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父 亲

清晨，天空乌云密集，空气湿度大得用
肌肤就可感觉到水汽，一场雷雨即将来袭。

忽然，身后伸过来一双粗糙的大手，手
上握着一把带着新鲜泥土的紫苏苗。原来是
怕我赶火车来不及，父亲在下雨前到菜地里
拔来苗儿。前些天我跟父亲提起拔几棵紫苏
苗带到萧山的家里种着，没想到他把这事记
在了心里。一时间，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父亲今年 77岁，身体还算硬朗，整天笑
容满面，无忧无虑，乡亲们夸他好有福气。都
说父爱如山，真的如此。记得小时候，晚上到
邻村去看电影，父亲总让我骑在他的肩膀
上。那时还没感觉到有怎样的幸福感，如今
回忆起来总是那样的沉醉。我在家排行老
大，逢年过节走亲戚，父亲总爱带着我。我家
与姑婆家相距四五十里，有一年春节随父亲
去她家玩，走了一半的路程，我实在走不动
了，父亲便一边讲故事，一边背着我一直走
到目的地。没想到父亲有如此的力气与耐
力，至今我都非常佩服。

父亲的一生经历太多坎坷，但也收获很
多，也许是那个特殊时代的缩影。1940 年，
因房子失火，我的爷爷奶奶被迫临时借宿在
村旁的一个水碓中，父亲就出生在那里。后
因村人说水碓很吓人的，不适合居住，更不
宜小孩子住，爷爷就挑着箩筐，将我父亲和
我姑妈一头一个放在箩筐内，翻山越岭来到
现居住地村头的一个庵堂里落脚。没想到，
这一住就是 28年。直到 1968 年，爷爷与父
亲一起建造了一栋一层的土墙瓦房。这栋房
子成为我们四代同堂的温暖小家，今年年初
才拆掉，历经 48年。

解放后，父亲半工半读（半天上学，半天
放牛），修完了小学六年级学业，便开始了劳
作生涯。上世纪 60年代，父亲先后担任大队
的民兵连长、生产队队长等职务，带领乡亲
们植树造林、开辟茶山、修渠开路，为林场的
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如今，村子前后山上
的杉木、松木及阔叶树木非常繁茂，一年四
季都是满目苍翠，空气清新。

我的母亲是一位来自天津的知识青年。
文化大革命时期，父亲和她相识恋爱。母亲
家庭成分不好，父亲便卸去“领导”职务，担
任生产队仓库保管员、记分员。因为父亲颇

有点文化，写的毛笔字也像模像样，村集体
的箩筐、竹畚斗、谷垫上都留下了他的笔迹。
上世纪 80 年代，父亲耕种着分到的几亩不
算肥沃的水田，还顺带做一些手工来维持我
们一家 7口人的生活。

提起父亲的手艺，还真在附近村庄颇有
名声的。他聪明好学，会各式各样的手艺，因
此我们一家的生活虽不如别人家那么宽裕
但也能维持下去。诸如种烟叶、卷旱烟、耕牛
犁田，他是从爷爷哪儿学来的。竹制品制作
是他的绝活，不管是竹扫把、斗笠还是竹篮、
鸡笼，只要经过他的手，就能瞬间变戏法般
制作成功，而且结实耐用，远近村庄的人们
都会到他这里来买。父亲说，凡事都要讲良
心，要做就要做最好的。

至于制作麦芽糖、养蜂割蜜等手艺，我
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学来的。尤其是上世纪
80 年代前后，每到过年的时候，村子里几乎
家家户户都要熬制麦芽糖、制作炒米片、芝
麻片，而且都是在晚上。那段时间，父亲是村
子里最忙的，他总是被邀请到乡亲们家里帮
忙熬制麦芽糖。那扯白糖的情景，我至今还
记忆犹新。

