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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隆冬，天寒地冻。“窝”在空
调间里，或坐在取暖器前，固然安逸
闲适，可我总觉得缺了点什么。许
是怀旧情结作祟吧，不禁想起小时
候冬天，那些有趣好玩的取暖游戏。

童年时代，冬日的乡村，到处
枯枝光秃，凛冽的北风、逼人的寒
气冻得我们瑟瑟发抖。那时没有
任何取暖设备，室内也没有供暖设
施，坐在低矮阴暗的教室里，仿佛
呆在冰窖中一般，手脚麻木，不听
使唤。记得一下课，我们便直奔教
室东面朝阳的墙下，分成两组，靠
在 墙 上 互 相 对 挤 ，大 家 嘴 里“ 吭
哧”、“吭哧”喘着粗气，拿出吃奶
的力气，挤得不亦乐乎，不时有人
被挤出来，又快速回到队伍后面加
入对挤的行列，用不了几分钟，个
个浑身发热，有的额头上已是汗水
涔涔。上课钟响，回到教室，原先
冻僵的手，再次握笔写字，居然灵
活自如。这种简单乃至原始的游
戏 ，就 是 至 今 仍 令 我 难 忘 的“ 挤
油 ”，每 每 想 起 这 个 游 戏 ，还 觉 浑
身来劲，活力顿生。

“ 跳 脚 脚 儿 ”，也 是 小 时 候 冬
天我们常玩的游戏。在平地上按
一定的规则划上格子，找来一块小
瓦 片 放 在 格 子 前 ，然 后 一 条 腿 提
起，另一条腿单脚起跳，全程都必
须如此。将瓦片踢进格子里，人跟
着 跳 进 去 ，再 踢 ，每 跳 一 次 ，都 要
将瓦片踢进相应的格中，若踢出了
格子，那么这一盘就输了，由别的
伙伴接着玩。这种游戏无需什么
器材，随时随地可玩，又有一定的
技术难度，故，我们玩起来总是乐
此不疲，不知不觉中浑身就热乎乎
了。

岁月流转，一去不返，可“推铁
环”这个游戏至今还在我脑海里旋
转。铁环是从家里旧木桶、木盆上
卸下的，再找根一米来长稍粗点的
铁丝，头部弯成方钩状，就成为所谓
的“推子”。玩耍时，先将铁环往地
上一抛，让其滚动起来，然后人跟上

去，将推子的方钩靠在铁环后面轻
轻地向前推。刚开始玩时，跑不了
几步铁环就倒下了，后来越玩越精，
不仅在平地上，就是在高低不平的
石街上、狭窄的巷子里，乃至田塍阡
陌上，我们也玩得得心应手。在手
中推子的“驾驭”下，铁环像长了眼
睛似的，要往哪儿其就往哪儿跑，要
快就快，要慢就慢，运转自如。上、
放学路上，学校的操场上，到处是我
们推铁环的身影，尽管北风呼啸，滴
水成冰，而“寒冷”二字却早被我们
抛到九霄云外了。

“抽陀螺”，也是我们那时百玩
不厌的游戏。找一段直径三四公分
的圆木，去老街的木艺行“车”成上
圆下尖状，再在尖部嵌入一颗钢珠，
陀螺就做成了，然后拿一根一米来
长的竹竿，扎上细长的布条或粗带，
用来做抽陀螺的鞭子。玩的时候，
将鞭子的布条缠在陀螺上，然后一
只手猛地将鞭子向旁边一拉，另一
只手同时松开，把陀螺尖端朝下扔
到地上，只见陀螺“立”在地上滴溜
溜转个不停，你用鞭子抽，越抽，陀
螺转得越快，抽陀螺发出的声音，清
脆、响亮。每天傍晚放学后坐在家
里 做 作 业 ，一 听 到 外 面 抽 陀 螺 的

