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乡最难离，故土最难舍。一些往

事，总会在记忆里流淌。

塘下。一条温瑞塘河贯穿其中，塘

川街上灯火璀璨，人流如潮。

如果说，有一种向往，叫远方，那么

也有一份情愫，叫老街。塘下老街，相

对更早、关于这条承载塘下光阴和故事

的老街，我印象不多。那时候，我还小，

鲍田到塘下，在我心里应该是很远很远

的地方，所以也很少有机会去塘下老

街。如果没记错的话，最早应该在小学

四年级的时候，去塘下老街配过一次眼

镜。一条老街总是历经沧桑，塘河畔的

塘下老街，是塘下最早最繁荣的一条商

业街区。时过境迁，现在的老街没有了

当年的繁华，基本上都转变成经营电动

机和钢材的店铺。人间烟火味，最抚凡

人心，陈宅菜场口那段还比较热闹，市

井的吆喝声此起彼伏，经营着传统的盆

碗、状元糕、糖金杏等，充满着老塘下的

味道。

时光飞逝，有些事、有些东西已经

逐渐淡忘，消失。还记得停靠在上金路

口，塘下的菲亚特“三轮卡”吗？超强动

力，招手即停，是以前塘梅公路上塘下

往返梅头的主要交通工具，斗状式的拥

挤车厢，两边对坐，用一条“千斤带”当

扶绳。现在“三轮卡”已经退出了历史

舞台，俨然成了那个年代的印记，见证

了塘下的发展。

鲍田。生于鲍田，长于鲍田，对于

鲍田，我相对更熟悉。

鲍田鲍三老菜场口对面，有一条往

下垟和滩涂走的路，叫“直落达”（意思

是一条路，笔直到达），经年累月，从最

早长满杂草的羊肠泥路，到硌脚的石子

路，再到现在能通车的水泥路，对此我

印象很深刻。因为老爹曾经在下垟种

了几亩西瓜，每逢暑假，我都会从这条

路骑自行车去下垟瓜园玩，我也把自己

想象成颈戴项圈、手举钢叉、月下剌猹，

鲁迅笔下英姿飒爽的少年闰土。

童年盛夏的下垟很好玩，我们会用

小树枝拴着鸡脖子钓“石哈儿”（螃蟹的

一种，个头比河蟹小），或者直接穿着小

裤衩钻进河里摸鱼摸螺蛳，有时候水草

下面摸到“哈达蛇”，会吓个半死，也会

到堤坝上捉蚱蜢，捉“铁牛”（一种有着

长长触角，外壳坚硬的昆虫）。之前的

堤坝是泥坝，两边周围种着“狼毛树”，

高大又茂密，且很少有人经过，有《西游

记》里唐僧被妖怪抓去的感觉，风一吹，

沙沙呼呼作响，我都会和伙伴们惊叫

“妖怪风刮起来了，妖怪来了，快跑”。

这条泥坝在 1994 年被 17 号台风

冲毁，那场台风，那场灾难，是我们不想

提及的痛。那年我 14 岁，回想起当年

塘下一片汪洋，触目惊心。

防台抗台一直是我们沿海地区的

重点工作，之后建造了现在石头垒砌的

堤坝，巨龙般横卧于滩涂上，在堤坝上

休闲漫步，观日出，看云海，成了现在的

一道风景线，也成了我们的生命线。

海 安 。 我 们 更 习 惯 叫 它“ 海 安

所”。海安最热闹的时候，当属“清明

天，会市”，距今已有几百年传统，熙熙

攘攘的人群，各式各样的商品，挨家挨

户摆酒。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岩炮一响，黄

金万两。还记得海安西门外“岩荡”开

岩炮吗？突然间“轰”的一声巨响，会把

附近的我们吓一跳。小时候经过那里，

经常看见采石的工人，光着膀子，顶着

烈日，挥汗如雨，忙碌于一台台碾岩机

之间。随着社会的进步，环境保护意识

加强，当年热火朝天的景象，已不复存

在。

场桥。我的第二故乡。小时候对

场桥的印象，局限在代上，脑海里还能

勾勒出三十年前的大概模样。那时候

的机耕路是一条碎石子和黄泥铺成的

路，凹凸不平，每当汽车摇摇晃晃经过，

尘土飞扬，两边没有现在的绿化栏，而

是栽着零星的防护树。上世纪 80 年代

的乡村旧貌，也许都这样子吧。

场桥多河，多桥，多榕树。现在的

博士楼酒店这里，以前应该是一条“河

峡儿”（小河），沿着这条小河，到了浦桥

老人亭，再往左边的沿河小路进去，经

过鞋社，转弯，就会看到一条拱形的小

桥，桥下就是承载记忆、承载乡愁的“樟

横头”，一株百年老榕树屹立在村口，盘

根错节，遮天蔽日，默默守护着代上村

的安康。榕树的左边有一间小庵堂，香

火不断。外婆家就在距“樟横头”不远

的“高踏步”里面。

罗凤。104 国道上的凤士桥，应该

是罗凤的方位。我发现，我的印象似乎

都与榕树有关，对罗凤的儿时记忆，也

是停留在塘口的那株古榕树上，枝繁叶

茂，高大的树干如虬龙般，几乎延伸到

了塘河中央。

条条大道通罗马，条条水路到罗

凤。当年有一次，走水路去塘口的阿姨

家，可能时间太久，年纪太小，记忆有些

模糊，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表姐出嫁

那天，也记不清是爷爷还是哪位阿公划

小船带着我们，经温瑞塘河，然后停靠

在塘口的“轮船埠头”，看到了那株古榕

树，就像是看到了塘口阿姨的家。那时

候家里摆酒，都是早上用板车去拉来凳

桌盘碗和煤球炉，然后一大帮人在门口

张罗，特别热闹。

我们都是尘世中匆匆的赶路人，捡

拾光阴里零落的碎片，生命得以温润、

得以归属。

在我的心里有两个地方最温暖，家和校

园。的确，莘塍中学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

是一个神圣而温暖的地方，那里留住了我们

的童年，也留住了我们的青春，那里有我们

美好的回忆，那里有我们启蒙的思想，那里

也有我们儿时的玩伴⋯⋯在那里我们学会

了知识，在那里我们学会了技能，最重要的

是在那里我们学会了做人。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温瑞塘河水，养育

了代代莘塍人。

清道光六年（1826），瑞安乡贤蔡朝柯、

陈步云等人秉持“子中兴学”理想，选址温瑞

塘河畔的莘塍下村，创办了让平民百姓也可

就读的书院，取名“聚星书院”，院名寓意：德

聚则星聚，寄托了五百里贤人汇聚的理想。

1896 年左右，缪天荣的祖父缪寿枢（字

仲昭）在姨表兄弟孙诒让（字仲容）先生影响

下，一个在县城一个在东区，积极投入兴办

新式学校的工作。他们认识到，要振兴中

华，首先必须造就人才，于是将“聚星书院”

