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秋时节，树叶黄了，柿子红了。
水果摊上已有它红彤彤的身影。让你
受不了它的诱惑，停下脚步，选些尝
尝。“霞散初肥柿，霜轻未醉枫。”深秋
时节，唯有柿子，在树叶都掉光后果实
仍然眷念着枝头，等着霜雪的到来。
难怪苏东坡有诗云：“柿叶满庭红颗
秋，薰炉沉水度春篝。松风梦与故人
遇，自驾飞鸿跨九州。”

隔壁家的柿子成熟了，挂满了枝
头。有人在采摘柿子。望着他们喜悦
的表情。想起，小时候，父亲带我去摘
柿子的情景。从嫩黄色的细芽长成成
熟果实，从春天盼到秋天，终于盼到了
收获的时候。

我和小伙伴提着篮子，欢呼雀跃
跟在父亲后面去屋后采摘柿子。父亲
爬上树，小心翼翼地将它们从枝头

“请”下，喜悦之情也随着柿子盛满篮
筐。我和小孩子们则在树下欢闹着，
有些熟透了的柿子，禁受不住震动，掉
落下来，摔成了烂泥。真真切切地和
大地母亲撞个满怀。此时，柿树像做
过手术后，腰也直了起来，眸着我们微
笑。我问父亲为何留有一些红柿子不
摘。父亲笑着说：“这是故意留着，给
小鸟、小虫吃的。”

柿子虽然是红透了，可还是有些
涩口，不好吃。需要“暖柿子”。奶奶
常把柿子和苹果放在一起，放上几
天。等红柿子暖好了，就可以品尝

了。尝在嘴里，柿肉软软的，味道甘甜
无比，且水分多，常常弄得手上沾满了
柿水。而我最喜欢吃那青黄的硬柿
子，硬硬的感觉。为此，父亲提前摘些
回来，奶奶把它放进米缸里。暖得差
不多了，拿出来，再削了皮给我吃。

每年柿子收获了，奶奶都会用衣
服包着一些柿子，送给邻居，让大家一
起品尝这美味。柿子虽然好吃，但不
能多吃，更不能空腹吃。有次，贪食的
我，一下子吃了好几个柿子。吃过之
后，就感觉胃不舒服，老往厕所跑。这
以后，我再也不敢贪吃了。柿子吃不
完，奶奶就把它做成柿饼，变成了另外
一种美味可口的零食。至今，我还对
柿饼有种特殊的情感。这甜甜的味道
尝在嘴里，就想起了奶奶柿子般的笑
容。

小时候，最喜欢在秋天的山野里
玩耍。沐浴在秋日的阳光下，好不自
在。玩累了，就和小伙伴找山果吃。
大自然是个天然的宝藏。那边，红彤
彤的野柿子在树头上向我们招手。本
事大的孩子迅速爬上去采摘下来，拿
在手里，野柿子散发着阵阵野香。尝
一口，又酸又甜，这可能就是柿子最真
实的原味吧！

柿子红了，褪去青涩，绽放成熟。
一年又一年，它依旧在诠释着生命的
轮回。而我那犹如红柿般笑容的奶奶
却永远地存在我的记忆深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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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村迁到城里居住已有四十
年了，可是心里始终牵挂着乡下小
院，还有那呵护我成长，为我遮风挡
雨，富有深厚感情的老屋。秋天来
了，气候凉爽了，我骑车经过家乡田
野。刚收割过的稻田弥漫着稻米芳
香，还有瓜果成熟的浓浓韵味，一起
扑面而来，真叫人心旷神怡。随着秋
风吹来，还未收割的稻穗，在阳光下
翻起层层金色稻浪。

我选择诗情画意的秋天，来看深
深眷恋的小院和老屋。到了村子，停
下车放慢脚步在院外侧耳倾听，小院
是这般的沉寂，老屋像一个饱经沧桑
的老人，坐北朝南晒着秋阳。只有越
长越高的槐树、香樟、桑葚树，被风一
吹发出呼呼作响的声音。竹林里偶
尔有蟋蟀叫声，院内已经荒芜，这般
情形，已经有几十年了。但几棵大树
还像忠诚的卫士守护着小院和老屋，
守护着我们多年在这里抒写下的一
段段生活故事！