割蜜是我最喜欢看也是最害怕的。刚割
下来的蜜糖非常的甜，父亲总是把最好的蜜
割下来用碗装着给我和弟弟妹妹吃，但难免
会被闻蜜而来的蜜蜂蛰伤。真不知道父亲怎
会有这样的胆量，不用穿戴任何防护品直接
去“抢”蜜蜂们的辛苦成果。父亲说：“蜜蜂不
会主动攻击人的，你不去惹它，只要你别用
手去打，它就是飞到你的身上也不会蛰伤
你。”

父亲乐于助人，只要村子里哪家需要帮
助，就像熬制麦芽糖、割蜜、房子检漏等，只
要他能办到的，他就会全力以赴，而且不求
任何报酬。父亲说，都是乡里乡亲的，谁都有
遇到难处的时候。

父亲现已年过古稀，虽然已无心力去耕
种土地，但仍未停止他的手工制作。在他的
眼中，竹篾制品的制作是他的一项舍不得丢
弃的爱好，得空时种点菜，养几处花，偶尔村
头村尾的走走看看，聊天搭讪，是个十足的
乐天派。父亲身上那种勤劳朴实、乐于助人、
善良乐观的精神，值得我一生敬仰与学习。

□ 单忠民

跳舞的乐趣

兄弟姐妹们！你们还为身材肥胖而担心吗？看
着一件件漂亮的时装而望“衣”兴叹吗？中老年朋友
还在为你的体弱多病而发愁吗？那么，请爱上跳
舞———这个既时尚又健身的运动吧！
“打麻将，聚餐吃饭，还不如到广场跳跳舞，出

身汗！”跳舞是一种乐趣，优美的旋律，欢快的舞步，
一张张笑容荡漾的脸庞，随着轻盈的步子不停地旋
转着，那飘逸的舞姿，轻舞飞扬的裙摆，在欢快的乐
曲声中，给自己身心一个休息。我喜欢在优美的旋
律和欢快的舞步中，感受那种累并快乐的乐趣。

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衙前凤凰广场上灯光明
亮，喜爱跳舞的朋友三三两两地从四面八方赶来。
随着时而舒缓时而热情的音乐，人们翩翩起舞。新
来的不会的跟着会跳的学，会的热情地教不会的
跳。很快大家都成了好朋友，一起开心地跳舞。整个
广场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海洋中。

一曲动听的音乐，一段优美的舞姿，既愉悦自
己身心，又给人带来裙舞飞扬美的享受。用跳舞来
充实自己的业余生活，锻炼自己健康的身体，提高
自己高雅的气质，以舞会友结识了许多热爱跳舞的
朋友……

要金要银不如要健康。事实上，跳舞是一种集
运动和娱乐于一身的活动。在健美瘦身的同时，它
不仅能增进友谊，增加交流，还能促进身心健康。在
跳舞时，悠扬的舞曲伴你翩翩起舞，乐曲的节奏使
你充满活力。运动揉于音乐之中，音乐调配着运动。
优美的轻音乐使人感到心旷神怡、悠然自得，不但
使你的精神愉悦，增加食欲，恢复体力，消除疲劳，
有助睡眠，还能使关节灵活，促进人体血液循环和
新陈代谢。

我跳舞，我快乐！时尚爱美的朋友们，离开电脑
游戏，走向广场轻舞飞扬，舞动青春舞动爱吧！伴随
着优美的音乐，跳出幸福的节拍，大家开开心心、健
健康康就好，希望老老小小一起舞起来！

□ 冯秀菊

“七一”随感

又是一年“七一”，风正帆扬党旗红。从 1921
年到 2016 年，中国共产党走过了 95 年的光辉
岁月。从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担负起了争
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民族中华的伟大
使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以坚强
的信念、钢铁般的意志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
上的三座大山，完成了新民主主义的任务，实现
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
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用信
仰捍卫了民族的尊严！

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国内生产总值的重要来源，这是中国
共产党对于发展民营经济的理论认识和实践结
果。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得益于党的改革开放
政策，得益于党的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理论创
新。我们恒逸集团从最初的一家社办织袜小厂，
发展成为国内 PTA、聚酯产业的龙头企业，并在
国际化的道路上不断前进，同样受惠于党的改
革开放政策和非公有制经济的理论创新。伴随
着企业的发展壮大，恒逸集团于 2002 年 5 月将
党组织建制由党支部升格为党委，成为萧山区
衙前镇第一家建立党委的民营企业。2013 年 2
月，恒逸集团被列为萧山区非公企业党委直接
审批发展党员的试点企业。这对扩大党的群众
基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促进企业科学发

