场监管所、漳州市天健
医药有限公司等地，了解我县药品监管工作、队伍建
设以及医药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副县长汤永坚及市、
县市场监管局领导分别参加调研活动。

市领导到我县调研推进秋季粮食生产工作
本报讯（朱淮杰）  为确保秋季粮食丰

产丰收，副市长兰万安深入东厦镇（福建省
粮食产能区）示范点，调研水稻、毛豆、玉
米、甘薯等生产基地，详细了解秋季粮食生
产、农机推广、农业机械配置等情况，现场
协调解决农户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代县长沈
顺来、副县长蔡权城一同参加调研活动。

兰万安对农户以机械化作业助力规模化
种植的做法给予肯定，强调要扛稳粮食安全
重任，不误农时推进秋粮生产，大力提倡推
广有机肥，全力抓好粮食生产稳产保供。

兰万安要求，要整合用好扶持政策，结合推广科技特派员制度，精心组织开展社员技能培
训，建立完善运行管理、利益分配等机制，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发展、联合起来竞争，带动农民
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要落实强农惠农政策，把国家的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落实到位，切实调
动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及时把粮食生产补贴、农机农具购置补贴等资金落实到户；要加快农业
“五新”推广步伐，切实发挥技术在现代农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提高农业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要落实秋季粮食生产服务，强化部门协作，紧密配合，为秋季粮食生产提供优质服务，形成抓好秋
季农业工作合力；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强技术指导，提升农业服务水平，巩固和提升粮食生产能力，
确保粮食增产、农民增收。

我县迅速传达学习贯彻市党代会和市委十二届一次全会精神

本报讯（郭扬）  10月10日下午，县委书记蓝良木
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专题传达学习贯
彻落实市第十二次党代会和市委十二届一次全会、市
纪委十二届一次全会精神，把全县的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市党代会精神上来，坚定信心、下定决心、勠力同
心，全力以赴抓好贯彻落实，奋力谱写富美新云霄现
代化建设新篇章。

蓝良木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按照这次市党代会的
精神，与市委保持高度一致，认真贯彻落实好市委、
市政府的各项决策部署，抢抓机遇，迎头赶上。一是
深刻领会、精心组织，掀起学习热潮。要深刻学习领
会，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党代会部署要求上
来。要广泛宣传发动，全面推动市党代会精神进农

村、进企业、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要做到
统筹结合，把学习贯彻市党代会精神同党史学习
教育、“再学习、再调研、再落实”活动，同落
实县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同开展“产业发展项
目建设年”活动和“六比一看”竞赛结合起来，
推动市党代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二是找准
定位、突出重点，抓好贯彻落实。要着力推动产
业发展，紧扣市党代会决策部署，坚持把发展经
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做大工业、做
强平台、做精服务业、做优环境，促进产业协调
发展；特别是围绕做大做强清洁能源、电子信
息、食品制造等三大主导产业，围绕打造“一县
一业”特色，加快形成百亿级清洁能源产业集
群，打造漳州能源新高地。要着力提升城市文

明，以人民满意为根本，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抓
手，以宜居宜业宜创为目标，壮大城区规模、完善城
市功能、提升治理水平，着力规划好、建设好、管理
好、运营好城市。要着力促进乡村振兴，坚持把解决
“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推进农业高质高效、乡
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尤其是零容忍、零死
角、零增长抓牢农村“两违”图斑整治，采取疏堵结
合的方式，规范农村建房审批和用地管理，奋力实现
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三是党要管党、从
严治党，提供坚强保障。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在思想
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要激励担当
强队伍，树立“凭能力用干部、以实绩论英雄”选人

