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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旺翻出母亲用手绢层层包裹着的首饰
盒，他们家刚盖起了新房，明天就要搬去新
家了。

母亲离开这个家已经有12个年头了。这
12年来，秦旺几乎和母亲断绝了所有联系。

父亲去世的时候，秦旺才9岁，是母亲一
个人把他拉扯大的。那些苦水泡心窝的日
子，母子俩相依为命。那时候，母亲还年轻，
也很美，来给母亲做媒的人很多，可母亲始
终没松口，就这样一晃，秦旺26岁了，婚期就
定在这年秋天。按说秦妈妈终于盼到娶媳
妇，接下来就可以等着抱孙子享天伦之乐
了，然而，秦妈妈却在这个时候把自己给嫁
了。

她嫁的不是那位一直心仪她的小学教
师，而是镇上卖杂货的常三。当年秦旺的母
亲跟儿子说自己决定要改嫁常三的时候，秦
旺简直以为母亲不正常了，但是看到母亲一
脸的凝重，像是拿定了主意，他便坚决不同

意，并说出母亲真要一心嫁那常三，便不再
相认的狠话。

可是，母亲还是去了。
常家离他家不过相隔十来里路，这些年，

母亲的日子并不好过。有什么风吹草动，总
有好事者说与秦旺的媳妇听。媳妇也试探秦
旺，要不然就把老母亲接回来住吧，不能让
几十岁的娘常挨那常三的打。可是秦旺的心
仿佛是石头做的，母亲的事再和他没有任何
关系了，他拒绝听关于母亲的任何消息。

有一次，秦旺的孩子从学校回来，突然变
天了，下起了大暴雨，孩子被住在路边的奶
奶领回家，留在她家吃了一顿饭。秦旺知道
后，差点打得儿子屁股开花。孩子从此之后
再不敢去奶奶家了，即使偶尔在路上遇到奶
奶，他也连忙避开。

秦旺赶集的时候，也曾远远地看到过母
亲，他发现母亲的背已不再清秀，明显地苍
老，就连身材也似乎变得矮小了。每当这时

候，他总是加快了步伐，然而快走到近前时，
他却又别过脸去，假装没看到。

这个首饰盒里装的是什么呢？秦旺狐疑
地猜测着。曾经，这个首饰盒里装着母亲的
一对银镯子。那是当年父亲送给母亲的结婚
聘礼。可是，那对镯子早在父亲去世的第三
年，因为秦旺生了一场大病，被母亲变卖了。
一只空盒子干嘛还裹得这么严实？

秦旺连忙解开，一张泛黄的纸张，被折叠
着放在盒子里。

这是一张收条：
X月X日，XX收了秦氏一万元现金。从

此，两不相欠。
XX于X月X日。

落款日期是12年前，就是母亲改嫁的日
子。秦旺像是被电击了一般，脑子一片空白。
他一下子懵了，人也瘫坐在地上。

这个收条是别人打给母亲的，也就是说
母亲曾背着他付给人一万元。

收钱的这个人，秦旺是认识的，是他们邻
村的张某。当年，他和还没有过门的妻子一
起去邻村看露天电影，和张某的儿子打了一
架，一怒之下他砍坏了人家的一条胳膊。张
家人曾扬言要让他吃牢饭，是母亲给张家人
下了跪，人家才饶过他。难道母亲不止是给
人下跪，还赔了钱？可是，这一万元母亲在哪
弄的？他们家那时候很穷，所有的积蓄都花
在秦旺的婚事上，别说一万元，就是一千元，
他们家也拿不出啊！那么，母亲之所以那么
固执地要嫁给常三，就是因为这个吗？此刻，
秦旺的脸上满是泪水，他想起这些年母亲所
受的苦。就在今天，舅妈还在劝他，说母亲在
常家过的不是日子，很可怜，不如趁着搬新
房了的机会，让她回来住几天，高兴高兴。可
是，他却没有点头。

此刻，秦旺的脑子里浮现许多过去的画
面。这些画面都是母亲和他相依的日子。小
时候过年，他们曾经为了推让一块肉，让年
饭吃出眼泪；上中学时，母亲给他送菜，步行
三十多里，就为了省下八毛钱；冬天，母亲怕
他冻着，拆了自己过冬的棉袄，给他做成棉
裤；还有一次，他生病了，母亲不吃不喝衣不
解体地守在他那间集体宿舍……