改办为聚星二等学校（即初等学习四年，高

等学习三年）。

缪寿枢在聚星二等学校当了三年监督

（校长），后因当选为省参议员，学校工作无

法兼顾，推荐薛里地方人薛潘勤继任。自书

院改办为学校的数十年里，在东区一带，确

实培养出不少知名人物（注：莘塍、塘下以前

称东区）。

1925 年左右，聚星二等学校是七年制，

1930 年前后改为六年制，并命名为聚星小

学。

上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根据上级指示，

聚星小学内设“戴帽子”初中（瑞二初），即我

们母校前身。1959 年 3 月，瑞二初改名为

“瑞安莘塍中学”，学校曾寄书请郭沫若、舒

同题字。

回顾世纪沧桑，心中不由得泛起层层激

动的涟漪，在我们的同学中，以尤小平为代

表的同学们以“坦诚微笑，默默奉献”的质朴

灵魂，“风雨兼程，全力以赴”的坚实步伐，走

向他们人生的高峰，也激励着我们不断追求

美好的明天！

尤小平：七一届四班同学，华峰集团董

事局主席，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华峰集团

拥有员工 11000 多人，业务领域以化工新材

料为主，金属、金融、物流、贸易、地产等产业

为辅，坐拥三家上市公司。

李荣光：七一届三班同学，鞋业领军人

物，中国荣光集团董事长，获温州优秀厂长

金鹿奖。

张力成：七一届三班同学，瑞安市人民

医院原院长，瑞安市十大青年精英，2001 年

荣获国务院特殊津贴。

陈颖异：七一届二班同学，瑞安市人民

医院原主任医生。瑞安市中医学会副会长，

温州市中西医结合学会生殖医学专业委员

会第一届副主任委员，浙江中医药大学临床

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老师。

在我们七一届同学中，还有许多优秀同

学的人生同样精彩纷呈，限于篇幅，这里不

再列举，他们不畏劳苦、善于经营、敢为人

先令我们感佩。

半个世纪以来，风风雨雨，我们也早已

华发丛生。沧海桑田，时代变迁，我们曾经

的校园、操场、简陋的教室，都已不复存在

（母校已于1997年搬入莘塍富民南路1号）。

时光荏苒成蹉跎，当青丝已染白霜，我

们花甲知非，上有老下有小，责任重压力

大。午夜梦回，我们一直拥有最珍贵的校园

记忆。

校园回眸
——此文献给原莘塍中学七一届同学

■方培荣

前天，我的老师王诚联系我，为他

多年收集的《记者采访报道汇编》作

序。面对老师的信任和期许，我遗憾平

时忙碌的工作之余，疏于动笔，荒废了

手中的笔杆子，顿感羞愧不已。

厚厚的一叠文稿，汇集了各新闻媒

体对王老师从事农科教五十余载的采

访报道，是他几十年辛勤汗水的结晶。

每篇报道边配有一段文字介绍，详细介

绍了该篇报道的背景及社会反响等，像

一则则小故事娓娓道来，可读性和趣味

性都很强。

王老师是我中专时的老师。他于

1966 年毕业于南京农业大学植保系，

1968 年开始，在新疆兵团农三师农科

所从事棉田杂草调查与化学除草研

究，1983 年调入原温州农校（现温州

科技职业学院），主要承担农学、园艺

和园林植物保护等课程教学及新型农

民农业技术培训，并长期担任学校组

织的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及学生社团的

指导工作。

我认识王老师时，他刚好担任学校

植保专业课的任课老师和植保协会的

指导老师。那时他已是五十多岁的“半

老头”，但他精神矍铄、精力充沛，讲课

思路清晰，总是围绕着几个问题“抽丝

剥茧”，内容从不重复。他还经常带领

我们来到蔬菜基地、深入田间地头做实

验，有时还赤膊上阵，手把手教我们田

间除草、配置农药等专业知识。记得某

个周末，我独自待在实验室里，用第二

代灭鼠药——溴敌隆原药调配老鼠药，

为了增加老鼠的食欲，又在配好的老鼠

药里加入了饼干屑。于是，实验室里散

发着诱人的香味，我跟王老师开玩笑

说：“我请你吃饼干吧？”王老师也不生

气，和蔼地一笑而过。

在毕业前的一个暑假，我在王老师

的热心推荐下，大胆尝试承包了校外某

一农场的果园田间管理，当时看着杂草

丛生的果园，紧张得直冒冷汗。这时，

王老师微笑着鼓励我，他说：“年轻人要

越挫越勇，学会自己想办法。”在他的指

