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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拍卖AA级企业
拍卖公告

受法院委托，我司定于2017年1月5日13:00在安徽合肥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二楼1号拍卖大厅公开拍卖以下标的：

一、拍卖标的：合肥市西二环路与北二环路交口东北角墨荷名
邸70套住宅房。

二、标的展示时间、地点：自公告日起至2017年1月3日17:00
止，标的物所在地 。

三、注意事项：1、竞买人须自行了解标的现状及相关政策；2、竞
买人集中报名时间：2016年 12月26日9:00始至2017年1月3日
17:00止；3、竞买人须于前述公告期限内，通过本单位（本人）账户以
电汇、转账的形式向指定账户（收款单位：合肥市产权交易中心；开户
银行：光大银行合肥阜南路支行；账号：087670120100330005096）
汇入标的竞买保证金为5万元/份，并到合肥市南京路2588号合肥要
素市场A区二楼服务大厅财务窗口开具往来结算收据（不得由他方
代为缴纳拍卖价款）。【具体详见安徽合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

“合肥市西二环路与北二环路交口东北角墨荷名邸70套住宅房”司法
拍卖公告，项目编号：2016SHCP2194】。

竞买咨询电话：0551-63352888 13956092611 戴经理
现场看房电话（售楼部）：
王经理 0551-65746220、18756982285;
洪经理 13965022039;
陈经理 13739249990

安徽九华拍卖有限公司
2016年 12月17日

夏日长，暑未央，食瓠子，味清爽。
瓠子初夏上市，正是女生换上裙装的季节，郁

郁葱葱的林荫间，阳光从树叶间细碎地漏下来，洒
在飞扬的裙角，悄无声息地落在地上，安静而美好。

可这份美好，分明只属于我们记忆中，或幻想
中的烂漫时光。如今我们奔忙在职场，脚步总是匆
匆，路边的风景也是匆匆而过，匆匆到午餐也成了
一个简单流程。

可是某君和她的小伙伴们，从不愿意敷衍自己
的口和胃，即便工作餐只是为了饱腹，吃，也是他们
共同的追求。在佛子岭路与荷叶地路口 ，有一家吾
膳芳老鸡汤馆，老鸡汤虽然是他们家的招牌，但上
班族最多选择的是他们家的盖浇饭。这是大家的

“二食堂”。
“今天吃什么？”“还是瓠子呀！”这个夏天，瓠子

盖浇饭是某君每次必点的一份饭。肉质细嫩的瓠
子，吾膳芳的厨师配以肉片爆炒，虽是小炒一道，也
是荤素搭配的典范，既让你能吃出瓠子的清甜，品
出其细腻，肉片的加入又恰到好处地提了鲜。将炒
好的瓠子肉片浇在饭上，汤汁缓缓渗入米饭中，丝
毫不将就。这一道简单的瓠子肉片盖浇饭，其实就
能把枯燥的日子，浸润出丰满的滋味来。

另外，我们喜爱的瓠子烧咸肉片，是一道特色
吊锅菜。切瓠子刀法极简，顺其圆形切成厚片，咸
肉片要肥瘦相间，肥的略多些。上桌后，吊锅下点
了火继续烹煮。此时，不要急着吃，待多烹煮一会，
瓠子入口即化，在咸肉腊味咸香的催化下，妥妥就
有了肥而不腻的肉食荤香。

如瓠子一样的某君。
用瓠子来形容一个人，实在是不够诗意。更何

况，瓠子与葫芦，同属植物学上的一科，通俗地说，
就是本家。

可瓠子的特质，与爱吃瓠子的某君真的非常相

像。这句话我曾对某君说过。外表青涩，修长苗
条，内心洁白如玉。不过，以前我家里种过瓠子，刚
摘下来的瓠子，还是有不少细腻的毛刺。这似乎也
很贴切某君的性格，容不得外人外物对她有半点瑕
疵，有时候稍有不慎，就会扎人。

有那么一天晚上，一个很出乎意料的饭局，我
受邀在其中。席间，一群纯爷们喝酒说段子，很黄
很暴力。这种粗野的场面，充斥着一群男人放肆的
雄野原始，这是平时在办公室里大家正襟危坐所不
能表露出来的。我不喝酒，也插不了几句话，就静
静地听、静静地吃。