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
基层延伸，巩固拓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成果，根据上级统一
部署，恒逸集团“两学一做”活动正在有条不紊
地展开。

2016 年，是国家“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
和贯彻落实“四个全面”重大战略部署的重要之
年，也是恒逸“五五”规划的起步之年和基层党
组织的换届之年。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
态，化纤行业的发展已步入供求关系再平衡期、
存量产能优化调整期和高品质增量适度发展期
的“三期叠加”阶段，恒逸处于历经高位盘整后
再出征———向“千亿军团”目标迈进的历史阶
段。而今，文莱项目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
文莱项目建成后，将再造一个新恒逸。届时，恒
逸集团将成为名副其实的跨国企业，努力向世
界 500强迈进。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体恒逸人主动
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在瞬息万变中追求着不
变，同时也在不变中适应着千变万化。在党的政
策指引下，为实现心中的“恒逸梦”和“中国梦”，
无论在发展的道路上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挑
战，恒逸人都将无所畏惧，勇敢面对，奏响永争
上游的嘹亮凯歌。

□ 曹红波

我整天与黄土地打交道

父亲的脸庞

如黄土地濡染得蜡黄的黑

从毛孔里流出的汗

似乎是黑黄色般的滴落

这片土地

您用汗水浇灌了 20 多年

哺育了我们 20 多年

年复一年

在这片黄土地上耕作

您常说这片土地

是我们生活的希望

春夏秋冬

风霜雨雪

土地被赋予了新的蓬勃生机

而父亲

却不再年轻，不再强壮

杂乱的白发是岁月的沧桑

黑黄的面颊是土地的沉重

深陷的眼窝是希望的深邃

我们一直过得很幸福

无关其他

只因有您给的爱

同甘共苦

我们永远一家人

黄土的黑
□ 赵少云

听，花开的声音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看到以《凤凰花
开》命名的恒逸报副刊作品集册，便很自然地联

镠想到这句由吴越王钱 写给其原配夫人戴氏王
妃的经典名句。
“田间小路上的花儿都开了，你可以一边赏

花，一边慢慢地回来。”这是一种悠然于心的幸
福。应恒逸报执行主编何邦阳之邀，我仔细地翻
阅集册文稿，在逐字逐句的校审中，竟也有了
“慢慢赏，缓缓归”的心境。

从 2007 年 2 月到 2016 年 4 月，又是一个
十年。这十年间，恒逸又吸纳了一大批人才，恒
逸报也新增了很多忠实的粉丝。诚如“走进恒
逸”篇章中 Elaine《脚下的玫瑰》所写，从市级电
视台到省级纸媒，她之所以毫不犹豫地走进恒
逸，仅仅是因为一部《恒逸号角》。这就是恒逸文
化的感召。

而我，之所以二话不说，继 2011 年夏天接
下厚厚一沓共计 377 页的新闻作品选《恒逸足
音》校审任务后，又在将临产之际欣然应允《凤
凰花开》副刊作品集的校对，不仅仅只是因为好

友之请，更多的是无法拒绝恒逸文化之魅力。
我需要给自己一点时间，一个机会，沉下心

来，近距离地与这些将思想流诸笔尖的灵魂对
话，置身一个又一个不同的场景之中：在单忠民
的家乡婺源看村口那棵焦黑的老槠树，在黄山
看金赵波“调戏”小萝莉，在文莱跟着王明樵一
起感受异域文化，在浙东那个偏僻山村与任轲
一起有节奏地敲响小学校的老钟……如同爱丽
丝梦游仙境般，我跟随着文章，穿梭置身于不同
的景象，如戴氏王妃，慢慢赏，缓缓归。