我透过不锈钢院门，看着杂草丛
生的院落，疯长的记忆藤蔓一直向时
间隧道深处延伸。那时父亲常常攥
着大竹扫把，打扫院里卫生。树上的
落叶，鸡鸭鹅的粪便，每天都要打
扫。母亲默默地弓着腰在井边洗衣、
洗菜、淘米，小狗睡在井边陪着她。
院外有脚步声，小狗就汪汪叫，生人
来了，就叫个不停，直至主人制止，才
肯罢休。看到家里人回来，它使劲摇
尾巴，蹦起来和人亲热。院里还挖了
一口小塘，塘里栽了茭白和莲藕。鹅
鸭有时在塘里嬉戏、追逐打闹。一幅
农家小院充满诗意的图画展现在眼
前！

初升的朝阳透过大树叶子缝隙
照在母亲脸上，每天都这样，她把人
间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都搓揉进了

时间河流里。岁月就是一把无情的
刻刀，母亲额头上添了几道皱纹，两
鬓增添了很多银发。她还是执着坚
守这份家务事。洗衣、做饭、种菜、做
鞋。为了补贴我们兄妹学习费用，她
纺棉纱，织花围腰带。那时农村时兴
这种花带子，父亲去几十里外的圩乡
卖。我和妻子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我
对妻子说，抽时间帮母亲搭把手，减
少她的劳动量，不能把她累倒了。妻
子懂事理，也贤惠，从此每天抢在母
亲前把家务事做完一部分，再去忙农
活。

我去学校教书，父亲、妻子去田
里干农活，到了吃饭的时间大家都回
到小院。小狗急得乱窜，鸡鹅鸭也在
小院里凑热闹，叽叽喳喳。小院气氛
和谐而又温馨。

院里有一片竹林，父亲把吃饭的
方桌摆在竹林边，香樟树很顽强地伸
出树干，遮着阳光。母亲把鸡蛋炒韭
菜、拌黄瓜、青椒炒毛豆、丝瓜汤，三
菜一汤端上桌子，全家人吃得有滋有
味。几个农家小菜，都是父母在小院
里劳动的成果，令人赞佩。有黄瓜、
豇豆、韭菜、辣椒、茄子、南瓜、丝瓜、
豆角、马铃薯等。要是过节了，父亲
就去街上买点肉、鱼回家，再杀一只
鸡或鸭，全家人开开荤，庆贺节日到
来。乡下人过日子很简单，粗茶淡
饭。伴着时光一天天流淌，虽然过得
清贫，但觉得其乐融融。

春夏秋冬，空闲时光，我搬把椅
子，坐在竹林边看书、备课，有时散着
慢步朗诵唐诗宋词。孩子在一旁做
作业、画画。这朗朗的书声，这种高
雅的氛围，能给小园增色，给父母心
灵上一丝慰藉。这片小天地，既幽静
又安宁，没有外界嘈杂声干扰。真有
陶渊明笔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
山”的生活意境！

世事都在不断变化，由于我工作
调动，不得不去城里住。搅乱了小院
里的宁静生活。搬家的那天，我内心
里有着依依不舍。对这里人、山水、
小院、老屋及小动物都有难以割舍的
情愫。毕竟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
那个年代吃树皮、嚼草根，挖野藕、挖
荸荠充饥。母亲把大集体食堂分到
的一碗米饭分给几个孩子，自己饿肚
子还去挣工分。熬过那段时光，真的
不易。吃的苦流的泪，都刻在我幼小
的脑海里。好男儿要志在四方，不负
韶华。何况是组织安排，无条件服
从。父母亲世面见得少，要儿女围在
他们视线里转才觉得安全，心里才踏
实。儿子突然要离开家乡，从他们脸
上能看出，担忧、失落、心事重重。呆
呆的站在院门前看着我们，泪水在母
亲眼眶里打转。母子连心，这句话这
时就验证了。村里堂兄过来劝说他
们，你儿子高升了，应该高兴才是，他
们都很孝顺，会经常回来看你们的
……我安慰他们说，我会常回家看你