母亲的所作所为，哪一桩，不是为了自己
啊？想到这里，秦
旺 猛 地 翻 起 身
子，抹一把眼泪，
冲出门外……

太奶长寿，活到 1 0 6

岁。
太奶一辈子育有七子

二女，爷爷排行老大。爷
爷在我父亲八个月大时，
也就是1942年被国民党拉
了壮丁。奶奶和父亲孤儿
寡母，苦度时日。太奶也
是整天以泪洗面，盼星星
盼月亮，盼着爷爷归来。
抗日战争胜利了，爷爷没
回来；解放战争胜利了，
爷爷没回来。于是太奶把
希望寄托在爷爷逃到台湾
上，两岸关系回暖，可以
“三通”了，太奶依然没
盼到爷爷的音讯。

太爷去世后，太奶一
个人生活。太奶的老房子
给了小爷爷。我的几个爷
爷在空地上给太奶盖了两
间 房 。 太 奶 的 房 很 有 特
点，不是起脊房，没有屋
脊，就是前高后低的一顺
坡房，像个棺材。有人看
见太奶的房就笑着说，太
奶住进了“棺材房”，阎
王早把太奶忘了。

太奶的房里有个老物
件，一架盒子。就是人们
红白喜事要抬的盒子。那时候整个村里就太奶这一架盒
子。人家有红白喜事就借太奶的盒子，归还时少不了押
一斤果子，几把水果糖。我们小孩放学后，太奶见了，
就喊住我们，太奶给我们拿好吃的。太奶很瘦弱，三寸
金莲，走起路来颤颤巍巍。太奶目光慈善，看着我们吃
完，嘱咐我们赶快回家，别让爹娘担心。

太奶九十岁之前还是自己做饭吃，九十岁以后太奶
就轮着吃饭，除了我家之外的六个爷爷，每家按照星期
轮流吃饭。

太奶胃口好，九十多岁了，一顿还能吃一碗肉饺
子。六个奶奶对太奶都很好，轮到谁家都是变着花样给
太奶做好吃的。有人说，六个奶奶对太奶小心翼翼地伺
候，是怕太奶病在自己家或老在自己家。我不这样认
为，我六个奶奶那一辈人，对老人确实比现在的人对老
人好。

过年的时候，初一那天，村里的晚辈络绎不绝地来
给太奶拜年，太奶是村里辈分最高的。

在我记忆中，太奶始终是一个模样，不见老，顶着
黑头巾，拄着棍，“三寸金莲”摇曳稳健。

太奶一百多了，在三十年前，百岁老人可是少见。
有报社的记者来采访太奶，探究太奶长寿的秘密。记者
从饮食、心态、遗传等方面作了分析，得出了太奶长寿
的各种秘密。

我对此却不以为然，
太奶106岁去世的时候，嘴
里还含混不清地喊着爷爷
的乳名。

三年前办公楼里跑来一只大花猫，是
值班室的老刘收养了它，按说公共场所是
不能喂猫的，无奈这只猫太可爱、太家常
了，来了就不走。几年来它与楼里的人几
乎都混熟了，不少人经常带食喂它，它成
了这个大家庭的共同宠物。

近几年，棚户区改造进展很快，城中
村居民的房屋大多数被征迁了，小动物们
的生活不再安逸，居民住进了小区，狗不
能上楼，猫不能入户，不少农家喂养的小
猫小狗成了“流浪儿”，这只大花猫只是
其一，它找不到原来的主人，更找不到食
物，它的生存得益于好心老刘的收养，更
得益于它那聪明可爱适者生存的天赋。

上下班经常能看到大花猫的身影，要
么睡在楼道里，要么活动在大院里，要么
坐在大门前静静地守候着，有时跟着较熟
的人跑上几步，它特别聪明又重感情，凡
是见到经常带东西喂它的人，总是“咪
咪”两声，像是跟人打着招呼，大家特别
喜欢逗它，每当这时，它像一个逞脸的孩
子，两只前爪搂着人的裤角，一会儿打
滚，一会儿作揖，跟人撒起娇来。

