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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陵

晋江东石镇塔头刘村的传统地标是
一座塔。早年做航标之用，现在多用于
观赏。重修后的模样有点向传统古塔靠
拢，文化价值反倒不如老灯塔大。不过，
围绕这座塔建成的海滨休闲公园则非常
漂亮。渔村海边过去通常脏乱差，现在
经过整治，焕然一新，成了一个好去处，
是美丽乡村建设的一个亮点。

塔头刘村的新地标就是刚刚完工的
廷都中心小学了。整个村子才 900多
户，人口不足4000人，却投资4700万元，
盖了一座能供 1200多个孩子读书的现
代化学校。教学主楼五六层高，十分气
派抢眼。配有能坐上300人的学术报告
厅、高标准的体育操场，还有教师宿舍
楼。一看这样的格局，就含有一种乡村
振兴的百年大计。小村子有大构想。

其实，塔头刘村还有一座一般人看
不见却实实在在的地理标识。这个高
光亮点，不在村子里，而在大海上面。
那就是 2000多亩海蛎田。每年海蛎产
量都在 25000吨上下，市场很稳定。一
季下来，能带来超过 4000万元的利润，
是村民们一个重要的经济收入来源。
这里的海蛎品质比其他地方都好，味道
更鲜美。远近都知道，要吃最好的海
蛎，就上塔头刘。

过去海蛎都是自然生长在礁石
上。想吃了，人们就拿上个海碗到礁石
上剖。味道鲜美，却产量有限。本村人
自己吃没问题，但要商品化，规模就跟不
上。后来发展到在海涂上架起一堆堆人
工石垛，创造一个海蛎生长的良好环
境。石垛在海上任潮水来回冲刷，很快
就依附了贝壳。贝壳长大成团，就是我

们常说的海蛎。到了秋天，就可以收成
了，产量大大提高。如今就更先进更省
事了。不必堆石垛，直接就在海水里养
殖。只要把浮标在海上安置好，下挂编
织带子，密密匝匝地挂着，每条编织带子
都沾满从苗场专门购买来的海蛎苗。几
次潮水，海蛎苗就能紧紧吊挂在编织带
子上，自由自在地生长。再后来，就会越
长越大、越长越肥。塔头刘村的这片海
水生态好，最适合种海蛎。慢慢地，塔头
刘村就成了晋江围头湾最大的海蛎养殖
基地。当地老百姓习惯地叫“海蛎田”。

与以往的生产方式相比，海蛎田能
够最大程度不破坏不影响环境生态，又
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不仅
产品是绿色的，生产方式也是绿色的，与
蓝色的海洋十分友好和谐。海蛎田离海
岸远，平时除了少数种蚝人前去管理外，
没有其他人去打扰。海蛎们在水下安静
地生长，应该十分惬意。较早的时候，管
理海蛎田主要靠人工。后来发展到可以
用360监控设备，配之无人机。这样，海
蛎生长情况和海蛎田的安全情况，不用
下到海里，就可以尽收眼底，看得清清楚

楚。碰到台风天，海蛎田会受到一些破
坏，监控系统就能及时报警，养蚝人就能
及时修复。将来，有可能进一步扩大生
产规模的话，还可以探索打造数字化的
云上海蛎田。海蛎田是塔头刘村的一大
景观。游人想看的话，可以看通过无人
机的摄像头实时传递回来的高清图像。
远看一块块像方阵一样的海蛎田在海面
上排开，气势宏大，十分壮观。无人机掠
过海面，可以透过清澈的海水看到田里
一排排浮标下海蛎呼吸的细节，颇有诗
意。

在海边修建一座公园，其实有更深
的用意，就是准备将来把公园范围内的
避风港改造成一个特色海鲜美食街区，
吸引外地游客，发展乡村旅游，也振兴乡
村文化。特色海鲜，自然要让塔头刘海
蛎唱主角。据说，塔头刘的海蛎煎是美
食一绝，和周边安海的土笋冻、深沪的芋
丸齐名，吃过后，令人难以忘怀。煎海蛎
的技术当然要很讲究，但关键还在于食
材品质上乘。塔头刘的海蛎煎，师傅手
艺好，海蛎更好。光闻那海蛎的腥香，都
能让人味蕾大开。

