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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红燕

一个户籍人口 1370人、外来人口 806人，总人口才 2000多
人的小村落——湖头村，为什么能在入选“2023中国镇域高质
量发展 500强”的磁灶镇，成为这个“中国陶瓷名镇”“商贸物流
重镇”的重要一村？

2024年初春，我们一行走进了湖头村，走到了湖头村里的
中辉产业园区。平整的大道、标准化的厂房，以集中连片为导
向，如今的中辉产业园区改造提升项目总投资 10亿元，是磁灶
园区标准化建设的样板项目，总用地面积176亩，预计年产值超
20亿元、税收超 3000万元。小村里，我们看到了晋江企业春天
般蓬勃的生命力。

“湖头村位于晋江市西部、磁灶镇中东部，旧时四面青山绿
水，近一湖泊，且在湖之口，故称‘湖头’。明代泉安古官道穿越
湖头山而过，村中有一地名为‘来往石’，是交通驿站。”热心的村
民柯云南向我们说起了湖头村的由来。

湖头村党委组织委员兼统战委员柯团结介绍，现在的湖头
村，区域面积约两平方公里，东至极兔快递，西至印刷基地，南至
张林村，北至陶东路；陶东路自东向西穿行而过，距离磁灶镇中
心区仅两公里，距离沈海高速公路晋江互通口也只有两公里，交
通区位条件优越。

原来，是这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才让这个名为“湖头”的小
村落有着众多商家聚集。

“湖头村面积 1400亩，其中已被征地 1100多亩，大部分用
于海西家居建材城、海峡国际五金机电城这两大专业市场建
设。”柯团结自豪地说。2005年，磁灶镇启动“国字号”包装印
刷产业基地建设。过去的 20年，磁灶镇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
不断探索前行，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绿色之路。产业结构
实现从单一到多元的蜕变，城乡融合发展的红利也惠及湖头
村。如今在湖头村，有镇里统一规划征迁安置地建起的一栋
栋别墅，极具闽南红特色的屋顶，在春意盎然的村里格外耀
眼；村里一批困难户也已优先入住了安置新楼房。2016年，湖
头村建了标准灯光篮球场，富足的村民还微信集资近 3万元办
球赛。村里时常举办的篮球邀请赛火热上演，极大地丰富了
村民的业余生活。

根据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湖头村在唐、五代就有“老鼠
石”窑址。那时的窑址大多分布在梅溪两岸的各小山坡上，山
水为伴，清风相随。走过千年时光，这个古老的小村落正奔跑
在新时代的幸福大道上。现村里有林氏宗祠、柯氏宗祠，共有
12座祖厝。有一座三忠王宫庙，供奉的是三忠王——文天祥、
陆秀夫、张世杰，农历九月初九是三忠王进香期，有小型庙会
活动。“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受到一代人杰文
天祥正气的熏陶、忠义观念的影响，湖头人立志报效家国，在
该村的人才队伍建设中，90%以上是退役军人。或许，这是一
个时代和另一个时代的隔空对话。但那些弥足珍贵的民族精
神与奋发向上的气节，将永远回荡在这片土地之上，刻进每一
个人的心里。

“我关心的是湖头村的发展与建设，希望能有机会携手共建
美丽家乡，为下一代提供更好的发展平台。”这是1974年出生的
退伍军人、浙江杭州晋江商会副会长林清泉在今年春节返乡参
加磁灶镇新春座谈会时的肺腑之言。

磁灶人，天生流淌着商人的血液和充满生意经的细胞。20
世纪 70年代初，敢为天下先的磁灶人就已经用三轮车、汽车将
磁灶生产的日用陶瓷远销广东、浙江及省内各县市。20世纪八
九十年代以来，磁灶成千上万供销大军涌进全国的每个角落。
在外奔波的磁灶人，努力拼搏，只要有工地，只要建房子，就有磁
灶人的身影、磁灶的产品。这也是林清泉生动的现实写照。那
时，他刚从部队步入社会，就是跟着磁灶人“一人带一帮人”这种
传统模式去了浙江杭州，在建材城从卖瓷砖干起。

现如今，在湖头，像林清泉这样的有为磁商不在少数。他们
乘着新时代的春风，借力磁灶销售大军、建材专业市场、电子商
务平台等，不断拓宽建陶销售渠道。或许，这也是何以“商聚湖
头”的最好注脚。