用人导向，坚决摒弃“大概、差不多、过得去”的模
糊思维，弘扬爱拼才会赢的闽南文化精神。要正风肃
纪明底线，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向基层延伸。四是抓实当前、干
在实处，完成全年工作。要以学习贯彻市党代会精神
为契机，冲刺全年目标任务，树牢“敢担当、想做
事”精神，发挥好“关键少数”表率作用，争当“想
干事、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不出事”的表率，
在对上争取资金、推动竞赛活动和经济指标排名晋位
等工作中群策群力、奋发有为；要戴着口罩抓发展，
常态化抓好疫情防控，时刻紧绷疫情防控这根弦，奋
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要认真抓好
村级换届和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注重增进民
生福祉。要抓好招商引资工作，紧趁民营企业发展大
会热度，充分发挥产业发展顾问、招商大使桥梁纽带
作用，走出去抓招商、跑资金、强对接，带动更多外
出乡贤返乡投资兴业。要谋划明年工作，既要学会
“低头赶路”，也要学会“抬头看天”，争取更多资
金支持，争取更多项目纳入上级总盘子。

会上，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郭明
星传达市纪委十二届一次全会精神，并提出初步贯彻
意见。

沈顺来、施仲达、林达祥、林意纯等县委、县人
大常委会、县政府、县政协班子领导成员及调研员；
县法院院长、县检察院代检察长、红树林管理局局
长；各乡镇（开发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县直单位
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调研组一行了解我县药品监管工作、队伍建设以
及医药企业生产经营情况

县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现场

本报讯（通讯员：林建伟）  10月8日上午，总投资
5347.6万元的列屿镇核电大道（Y260）道路工程项目在完
成各项手续报批后正式举行开工仪式。

核电大道（Y260）道路工程位于列屿镇城内村，是对
原乡道Y260进行改建。道路设计等级三级，设计总长约1.
552公里，路基总宽度20.5米，双向四车道标准。建设内容
包括路线、路基路面、交通安全工程、桥涵工程、给水工
程、照明工程、通信管道工程及其他配套设施工程。道路
建成后不仅为核电项目建设通行提供方便，还将完善镇村
路网系统，为列屿镇经济发展“锦上添花”。

下一步，列屿镇将加大服务力度，严把质量关，帮助
协调解决工程施工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全力推进核电
大道建设，争取建成一个精品工程并早日竣工投入使用。

红树林：金秋迁徙季  候鸟如期至
云霄县漳江出海口的红树林像一张巨大的绿毯，树梢随着海风摇曳，起起伏伏宛若波浪。涨潮退潮间，小

蟹攒动，鸟儿翱翔，野趣盎然。金秋时节，红树林又将迎来可爱的候鸟们。反嘴鹬、黑翅长脚鹬、斑嘴鸭、绿
翅鸭等几十种候鸟混居于此，补充能量准备南迁，原本静谧的红树林又热闹了起来。

正值退潮前夕，滩涂还未暴露，鸟儿们只能先到附近的养殖池塘、农田地里寻找小鱼小蟹、蛏苗等食物解
解馋。这些林间的天使们或是翩翩起舞、或是单脚站立、或是低头觅食，姿态各异，惹人注目。

福建漳江口红树林保护区鸟类监测人员吴秋城告诉我们，候鸟是聪明的，哪里有食物，哪里就有前来探路
的“小分队”带领同伴前来觅食。目前当地有记录的鸟类大概有一百来种，每年冬候鸟的数量都有七八千头左
右，加上一些本地留鸟，总数可达两万头以上。

此外，在候鸟迁徙期间，通过加大宣传、巡护力度，
确保前来“打卡”的候鸟们顺利迁徙。近年来，三叶鱼藤、
互花米草等外来入侵生物迅速繁殖，为了避免这些“植物杀
手”大肆蔓延，威胁红树林的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当地
投入了数百万元资金，引入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科研团
队协力攻关。如今，有害藤本植物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正消退
着，保护区的环境日益优化，生物多样性越来越丰富，前来
“补给”的候鸟们也越来越多了，漳江口红树林成了实实在
在的“候鸟补给站”。

（图/刘亮真）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窗外传来
了阵阵的鞭炮声。不经意间想起了52
年前，我随父母下放，举家来到云霄和
平农场河溪作业区，度过的第一个春
节。