我知道，我之所以如此动情与投入，还有另
一个原因。那就是，我所处的工作环境少了一个
像恒逸报副刊“凤凰山”一样可以抒情写怀的平
台，少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文学爱好者。这话听来
似乎颇有些只怪外因、不究自身的意味。其实我
想表达的是，有这样一个平台的存在，是多么的
难能可贵。

在这样一个被互联网、移动终端操控的传
媒时代，企业的信息传播也愈发追求更快、更
新。而传统企业报的生存也面临着时效性低、受

众面越来越窄的尴尬处境。再加上近几年经济
形势下滑，我们身边已有一些企业由于种种原
因关停了企业报的出刊或者是将传播重心转向
了微信公众平台。如此，在企业公众号发布的内
容中，我们已经鲜少能看到员工所写的副刊类
文学作品。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心灵鸡汤或职场
规则的转载。

值得全体恒逸人庆幸和骄傲的是，自 1998
年恒逸报开设“凤凰山”副刊以来，一路走过 18
个年头，至今已刊出了 200多期副刊。期间，经
历了报纸版面“小改大”的变革，但毫无疑问，版
面的增大，不仅给了更多佳作得以呈现的机会，
也让“凤凰山”的守护者们在文学路上的脚步迈
得更坚定。从《梦开始的地方》到《凤凰花开》，我
相信，当看到自己的文章变成铅字刊登在恒逸
报上，不管是一线员工还是企业高层，那种从心
底溢出来的喜悦与自豪，是任何事情都无可比
拟的。

我也相信，“凤凰山”会始终坚挺地矗立，在
衙前，在恒逸。

□ 吴林萍

海之门

渊一冤归乡
置身于 T 城这座小城之中，外来人已难觅

往昔小渔村的印记。只有驾车到不远之外的码
头，任凭海风肆无忌惮地刮在脸上，你才顿悟，
也只有“海之门”这个名字，才能代表这片有着
辽阔海域面积的土地和在它之上生存着的人
民。

回到 T 城，那记忆中门庭若市的供销社已
不见踪迹，取而代之的是时髦的超市，创造与变
革时代的烙印，已彻底扭转了店家与顾客之间
的关系。这新时代的“菜篮子”超市便坐落在供
销社的旧址，以崭新漂亮的三层楼房，看似毫不
保留地抹去了属于过去的一切痕迹。

生活在记忆里的人是注定悲伤的，眼之所
及早已物是人非，时过境迁，只有自己还留在原
地。我是来找回忆的吗？我是来找回忆的吧。回
忆搁着久了，被侵蚀了，破碎了，风化了，若是
可以找回些碎片，拼拼凑凑总还是可以维持生
活。可谁能预料呢？原本只是重回故土游玩的心
境，我却在这陌生的环境中徜徉，一呆就是几
周。我以为儿时的供销社已成了历史，可忘记了
这倔强的土地个性和那未离去的故人，他们依
旧是原来的样子。
“菜篮子”超市依旧聘请了供销社的部分老

人。那是一群甘于奉献的人们，没有很高雅的工
作环境，很丰厚的薪水，很高的社会地位，但他
们总是乐呵呵地面对生活，搓搓麻将听听戏，在
那午后的阳光下，闲散地生活，甚至有时会给人
一种消极怠工的错觉。办公室中陈设古朴，同事
们的工作习惯便也仿佛停留在上世纪 90 年代，
最具特色的就是算盘和手工点钞。

我关于算盘的记忆还停留在小学时学习珠
算的日子，顽皮地将算盘翻过来，在桌子上开火
车。木质算珠的算盘像一位有积淀的老人，算珠
碰撞的声音温润而凝重；石质的算珠则清脆响
亮，搭配上钢架，别有一种小家碧玉之感。点钞
则是一项美丽的技术，将一叠纸币轻易地拧开，

如魔术师般将手中的扑克牌展开，呈现出各种
花色，然后以五张为单位计数。过程很优雅和缓
慢，同样的一捆一万元钱，手工点钞竟然比轰隆
隆的点钞机更快。我从未领略过如此深刻的慢
的力量。如今，慢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格外缺乏的
一种品质，我们忙碌于追赶和争取，一些自己原
本并不需要的东西。