那晚大家应该都没醉，可酒正酣的时候，不知
怎么就说到了某君。一位姑且称其为“靖哥哥”的
家伙，很认真地说，当年刚见到某君的时候，觉得
某君青涩得像是心中女神。他的这个提法意外得
到了大家的认可，没有谁继续调侃。不知道“靖哥
哥”是否心仪过某君，但他也找到了自己的那个

“黄蓉”。
瓠子一般的某君，或许就是让人只能远远欣

赏，而不敢轻易走近，因为其有着带着细小刺的青
涩外表，柔嫩洁白的内心。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私下里所知，当年身边有过对某君动了心、却未
敢表白、未曾表白的那些个男孩子，都已成了人夫
人父。而某君，应该是还在像今夏执着地守着瓠子
这道菜一样，静静地等待着梦中、命中的——那个
有缘人。

这一夏季的瓠子吃下来，日子在一份份盖浇饭中
逝去，我们共同的青春也在这十多年间渐行渐远。只
是，深藏在心底的那份纯真，从未被我们遗忘。

——以上的文字写于 2016 年的夏天。转眼，

这一年也过去了，瓠子一样的某君，还依旧一个

人。我总觉得，会有那么一个人，在前面等着她，

因为值得！

我的家在晋东黄土高原上，小时候每每到深秋
初冬，家家都要烧上热乎乎的土炕，傍晚的乡村家
家窑洞上冒起袅袅青烟，那浓浓的烟味儿，就是挥
之不去的乡愁！

霜降过后，立冬节气接着就要来临了，街上的
行人裹挟着厚重的衣裳，头和手尽力地向衣服内蜷
缩着。这个时段，秋雨绵绵，暖气还未供上，正是一
年中最湿冷难熬的季节。下午和老家人通电话，他
们很得意开心地告诉我：“炕都烧了几天咧，几个人
正围坐在炕上聊天喝茶哩。”

晋东农村人居住方式以窑洞为主，进入窑门
后，紧挨着窑面子窗户下都盘着个大土炕。土炕周
围用砖砌了炕墙，炕墙下方留有添柴火的炕筒门，
炕筒门连着炕筒，炕筒连着建在窑面子里的烟筒。
炕面子用黄土和麦秸加水和泥抹压成的泥基铺设，
支撑泥基的胡基也是用黄土掷打的，土炕才得以能
够连接地气。土炕也成了庄户人家休息、接待、吃
饭、议事的重要场所。

有亲戚邻居登门，主人最隆重热情的接待，就是
招呼来人脱鞋上炕，冬季常用的客套话是：“你来
咧！刚刚添柴烧的炕，热焐热焐的！快把鞋脱了上
炕来。”大家盘腿围坐在热炕上，拉家常、话农事、做
针线活，好一番热火温暖。入冬开始烧炕后，炕上就
始终放着一个小吃饭桌，全家一日三餐都在炕上围
坐着进行。做了多年媳妇终于熬成婆婆的老太太整
天都扮作一副稳重严肃的脸，坐在热炕上很神圣地
指挥媳妇们料理家务，等着把热乎乎的饭菜端到她
们的饭桌前，似乎几十年做媳妇的忍气吞声、辛苦劳
顿就是为了拥有享受这几天热炕的待遇和尊严。

烧炕的时间一般在下午天快黑之前，留在家里
的妇女们手提竹笼先要去麦场里揽柴火。各家各
户都有自己的柴火堆，麦秸、谷秆、玉米秆等都很齐
整地堆放在一起，这些都是烧炕的好柴火。烧炕
前，先要揭开炕筒门，用专用烧炕锨将炕筒里的灰
掏出来，草木灰是极好的庄稼肥料，掏出的土灰要

专门堆放，以备开春庄稼施肥。炕筒内清理通畅
后，先将麦秸、树叶等塞进去铺平，然后把易点燃的
麦秸放入点火燃烧，待其他柴草也引燃起来，就要
用烧炕锨来回捅搅拍平，再将周围的土灰煨在柴火
上面，这样做，柴火能长时间平稳持续燃烧，不至于
使炕面忽冷忽热，影响休息和睡眠。

