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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题目是从《编辑钟叔河》书
名学来的。钟叔河先生是出版家、
散文大家，写过不少书，可仍被称为

“编辑”，因为他策划编辑的“走向世
界丛书”几乎家喻户晓，更为学界所
称道。卢礼阳先生也一样，他也写
过书，如《马叙伦》《马叙伦年谱》《此
心安处》等，可他作为一个地方文献
整理编辑，也许更让人难忘。

卢先生是温州市图书馆研究馆
员，《温州读书报》主编。其研究方
向为民国史与温州历史文献，在温
州市图书馆干了整整二十年，主要
整理出版地方文献典籍，先后参与
《温州文献丛书》《温州文献丛刊》等
编辑工作，并策划、主编《温州市图
书馆藏日记稿钞本丛刊》，编校过
《黄群集》《刘景晨集》《蒋叔南集》
等。我不知道温州市图书馆在全国
图书馆系列中处于什么位置，但馆
藏的图书应该是比较丰富的。多年
前，34卷本《舒新城日记》影印本由
上海辞书社出版，当时我以为是
3500 元一套，准备下单时，才发现
是 35000 元一套；而我又急于想在
《舒新城日记》中查找一条史料，于
是和他聊起此事，卢先生说他们图
书馆藏了，于是通过他解决了我的
问题。我一直想找机会去温州图书
馆开开眼界，也想见见《温州读书
报》那帮编辑朋友，可惜终未成行。

与卢先生相识很偶然。十多年
前，我编“中国文史精华年选”，每年
编定后，都在自己的“网易博客”晒一
下序言及目录，当时我的博客粉丝已
近 200 万，有不少读者留言。有一
次，一位叫“历史的余温”的网友留
言，大意说：可以给先生寄《温州读书
报》，请告地址。这样，我们就算相识
了，并成了他们的读者，后来又成了
他们的作者。说实话，那时给我寄赠
报刊的倒不少，有的甚至印得精致漂
亮，名家云集，但我大都没能刻意保
存；而《温州读书报》虽是四开小报，
印制简陋，我却保存了不少。

朱正先生曾说：“小编辑大改
稿，大编辑不改稿。”作为《温州读书
报》主编，卢先生所用稿件，一般不
轻易改，即便要改，也是让作者自己
动手。有人行文，习惯于落款留个
时间，我也染此“恶习”，可大多报刊
发表都会删去时间。而他们刊发的

文章，无论名家或无名之辈，都尊重
原作。我曾在《温州读书报》发表过
《谭其骧的儒学观》，后来又被卢先
生编入《瓯歌三集》。在出版审稿过
程中，此文被拎了出来，而卢先生又
希望保留此文，要我作些删节。我
知道拿下的原因，就说算了吧，不要
选了；可卢先生一再坚持，并用笔把
不合时宜的句子划出来，要我作些
处理。盛情难却，只得配合了。当
我收到散发着油墨香味的新书时，
心里真有几分自惭。

我给《温州读书报》写稿不是很
多，投去用不用也不太在乎。可回
想起来，凡我投去的稿子，大多用
了。山东临沂的杂文随笔好手理钊
英年早逝，其夫人编定他的遗著，嘱
我作序。一篇千字文，记得有这么
一段话：“理钊文字的价值，正是当
下所需要的。也许他的思考未必完
善而深刻，可能还有不少值得商榷
和争议之处，但他直面问题的执着
和勇气，正是这个时代所稀缺的
……”我把稿子发给卢先生，他很快
回复说：可发。后来居然还挤了个
头版头条——当然，他们的报纸只
是一张市级图书馆的内部小报，论
影响力可忽略不计；但至少可以印
证，我和卢先生是惺惺相惜的。

我有很多朋友，大多没有见过
面，只是网上或电话里常联系；而卢
先生我们是见过的。那年他来广州
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我们一见如故。
如今三四年过去了，他那单瘦的身材
定格在我脑海里，虽才五十出头，然
而故纸堆里摸爬滚打的风霜深刻在
脸上。他的专业是水产，可他走进了
历史。其文字之风骨，不但在他的著
述里，更在他主编的报纸里。