时代更迭，算盘被计算器所代替，人工点钞
被点钞机所代替，或许有一天，我们人类也会被
智能机器人所代替，这一切水到渠成，从来毋须
刻意完成。只是，我格外怀念那种宁静，只有算
珠碰撞轻快而富有节奏感的声音，才是在这片
土地上，真正心跳的声音。

渊二冤梦想
有人说，就算人生是出悲剧，我们要有声有

色地演出这悲剧，不要失掉了悲剧的壮丽和快
慰；就算人生是个梦，我们也要有声有色地做这
个梦，不要失掉了梦的情致和乐趣。

T 城的建设是一个近几十年从无到有的过
程，没有历史积淀，没有名胜古迹，只有还算勉
强维持生活的渔业。或许是经过了海浪的洗礼，
T城人骨子里仿佛有一种不安分的基因，因为
过去的艰辛与贫穷，安土重迁的传统思想相对
淡薄，出海远行成了一种无奈的习惯，不舍地留
下老人和儿童。儿时，因为没有盘山公路，没有
隧道，我曾经坐船去上学，那种只是在依靠一条
木船在河流上漂流的孤苦无依，至今仍记忆犹
新。

如今，很多 T 城人外出经商，从一个城市
到另一个城市，很容易地落地生根。在不同的生
活环境中跳跃，只是那每一步，原本应该如千钧
般沉重的取舍，在赚钱养家的美好期待面前，都

不再艰难。每个人的境遇并不总是相似，但总是
有一道道的单项选择摆在眼前，选择即放弃。选
择不难，放弃才难，而每一条真正可以安全航行
的船只，都必须懂得这种壮烈，放弃生命中可以
割舍的重量。

几乎每个同事的笑容背后，都有着常人难
以想象的经历。生活给予了他们太多苦难，却只
是在脸上印上与年龄不相符的沧桑，剥夺不了
那好好活下去的坚定。我喜欢避开车水马龙的
大路，走街串巷地去亲近这个生我养我的土地，
那里才有真实的，关于生活的黑白相片。

有一位收废纸的阿公，戴着小毡帽，沟壑般
的脸上已看不出真实年纪。他的腰似乎再也直
不起来了，佝偻着，和他那三轮车上成堆的废纸
保持一样的弧度。那天，我将年份已久的资料整
理成堆，骑着三轮车运送到他的面前，看着他辛
勤劳动的样子，忽然内心一紧，决定把这些纸送
给他。他千恩万谢后念叨着，可以多买两包盐吃
了啊。

我的内心已经不是儿时那般多愁善感，却
在此时格外悲凉。因为我很悲哀地发现，曾经我
以为我可以贴近这片土地，这里的生活，但常年
在外的我，即使可以理解他们，在行有余力之时
施以援手，却永远无法感同身受，体会到那时光
蹉跎后，他们对于生活的希冀是如何如星火般
脆弱的。那样的笑容太残忍，仿佛是对这不公命
运的讽刺。

生活很短，叹息很长，面对着断壁残垣般的
生活，他们的灵魂如何能够如同往昔。只是，比
起那些出海便回不来的人，他们深知生命太贵
重，再艰再难，也要努力着活下去。无论何时，
都不该放弃希望，生活便是那苦涩中的一丝甘
甜。善良之人可能一生穷困潦倒，或许是因为，
善良便是上天最慷慨的给予，他们有一颗勇敢
的心。

小小的城市，小小的空间，我却仿佛尝尽了
人生百态。在寻常百姓的生活中，我才真正地了
解最真实、最大众的生活，这是社会的绝大多
数。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或多或少的苦难，清瘦
或圆润，坦途或荆棘，乐观或悲观，谈不上境遇
的好坏，归根结底是性格使然，因为选择权从来
都是属于自己的。

坚强之人会默默承担，在贫瘠的土地上开
出鲜花，在肥沃的
土地中，又或许潜
藏着你所不知的泥
淖。我们每个人，都
在生活中劳作和休
憩，在历史的洪流
中浮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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