“啪”“啪”声，我就坐不住了，立马拿
起家伙跑到外面加入抽陀螺的行
列，直到天色大黑母亲喊吃晚饭，才
依依不舍地收起家伙回家，彼时早
已是满头大汗了。

如今的孩子成天沉迷于电脑游
戏 ，哪 有 我 们 当 年 玩 的 游 戏 有 趣
啊？好多次，我真的想喊上几个孩
子到小区的空地上，玩一玩我们当
年玩的游戏，可他们愿意吗？说不
定他们还会笑话我老土呢！

光阴荏苒，几十年，弹指一挥
间。那些游戏早已沉淀在了岁月深
处，然而我还是无法忘怀。当年，就
是那些游戏温暖了我的冬季，让我
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寒冷的日子。至
今，一想起那一幕幕，心头依然热乎
乎的，温馨不已。

今年五月份父母搬来我身边，与我们几乎比邻
而居。老公戏谑地说：“从此，我要回你的娘家了！”
是的，有父母在的地方就是我的娘家，是我精神世界
最强大的后方。可是，看着父母额上飘零的苍苍白
发，看着他们在我的注视下日日衰弱下去，自己却无
能为力，那种有父母相伴的时光不再是单纯的幸福，
还有揪心的疼痛不舍和纠结的茫然无助。

恰逢父亲因身体不适表现出的埋怨和烦躁，与我
的无奈和压抑纠葛在一起，最初的幸福感慢慢演变成
彼此的谴责和不悦。面对我的苦恼，老公不解：“你为
什么要那样？仅凭父母从农村把你培养出来这一点
就足够你用一辈子来报答！”一句话让我汗颜和惊醒。

父亲烦闷情绪不好是有他个性中的不足，可他年
龄大了，需要的是我的包容而不是烦乱。尽自己最大
的努力给父母一个幸福的晚年是义务也是福分。慢
慢地静下心来，于是，学着找话题陪父母聊天，给他们
讲笑话，偶尔在父母面前装傻卖萌，哄他们开心，再和
他们一起研究琢磨些美食，有时把工作上的快乐和小
烦恼说给他们听听，让他们参与到我的世界里，和我
一起分享。闲暇时载上他们去户外兜风，那时老父亲
总是兴致盎然，发挥他的特长，给我们讲述历史，指点

“迷津”，那一刻父亲是年轻、睿智又极富人格魅力的。

父亲的心情好转，身体也慢慢康复起来。给他洗
头发时，发现他以前浓密坚硬个性十足的头发竟然变
得柔软稀疏，记忆里父亲那张大而挺阔的脑门似乎也
缩小了一圈，让我心中一阵不忍，可嘴上却打趣：“老
妈快看，老爸洗得白不白？漂不漂亮？老帅哥还是风
采不减当年啊！”父亲总是腼腆一笑：“就你淘气！”晚
上给他按摩腿，挽起裤子，发现袜子把他肿胀的腿勒
进深深的一道沟痕，怕他伤感，一边帮他按摩，一边用
指甲偷偷地挠一下他的脚心，父亲便“噗嗤”一笑：“这
个坏丫头！”

老妈的腰也一直不好，每天都要戴着腰带才能走
路，却日日要和我抢着做家务，怕她累着，叮嘱她千万
不要做弯腰吃力的活，她总是嘴上答应着，可是每当
我拖地的时候她又总指着地板对我说：“你看，地板一
点都不脏，我在家拖过了！”为了让她不再偷偷拖地，
我总会坚持再拖一遍，父亲说：“地板都快被你娘俩磨
掉一层皮了！”

有次聊天，无意中和弟妹说：“我特别喜欢吃玉
米。”不想这话被老妈听到了，从那以后，每天中午的
米饭锅里，总会有一截玉米棒。“妈，别再蒸了，会把我
吃腻的！”我央求道，可老妈总是笑而不答。在这个世
界上，除了母亲，恐怕再不会有谁会那么在意我的一

句戏言，不会有谁能日日坚持专门为我蒸上一根香糯
的玉米棒。

父母双亲，都在就好。

父母双亲
▋张 会

故乡的“东北乱炖” ▋余 平岁月深处，那些暖人的游戏
▋熊益军

税务违法案件公告
滁国税告〔2016〕3 号

特此公告
安徽省滁州市国家税务局

2016年12月10日

纳税人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组织机构代码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姓名、性别及身份证号码