俗话说：“狗吃狗撵的，猫吃猫逮
的。”这只大花猫来了之后，楼道里老鼠

没有了，以前这里老鼠经常出没，啃烂书
本，咬断网线是常有的事，给人们带来了
不少烦恼，有了大花猫的进驻，现在安全
多了，放心多了，人们对这只大花猫的好
感很多方面也来自这点。

一天快下班的时候，大花猫不知在什
么地方捕到了一只大老鼠，用嘴死死咬
着，老鼠的尾巴还在乱动，大花猫获得了
战利品，总是要炫耀一番，它衔着老鼠一
会儿跑到这，一会儿跑到那，不断发出
“呜呜”的声音，仿佛告诉人们，它并不
是光吃饭不干活的主，它真的为民除害
了。跑了几圈后，大花猫在院里地坪上玩
起老鼠来，那只老鼠也很聪明，躺在地上
装死，大花猫守在旁边，不断地用爪子挠
它，有时故意装假放松警惕，那只老鼠寻
找机会翻起来就跑，可它哪能逃出大花猫
的手心呢，一个箭步窜上去，如猛虎扑食
一般，又把老鼠死死地按在地上，反复几
次下来，把那只老鼠玩个死翘翘。在一旁
观看的人，个个为大花猫喝彩，为大花猫
的本领感到惊叹，大家都认为这是一只勤
快的猫。

今年三四月份，大花猫的肚子突然大
了起来，这时人们才知道它原来是只母

猫，两个月后它在楼梯肚里产下了四只可
爱的猫仔，三只灰花的，一只白色的，大
花猫做月子啦，楼里的人都知道了这个秘
密，有带鱼来的，有带牛奶来的，值班室
的老刘更是悉心照料它，大花猫成了大家
共同关注的话题。四只小猫一天天地长
大，每天上班都能听到猫仔的叫声，都能
看到它们母子在一起欢快的场景，几个女
孩子经常蹲在跟前，用手抚摸着在猫仔，
老猫一点也不护窝子(护犊子)，任凭她们
逗趣。

大花猫十分爱干净，猫仔个个被它舔
的干干净净的，楼梯肚里的窝巢看不到它
们的任何粪便，每天都是老猫带着小猫，
到大院中的绿化带里排便，“猫盖屎”是
猫的天性，连小猫也会这样做，排了粪便

后用爪子刨土，将粪便盖的严严的。
一个月后四只小猫先后被人逮走送到

了乡下，就连最后一只小白猫跟随母亲一
段时间后也被人逮走了。母子团聚时那欢
快嘻戏的场景没有了，美好的时光是那样
的短暂，特别是最后一只逮走后，大花猫
显得很无奈，情绪非常低落，旁边放的食
物，看上去已有很长时间没有吃了。它整
天坐在那没精打采的，人们逗它时，也不再
像以前那样欢快调皮了，呆滞的目光对人望
一下，“啊”一声，一动不动坐在那里，看来
失子之痛对它折磨很深。唉，动物毕竟是动
物，过了一段时间后，大花猫又恢复了常
态 ， 重 新过起
它 的 正 常 生活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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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饰盒里的秘密
李 艳

大花猫的故事
张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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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世界

本报讯(徐 静)日前，第二届中国国
际旅游景区装备博览会在合肥举办，我市
多家文旅企业精彩亮相。市文旅局精心策
划、诚心动员、用心布展，特装展台以
“六安红”为主题，通过“闪闪红军
源”、“巍巍大别山”、“悠悠淠河水”
等设计元素与声光电的搭配，充分展示了

我市丰富的红色文化和绿色资源。
在六安展区内，来自全市各县区的

28家文旅企业现场向各位参会嘉宾展示
了博微长安房车、琴飞曼牌雨衣、万佛湖
鱼竿、舒席、霍山玉石、田孝琴泥塑、徐
集花生糖等31类独具六安特色的旅游装
备、旅游商品和非遗产品，还提供了六安