近来心情不好，总怀念过去。
那些日子闲来无事，天天去图书馆，
翻览那七十多年的某大报，立感河
东河西……而今，恍如又回到了半
个多世纪前，不禁感慨系之。《温州
读书报》是一张小报，办刊近三十年
了，却没有硝烟和撕扯，唯有文化坚
守。其作者也许名家不多，但所刊
文章大多是“说真话，说自己的话”，
不逢迎，也不忸怩作态，很是难能可
贵了。还有两年，卢先生也将荣休，
届时这张报纸命运将如何呢？也
许，江山代有才人出。

少年时，南沙于我，是拥有一
片海的地方，遥不可及；中年时，
南沙于我，是一个有故事的城市，
很多秘密就发生在它的大街小巷
里。

从贵州来南沙三十年，慢慢
走过岁月，身边的事物不知不觉
流转消失，几乎没留一点痕迹
——那片香蕉地成了汽车城，那
个渡口建起了凤凰桥，那块湿地
成了国际金融论坛（IFF）永久会
址，那个曾经任职的单位拆得灰
飞烟灭物非人散……

第一次走出广州站，我对眼前
的一切感到迷茫，突如其来的街
道、楼房、广告、汽车……虽然手里
拿着地图，但对于要去的地方模糊
不清。即便如此，也不愿意在这里
耽搁，深怕错过搭乘的班车。

真正的故事就藏在这些车水
马龙的人流里。我相信一个人从
一个时间或一个节点走出车站，
他的命运会有所不同。命中注
定，很多年后，有人会成为这座城
市的主人，有人只是匆匆过客。

在火车站我只记得一个地
址，因为它是我暂时安身的地
方。于是，湍急的人流中，我一路
向南，沿着广州-番禺-南沙的线
路，不停地转车、轮渡、摩的、行
走，早上出发，到达目的地已接近
黄昏。

整天面对的，不是满地乱跑
的螃蟹，就是绿野芬芳的田畴；不
是满眼金黄的香蕉树，就是节节
高的甘蔗林。那些屋顶上密密麻
麻相互拼接和勾连的电视天线，
如同暗码一般，以隐晦的方式预
示着即将发生的事情。

从喧嚣的热土到寂静的水
乡，我开始眷念故乡的蓝天白云
和人情世故，讨厌灰蒙的天空，行
色匆匆的行人，理想并非生存的
空间，心情抑郁。

辗转数年，心情骤变，或许是
爱有所归，或许是倦鸟知返，我没
有退路，终于安定下来。即便这
城市依然那么水漫无边，天还是
一样的灰沉。不过看着街上迎面
而来陌生又亲切的面孔，我的情

感存在其中。我们相遇在同一座
城市，有着很多相同的记忆，这一
切有必然的，也有意外的，但都是
在南沙，与我们共同成长的城市。

在街上流连着，我渐渐喜欢
上这座城市，喜欢它皮肤上的每
个细节。一条又一条的街道上，
那亲切的缺点，墙壁上庸俗的广
告，河涌边乱搭的茅寮，摩托车油
门的轰鸣，门窗里飘出的喧哗，都
是实实在在贴近着我的生活，缠
绕着这里每个人的感情和记忆。
无论丑的美的，都是我们生活的
一部分。就像喜欢一个人，不是
因为她跟你想象的美好相符，而
是因为你的生活充满了她的呼
吸。这突如其来的感触，或许有
点愚钝，但却感到温馨。

一路走来，如今的南沙已不
再是一座简单的城市，它是大湾
区里的一束光，一片影，一道虹，
在经济大潮中纵横捭阖，写意芳
华。而在它的每个角落，不是绽
放灿烂的花朵，就是藏着经典的
岭南。

即使在逼仄的角落，也要
活出自己的风采 阳台上的红薯叶

秋渐浓，霜已降，种植在阳
台上的红薯叶已经密实茂盛，
匍匐一地，只待采收。此时的
红薯叶绿意盎然，薯叶连着梗，
梗连着秧，看起来郁郁葱葱，和
绿箩一样养眼。

平时我就喜欢种点东西，
但可能是缺乏精心打理，始终
养不好。儿子对红薯叶情有独
钟，每每炒上满满一盘，必定被
他吃得一干二净，嘴里还一个
劲儿念叨：“好吃，真好吃。”看
他这般欢喜，我就想，如果有机
会，就在阳台上种点红薯藤吧。

租住的楼下空地上种了一
大片红薯藤，红薯叶绿油油的，
惹人喜爱。我和邻居说了在阳
台上种红薯藤的想法。哪知她
笑着摇头，说还没见过哪家在阳
台上种红薯藤的，估计种不活。