们，还帮你们干农活，吃母亲烧的家
常菜，我的根在这里，不会忘本的！
母亲泪终于流出来了，我为她擦拭，
还要他们保重身体！

我出去只有十几年，母亲和父亲
生病相继去世了。他们生病住院期
间，我幸亏陪护了几个夜晚，心里觉
得踏实一些。从事机关行政工作，杂
事多，忙得抬不起头。我回老家看他
们几次，都是来去匆匆。买来高档的
食品、水果等，他们已经吃不下去，身
体虚弱得像被风一吹就要倒下的那
种感觉。唉！人生就是这么不如意，
过了那么多苦日子，好不容易熬过来
了，生活幸福了，他们却永远地走了，
这是多么痛苦的事……

花开花谢，潮起潮落，岁月的行
囊里装满了我童年无知与饥饿、少
年的辛劳与渴望、青年的理想与憧
憬、中老年的酸甜与苦辣。四十年
一眨眼就过去了。我只能站在这充
满感情的小院里，感慨万千，看着老
屋、看着深情的院落，拷问自己的灵
魂，在二老生病期间，有没有尽到孝
子的责任？他们临终前，我没有站
在他们面前为他们送终，看最后一
眼，送最后一程。这是做晚辈最不
能原谅自己的事，也是人生的痛苦
和遗憾！

父母虽不在了，为寻找那段生活
情感，我退休后回去过很多次，花了
两万多元，修缮了老屋和围墙、院
门。清除了院里杂草杂树，虽然看不
到两位老人，但是能看到小院和老
屋、树木、老井。仿佛他们的音容笑
貌就呈现在眼前，忙绿的身影还是栩
栩如生。这些依依相惜的亲情，刻在
脑海里挥之不去。那段美好温馨，一
家人其乐融融生活在这小院的幸福
时光，值得追思、回味！

小时候常做噩梦，“妖魔鬼怪”不
断袭来，惊扰我本是平静的梦。后
来，噩梦做多了，应付经验便随之而
来：只要一做噩梦，“我”便会突然停
下狂奔的步伐，然后就地而坐，闭上
眼睛，坐等梦醒时分的到来——因为

“我”知道，这仅仅是一个梦。就那样
闭眼坐着，再也不见怪物。于是，在
那个胆战心惊的梦里，“我”获得了心
灵的安宁。那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

“我”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在做梦；“我”
分明地感受到了两个“我”的存在。
然而，我却不能唤醒自己。在那样的
平静中，“我”迎来了梦醒的黎明。

做梦也有欢愉甜蜜的时候。
我会梦到甜美的爱情。我会与一

个美丽的女子邂逅，展开一段轰轰烈
烈、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
有的时候，它还带着浅浅的忧伤。当
我醒来的时候，我的眼角仍然挂着
泪。躺在床上，我重新闭上眼睛，想重
温那半是明媚半是忧伤的梦。可是，

那美丽的梦再也无法捕捉。
我在想，我的人生也是一个长长

久久的梦吧：一半噩梦，一半爱情；一
半疼痛，一半甜蜜；一半恐怖，一半忧
伤。当我在生活中遭遇苦难与疼痛
时，我如同经历一场噩梦：恐慌着，挣
扎着，逃窜着……一次两次，在那样
的痛苦中，我以为我遇到了人生中无

法逾越的坎。于是，心灰意冷，枯槁
颓败。可是，如是数次之后，我才发
现，人生中所有的疼痛不过是一个

“梦”——它们终究会有过去的一
天。我终于明白，人生如梦。于是，
一如对待噩梦一般，我会静静地守候
黎明的到来。于是，我的心渐渐平静
了下来。

生活中，也有遇到美好的事，一
如成功，一如幸福。虽不见梦中那样
的女子，也不见梦中的桃源，但我心
足够甜蜜。经历人生顺境之时，我喜
不自胜，忘乎所以。可是，数次之后，
我心重归平静。

这是万顷肥沃的田野
这是区位优越的投资热土
繁昌经济开发区选择这里落户
引来多少企业家的瞩目关注

于是，慕名而来，争先恐后
中国碗粥第一品牌
同福碗粥股份公司
来了，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
亲笔为公司大门牌题名