蔡冬菊

请允许我捣鼓一地落叶
排成归雁的阵仗
再精挑细选几朵鸡蛋花
装饰欢迎你的请柬

这个夏天已经放肆太久
他随心所欲的祸害
让许多原该茂密的树木
提前寄出死亡的信笺

如果可以，饮下这杯
能够解暑的丝瓜汤
温润细腻的口感
足够凉爽立秋过的每一天

细数白云飘飘的日子
终于即将结束
盼望着，恢复健康的香樟
在秋风袭过，还能长出新的模样

林美聪

我决定：不在一棵树上纠缠
不在一个地方消磨时光
一如你不能阻止河流的勇往直前

待风起，秋意渐浓。我便起身——
不逗留片刻，不带厚重的行囊和思绪
轻装上阵是我最好的选择

有雨水更好，请带我流往河流
我将泛舟而行——
看花开花落，听松涛鸟鸣……

属于我一个人的远行。
今夜我安静得像一片落叶
如果你遇见我的纷飞
就请不必打听我的去向

罗睿

经不起秋的诱惑
雨水挣脱夏的怀抱
在风里，款着身子缠绵

夏惊觉时，似有不舍
火热的信笺
发了一封
又一封

关于夏的记忆
又一次狂热
毕竟，三个月的感情
不可能说丢就丢

暑假过后，儿子上高中，我们举
家搬到新学校附近陪读。这几天忙
于整理家务，都没认真做过一顿像样
的饭菜，我知道儿子早已心生不满。
今天周末，恰逢老公出差回家，儿子
也连续上了六天初高衔接班功课。
大家都累了，于是我提议：今晚全家
外出用餐，放松一下。

我选定到一家日式料理店吃饭，
之前曾来过这家店一次，感觉不错。
服务员拿来菜单，我习惯性地递给老
公，平时都是他点菜，我和儿子只负
责吃。今天老公直接把菜单递给儿
子:“你来点菜！”可能是他累了，抑或
儿子已经初三毕业，想把点菜的权力
下放，顺便培养点生活技能。

儿子喜出望外，高兴地接过菜
单。他诡异地朝我笑了笑，又悄悄
地跟我说：“今天我们好好宰老爸一
顿。”儿子看了看我们，问道：“你们
喜欢吃什么？”我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道：“你看着办。”儿子浏览了一下菜
单，飞快地把菜点好了。正要下单
时，他突然问：“老爸，刺身一份 188

元要点吗？”儿子嫌贵，拿不定主
意。他爸爽快地回答:“点！”儿子兴
奋地在菜单上添加了这道重量级的
菜。儿子把点好的菜单递给我过
目。我稍微瞄了一下菜单，见有寿
司、小吃、主食、刺身等十几道菜，品
种多样，价格适中。于是我连忙说:

“好，不够再点。”他老爸则看都没
看，就直接说：“上菜。”

第一道菜很快上来了，儿子立马
起身给他爸夹菜，并对他说：“老爸，
您辛苦了，多吃一点。”老公开心地接
住，然后他又提醒儿子：“这段时间你
妈也辛苦了。”儿子听了赶紧也给我
夹菜。我心头一暖，儿子什么时候长
大成熟了？

待菜上齐后，我发现寿司较少，
小吃较多；蔬菜偏少，主食偏多。儿
子给我们每人各点了一份不重样的
主食，显然是动过脑筋的。他给自己
点了牛排，给我点的是牛肉饭，给他
爸点的是冷面，儿子学会了关注他人
的喜好。其实，晚上我本不吃主食
的，但看在儿子的份上，一个劲地吃，

还连连称赞。我们三个人都很有战
斗力，不一会儿就全部吃完。

回家路上，老公意味深长地对
儿子说:“今天你点的菜非常好，色香
味俱全、搭配合理、考虑周全，要是
再有一盘蔬菜沙拉就更好了。儿
子，通过点菜，也许你会悟出其中一
些道理。”儿子连连点头，看得出他
很开心。

随着儿子的长大，他们父子俩
的关系也在无数次碰撞中缓和了下
来，现在十六岁的儿子已经足足比
他爸高出半个头。这些年，他爸一
直在外努力打拼，不断地进步。他
已经不再像以前一样，常常以军人
的威严强压儿子，而是对孩子多了
几分慈爱和尊重。他们的关系，与
其说是父子，其实更像朋友。父亲
对儿子更加包容和体谅，儿子对父
亲也越来越敬重。

儿子点菜这一日常行为，不但满
足了他个人对食物的喜好，还培养了
他的自信，增进了亲子关系。以后我
们全家出门吃饭，点菜还得儿子来！

在岁月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记
忆如璀璨的星辰，熠熠生辉。外婆
家的豆腐坊，便是我心中那永不磨
灭的一颗。

外婆家的豆腐坊，坐落在村子
的中央。号称“大院子”里靠右边的
那间不大的土坯房，承载了我童年
无数的欢乐与温暖。每当天刚蒙蒙
亮，豆腐坊里便传来了忙碌的声
音。那是外婆在为一天的豆腐制作
做准备，而我，总是在这熟悉的声音
中悠悠转醒。