那是1970 年的除夕之夜，我们一
家人在一间不足 20 平米的屋子里，在
昏暗的煤油灯下，围着一只大木盆，上
面放着一块擀面条用的面板，就当我们
的饭桌了，就这样算围炉了。过年的菜
还很丰盛的，值得回味的是当地农民送
来的粿，还有凤梨，一大串香蕉，真的
好吃呀。

似乎还记得，初一一大早我们都
换上了新衣服，尤其是我们两家下放干

部的家人，不约而同地穿上了清一色的解放鞋，去逛
和平农场的商店，那也许就是我当年心目中的繁华之
处了吧。

 学说云霄话
我打小生长在福州，住在机关大院里，只会说普

通话。自打到了云霄和平农场，所接触的同学朋友，
都不习惯说国语，就连上课，老师也是双语教学，我
还真听不懂。为了能好好上课，更为了能有小朋友和
我玩，我下决心学云霄话。

想起那段学方言还有点搞笑。
记得我和农场作业区的小朋友
上山割草时，我们都是偷砍
几根甘蔗带着。我刚进甘蔗
地，只听外面放风的孩子
说：狼来了啦。吓得我都快
哭了，腿也软了。还好有人
说，不是狼来了是人来了。
在我虚心请教下，用了半年时
间，我学会了云霄话，一直沿用到
现在。也可以说是半个云霄人了。

第一次逛县城
1970年冬天，我随父母举家搬迁和平农场河溪作

业区居住已有一年光景了。我家住的那是个小山坡，
只有三户人家。一家是农场的技术员，另一家是妈妈
的同事。我除了在农中上学，课余时间上山割草，搂
些树叶给家里外，业余生活十分乏味。心里很想去逛
商店，仅这么一点小小的要求，也要在奶奶的准许下，
一个月去一次农场商店。买点油盐酱醋，买点我喜欢
吃的花生糖--隔壁响。我和隔壁家的下放干部子女，
整天缠着大人，要进趟县城。

那是个阳光明媚的冬日。一大早，我们两家下放
干部的家属们，脚着解放鞋，身挎军用包，徒步两个
多小时，进了县城。一路打听着，来到最为繁华的经
堂口的百货商店。商店里的商品琳琅满目，真让我有
点目不暇接。我最喜欢看的就是文具柜，买了个讲义
夹。这在当时来说，是个奢侈品了。奶奶给我扯了块

花布，说是给我做件过年穿的新衣服。百货商店外有
棵大树，树下坐着些骑单车载客的，这在当时，也是
一个自谋职业的出路，车把式的技术高超娴熟，一车
能带两三个人。这真让我大开眼界。经堂口那还有个
自由市场，有来自“海外”的海鲜品，也有“山内”

的土特产，那吆喝声和叫卖声交织成一片。
他们各人头上都带着具有云霄代表性的

斗笠，那可谓是一道最为靓丽的风
景线。

中午，我们在时钟台那的那
家国营饭店吃午饭。吃的云霄的
小吃--水面，还有海蛎煎、肉
管、熏肠。奶奶说，她要好好犒

劳我这 个乡下 妮子。酒 足饭饱
了，我们踏上了回家的路程，我一

路拾着树枝（树枝烧饭时很旺的），一
路哼着歌，走了两个多小时到家了。这是我第

一次步行那么远的路，更值得我佩服的是我那缠足的
奶奶，走得比我还快。奶奶常说，多动弹壮筋骨。

阔别和平农场 51年了。是那块散发着乡土气息的
山山水水，让我深深地眷念着……

（文/王颜萍）

我女儿小时候很喜欢吃一种名唤“发粿”的云霄
粿。下港尾南阳街有一老伯，肩挑竹提蓝，一头蒸笼，
一头煎盘，沿街叫卖。每当那吆喝声经过门口，我女儿
并不叫唤哭闹，只用她乖巧的黑眼珠子盯着阿公，年迈
的阿公是个远近闻名的老中医，不管怎么忙，都要停下
手中的问诊，颤巍巍地从系着布扣子的土制白色汉装上
衣口袋里掏出两毛钱，叫阿东哥去买发粿，然后心满意
足地看着小孙女狼吞虎咽，看着那白花花的白糖珠子将
小圆脸涂抹成小花猫一样。念幼儿园的女儿是那么惊异
地向我描述，那好吃的发粿里面有那么多的小窗子。

