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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我的父亲
阴 周勤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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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从 1996 年去世至今已有

23 年了，但我时常还会在梦里梦见

父亲穿着一件绿色卡其中山装，骑着

一辆自行车，一踩脚一躬背地赶往告

岭西天目木衣夹厂上班。在闲暇之

余也会经常想起在我人生成长的路

上，父亲用言传身教、熏陶、感染、引

导、鼓励我怎样为人处世的点点滴

滴，只可惜父亲艰苦奋斗了一辈子，

还没来得及享受苦尽甜来的日子，58
岁就离开了我们，但他对工作的刻苦

专研和精益求精，对生活的多才多艺

和乐观精神，对家庭的无限负责和勤

俭持家，对命运的顽强拼搏和坚强毅

力永远值得我继承和发扬。

父亲因为小时候家里穷，只读

过四年书，但从我朦朦胧胧有记忆时

起，就给生产队里当会计。有一年已

是腊月快过年的时候了，天空下着鹅

毛大雪，晚上小队长、出纳和几个威

望比较高的老者深一脚浅一脚走到

我家来，和我父亲一起结算生产队

全年的分红。父亲早早在家里用柴

蒲头升起火炉，上面用铁链挂着一

把铜茶壶烧好开水，旁边放一张方桌

就开始了他们的账目结算，夜深了还

能听到他们热烈的讨论声。大概那

年分成好，还不时传来他们喜悦爽朗

的笑声。由于账目清楚负责和一手

好算盘，隔壁生产队和大队里经常要

请父亲帮忙，每年大队茶厂从头到脚

的账目也直接叫父亲去负责。到了

1978 年 10 月，国家因为建造英公水

库，我们全家移民搬迁到西天目乡

白鹤村。

到了一个新地方，父亲人生地

不熟，生产队里给安排小队记账和晒

谷子，父亲不怕苦不怕累，从早到晚

把上百担谷子在公房里搬出晒干又

搬回来，从来没让谷子被雨淋湿过

一次。父亲对工作一丝不苟和认真

负责的态度得到了小队、大队干部

的充分肯定，1982 年大队干部把父

亲抽调到大队经营的小吃部搞经营

兼管账目，父亲的勤快细心和经营有

方，很快留下了好口碑，1983 年被西

天目乡工办物色到西天目乡木衣夹

厂做会计，从小队农业会计到工业会

计，业务上不尽相同，但他没有被难

倒，刻苦专研、通宵达旦摸索规律，在

很短的时间内就把账目弄懂弄通，之

后更是把账目做得清清楚楚。

那时候乡工办和税务局的业务人

员来厂里看账是最放心了，随便点哪

笔账，父亲都会像老中医出中药一样

闭着眼睛在账柜里准确拿出翻到那一

页，而且丝毫不差，丈量收购木料更是

能准确到大家心服口服，知道的人无

不佩服称赞，远远近近的人都亲切地

叫他周会计。父亲更有一手后天练就

的好算盘，打得又准又快，曾代表乡里

参加当时全临安县乡镇企业会计算盘

比赛，获第一名，在父亲的书橱里还叠

着许多不同年份获得的荣誉证书。到

1995 年因工作需要，乡工办把父亲调

到龙头骨干企业西天目铸造厂做会

计，由于工作量加大，父亲工作更加发

奋努力，平常还专门抽出时间参加企

业会计间的业务交流，长时间的业务

经验积累，引得许多年轻人前来拜师

求教，在乡工办的推荐下，父亲前后带

出了三位比较有名的徒弟。

父亲除了做会计，还多才多艺，

自学成才，至今老家的墙上还挂着他

心爱的一把二胡，上世纪 60 年代初

就是用这把二胡利用晚上的时间，

教生产队里的成员唱国歌、国际歌和

革命样板戏曲，完成当时生产队长交

给的辅导社员政治、文化夜学任务。

平常遇到父亲开心的日子，也会拉拉

二胡，哼哼小曲。他最喜欢拉的应该

是电视剧《渴望》的主题曲。

父亲还会一份责任重大，关乎

生产队全年口粮的活儿，叫孵秧谷

子，从浸水控温、孵化育苗到秧田撒

播全程把舵掌控，不管天气如何变

化，从未发生过烂芽、出过任何差

错。放排也是父亲拿手的一门好活，

那时候山路狭小加上没有交通运输

工具，生产队砍下来成堆成堆的木