塔头刘村每年海蛎丰收时都要举办
一次热热闹闹的剖海蛎比赛，村里的男
女老少都来参加。当然，这是女人最开
心的项目。下海种海蛎田男人是主力，
剖海蛎男人通常拼不过女人。村里那些
心灵手巧的女人们最有竞争力，都是夺
冠的热门人物。这个比赛也吸引了好多
外地游人的兴趣。说不定，这就是一个
别开生面的“海蛎节”。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
员会委员、太湖世界文化论坛副秘书长、
作家出版社原总编辑）

红波

梧林最近很红。
听老人说，梧林村

之所以得名，并非因为
以前遍植梧桐林，而是
他们的开基始祖蔡旺
生 600多年前赶鸭到这里，鸭群竟然不走了；旺生公连
饲了 5篮稻谷（闽南语“5篮”和“梧林”同音），鸭群还是
不走。

第二天，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每只母鸭都生了两
个蛋。用鸭的语言：“其实是这边好吃的多，环境也不错，
我就住在这里了。”从旺生公的角度看，我觉得他一定欢
天喜地，每只鸭都“考”了100分，所以当即决定在梧林定
居下来。于是形成了现在有1850多个常住人口的村子，
还有15000多的侨胞在菲律宾，2000多人在香港。

一群鸭改变了一个村子的历史。鸭是雁形目鸭科鸭
亚科水禽的统称。据说，鸭不用回头就可以看到后面，因
为它的视角有360°。既然它拥有全球眼的“超鸭”功能，
还有一双闲庭信步的红掌，除了嚼藻啃草补充维生素，时
不时抓点小鱼小虾加强动物蛋白质吸收，都是一碟小
菜。这可比鸡强多了。

但家养的鸭子一般在笼子里圈养，没有那么自由。
话说村里原有一口农用大井，浮满绿萍。政府对梧林古
村进行保护修缮，将这口井拓宽成葫芦形，石头护栏改为
自然降坡，湖面种植不少水草，倒映着远处的古厝洋楼，
天光云影，花枝招展，甚是惬意。鸭子到了这边，相当于
住别墅。湖的对面有一片紫色的柳叶马鞭草花海，我将
之戏称为“晋江的小普罗旺斯”。

生态环境改善，去年飞来3只毛茸茸、憨态可掬的小
野鸭，在这里定居下来。这片湖面是野鸭的伊甸园，它们
时而追逐嬉闹，时而悠闲自得地游弋。只是野鸭警惕性
太高，每次有游客想接近拍照，它们总是一个猛子扎入水
底，等人远去，又从另外一片莲叶边钻出，让摄影“大师”
们悻悻而归。

鸭虽然对人不待见，但我很喜欢它。每次朋友来，我
总是很高兴地向他们介绍可爱的野鸭。这些野鸭远远地
看，总是保持着绅士般的身份，轻巧、优雅、呆萌、警醒，一
点都不像童话里的丑小鸭。

有位梧林的同事，有天刚好离得近，拍了两张照片。
只见野鸭黑色的额头上点着一颗红印，好像凤冠一样。
问了“度娘”（百度），原来这不是鸭，而是国家三有保护动
物鹤形目秧鸡科的黑水鸡，喜欢栖息于灌木丛、蒲草和苇
丛，善潜水。这些鸡不是普通的鸡，它们喜欢开party，喜
欢搞社交活动……

只知道鸡会飞，不知道还会游泳，这可是鸡的plus升
级版啊！

于是突发奇想，自然环境变好了，该不是“凤”栖梧林
成真了？

天底下最公平的是时间。不管是少年，还
是老年；无论是富贵，还是贫贱。给予的都是
一年 365 天，一天 24 个小时。不偏不倚，不增
不减；权势抢不到，财富买不来。但时间之于
每一个人，却是有差别的。当你漠视时间、虚
度光阴，那么它将弃你而去，把你甩在遥远的
身后，让你沦为历史的落伍者；当你敬畏时间、
争分夺秒，那么它将引领你大步奋进，奔向时
代的前端。