如今一晃30多年过去了，阿公早已作古，我们家
年年给他做祭，年年作祭的主食里都有发粿。我女儿每
次从外地回家，老爸疼爱她，还把她当小姑娘宠着，总
特地到西市场上买回热气腾腾的发粿，也如同当年的阿
公一样，心满意足地看着她狼吞虎咽。

发粿是云霄人喜爱的食物。四时八节，祭拜天地
公、神明、祖先，娶媳嫁女，乔迁之喜，庆丰收演社
戏，各项活动都离不开发粿。它绵甜细软口感好，老人
孩子皆适宜，它不湿不燥易携带，行船赶路都方便，它
大吉大利好彩头，馈赠亲朋情意长。

据了解，在闽粤台各地，家家户户喜食发粿，这
个风俗习惯渊源悠长。唐总章二年（公元669年），即
一千三百多年前，开漳圣王陈元光建置漳州后，实行屯
田，修建水利，兴办书院，通商惠工，将中原灿烂的文
化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到闽南各地。发粿来自中原，是

陈元光拓土开疆、行军打仗军中便于携带的主食，随着
漳州的开发和繁荣就这样流传于民间。百姓出于对陈元
光将军的衷心拥戴，每次祭拜中都以发粿为主食，以表
达敬仰之情。

我的好朋友阿英是制作发粿的行家好手，每逢年
关将至，家家户户祭拜都需要发粿，远的不说，光下坂
村每家一桌，又需同时祭拜，预约多得阿英只好婉言推
辞。繁忙时，左邻右舍都要来帮忙，家里除了原有的炉
灶，还要在院子里临时支上炉子，几十个大蒸笼热气腾
腾。

阿英家在云霄旧城门“大门楼”第一家，门口是
一条青石板铺就的两米来宽的小巷，我先生教训我说，
别看小巷不起眼，这可是云霄城古时的“茶马古道”，
现存唯一的“正南门”。阿英与她的丈夫都是当年回乡
的知青，用当时的话说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一代新农
民”，因为有知识自然就先知先觉，为了养家糊口就学
习做发粿的技术，也许是有文化肯钻研，也许是地灵人
杰居家财源好，他们俩几十年做发粿培养了两个本科
生，去年更是双喜临门，姐弟俩双双考上公务员，一时
传为云霄城里“一门两进士”的佳话。因为发粿是大吉
大利的祭拜主食，作发粿的商家也应该是吉祥如意之

家，难怪她家的
发粿人人竞相购
买。

阿英做的发
粿人人爱吃，其
中是有缘故的，
传统的做法是面
粉加红糖，阿英
经过比较掺进部
分米浆，使得口
感更绵软，传统
的 做 法 是 用 红
糖，阿英加入了
部分的白糖与砂
糖，使得发粿的
颜色红里透亮更
香甜。做发粿的

技术在于搅拌、炊蒸、火候，阿英都有与众不同的独到
之处，难怪再远的地方都指名要买她的发粿。每一笼新
出锅的发粿，阿英都要洗净手，虔诚地撒上红米、芝
麻，意喻花好月圆，富贵安康，万事如意。

发粿好吃意好情更好。改革开放，太平盛世，人
民安居乐业，一路顺，一路发，“发，发，发”，真是
老百姓心中最美好的祈愿啊。

（文/陈建峰）

云  霄  发  粿

云霄老街    芳菲摄

     云霄一景     李金文摄

副市长兰万安现场协调解决农户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