材，只有靠下雨天溪坑里涨大水把

木材从源头放流到下游的村口码

头，父亲和生产队里几个壮劳力把

一根根木材用蚂蟥钉固定在一起，

做成一条条木排，穿着蓑衣，戴着笠

帽，一批一批的在激流中往下放，要

控制既不触礁散排，又不横流搁浅，

动作又要迅速果断，着实不易，每次

回来已是浑身湿透，筋疲力尽。在家

里也一样，有时下雨天生产队不能

出工更是父亲发挥特长的好时光，

从开始试着做一条小板凳开始，渐

渐做出了家里必需的家具橱柜等大

件，还有正屋旁边的厨房、柴屋也是

和我母亲一起用泥土垒墙，砍干草

盖起来的，一般的泥水工活、篾匠活

也会随手拈来。

父亲的一生，是艰苦朴素、勤俭

持家，默默用实际行动影响教育子

女，传承好家风的一生。从孩提时代

跟随爷爷挑着一担箩筐从老家江山

到英公大队金坞第二生产队落脚，

白手起家，前后造了四回房子，其中

两回都是因为建造水库搬家，家里

的日子一直过得比较紧，加上在我

上面是三个姐姐，妈妈身体不太好，

没有正劳力赚工分，自然年终分红

就少，生活的重担基本压在父亲一

个人身上。

金坞地处偏僻山坞，生产队的

水稻田仅有人均 0.2 亩，分到户的

稻谷很少，只有靠山上种的玉米、番

薯、南瓜等来填补充饥，一年中能吃

米饭的日子也只有逢年过节，或者

客人来了才有得吃。可每次父亲到

饭桶盛饭的时候总是把米饭留给爷

爷和我们吃，自己盛还有半边的杂

粮饭吃。生活上的拮据，使父亲一方

面更加精打细算，严把透支欠账，另

一方面起早摸黑砍干草、采小竹，带

上大姐挖药材到国营收购站出售，

挣点钱回来供我和三个姐姐读书和

家用，自己有点小毛病总是熬熬就

过去了。父亲穿的衣裤都是在双肩、

膝盖缝了又补，洗得褪白才会丢。手

头再紧，父亲每年还要寄些钱给老

家老人零用，碰到社会上集资捐款

也是分毫不少。平时更是教育我们

要孝敬长辈，和睦家庭，要严绝赌

财、赌力、赌吃、赌气，更要远离贪

心、贪吃、贪懒、贪荣，做人一定要有

骨气、活得有意义。

记忆中父亲送我两样东西最最

珍贵，我一直收藏着。一样是我

1986 年学校毕业后刚要报到参加

工作，亲手给我制作了一只精致灵

巧油漆好的木板箱子，面上漆了“勤

劳工作”四个字；另一样是我新居落

成进屋，父亲起早带着火种和一块

匾额，匾额上写有“勤俭持家”，挂在

新屋堂前，火种拿来为我开灶生火，

意为家里的光荣传统要代代相传。

父亲面对命运波折，有着顽强

的意志，好几回从生死关口走了回

来。听母亲说早在 1967 年，父亲和

几个生产队的一班人被大队抽到长

备队里挖矿井，有一回已过中午，大

家一个个从近 20 米深的井底往上

爬，父亲最后一个上来，当爬到离井

口还有米把高的时候，由于又饿又

缺少氧气，头一晕差点摔下井底，在

最后即将失去知觉的关键时刻，父

亲下意识用手死死缠住木梯，连大

小便都已失禁，亏得已爬上井的人

感觉不对，及时拉手相救，才得以重

生。第二回是 1969 年的“7·5”洪水

那天，洪水满到了我家柴灶，桌子凳

子都被浮起来了，父亲为了疏通门

前小溪里堵塞的柴草，被毒蛇在右

手中指上咬了一口，整只手都肿得

发黑，离大队卫生室又远，人又走不

出去，差点中毒离开人世。母亲用祖

传的中草药给父亲敷上后，竟硬生

生挺了过来，但还是造成中指弯曲

的后遗症，连打算盘时都是翘着的。

第三回是 1995 年，父亲感觉舌头底

下隐隐作痛，经到医院检查，是最不

好的结果，父亲是明白人，知道病历

上写着的 Ca 是什么意思，经做切除

手术后到医院放疗、配药，近一年后

病灶转移到了肺部，父亲仍然坚强，

边化疗边上班，到最后呼吸都非常

困难，走上二楼的办公室都气喘吁

吁，中途要息好几回，但他还是坚持

上班，把厂里的账做得整整齐齐，以

便于后来的人能够顺利接手，不留

后遗症。

躺倒在床的一段时光，父亲呼

吸更加困难，疼痛难忍，但都咬牙坚

持，从来不吱一声，以顽强的毅力与

病魔进行着斗争。那几天，我和老婆

及几个姐姐日夜陪护在旁，父亲看

着我们一个个都已成家立业，且都

过得还好，特别是我那刚满 4 岁的

女儿不断地叫着爷爷，心里充满了

欣慰。父亲知道自己时日已不多，把

要交待的事一项项地告诉我，最后

带着无限眷恋和依依不舍离开了我