时间在哪里，生命就在哪里。因此，要像珍
爱自己的生命一般珍爱时间。效率提高了，便
拉长了时间；脚步加快了，即延伸了生命。十年
前，当我在《背负时间》一文中判断：“我无法把
握生命的长度，却可以拉宽生命的幅度，增容生
命的密度。如是，不管走到哪里，都及于生命的
高度”——便以为当上了时间的主人，进入与时
间同行的序列。然而，越在乎时间，它却过得越
短了，一年紧似一年。元宵的花灯刚被吹落，端
午的龙舟就要启程；月饼的味道还没散尽，年糕
的形象已现眼前。掰着钟点抠日子的人，对季
节的变换、岁月的更替，竟然有着神经质的敏

感，逢年过节，都将有一番感叹！但不沮丧，毕
竟我的手挽着时间。

跟着时间走，要有只争朝夕的实践。等待
是时间最大的敌人，不少人以时间不足、环境欠
佳为借口，放弃做事的努力。而我迷途知返，重
闯创作领域之时，就隐约地感觉到，这条道路的
最大阻碍就是时间——年届半百，方与二三十
岁的小年轻争抢一席之地。好在自己明白逝者
已逝、来者可追的道理，立即行动，自我处罚，不
仅加倍地延长工作时间，还相应地增加劳动强
度，一人干仨活。从那时起，我就把时间当成圣
物，倍加珍惜。

与时间比肩，要有苦行僧的修炼。现代
社会，由于社交的广泛性、娱乐的多样性，时
间的敌人无处不在。飘香的酒桌，诱人的歌
舞，刺激的牌局，大段大段地吞噬着时间；轻
松的闲聊，好奇的刷屏，低俗的电视，无时无
刻不在蚕食着时间。如果稍微把持不住，两
三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马上被挥霍掉。
在与时间竞走的路上，我不断地增加筹码。
为保证必需的写作时间，我干脆把早起的时

间从原来的五点，再提前一个小时，有时三点
多醒来也即行起床。去年能够斩获百日十万
字的成品，与之有莫大的关系。

与时间结伴，还要有集腋成裘的技巧。囫
囵的时间，静谧的环境，良好的心情，固然是创
作的最佳条件，但天下的好事不可能占尽，更
多的是鱼与熊掌不可得兼。只要你绷紧时间
之弦，旅游车上、工作空档、候客间隙，均可利
用。10 分钟，可以上网查阅资料；20 分钟，能
够阅读整篇微信；30 分钟，足以修改一段文
章。不要漠视这些鸡零狗碎，聚沙成塔，拢起
的便是有效时间。

与时间同行，就不会驻足观望、踌躇不
前，便无暇怀疑、忧虑、抱怨，而只有坚定、自
信、快乐。因为不仅有明确的目标，还走在正
确的道路。与时间一道，就会被未来所吸引，
产生无尽的求知欲。“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把 60 岁的晚秋，过成 20 岁的青春。朝气蓬
勃、日新月异，根本不会有“少壮不努力，老大
徒伤悲”的感叹，也不存在“夕阳无限好，只是
近黄昏”的无奈。

本报记者 张惠阳

首届乡村振兴“潮起塔江 风涌虎啸——
塔头刘村文化铸魂”征文大赛近日结果揭晓，
共有 16篇作品获奖。这次征文旨在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配合中共晋江市委、
市政府部署的“四个年”和文明城市创建等重
大活动，展示晋江美丽乡村新画卷，敲响晋江
乡村振兴新鼓点。