导下，我坚持每天钻田头、查虫情、开处

方，定期喷洒农药和除草剂，累得满头

大汗。忙碌了两个来月，果然把果园打

理得井井有条。由于每天顶着烈日劳

动，开学时同学们都戏称我变成了“非

洲人”。

王老师从教二十年，培养出了一批

又一批各行各业的专业拔尖人才，可谓

桃李满园，但他从不自夸。退休后，又

应聘担任温州市政府副食品办公室蔬

菜流动医院、温州农网和瑞安市马屿庄

稼医院等单位首席农业专家，继续跑田

间地头开展农技服务，深受广大农民朋

友信赖。

一辈子坚持只做一件事不容易，一

辈子做好一件事更不容易。《共产党员》

杂志曾刊登题为《为农作物治病 54 载

不言弃》的人物通讯，《温州晚报》刊登

《入党 54 载“一辈子为农民服务”初心

不变》等通讯，赞扬了这位平凡的老科

技工作者的“不平凡”。《温州日报》《温

州都市报》《温州花卉报》等报刊先后刊

登了《助农专家田头把脉 传经送宝乐

煞农家》《番茄也会得“甲流”农技人员

打“疫苗”》《防治红花檵木金龟子害见

成效》等报道，详实地记录了这位心系

“三农”的老专家不辞劳苦为农民排忧

解难的感人事迹⋯⋯

回首王老师半个世纪为农民服务、

甘于奉献的经历，恰似春风化雨，在瓯

越这片热土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

笔。前几天，他来电说：“我已是一个耄

耋老人，留给我的晚年岁月不多了。趁

目前身体状况尚可，脑子尚清晰，将历

年有关记者采访我的报道整理成册，也

给本人晚年时光留下难忘的美好回

忆。”我听后眼眶湿润了。

时下正值深秋，秋意渐浓，丹桂飘

香。我想只有桂花那素雅脱俗的品质，

才会让人发自内心的钦佩！

久居瑞安的人大多知道，在现邮电北路

一侧有间名为“敢心桥”的老屋，墙上还嵌着

“德象女校”的石碑。认真观看，门洞两边还

有一副青石镌刻的对联，为瑞安著名书法家

池志澂先生手迹，是专门为“敢心桥”所题

的。

“敢心”两字，叠在一起便是个“憨”字。

瑞安方言中的憨，含有指人笨、呆，办事一条

筋到底，不会察言观色看风转舵之意，显然

是个贬义字。而这位乐善好施，慷慨捐资建

桥梁、造路亭，创办瑞安第一所女子学校的

吴之翰先生却以憨为荣，甚至卖了自家田

地，所得用来修桥造亭、创办女校，还把建成

的亭、桥等建筑皆以“憨”命名，称自己为“八

憨老人”。至今为乡邑后人传诵。

对于八憨老人的事迹，史书记载不多，

而民间的传闻则不少。尤以“敢心”两字的

合用，不仅文人雅士有所评议，坊间百姓也

喜欢传述。

瑞安话中的“憨”，是相对于“灵”来讲

的。灵，指某人精明、聪明，善识时务紧跟形

势，在当今的市场经济大局中，能把控商机

发财致富；而憨则反之，观念古旧，不合时

宜，俗称之为：呆大（音头）。

随着人们文化水平的迅速提升，伴着互

联网推动信息广泛流传，传统的道德观念受

到严重冲击。成功学盛行，明星显赫亮相，

好多传统的习俗、家训被遗弃一边。

吴卓进是吴之翰先生的嫡孙，也是我的

老朋友。大约一个月前，获悉他决定捐赠

1000万元成立专项慈善基金的消息时，我有

点不相信。我知道吴先生创办企业几十年

了，夫妻俩辛苦创业，起早摸黑，稳扎稳打，

平时生活节俭，好不容易挣下一份产业。在

瑞安企业界，吴先生不喜张扬，尽管也常有

捐资之举，如此大手笔的行善，还是出乎我

的想象。

或许是祖传的基因根深蒂固，伺机勃

发，或许是久埋的善念顺应时势，破土而

出。吴先生的善举使我震惊、钦佩，更引发

我的思考。

站在功利世俗者的角度来观察，吴卓进

确实有点憨。可就是这份敢心之举，彰显出

他致富思源、先富带后富、乐于助人、无私献

善心的大爱情怀。憨，也憨得令人敬仰。

受他的感召，另有七家企业也现场认

捐，奉献爱心。敢心传承，善心传递，我向吴

卓进等大批敢于担当的企业家表示由衷的

敬意。

敢心可嘉
■施正勋

追忆塘下
■戴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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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化雨五十载
■林南斌

因瑞安市滨江大道飞云江大桥下路面破损，需要进行应急修