全国蜜饯行业的老大
青梅行业领军品牌
溜溜果园集团，来了
中国保健品先驱者万基集团
全国环保清洁车行业领先企业
芜湖爱瑞特环保科技公司

全国金属3D打印机
安徽恒利科技公司
中国FDM3D打印机
出口最大企业西通总部
统统来了，更有
亚洲最大的水泥企业
安徽海螺水泥，还有
芜湖奇瑞新能源产业

这是沿江江南富庶之地
山圩洲农副产品的集散中心
自明清以来，数百年间
商贾云集，市场繁荣
创造了一座辉煌的古镇

世事沧桑，岁月峥嵘
新世纪，新时期的
新机遇再一次降临
来自四面八方的豪商巨企
在这里摆开阵势，大展宏图
从破士、奠基，到建筑
厂房、大厦和科技大楼
从生产到销售，一路走来
十五年，短短的十五年
开发区的优质产品
源源不断销往国内外

而今，繁昌经开区，已升级
省级开发区，其工业园区
已赢得国家级绿色园区之名
入夜，两顶“桂冠”明珠
在经开区办公大楼顶上

闪烁着耀眼的亮光

虎年新春，大吉大利
虎虎生威，万象更新
中信国家智能铸造业
创新（安徽）中心
博新能源装备产业园
双双大驾光临，前景辉煌

春风杨柳万千条
我们行走在绿色园区的
横山大道上，激情在胸中荡漾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经济开发区的两大板块
工业园区、产业新城
还有，老镇改造成新镇
创建青梅特色小镇

时不待我，机不可失
抢抓长江经济带
融入长三角一体化
充分发挥区位优势
坚持融合发展
以绿色循环作导向
突出做大做强健康食品
暨智能装备制造两大主导产业

绿色园区在憧憬
绿色园区在展望
绿是生命力的源泉
绿色是生态和环保
绿色是成长和希望
绿色园区是经济基础
产业新城是地理标志
千年古镇是历史文化底蕴
青梅小镇是休闲度假的伊甸园

阳光和煦，东风劲吹
从脊岭湾甑山出发
向着长江南路
挺进、开发、创业
建设、园区、新城
将繁昌经济开发区
着力打造成为
全省和长三角区域的
先进制造业集聚区和
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的
生态园区和智慧新城

金秋柿红
张帮俊

往事悠悠

遗失声明
●代家旺遗失34022219670318201063号残疾人证，声明作废。
●梁正英遗失34022219390929002144号残疾人证，声明作废。
●张兆秀遗失34022219450420542811号残疾人证，声明作废。
●俞家云遗失34022219660402662962号残疾人证，声明作废。
●叶玉兰遗失34022219641128638762号残疾人证，声明作废。

●强志灿遗失34022219900205231352号残疾人证，声明作废。
●鲍山能遗失34022219561106261544号残疾人证，声明作废。
●郭当遗失34262319890212882562号残疾人证，声明作废。
●高倩倩遗失G340246633号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潘滕宇遗失M340954122号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章灿然遗失G340416831号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叶落秋水冷，众鸟声已停。阴
气入墙壁，百虫皆夜鸣。”秋，悄悄地
走来，带着丝丝凉意，也伴着啾啾虫
鸣。尤其在寂静的夜晚，不论是月朗
星稀的乡间，还是灯火阑珊的都市，
虫儿们更是忘情地高歌，带有金属质
感的虫声，如空气一般四处弥漫，环
绕在你我身边。

我出身农家，在乡下生活了近20
年。小时候，我家住的是一处老宅。
内坯外砖的老屋，残破不全的土墙；
不大的小院，种着桑、枣、榆、槐；猪
圈、鸡舍、柴房，都在院墙边上；角落
还堆有碎砖旧瓦，影壁处搭着丝瓜
架。秋日里，每当夜深人静，院子里
充斥着此起彼伏的虫鸣。和着这婉
转悦耳的浅唱低吟，我进入一个又一
个梦乡；沐着这不绝如缕的田园牧
歌，也一年年一岁岁地长大。“明月别
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
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在乡村的世界
里，这天籁自鸣的意境，实在是平常
不过。