可我决定试试，于是剪了一些枝
条。小时候我家在农村，我记得
种植方法超级简单，剪一截红薯
藤插在土里，准能成活。

将红薯藤插进阳台上的空
花盆里，浇上水，放在阴凉通风
的地方。三天后，红薯藤叶子
绿得发亮。七天后，藤根上长
出了细小的芽。又过一个星
期，红薯藤爬出了花盆，青翠欲
滴，惹人喜爱。快一个月的时
候，藤蔓已经有半米长，一根根
向下垂着，像极了爆盆的吊兰。

在红薯叶生长的过程中，不
需浇水太多，盆土略干再浇透
水；也可以放在屋外淋雨，既不
怕积水，也不怕暴晒，尤其是在
梅雨季节，一场雨之后，长得特
别快，又长叶子又长藤蔓。每次
收获之后，浇上腐熟的有机肥

水，它又会疯长叶子疯长枝条，
叶子一直可以从春天吃到冬天。

在我的记忆里，小的时候
几乎每家都种红薯。男人们田
间劳作归来，途经自家红薯地，
顺便割捆红薯叶背回家，当作
一家人的菜蔬，剩下那些光秃
秃的秧子，切段喂牛喂猪，或剁
碎喂鸡。也有一些村妇，临做
饭时，一看手头无菜，便跑到附
近地里掐把红薯叶救急。

我出生于上世纪 70 年代，
说句心里话，也没有挨过多少
饿。虽然小的时候红薯叶子吃
了不少，味道真是不敢恭维。
那时候缺油少盐，炒出来的红
薯叶自然味道好不到哪里去，
做菜汤更是难以下咽。

红薯叶极易种养，我与儿
子也很上心，几乎每天浇水。

在我们的精心侍弄下，红薯叶
茎粗叶茂，很是喜人。每月我
们家的餐桌上，就有一盘炒红
薯叶。自家阳台上的红薯叶，
还带给我们清新的生活，只要
看一看生机勃发的绿色，再灰
暗的心情也会变得美丽起来。

红薯叶的吃法很多，把嫩嫩
的、绿绿的红薯叶子洗干净，炒
的时候，先放些油热锅，待油在
锅里滋滋作响时，把白生生的拍
好的蒜米倒进去。滋的一声响，
蒜米在油锅里挣扎着翻着身，略
变金黄，散发出蒜米特有的香味
时，放入细细的姜丝和干辣椒
丝，然后倒入红薯叶子。

炒时不能盖盖子，略翻炒几
下，不等红薯叶子的颜色变色，
赶快加入适量的盐和蚝油，便可
以起锅。清炒出来的红薯叶在

空气中散发着一股田园清香气，
此时，夹一筷糅合浓郁蒜香的红
薯叶到嘴中轻轻咀嚼，嘎吱嘎吱
声中，蔬菜特有的芬芳瞬间在齿
舌间弥漫开来，其脆嫩淡爽的口
感让人百吃不厌。

一盘爽口的红薯叶上了
桌，很快被儿子吃得见了盘底，
他直夸自己种的红薯叶好吃。
这之后，照管红薯叶的任务自
然落在了他的肩上。他每天放
学后给红薯藤浇点水，每天都
会观察红薯叶的生长情况。

阳台上种植红薯叶很简
单，有点阳光就生长。春天剪
下一根红薯藤种在盆土里，一
个冬天吃不完，收获一茬又一
茬。因此默默鼓励自己，即使
在逼仄的角落，也要活出自己
的风采。

□陈又新

此城此情 □何霖

在它的每个角落，不是绽放灿
烂的花朵，就是藏着经典的岭南

向日葵（水彩） □徐兆前

编辑卢礼阳 □向继东

他那单瘦的身材定格在我脑海里，虽才五十
出头，然而故纸堆里摸爬滚打的风霜深刻在脸上

随着日子的流逝，家里的
矛盾也突显了出来，儿媳嫌弃
婆婆，说她生活邋遢、干事不利
索。对儿媳的嫌弃，老高能理
解，毕竟两代人的生活习惯不
一样。为了不为难儿子，老高
让老伴尽量少说话，但儿媳还
是动不动就找事。老高明白，
儿媳是嫌弃自己和老伴了，于
是老高和老伴商量在外租房。