们。

父亲走了，永远地走了，再也不

会回来了。愿远在天堂的父亲永远

没有病痛。并请父亲放心，您最关心

我的工作我一定会继续努力加油！

您反复交待我们做人的道理一定铭

记在心！您最牵挂的母亲我们一定

会像您在时一样陪伴照顾！

於潜镇自由村 6 组村民楼桂芳，今年 77 岁，

遗孀。她出生在上八府的永康，父母早亡，12 岁

时投奔亲戚迁来於潜。从小帮人看牛、打工，没有

上过学校。19 岁与东阳藉男子结婚，生有二儿一

女。52 岁时丈夫过世，楼奶奶与小儿子一起生

活。现在，她每月能领到 1800 多元的养老金，吃

穿不愁，日子过得很惬意。她知足常乐、一天到晚

笑口常开。笔者去采访，她多次表示自己从内心

感谢共产党、人民政府：“没有共产党，没有人民

政府，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为了表达她

对党和人民政府的感激之情，近几年，她自编自

唱歌颂共产党、歌颂改革开放的快板书。但由于

没有文化，她不会写快板词，只凭记性。并且一有

机会她就唱，深得村民的欢迎。虽然她竹板打不

好，但唱起来还是有板有眼。今年“三八妇女节”，

她在村妇女会上演唱，博得与会听众的阵阵掌

声，大家都夸楼奶奶真了不起。笔者通过陈日富

老先生介绍，于 2018 年 5 月 29 日到她家亲临听

唱，并记下了她的快板书词（部分词句作了修

改），把它献给临安改革开放 40 周年。

（一）
红红太阳当头照袁改革开放政策好遥
开公司、办企业，生意做得真叫好。

老板缴税作贡献，银行存款木佬佬。

家务聘请保姆做，出门办事开轿车。

到处高楼大别墅，家中装修现代化。

房间里有各种机，有电视机空调机，

电脑冰箱洗衣机，

（还有那）保护身体健身器。

碗盘筷子消毒机，热菜热饭微波机，

洗澡用的热水器，打扫卫生扫地机。

（实在是）讲不完的各种机。

出门袋里带手机，四面八方好联系。

如今科学大发展，改革开放举大旗。

（二）
天空月亮眯眯笑，当今时代真正好。

城乡普通老百姓，烧饭用的电饭煲。

袋里天天有钞票，一日三餐吃得好。

一身到脚新衣裳，农民社保好养老。

退休人员还要好，

看病百分之八十好报销。

多少朝代多少年，哪有现在生活好。

（三）
天上星星亮晶晶，劳动所得最安心。

当干部、要廉洁，广大百姓就欢迎。

不义之财不能要，处理事体要公平。

贪污受贿要犯法，查到就要去坐牢。

生活作风要检点，嫖赌吸毒都不好。

辛苦挣钱不容易，乱花钞票败家庭。

七颠八倒家不安，吵吵闹闹要倒灶。

偷盗抢窃大骗子，抓到坐牢要改造。

新时代里勤劳干，发财之路又不少。

千万不走违法路，正大光明赚钞票。

（四）

我们老年人，天天要开心。

党和国家有照顾，子女大多蛮孝顺。

不愁吃、不愁穿，嬉嬉还有钞票领 。

银行账户有存款，袋里荷包有现金，

买啥东西自己挑，要吃要用自己定。

坐公交车不要钱，旅游景点收半票。

不靠子女来养老，社保政策得民心。

生病思痛子女来，平时经常串串门。

如果子女不尽孝，我请杭州和事佬。

把你电视曝曝光，大家看到你良心。

做人究竟好不好？让大家来评一评。

将来自己也要老，做好榜样利自身。

我们老年要长寿，天天活动要开心。

跳跳舞、做做操，身体健康第一条。

共产党、政策好，习主席、好领导。

领导全国人民生活来提高，

带领全面奔小康，生活像芝麻开花节节高。

郑明曙整理

———77岁老妇自编快板唱改革

七月，小暑过后，天气开始炙热

起来。田地里的农作物日新月异，进

入了茁壮成长的旺盛期。稻田里一片

青绿，正处于拔节期，在烈日的炽晒

下，空气里飘散着一股淡淡的腐泥与

青草气；错落有致的山核桃林遍布山

坡低岭，核桃树上已经结出了一颗颗

水果糖大小橘黄色的果子；蝉儿不分

昼夜拼命地嘶叫着；苞芦地里，齐刷

刷的苞芦杆子已越过人高，拦腰长出

了一个个苞芦棒子，一身青衣，挺着

圆鼓鼓的身子，头顶飘着一撮撮黑红

色的胡须。

苞芦胡子变黑了，就意味着可以

掰嫩苞芦吃了。(苞芦，俗称玉米、苞

谷、六谷等，我们昌化地区叫苞芦，是

昌化的土话)。
“苞芦熟了，妈妈喊你回家吃嫩

苞芦啰”! 一声吆喝，勾起了馋嘴伢儿

的涎水和常年在外漂泊奋斗的游子

的乡愁。

刚出锅的苞芦棒子，冒着热气，