瓜片品茗、石斛灵芝品鉴、生态竹酒品饮
等多项互动类体验。今年，我市首次将博
微长安的新款房车开到了展区，成为本届
景博会城市展区的一大亮点，吸引了众多
嘉宾驻足参观。

市文旅局及各有关景区负责人还向广
大参会嘉宾及观展市民介绍了我市丰富的

旅游资源和旅游线路，发放宣传资料近万
份。展会期间，参展企业积极参加中国智
慧旅游发展主题论坛，进一步谋划推动我
市智慧旅游发展。

据悉，本届景博会展览面积达2 . 3万
平方米，吸引了来自安徽、浙江、山东等
地近300家企业参展。

“六安红”亮相中国国际旅游景区装备博览会
本报讯(记者 邱杨)“你知道

你的优点有哪些吗？如何认识每
个人都有优缺点？”“在工作团
队中，你觉得可能会遇到哪些挑
战？” 1 2月 7日下午，一场关于
“如何使用赋能的沟通方法来促
进高效的工作环境”主题的读书
会在六安市图书馆举办，六安市
妇联特聘教育专家杨辛与现场30

余位读者一起，通过对《自卑与
超越》等相关图书的读书分享，

交流如何鼓励自己和鼓励他人，
学习如何使用赋能的沟通方法来
促进尊重和高效的工作环境。

当天活动是“六六读书会”的
首期，这是六安市图书馆新创立
的一个品牌活动，旨在通过不同
主题，给读者们提供交流读书体
会、生活感悟，碰撞思想火花的
平台，推动全民阅读，助力形成
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社会氛
围。

周末读书会

分享生活感悟

12月5日，六安市基层文联助力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工作座谈会走进叶集区
姚李镇。当下，在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
活动下，姚李镇正展出一幅文明、健
康、和谐、美丽的崭新的画卷。

群众活动 文化味浓

12月5日，新时代文明广场文化大舞
台上，“姚李戏曲协会”演出的传统小
戏琴声悠扬，锣鼓阵阵，群众新闻乐见
的传统庐剧，伴随着琴弦乐曲在广场空
回荡。广场一角，“姚李书画协会”孙
震等书画爱好者，挥毫泼墨，在为群众
书写春联，那种欢乐与喜庆都写在脸
上。文联办公室里，电视屏幕里正在播
放姚李文联活动的视频画面。办公室二
楼里，四周墙壁上，整齐地挂着该镇书
画爱好者的精品佳作，一幅幅散发着灵
气的书画作品，正草隶篆各有不同。

该镇年逾七旬的“农民画家”陈福
道和“柜台作家”王和文，正在用他们
灵巧的双手，浓墨重彩勾画田园村庄、
山水风光，一幅幅美丽乡村文明和谐的
画卷，展现在人们面前，翰墨飘逸散发

着浓郁的文化氛围。
此次现场会，丰富
了姚李群众文化活
动内容 ，更进一
步地推进了姚李
文化工作向着新
时代文明，创新
文化改革、开拓
进取、蓬勃向上的
方向发展。

文联引领 协会活动

姚李 镇 向 来 历史悠
久，古韵悠长，人杰地灵，
文人荟萃。历史上被誉为“文藻
之乡”，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境内山
水相依，依山傍水的下骆山风景秀丽，
钟灵毓秀，漫流河碧水长流。其中，红
墩寺遗址的发掘，揭开了5000年人类古
老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一页。

为了更好地引领群众文化活动的开
展，该镇于2015年成立了“姚李文化艺术
联合会”。姚李文联的成立，标志着姚李群
众文化活动迈上了新的台阶。为了让群众

文化活动，走向正规范化、常态化、制度
化，文联下设6各分会，即“民间艺术协
会”、“音乐舞蹈协会”、“文艺创作协会”、

“书画协会”、“体育协会”、“戏曲曲艺协
会”，开辟了全市乡镇级文联组织的先河。

为了使群众文化活动常规
化开展，戏曲协会以《姚李

庐剧团》为宣传平台，
不间断地深入民间，
演 出 群 众 喜 闻 乐
见的传统小戏，
并 走 入 田间地
头 、送 戏 到 门
前 ，极大 地 丰
富了群众的业
余 文化生活，
受到广大群众
的欢迎。戏曲协
会还因地制宜，