搬进租的房子后，老高夫
妇算是过上了安稳生活。但生
活总是捉弄人，老高夫妇搬出
来不到两个月，老高买的彩票
意外中了大奖，上百万元的巨
额奖金把老高瞬间砸晕了。当
老高兴奋地把中奖的消息告诉

了儿子和媳妇，儿子和儿媳妇
既兴奋又尴尬，想去见父母，又
实在无脸相见。

几天后，老高把一张银行
卡给了儿媳，之后对羞愧不已
的儿媳说：“你们结婚时我没能
给你俩买套房子，委屈你俩
了。现在这卡里的钱给你们拿
去看着买新房吧，等你们买了
房搬了新家，我们老两口再搬
回来。”

儿媳听了老高的话，哭着
说：“爸妈，我错了！”为了孩
子，父母可以包容一切，孩子的
错在父母眼里都是可以原谅
的。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汪小弟）

父母心（下） 插图 采采 她用行动诠释
公益之美

记惠州福彩44080812网点业主郑石妹的公益故事

羊城晚报记者 汪海晏
通讯员 李 娜
插图 采 采

2022
年，是郑石
妹在惠州福
彩一线工作
的第17个年
头，她以一
腔对福彩事
业和公益事
业无限的热

爱与坚持，怀着一颗慈善心，越做越热
爱，越做越优秀，越做越坚定，不断续写
着温暖励志的公益故事。郑石妹经营
的销售场所及其本人，多次获得国家、
省、市福彩机构各类奖项，2020年获得
惠州市“学雷锋活动示范点”，2021年成
为惠州市首批“福彩爱心驿站”示范店；
其本人更是获得中国福利彩票“年度十
大公益代表人物”称号。她的公益事迹
被各级新闻媒体多次采访报道，为惠州
福彩增光添彩。

不言放弃的女汉子
郑石妹是惠州市福彩销售场所

44080812的业主，作为一名福彩销售
一线的从业人员，她自尊、自信、自立、
自强。

2005年，正值惠州福彩征召投注
站，郑石妹毫不犹豫地提交了申请并获
批办站。同年5月份，其投注站正式开
业，然而，因经验不足等原因，投注站销
量不见起色，一直都在亏本，家人多次
劝说让她放弃。但是她暗自下定决心

“经营福利彩票不仅是为了养家，更是
一份慈善事业，我不会放弃”。靠着这
一信念，她虚心到各优秀投注站学习取
经，经过一番努力，郑石妹的销售场所
的人气逐渐旺了起来。在她的不断创
新与坚守下，一年一个台阶，她的站点
销售业绩节节攀升。

如今，郑石妹站点的销量已升至全
市前10名，2007年获诚信投注站；2012

年-2017年连续6年荣获省优秀投注
站、14次被评为市优秀投注站。

甘于奉献的孺子牛
郑石妹表示，经营福利彩票已不仅

仅是一份简简单单的职业，更是愿意为
其奋斗终生的事业，有了坚定的信念和
明确的目标，她在福彩行业也渐渐开始
崭露头角、绽放异彩。

2015年，在片区管理员选拔中，郑
石妹凭借着满腔的热情和机智的反应，
在众多竞选者中脱颖而出，成为大亚湾
区福彩销售场所管理员，全心全意为辖
区内42个福彩销售场所提供综合管理
服务。

郑石妹为人热心，组织能力强，行
事雷厉风行，工作起来不知疲倦，任劳
任怨，对待站点急难工作，她总是能雪
中送炭，在大亚湾福彩投注站群体中赢
得了业主们的信赖。她管辖的区域网
点业主均对她赞不绝口，称她办事尽心
尽责，大家放心。

2020年，郑石妹荣获中国福利彩票
双色球销售擂台赛全国优秀市场管理
员、广东福彩优秀市场管理员称号。

公益路上的践行者
郑石妹不仅兢兢业业做好福彩销

售和站点服务工作，她还有一颗博爱之
心、公益大爱，她积极倡导并践行公益，
传递公益慈善正能量。

8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在街头
偶见了一个精神状态不佳的女孩，她果
断伸出援手。经过郑石妹一个多星期
的照顾和陪伴，女孩情况逐渐稳定，并
在多方共同努力下把女孩安全送回家
人身边。这次经历滋润了她心中的慈
善种子，伴随着她公益事业的茁壮成
长。