有点烫手。一层一层剥开裹在外面的

青衣，一粒粒颗粒饱满，如玉润珠圆

的苞芦米，一排排队列整齐地挤满了

整个苞芦棒子。咬上一口，鲜嫩的苞

米汁很快溢满唇齿之间，甜津津的又

糯又香。于是无瑕顾及吃相，狼吞虎

咽胡搅猛塞地大快朵颐一顿，尽显孩

童时的本真。

记得小时候，乡下粮食短缺，苞

芦就成了我们昌化人的主食。什么苞

芦饭、苞芦粥、苞芦糊糊、苞芦挞馃等

等穷尽了家庭主妇们的智慧，变换着

法子烧。每天，端起饭碗，一锅的苞芦

糊糊吃得你有些恶心，但是又不能不

吃，不然的话一天到晚就得饿肚子。

白米饭饭成了我们的奢望。每天，母

亲把少得可怜的大米，特意为干重体

力活养家糊口的父亲煮上一大碗白

米饭。那碗白米饭不知让儿时的我们

咽了多少唾沫，费了多少发光的眼

神，也动了不少心思。直到今天，每当

看到别人家灶上偶尔燜上那么一锅

苞芦饭，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心中

始终不能释然。

七月份，成片成片苞芦地里的苞

芦日渐成熟，正是尝嫩苞芦的季节。

可是面对儿时饿得前胸贴后背的我

们，母亲是吝啬的。母亲像防贼似的

时不时地上苞芦地里转悠，看守着长

势不错的苞芦棒子，生怕一不留神就

被我们偷食了她计划中的一家人一

年的口粮。我们跟在母亲的屁股后

面，咽着口水，一遍一遍地数着苞芦

棒子。从白胡子到暗红色、到黑胡子，

直至走出一直空着肚子的童年。

某日，父亲托人捎来一大袋子新

鲜的苞芦棒子。苞芦一个个长得又长

又粗，似乎还沾着露水，一看就知道

是老父亲踩着清晨的露水掰来的。儿

子刚好放假在家，我就嚷嚷着:“今天

的中饭就吃它了，嫩苞芦一锅”。儿子

不太乐意地噘起嘴:“妈妈，我不想吃

苞芦，给我弄点别的吃吃算了。”儿子

不喜欢吃苞芦，心中好一阵失落，随

即又滋生出一番感慨：生不逢时，生

不逢时啊！

相比较过去又粗又糙的老品种，

经过改良后的苞芦，甜糯汁多口感

好，但吃着吃着总也吃不出儿时的味

道。从眼巴巴地瞅着苞芦一点点长

大，从白胡子变成黑胡子，心心念念

的趁母亲不注意，偷偷地钻入苞芦地

掰上三两个苞芦棒子，约上小伙伴去

荒地里捡上些枯枝落叶，燃起火堆，

把苞芦棒子往火堆里一扔，然后再加

些柴火。

不一会儿，苞芦散发出阵阵的焦

香味。找根细长的拨火棍，将烧烤的面

目全非的苞芦棒子一个个拨出来。忍

着烫手，一点一点去掉焦叶，一粒粒被

烤得焦黄焦黄的苞芦米冒着腾腾热

气。迫不及待地往嘴里一塞，咬破的苞

芦珠子冲出一股烫嘴的热气。一边“呼

呼”地吹着热气，一边往嘴里塞。现在

想起儿时的种种掬态，童年里野地里

的那个烤苞芦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苞

芦，那个味道似乎还缠绕舌尖，那个烤

苞芦的场景还时常在梦里出现。

又是一年苞芦熟。乡下守望着土

地的父母们，赶着露水，趁着新鲜，一通

电话:“孩子们，嫩苞芦熟了，自家种的绿

色、无虫害新鲜，赶紧回来吃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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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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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安市路桥工程有限公司遗失锦

北街道平山村不动产证，证号：浙

（2017） 临安市不动产权第 0023548
号，声明作废。

临安市市政园林管理处遗失锦北

街道农林街 188（1 幢整幢）房屋所有

权 证 ，证 号 ：临 房 权 证 锦 北 字 第

300041620 号，声明作废。

马建华遗失锦城街道小王子路

243 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证，证号：

临国用 2011 第 04637 号，声明作废。