走进豆腐坊，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那口大大的石磨。石磨厚重而古朴，
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外婆总
是熟练地将泡好的黄豆一勺一勺地
倒入磨眼，然后握住磨柄，缓缓地推
动石磨。随着石磨的转动，乳白色的
豆汁便顺着石磨的边缘流淌下来，滴
入下方的大木桶中，那声音犹如一首
轻柔的晨曲。

灶台上的大铁锅冒着腾腾的热
气，锅里的水翻滚着，等待着豆汁的
到来。外婆将过滤好的豆汁倒入锅

中，然后用一把长长的木勺不停地
搅拌着。这时候，屋子里弥漫着浓
浓的豆香，让人陶醉。我总是忍不
住深吸一口气，想要把这香气全都
吸进肚子里。

点卤是制作豆腐最为关键的一
步，外婆的手法精准而娴熟。她将卤
水慢慢地倒入锅中，同时不停地搅
拌，眼睛紧紧地盯着锅中的变化。不
一会儿，原本还是液态的豆汁开始渐
渐凝固，变成了豆花。豆花如同一朵
朵盛开的花朵，洁白而娇嫩。

接下来，外婆会将豆花舀入铺好
纱布的木框中，盖上盖子，再压上一
块重重的石头。经过一段时间的挤
压，水分慢慢渗出，豆腐便成型了。
揭开纱布，一块白白嫩嫩的豆腐呈现
在眼前，那细腻的质地，仿佛是一件
精美的艺术品。

豆腐坊里的时光总是充满了温
馨与欢乐。我会帮外婆搬搬凳子、递
递工具，偶尔也会调皮地用手指蘸一
点豆花放进嘴里，那香甜的味道至今
仍萦绕在心头。外婆总是笑着看着

我，眼神中充满了慈爱。
午后，阳光透过窗户洒在豆腐

坊的地上，形成一片片金色的光
斑。这时，会有邻居们陆续来到豆
腐坊，买上一块新鲜的豆腐。外婆
总是热情地招待着他们，大家一边
聊着家常，一边夸赞着外婆做的豆
腐好吃。在那充满欢声笑语的豆腐
坊里，我感受到了邻里之间的那份
淳朴与真挚。

如今，外婆已经离开了我们，豆
腐坊也早已不复存在。但每当想起
那段时光，心中总是充满了无尽的怀
念。那石磨的转动声，那浓浓的豆
香，外婆那慈祥的笑容，都深深地印
在了我的记忆深处，成为我生命中最
珍贵的宝藏。

或许，生活就是这样，在不断地
前行中，我们会失去一些东西。但那
些曾经的美好，却永远留在了我们的
心中，成为我们继续前行的力量和勇
气。外婆家的豆腐坊，不仅仅是一个
简单的地方，更是我心灵的归宿，是
我永远的乡愁。

郑剑文

我喜欢观海，更喜欢听涛，或许这更易感悟岁月的沧桑与人
生的起落。老家门口便是石井古渡，那曾是泉州古刺桐“三湾十
二港”之一，也是安海港的一个出海口。古渡向南是围头湾，隔
海遥对金门岛，沿五马江向北可到五里桥下。这是一个过尽千
帆的渡口，如今帆影远去，而涛声却依旧。我喜欢坐在门口听
涛，在涛声里听闻古渡的前世今生。

古渡也算历史悠久了，隋唐时就有人在此制造舟楫，漂行于
江海之上；宋时，官府在此设“石井津”、置“巡检司”，用来管理来
往船舶，抽取盐税杂费；明初又建“靖海寨”、筑“烟墩铳城”，这里
成了一处海防要津；明末清初，以郑芝龙为代表的海商家族以石
井津与安平港为基地，拥船千艘、屯兵数万，耕海牧洋，兴贩东
西，成为叱咤一方的海上霸主；再后来郑成功从这里启航，挥师
东渡，收复了台湾，成就了千秋伟业。古渡的涛声时起时落，却
不曾停歇过，犹如讨海人对大海不息的向往。

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这里的人们靠海而居，
以海为生，古渡成为他们的生存驿站。他们在此扬帆，又在此落
锭。不管是下海捕捞，或出海谋生，走船人的航迹遍及东南亚沿
海各个埠头，他们“过台湾”“下南洋”，开辟出一片片生存的空
间。明末清初，因为禁海迁界，古渡几度沉寂，帆影罕见。然而，
人们对大海的向往是难以遏制的，毕竟在海的彼岸有他们生活
的希望。清雍正年间，石井海商郑运锦组建船队，从古渡出发，
往台湾经营海运业。那时台湾“勃兴港”与古渡之间想必船来船
往、航运繁忙，那也是古渡的一个高光时刻。石井中宪第如今仍
铭刻许多航海人的记忆，那时的涛声想必激越而高昂。