2021年12月一个寒冷的夜晚，郑石
妹外出回家路上，在大亚湾一桥头遇到
一位老人家步履蹒跚，还横穿马路。她
立即将车停靠路边，下车扶着老人走到

路边，经一番询问，最终联系到了老人
的儿子，原来这位老人患有老年痴呆
症，家住深圳，早上从家里出来后一路
走到了大亚湾，找不着回家的路。当
晚，郑石妹开车1个小时将老人安全送
回家中。

类似的事情，郑石妹做过不止一两
次，日常帮助他人已经是她生活的一部
分。她说，每次遇到这些事情，她总会
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

身体力行传播爱心
郑石妹深知，公益事业在于群策群

力，不是一两个人或一个小团体的事。
2014年，她志愿加入了水滴户外公益服
务队，正式成为一名志愿者，郑石妹还
带动了30多名大亚湾福彩投注站业主
或销售员加入到协会。她参加了线下

“一对一助教”活动，资助山区的4个孩
子，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学业。组织发起
了“走进敬老院”“走进儿童福利院”和

“特困家庭孩子和环卫工子弟的免费助
教”等公益活动。

为方便环卫工人、快递员能吃上一
口热饭、喝上一口热水，她自愿将自己
的福彩销售场所建设成“福彩爱心驿
站”，为他们提供一些便民服务设施，如
休息座椅、临时储物柜、洗手间、微波
炉、饮水机、便民雨伞、防疫口罩、电子
血压计、急救箱等，让福彩爱心驿站成
为服务社区、践行公益的平台。2021年
12月23日，她的站点获得惠州市福彩中
心首批颁发的“爱心福站”奖牌。她以
身作则，在她的带动影响下，越来越多
的福彩同行加入到这个公益大家庭。

每逢节假日，她都会带领公益组织
成员慰问困难群体、孤寡老人、留守儿
童等，为他们带去衣食，传递温暖和关
爱。防疫期间，她还积极投身到疫情防
控的第一线，协助社区开展防控工作。

用郑石妹的话说：“奉献他人、提升
自己，通过参与社会公益活动，也传播
着福彩的大爱，我感到无比的自豪与快
乐！”

彩票开奖公告栏 开奖时间：2022年2月14日 ●●●●●●●●●●

“南粤风采”36选7 第2022035期

中奖等级 中奖注数 总中奖金额（元）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0

1

7

84

248

4185

0

15946

7973

42000

24800

41850

中奖情况

36选7投注总金额：384450元
中奖基本号码：10 01 18 03 25 30 特别号码：11

好彩36投注总金额：621528元
类别

好彩2

好彩3

投注额（元）

39238

582290

中奖注数

609

1013

单注奖金（元）

32

287

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累计奖金3148820元滚入下期一等奖。

15946

1139

500

100

10

好彩1 第2022035期

投注总金额：421562元
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中奖符号

投注方式 投注额（元）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数字

生肖

季节

方位

403758

9860

6252

1692

5502

126

103

341

46

15

5

5

11 狗 夏 东

本期投注总额：2690592元；本期中奖总额：1004331元；
奖池资金余额：6507226元。

3D 第2022035期

中奖号码 0 5 9

奖等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组选3
组选6
1D
2D

通选1
通选2

包选三全中
包选三组中
包选六全中
包选六组中

和数14

790
0

1004
181
37
0
5
0
0
2
3

129

1040
346
173
10
104
470
21
693
173
606
86
14

821600
0

173692
1810
3848
0

105
0
0

1212
258
1806

广东省体育彩票中心 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授权发布

超级大乐透

前区号码 后区号码

第22015期

一等奖

二等奖

本期中奖情况

08 12 01 02 30 05 12

奖级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
(元)

应派奖金合计
(元)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八等奖

九等奖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合计 229427068

2700000

2487000

4878000

5105000

4151800

10619370

35981215

11799900

3326448

91109508

57268827

270

829

16260

25525

41518

707958

7196243

105

37

14

11

10000

3000

300

200

100

15

5

112380

89904

6507822

5206257

全国销售量(超级大乐透)：274855255元

1101484790.0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2年4月15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13591807.24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3奖池。
342172122.70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5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2年4月15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排列3排列5 第22035期

排列3 4 0 2

排列5 4 0 2 4 5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销量
（元）

本省销量
（元）

单注
奖金
（元）

26539944 1264060

中奖情况

全国
中奖
注数

本省
中奖
注数

222

0

524

1040

346

173

100000

排
列
3

排列5 14882216

3415

0

12250

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