据晋江市文学艺术评论协会主席、大赛评
委蔡长兴介绍，从征文的参与人数和收到的稿
件质量看，本次征文达到了“文化铸魂”的预期
效果。首先，所有征文围绕塔头刘村的人文景
色和自然景观，讴歌塔头刘村近几年在红色印
记、慈元文化、家风家训、支柱产业、乡村建设
等方面取得的非凡成就，突出“人文培根、红色
铸魂、守正立德、乡村担当”时代风采。其次，
征文作品体现了广泛的地域性、时代感和思想
性、艺术性。不管是散文、文化评论，还是社科
小品文，都在共同讲好塔头刘村的乡村振兴故
事，都在抒发共同的爱国爱家情怀，令人感动、
引人深思，整体呈现出较高的文学水准和高尚
情怀。

大赛评委、福建省作家协会二级调研员、
一级作家刘志峰认为，本次征文紧扣庆祝建党
百年和乡村振兴主题，书写红色底蕴深厚的塔
头刘村，既是作家们深入乡村生活、寻找乡村
记忆、感受乡村振兴的一次集体性创作，也是
作家们“学党史、悟思想”的一次灵魂洗练。塔
头刘村，一个小小的村落，在当下传承红色基
因，讲好红色故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事业的
启航路上，可以引发的思考很多。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死了怎么还活着？我想起朱德的
一句话‘你们活在我们心里，我们活在你们的
事业中’。我想到一个点，以成就回报初心。
东石是中国伞都，是全国百强镇，又有双桥跨
海的雄姿；而塔头刘村是东石的一个缩影，一
个亮点。我们以此告慰革命先烈、革命前辈。”
大赛一等奖获得者、晋江籍著名作家许谋清
说。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晋江平山中学教师王
常婷表示：“第一次到塔头刘，是从廷都小学开
始参观，沿着海岸线走到刘氏宗祠、慈元宫、刘
基尺旧宅，最后到虎啸塔，一路走来，革命传
承、宗祠民风、海洋文化……扑面而来，这个得
天独厚的乡村集中了新农村建设的各种资源，
在村党支部的领导及各方关心下，以红色铸
魂、绿色铸形，走出一条塔头刘村所特有的乡
村振兴之路。”

本次征文比赛由晋江市文联、晋江市社科
联、东石镇党委、东石镇人民政府主办，东石镇
纪委、党建办、社会事务办、综治办、经济发展
服务中心协办，晋江市文学艺术评论协会、东
石镇龙江畔读书社、塔头刘村党支部和村委会
承办。一、二、三等奖和佳作奖的作品将可分
别获得 3000元、2000元、1000元、500元的奖
金。优秀作品除择优在本报《五里桥》版刊发
外，还将结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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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武

“芒果”被誉
为“ 热 带 水 果 之
王”。孟夏，小城
的“芒果街”两旁
青芒压枝低，成一
道道吸睛的风景，
人宛若置身热带
地区。

小区旁的龙泉路、附近龙寿路及福昌路的行道树大
多是芒果树，我私下把这几条街叫作“芒果街”。长长的
街道两旁，两排芒果树绿叶葳蕤，枝叶连绵，经年蓊郁。
闲暇时，我常到附近的“芒果街”逛一逛。伫立高大粗壮
的芒果树下，凝视其灰黑粗壮略显沧桑的树干，这些“移
民”落户至少二十年吧？

经查，芒果原产于北印度和马来半岛，属于热带水
果，什么时候辗转来到这个闽南小城的街道，不知可否考
证？虽然此地不及热带四季高温多雨，但热量丰富，日照
充足，气候暖热，夏长不酷热，冬短无严寒，倒是适宜芒果
树安家落户，至今成蓊郁沉碧的景观。“芒果街”上半年花
儿热烈绽放，果儿满枝丰硕，下半年果儿逐渐零落，洗尽
铅华，复归静美。

早春过后，芒果树深绿的树叶间冒出簇簇紫叶。“枯
叶啦？”我心生纳闷，走近细看，纯属错觉使然。那些是紫
色的嫩叶，应该是春风轻拂、酥雨润泽萌出嫩芽，与满树
的绿叶不太协调。但些许日子后，紫叶便变成了绿叶。
也许是同化，或许是进化，大自然的植物真有点魔幻！