20世纪 30年代，有人在古渡边筹建对渡厦门的客运码头，
却因战乱而搁置，留下一段数十米的钢筋水泥墩子，古渡又沉寂
很长一段时间。后来村民把那水泥墩子当成一处简易渡口，对
渡江对岸的东石白沙岛，古渡才又热闹起来。小时候，我喜欢到
那里钓鱼捡螺、观海听涛。那时有许多渔民在那晒网打绳、谈天
说地，如有渔船回港，渔获上岸，古渡便成了一处临时的海鲜集
市，喧嚣不已，古渡重现了短暂的繁忙景象。平日里的古渡是宁
静的，除了涛声还是涛声，偶尔一两声鸥鹭鸣叫便可传遍全村。
古渡不远处有座灯塔，昼夜不停地闪着光芒，为进出港的船只引
航。我迷惘的时候也常独对灯塔观海听涛，灯塔的亮光虽微弱，
却能点燃我迷茫的心，给予我希望。如今想来，古渡与灯塔成了
我心中故乡最美的风光。

古渡伴着潮水而起落。2002年，泉州至金门货运航线开
通，石井港成为祖国大陆对台货运直航主要航线之一。2006
年 6月，泉州至金门的客运直航也正式开通，古渡实现华丽转
身。那艘从古渡开往金门的客轮发出了一声声响亮悦耳的汽
笛声，那更像是两岸同胞共同发出的欢呼之声。2023年金秋，
横跨石井江上的成功跨海大桥建成通车，古渡展现出新时代
进步的风采。

站在古渡，我再次听到了浩瀚的涛声，那是一曲向海而兴的
时代强音。

夜已临，风轻拂，万家灯火旖旎。夜色如水，浸
润着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抚慰着忙忙碌碌、劳累了
一天的疲惫心灵。吃过晚饭，我怀抱稚子出门，和小
朋友一同探寻夜色的韵味，感受那份属于夜晚的烟
火与温情。

家住晋江池店桥南，穿过小区东门，越过马路，
来到小区对面的金街。金街是一条繁华的商业步行
街，商铺林立，灯火通明。每当夜幕降临，这条街就
热闹不已、人流涌动，尤其可见携家带口的身影，在
这里共享休闲时光。

步入金街中心，一座圆形喷水池映入眼帘，虽常
年干枯，却成了人们休憩的场所。只见石板上零零
散散坐着几个人，或低头沉浸于手机世界，或以一种
休闲惬意的坐姿，观看着周遭的热闹。紧挨着水池
的南边设有套圈游戏，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水池的
东边则是一个围棋摊位，两名少年正旁若无人地对
弈。为招揽学员，培训机构将舞台搬到街上，让学员
在街上“露一手”，以此吸引顾客。这不，水池的西边
置放架子鼓，一名年轻帅气的小伙子正激情澎湃地
敲打着，身边的助手忘我地弹着吉他，交织成活力十
足的动听乐章。而架子鼓旁边则是拉丁舞表演，一
群小女生在老师的指导下，跳着热情奔放的舞蹈。
在喷水池的周围，这些表演各显神通，又如此和谐，
给观众带来了视听的享受。

继续往北走，儿童游乐区成了欢乐的海洋。小
朋友们或喂食金鱼，或专注于陶瓷彩绘，或练习滑旱
冰，或在大人的陪伴下玩着果虫滑车、旋转木马、自
控飞机、魔幻喷球、蹦床等娱乐项目。每一个项目都
让孩子们喜笑颜开，大人也乐在其中。

金街的尽头有一座天桥。短短的天桥摆满了摊
位，主要售卖小玩具、小饰品。卖家有不少是小朋
友，在大人的陪伴下吆喝着，体验着做买卖的乐趣，
仿佛提前步入了社会的课堂。天桥的另一端是商
城，这里也是人头攒动。从商城的南门进入，右侧有
一个攀岩点，几个小男生小女生系着安全带奋力向
上攀爬，在挑战中展现着勇气与毅力。

走出商城西门，便决定回家。过了红绿灯，对面
就是居住的小区。小区西门外马路边规划了夜市，
近百个小吃摊位一字排开，秩序井然。四果汤、柠檬
茶、姜母鸭、醋肉、鸡爪、麻辣烫、小龙虾……各式各
样的美食诱人垂涎，烟气缭绕，蒜香味、孜然味飘
荡。每个摊位旁都放有方形桌，人们围坐一桌，品尝
美味，畅谈家常，享受着这难得的放松时刻。

从小区东门出，西门进，绕了小半圈，感受的是
盛世之下小城夜色的繁华与祥和。此时，夜正浓，风
正清，那幅温馨祥和而又绚丽多彩的画卷仍然在夜
色中铺展开来。

商聚湖头

在古渡观海听涛

乡情

山水深处有人家（国画）马广生

夜色下的烟火

外婆家的豆腐坊 刘衍

点菜 李金范

立秋

秋意

初秋

陈金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