财务负责人姓名、性别及身份证号码

负有直接责任的中介机构信息

案件性质

主要违法事实

相关法律依据及
税务处理处罚情况

滁州永丰商贸有限公司

341102779090002

77909000-2

滁州市丰乐山庄添景园9幢602室

刘永峰男 341127********1037

沈继忠男 342301********5410

无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经滁州市国家税务局第一稽查局检
查，发现其在2012年4月期间，采取虚假
申报的手段，让他人为其虚开增值税专用
发票5份，抵扣进项税额58904.28元。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
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对其处以追缴
税款58904.28的行政处理。滁州市琅琊
区人民法院2016年3月17日，以虚开增值
税专用发票罪，对其处罚金40000.00元。

滁州永丰商贸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

我的故乡在吉林四平，故乡地处松辽
平原中部腹地，冬天漫长而寒冷，经常是大
雪封门，火炕往往成了家里最温暖的地
方。家乡人习惯把过冬称为猫冬，至于猫
冬如何解释，不用找度娘，也不用找民俗专
家，看看东北火炕上趴着的懒猫就知道猫
冬的含义。猫冬的日子家乡人不适合出
门，好在家乡人早早就为猫冬做了充足的
准备，柴火垛的柴火堆得像小山一样，菜窖
里放满了土豆、红薯、白菜、萝卜、芹菜，硕
大的酸菜缸里满满都是酸菜，猪肉也储备
得充足。锅里有肉，窖里有菜，屋外有柴，
冬季就在炊烟袅袅、白雪皑皑中度过。

东北乱炖又名丰收菜，素有大杂烩之
意，即将豆角、土豆、茄子、青椒、番茄、木
耳、蘑菇、白菜等蔬菜配以葱、姜、蒜、花椒、
桂皮、酱油、盐、鸡精、香油、料酒等调料，与
猪肉、牛肉等一同炖熟即成。东北乱炖有
荤有素，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是一道常见
的家常菜。做东北乱炖不需要什么精湛的
厨艺，叶子菜洗净后要用手撕，像胡萝卜、
玉米、茄子要用手掰，这样做菜易进味，还
不破坏菜的营养，肉也是切成大块的，一起
扔进锅里，放上调料，架上火咕嘟咕嘟就开
炖。家乡人做东北乱炖的锅不拘一格，有
铁锅、铝锅、铜锅、瓦锅、砂锅，盛菜从来不
用精致的器皿，一般都是粗瓷大碗。

我家有一个做东北乱炖的锅有三十年
的历史，说那是锅其实不准确，它其实是一
个搪瓷洗脸盆，是父亲1953年当上劳动模
范得到的奖品。到了 1958 年大炼钢铁时
父亲上交了家里唯一的一口铁锅，1959年
的冬天天寒地冻，全家人指望吃东北乱炖
的铁锅没了，母亲很着急。父亲尤其爱吃
东北乱炖，他豁达地把代表自己荣誉的搪
瓷脸盆贡献出来当锅，于是在那段艰苦的
日子我们全家还能有机会享受东北乱炖的
美味。

吃东北乱炖吃的是气氛，大碗吃菜，大
口喝酒，无不透着东北人的豪爽和朴实。
吃东北乱炖图的是酣畅淋漓，一桌人围着
一大锅热气腾腾的炖菜，举杯挥箸，吃喝划
拳，酒杯碰得山响，脸上淌着油汗，吃到酣
快时即使站起来，一只脚踏上凳子，一手举
着酒杯，一手忙着夹菜，好不开怀。

浓浓的东北乱炖“情结”大概源于相对
恶劣的自然生存环境，家乡人在漫长难熬
的冬日为了抵御寒冷和灾害，多年来逐渐
养成了讲义气重情谊的个性，大家都有一
个锅里“搅马勺”的饮食习惯，既能吃到热
气腾腾的饭菜又能拉进彼此的关系，何乐
而不为？“饮食即文化”这话一点都不假，家
乡人性格中的豁达、热情、包容都完美地体
现在这一锅乱炖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