秋夜来临，万籁俱静，便到了虫
儿们粉墨登场的时候。蝉儿高歌，蛐
蛐欢唱，蝼蛄低鸣，还有些不知名的
虫儿发出各种各样的叫声，演绎成一
曲美妙的和弦。你静静聆听，会发现
它们此起彼伏的鸣响，其实一点都不
杂乱，仿佛夜幕之中有一只无形的指
挥棒在指挥着它们，让它们的声音既
整齐又富于变化，“大珠小珠落玉盘”
又有着极强的层次感。让人不由地
感叹：这些虫儿，实在是世间的精灵！

回荡于秋夜里的虫声，简直就是

一部完美的交响乐。每个虫儿，都不
亚于一位娴熟的乐师；每个虫儿，都
释放出全部才华倾情地鸣唱。这虫
声，没有一丝矫揉造作,没有一点滥竽
充数，高亢中有低沉，清脆中有沙哑，
悠长中有短促，迤迤逦逦、幽幽邈邈、
若隐若现地不绝于耳，且高且低且快
且慢，停停歇歇收放自如，有分有合，
浑然一体，音质音色调适俱佳，小溪
流般汨汨流淌。它们且近且远，如漫
天星光一样扑朔迷离，伴着月华挥洒
到每一处角落，时而让你真切地感受
到那鸣唱就在耳畔，时而又让你觉得
那声音来自天边。这啾啾虫声，仿佛
能融入人的体内，让人通体通明，觉
得自己也像一只虫儿一样，加入了这
欢乐的合唱。这奇妙的鸣响，常令我
纯稚的童心产生浓厚的兴趣，生发无
限的遐想和憧憬。有时候，我常常突
发奇想，真的好想化身为虫，去探知
它们的世界，像它们一样来无影遁无
形，无拘无束地自由歌唱。

我不由在想，再高明的作曲家，
也谱不出它们那美妙的音符；再纯熟
的乐队，也奏不出它们动听的和弦。
因为，秋天，不仅是虫儿们的表演厅、
它们的竞技台，更是它们生命的转换
场。它们竭尽全力，要把最美的声音
留给挚爱的大地，献给哺育它们的大
地、阳光、雨露、食物，它们是用生命
在歌唱！于是，它们彻夜长歌，用最
单纯的方式，付出全部能量，表达对
秋天、对生命的感悟与致谢。在神秘
深邃的夜空下，那一丝细语、一缕轻
音，使人无比怡然，也让人洞悟人生。

商品房预售许可公告
（第385号）

芜湖市瑞之地地产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桃园·翡翠天境7号楼，经审查，该
公司建设手续完备，符合预售条件，且该公司的预售方案符合规定，我局决定批
准该楼房预售，批准预售面积共8299.94平方米，《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号繁房预
售证第2022012号。购买时，请查验该证。

特此公告
芜湖市繁昌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2年9月14日
附：桃园·翡翠天境7号楼预售方案

预售时间：2022年9月19日；
预售地点：繁昌区峨山镇凤形村，售楼部销售电话：0553-7918888；
预售均价：住宅9720.75元/㎡、商业/元/㎡；
预售住宅：70套，商业/间；
交房时间：2024年4月30日；
该楼房所在地块土地性质：国有出让，是否抵押：是，抵押权人意见：同意预售；
土地使用权证：皖（2021）繁昌区不动产权第0102685号；
土地使用终止日期：住宅2091年5月9日，商业/年/月/日。

因繁昌区委党校项目建设需
要，位于项目区范围内坟冢需全
部 迁 移 ，现 将 有 关 事 项 公 告 如
下：

一、迁坟范围：东：繁阳大道，
南：烟冲道路北，北：烟冲大塘（洪
圣有地块），西：艾村小团山（具体
范围详见征收范围红线图）。

二、补偿标准：依据《芜湖市人
民政府关于印发芜湖市集体土地
上房屋、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
通知》（芜政秘[2020]93 号）文件规
定按坟冢类别补偿。

三、登记时限：本公告发布之

日至10月15日止。
四、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请

上述范围内坟主亲属到项目指挥
部（凤形村村部）办理迁坟登记及
迁移相关手续，逾期未迁的根据有
关规定按无主坟处理。

联系单位：峨山镇建设项目指
挥部

联系人：徐必云 杭枭骁
联系电话：13855337169

13955353738
特此公告
芜湖市繁昌区峨山镇人民政府

2022年9月15日

迁坟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