白鹤村余梅琴遗失集体土地建设

用地使用权证，证号：临土籍字（1991）
2112004，声明作废。

林菊梅遗失昌化镇联盟村集体土

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证号：（90）
3404182，声明作废。

杭州西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遗

失锦北街道西墅花园 1-6-9 幢 125 房

屋所有权证，证号：临房权证锦北字第

201200235 号，声明作废。

骆长波遗失残疾证，声明作废。

万芙英、伍关信遗失锦城街道远

洋山水花园 16 幢 501 房屋所有权证，

证号：临房权证锦城移字第 0042868
号，临房权证锦城移字第 0042869 号，

遗失锦城街道远洋山水花园 16 幢 501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证，证号：临国用

2010 第 02303 号，声明作废。

王焱遗失锦城街道临天路九弄 15
（1 幢 602）不动产权证，浙江省编号：

BDC3301861201810756504，证号：浙

（2018） 临安区不动产权第 0005041
号，声明作废。

王焱遗失锦城街道临天路九弄 15
（1 幢 602）房屋所有权证，证号：锦城

更字第 0010697 号，声明作废。

临安兰花草布艺行遗失机构信用

代码证，证号：G7033018502037770G，

声明作废。

遗 失 公 告
杭州越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 2011 年至 2013 年期间以挂牌出让方式取

得位于青山湖街道青山村的七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签订 3301852011A21160
号 、3301852011A21161 号 、3301852011A21162 号 、3301852011A21116 号 、

3301852011A21117 号、3301852013A21002 号、3301852013A21004 号出让合同。

并持临国用（2013）第 05552 号、05550 号，05551 号，临国用（2014）第 00245 号、

00211 号，临国用（2015）00347 号、00346 号土地证，总面积为 364343.4 平方米，土

地用途均为住宅用地，出让年限为 70 年。

现根据杭州市规划局临安分局出具的合并后的规划设计条件（临建规条【2018】
017 号、临建规条【2018】018 号）及企业要求合并的申请，拟同意将对上述宗地进

行合并，其中临国用（2013）第 05552 号、05550 号，05551 号，临国用（2014）第

00245 号、00211 号项下五宗地面积共计 237452.4 平方米合为一宗，土地使用权

终止日期为 2081 年 11 月 6 日；另临国用（2015）00347 号、00346 号土地证项下

126891 平方米土地合为一宗，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为 2084 年 1 月 3 日。合并后

的土地用途不变，土地使用条件按临建规条【2018】017 号、临建规条【2018】018 号

执行。

现将上述内容予以公示，公示期为 15 日。单位和个人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

内以书面形式反馈我局土地利用科，并注明联系方式，逾期视为无异议。期满我局

将依照相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联系电话:63709129 63724034。
杭州市国土资源局临安分局

2018年 7月 20日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合并公示 临土资告字〔2018〕54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