结 合 国 庆 节 、春
节 、十一等 传 统佳

节，举办“纳凉戏曲会
晚”、“国庆戏曲周”、“元

宵戏曲晚会”等，为广大戏曲
爱好者，送上一顿顿视觉盛宴。2018年起
开展“戏曲知识进校园”活动。演员们来
到该镇灯笼树小学，手把手，一板一眼地
教学生戏曲演出动作，通过演员与学生
零距离接触，让学生切身感受到传统戏
曲文化的魅力，有效地推动了戏曲文化
与校园文化融合发展。

近年来，姚李“文化志愿者协会”
紧紧围绕党政中心工作，有机地迎合新

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开展送文化下
乡、送科普知识、送春联到村组等活。
2018年至2019年，文化志愿者协会人员
在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的号召下，连续
两年在端午节期间，来到长湖敬老院开
展慰问活动，得到了群众的一致点赞。

群体活动 精彩纷呈

时下，跳广场舞在该镇已经不是新
鲜事了，以广场舞为载体的群众健身活
动普遍展开。据了解，该镇区10人以上
的中老年广场舞队伍就有10个，村级广
场舞队伍11个。

每到夜幕降临，舞友们三三两两来
到广场，伴随着悠扬的舞曲，迈着矫健
的步伐，合着舞曲的节拍，翩翩起舞，
跳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跳出
了新时代农民的文明与风采。活跃了群
众业余文化生活，又锻炼了身体，农民
的业余生活有滋有味。以往那种闲余时
间搓搓麻将、打打牌，早已被新时代的
文体活动取代。

文旅部拟加强说唱、脱口
秀、相声等节目审核。文化和
旅游部近日就《文化和旅游部
关于进一步加强演出市场管理
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公开征
求意见。其中提出要重点对电
音类、说唱类节目审核把关，
着重加强脱口秀、相声以及先
锋话剧、实验话剧等语言类节
目内容审核和现场监管。专家
表示，对于文化市场出现的新
兴事物亟需加强审核和监管，
同时也要考虑文化领域新业态
的长远健康发展。

安徽省三展览入选国家文
物局百项集中宣传推介展览项
目。近期，国家文物局办公室
公布2019年“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 培 育 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
观”主题展览征集结果，安徽
博物院“烽火江淮——— 安徽革

命史陈列”、芜湖博物馆“渡
江第一船暨芜湖解放七十周年
主题展”、泾县云岭新四军军
部旧址纪念馆“ 新 四军在 皖
南”等3个展览入选。此次主题
展览项目征集工作，经专家评
审投票，最终确定百项集中宣
传推介的展览项目。

大别山风景道入选 “驾
游安徽”精品线路。12月6日，
由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
2019年安徽自驾游大会推出皖
北 历史文化之 旅 、 皖 江 风景
道、欢乐芜湖全域自驾、黄山
218、大别山风景道、皖浙1号公
路、慢游205、皖南川藏线、江
淮分水岭风景道、环巢湖风景
道等10条“驾游安徽”精品线
路。连续6年举办的安徽自驾游
大会，已成为推广安徽自驾产
品的重要品牌。

本报讯(张正武 记者 徐有
亭)近日，霍邱县诗词学会组织部
分会员来到安徽长乐生态园赏梨
采风，吟词赋诗。

会员们一边观赏雪梨，一边深
入了解当地群众的生活，得知生
态园以“农场+农户”的方式发展
黄金雪梨和名贵苗木产业，帮助
110多户困难家庭脱贫致富，感到
十分欣慰。

据悉，霍邱县诗词学会成立于

2000年，十多年来，霍邱县诗词
学会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卓有
成效。建立健全了诗教组织，开
展诗词知识培训，成功举办了首
届诗歌节，评先并表彰了先进诗
教集体，开展诗词大赛，组织了
采 风 活 动 ， 创 办 了 诗 刊 《 蓼
风》，编辑出版了诗集《古今诗
人吟霍邱》，召开了争创诗教先
进县动员会，从而使霍邱县的诗
教工作跻身安徽省先进行列。

诗词学会 梨园采风

百百 花花 园园

奏奏响响新新时时代代文文明明之之歌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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