“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烧热的
大土炕，就是一家老小温暖的家。姊妹几个围绕在
父母身旁，共用一个被子盖住腿脚，被子上再放些
核桃、花生、瓜子，边嬉笑边拨开吃，突然间言语不
和，姊妹之间用脚在被子下就开始战斗，踢翻了盛
放吃食的蒲篮，一个个嘴撅脸吊，在大人调和下，转
眼间又呲牙咧嘴，和好如初。老年人体寒怕冻，一
般都选择睡在炕热处，年轻人和娃娃则脚底下有点
热度就可满足。临睡觉前，老年人都要将全家人的
被子放在最煎火处焐热，逐一铺好，第二天清晨，又
将娃娃们穿的棉衣棉裤早早暖热。暖暖的被窝和
衣裤承载着满满的呵护和温馨的关爱。冬天要是
蒸馍，头天晚上发面，第二早晨起面，炕上再挤，都
要给面盆优先选择热度适中的地方。馍捏出来后，
要把被褥揭起，在光竹席上铺上干净的袱子，然后
将馍有序排放，待软软的馍皮变得干硬些，就挪到
篦子上，上锅来蒸。蒸熟的热馍夹上刚刚烫熟的油
泼辣子，一家人围坐在热炕上，吃得津津有味，浑身
冒汗，温暖喜悦。

发展到后来用煤炉取暖，大伙仍然习惯于在炕
筒门外用砖盘个土炉子，借用炕筒将热传导至大炕
里享受这一传统的悠闲。有一老者冬天被儿女接
到城里的家属楼，在席梦思床和电褥子上，老者每
晚辗转反侧，就是不能安然入睡，硬是缠着儿女将
他送回老家，依然生煤炉子暖炕，过习惯了的滋润
惬意日子。

土炕如今在城里已基本见不到了，但那种暖暖
的乡愁记忆和烧炕时烟熏火燎的情景，仍然常常萦
绕在我心头，每到冬季来临，说什么也挥之不去。

为生活撒一把盐
▋汤云明

盐是我们生活中“开门七件事”之一，并且
排行第四，但关于写盐与生活的文章却很少见
到。尽管我们的生活离不开盐的浸渍与调理，
但我们好像没有重视过它的存在，没有在意过
它的感受，就像右手和左手，因为能够天天拥
握，所以忘记了它的重要。我们可以不吃亏、
不吃苦，但我们不能不吃盐。年长的人经常教
训年轻人说：“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还多，
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长”，可见，在我们
的传统文化意识中，盐始终是一种资源、一个
资本或一些资历，其重要性也是能与大米相提
并论的好东西。

在战争年代，为了能把盐运送给被围困的
人，有人甚至不得不用厚棉衣吸足浓盐水后又
晒干，把它穿在身上，才能把盐运送过封锁
线。等到了目的地，又通过浸泡棉衣淅出盐
水。在古代，盐不仅关系到国计民生、社会安
定，更关系到政府的财税收入，所以历朝历代
政府都要垄断和统一盐业的开采、运输和销
售，贩卖私盐甚至是要被杀头的重罪。即使到
了现今，盐的产、供、销、定价等也没有完全放
开市场。

我们的生活离不开盐，而盐的资源又分布
不均，所以我们的茶马古道、丝绸之路其实也
是古时候长途运盐的道路。尽管现在交通方
便了，盐的产量提高了，但盐依然需要长途运
输才能满足各地的需求。“在伤口上撒一把
盐”，被看成是贬义或有落井下石的意思，其
实，在伤口上撒一把盐也没有什么不好。不管
是身体上的伤口还是心灵上的伤痕，与其任由
伤口发炎化脓，撒一把盐总会有些消炎去腐的
作用。如果实在是接受不了这种较强烈的刺
激，用淡盐水清洗一下伤口肯定会有些消炎杀
菌的好处。

汉民族语言非常丰富，许多生动的语言都
是来自生活，让人一看就懂，心领神会。我们
平时炒菜，用油用盐，只有油盐进入菜里，才会
香。否则，这菜就不好吃了。后来，我们就把

“油盐不进”用成一句俗语，来指听不进别人的
话、十分固执的人。盐是保鲜剂，用它淹渍肉
类、蔬菜等食物可以延长食用时间。盐是提味
剂，谁要是炒菜做汤时忘记了放盐，肯定会被
臭骂一顿。即便只是一碗没有形状的“心灵鸡
汤”，也不能缺少盐的成分来调和五味杂陈。

想想生命中每天必不可少的盐，就会对它
产生更多的敬畏之情。为我们的生活撒一把
盐吧，不宜多也不能少，恰到好处时最能体现
盐的奇妙与多姿。

瓠子颂
▋武鹏

寒冬，唤起家乡暖暖的记忆
▋蔡永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