“忽如一夜春风来”，芒果花儿满树开。艳丽的紫色
锥形花儿，于绿色的枝叶间绚烂开放，“千朵万朵压枝
低”。热烈奔放，满街香味馥郁，随风飘散，沁人心脾，不
负姹紫嫣红的春天。花期持续十几个日子，满街弥漫的
浓香，令人迷醉，心荡神驰。花开花谢太匆匆，一场春雨

“随风潜入夜”，花落知多少，落英缤纷遍地。“零落黄泥碾
作尘，只有香如故”。花儿褪去，余香逸远。

季春，芒果花儿凋零，但生机在悄然萌发。花儿凋零
的枝条上，不知何时已萌发数不清的青粒子，有赖绿叶荫
佑，雨露滋润，艳阳沐浴，青粒子潜滋暗长。时光静静地
流淌，行人悠闲踱步，鸟儿在枝叶间啼啭，一切平静如昨，
而青粒子却悄然变成了耀眼的青芒。“桃之夭夭，有蕡其
实”，芒果也如青桃，硕果满枝，让人欣喜无比。时光是孕
育大地万物的温床。

每个周末，我从海滨小镇来“芒果街”小住两日。我
把车停在街上的某棵芒果树下，然后步行到小区。枝条
上的青芒在慢慢长大，我常放慢匆匆的脚步，目光在琳琅
的青芒上游走，想窥探青芒成长的痕迹吗？当然是妄
想。但这并不影响我赏阅青芒的雅兴。晚饭后，我常到
街上遛弯，驻足凝望青芒。果子一周一个样，阳光的映
照，雨露的滋养，让它们渐成肾形，雅称“腰芒”，名副其
实，生动形象。长长的绿枝垂下累累青芒，有的一枝一
果，有的一枝多果，满树翠珠。

夏阳愈烈，夏风轻拂，低处的青芒在微风中摇曳。有
个别顽皮的果子，挣脱枝条，“咚”，倏地掉在地上。灰白
的水泥上，这一透青的果子，怎能不吸引路人的目光？一
个可爱的幼童挣脱奶奶的手掌，迅速跑向掉在地上的青
芒，捡起来，捧在手上。把玩一会儿，金黄的汁液沾满了
孩子肉肉的小手掌。奶奶说好脏，快扔到地上。孙子很
听话，扔在地上，这是一个早熟的青芒。

今年的芒果长势比去年好，满街满树挂满青芒。小满
之后，几场酥雨，润泽青芒，随后气温渐渐升高，阳光沐浴滋
养，腰芒更为丰满。芒种时节，几日淫雨霏霏，雨中的青芒
晶润柔媚。满树垂下的青芒，从远处看，如一串串翠珠，挂
满茂密的枝叶。走近凝望，目眩神迷，满树累累。沿街漫
步，脑海忽然浮现春日绚烂的紫花，繁华过后是累累硕果。
这些绿叶相连的行道树，在楼宇店铺间，似青色的缎带，蔓
延纵横交错的街道，经年赐人盎然的绿意和丝丝阴凉。

“塔头刘村文化铸魂”
征文大赛结果揭晓

一等奖
许谋清（北京）《灯塔·记住》

二等奖
王常婷（梅岭）《多彩塔头刘》
姚添丁（南安）《乡村振兴：既要

“塑形”更要“铸魂”》

三等奖
张百隐（东石）《一座塔的意义》
龚馨雅（青阳）《塔下人家共潮生》
颜长江（安海）《塔江访塔》

佳作奖
阮孟婕（梅岭）《塔头望沧海，刘

村俏姿态》
柯芬莹（青阳）《撒网向海跃彩虹》
王金表（东石）《土地的声音》
刘鹰潭（梅岭）《我的故乡“忠孝传

家”》
粘良图（金井）《红色的土地红色

的人》
叶海山（青阳）《永远的灯塔》
张美娜（安海）《一座塔的自白》
胡庆军（天津）《那些温暖的故事

覆盖了塔头刘村的日子》
黄旭升（磁灶）《海风塔影里的潮

汕老宅》
蔡长益（东石）《漫步渔村忆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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