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决定
于 2021 年 10 月 23 日至 2021 年 11 月 22 日止，对瑞安市滨江大道
飞云江大桥下路段进行交通限制，施工期间道路半幅封闭，车辆需
要借道绕行。请沿线有关单位与广大市民予以支持配合，并按交
通标志指示行驶及服从交通管理人员指挥。

瑞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瑞安市市政公用工程建设中心

2021 年 10 月 22 日

关于对瑞安市滨江大道飞云江大桥下
实施交通限制的通告

遗 失
遗失瑞安市瑞谊汽车电器有限公司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九一村佳欣华庭办证领导小组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L3339000165001，声明作废。
遗失曹春花由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021年4月29日结算的住院费用发票，收据号：

0396514343，住院号：1787287，金额：17770.41元，声明作废。
遗失郑仕勤由瑞安薪堂中医医院有限公司2021年3月27日结算的浙江省医疗服务（住院）

发票一份，发票号码：00051456，发票代码：133032031239，住院号：20210500，金额：5622.27
元，声明作废。

各东新润园安置户：
东新安置房（东新润园）房款结算和安置房交付已于 2021 年 9 月底开始

（临时安置费结算至9月份），为了更好完成东新润园房款缴纳和安置房交付工

作，为此，特将东新润园房款缴纳截止时间通知如下：

一、东新安置房（东新润园）房款结算缴纳截止时间至2021年11月30日。

二、未在规定时间内缴纳房款的，从逾期之日起按应缴纳金额每日万分之

三计算滞纳金。

瑞安滨海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
2021年10月26日

关于东新安置房（东新润园）
房款缴纳的通知 瑞安市玉海新星幼儿园研究决定终止办学，现已成立清算组。

根据《民办教育促进法》和《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教育厅关于印发

浙江省民办学校财务清算办法的通知》文件规定，现向社会公告。

为保护债权债务人的合法权益，在本公告首次见报之日（2021年10

月27日）起45天之内（即 2021年10月27日-2021年12月10日）

向本单位申报债权。（联系人：郑月燕，联系电话：15058982585，地

址：玉海街道滨江新村7幢3单元101-102地上一层）

特此公告

瑞安市玉海新星幼儿园
2021年10月27日

瑞安市锦湖街道森林义务消防队因自行解散需要注销登

记。经本队第三届理事会第一次形成注销登记决议，现向社会

公告，请债权人在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15 天内向本队申报债权。

（联系人：许壹武，电话：13587585687）

特此公告

瑞安市锦湖街道森林义务消防队
2021年10月27日

根据 2021 年 10 月 25 日股东会决议，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 5000 万

元减至500万元，现予以公告。请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要求本公

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

瑞安市悦购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27日

瑞安市悦购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减资公告

瑞安市玉海新星幼儿园
债权债务登记公告

注销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