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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清县房地产管理所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
从2018年5月3日至2018年8月1日内向本清算
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闽清县房地产管理所

2018年5月3日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闽政文［2017］266号
批准的闽江水口水电站枢纽坝下水位治理与
通航改善工程《征收土地方案》，即批准我县农
用地39.9547公顷（其中耕地9.983公顷）、未利
用地25.4658公顷转为建设用地，另征收集体
所有建设用地1.295公顷，使用国有未利用地
1.0142公顷转为建设用地，同时使用国有建设
用地 0.2936 公顷，以上合计征收（使用）土地
68.0233 公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
理法》第48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实施条例》第25条规定、《福建省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和本县制定的具
体标准（梅政综〔2017〕42号）文件，现将《征地
补偿安置方案》的内容和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地类面积
征收闽清县东桥镇安仁溪村集体水田

0.4541 公顷、园地 0.8705 公顷、林地 0.0022 公
顷、其他农用地0.0893公顷、城镇村及工矿用
地0.0088公顷、未利用地2.0948公顷；

东桥镇大溪村集体林地0.8372公顷、其他
农用地0.2851公顷、城镇村及工矿用地0.0429
公顷；

东桥镇大箬村集体园地2.0087公顷、林地
0.5981 公顷、其他农用地 0.0231 公顷、城镇村
及工矿用地 0.1359 公顷、其他土地 1.4332 公

顷；
梅溪镇北溪村集体水田8.6556公顷、水浇

地0.1506公顷、旱地0.6948公顷、园地14.7957
公顷、林地 1.8142 公顷、其他农用地 3.4799 公
顷、城镇村及工矿用地0.2537公顷、交通运输
用地0.4672公顷、其他土地20.9220公顷；

梅溪镇樟洋村集体园地2.3094公顷、林地
0.4034公顷、其他农用地0.1533公顷；

梅溪镇榕星村集体旱地0.0279公顷、园地
2.3016 公顷、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0.3865 公顷、
未利用地1.0158公顷；

使用国有交通运输用地0.2936公顷、其他
土地1.0142公顷；

以上共征收集体所有土地 66.7155 公顷，
使用国有土地1.3078公顷，合计征收（使用）土
地68.0233公顷。

二、土地补偿标准及费用
闽清县东桥镇安仁溪村、大溪村、大箬村，

梅溪镇北溪村、樟洋村、榕星村土地部分补偿
标准（含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及耕地的青
苗补偿费）:耕地（含水田、旱地）每公顷50.7万

元（折合每亩3.38万元）、园地每公顷29.25万
元（折合每亩1.95万元）、林地每公顷11.7万元
（折合每亩0.78万元）、其他农用地每公顷11.7
万元（折合每亩0.78万元）、建设用地、未利用
地每公顷2.925万元（折合每亩0.195万元）。

东桥镇大箬村土地部分补偿费用总计柒
拾万陆仟壹佰贰拾壹元整（706121元）；

东桥镇安仁溪村土地部分补偿费用总计
伍拾伍万柒仟零捌拾陆元整（557086元）；

东桥镇大溪村土地部分补偿费用总计壹
拾叁万贰仟伍佰陆拾肆元整（132564元）；

梅溪镇樟洋村土地部分补偿费用总计柒
拾肆万零陆佰叁拾叁元整（740633元）；

梅溪镇榕星村土地部分补偿费用总计柒
拾贰万捌仟叁佰捌拾壹元整（728381元）；

梅溪镇北溪村土地部分补偿费用总计壹
仟零叁拾玖万柒仟贰佰壹拾肆元整（10397214
元）；

国有土地部分补偿费用总计叁万捌仟贰
佰伍拾叁元整（38253元）；

三、地上附着物、构筑物、建筑物按实清

点，根据闽清县现行标准予以补偿。
四、农业人口安置办法：社会保障安置。
五、被征收土地四至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

人和土地使用权人对本方案内容如有不同意
见，请于2018年5月29日前以村委会（经济组
织）或村民小组为单位，以书面形式送达闽清
县国土资源局。自本公告公示之日起10个工
作日内，被征地农民有权以书面形式就本征地
补偿费标准和安置方案向闽清县国土资源局
申请听证。公告期满后，报闽清县人民政府批
准组织实施。

联系单位:闽清县国土资源局用地科
联系电话：22334346
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

施条例》第 25 条的规定，对《征地补偿安置方
案》有争议的不影响组织实施。

七、本公告与《闽清县国土资源局征地补
偿安置方案公告》（梅国土〔2017〕357号）为同
一地块，因排版问题，造成权属村与补偿费用
不一致，特此更正，公告内容以本次公告为准，
原公告（梅国土〔2017〕357号）作废。

特此公告
闽清县国土资源局
2018年5月15日

闽清县国土资源局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
为提升殡仪馆管理水平，统一妥善的保管好

逝者骨灰，更好的为客户提供相关寄存服务。县
殡仪馆定于2018年6月15日将原先寄存在 火化
车间旁(001_2029)（处）的骨灰，计 400盒骨灰，统
一移至位于业务处北边恩泽园处的骨灰楼，殡仪
馆业务联系电话22378969。

闽清县殡仪馆
2018年5月11日

公 告

在闽清，曾经有一位知名老中医深受广大
患者的敬仰和赞誉，他就是闽清县中医院原主
任中医师汪其浩先生（1918~1994）。他一生热
爱中医事业，用精湛的医技为患者解除病痛，并
将毕生积累的经验传授给学生和弟子。

我在 1963 年就认识汪其浩老师。那一年
县里举办中医理论讲习学术活动，每月在县干
部招待所会议厅开讲一次，由闽清县医院中医
科的黄叔承、张琴松、汪其浩、陈吉生老师分别
讲授内经、温病学、金匮要略和伤寒论 4 门知
识，参加听讲的有全县各医院的医务人员。记
得在课前课后的时间，汪其浩老师总是热情地
与大家交谈中医理论或临床治疗上的一些问
题，给我的印象是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而且讲
课生动。

后来，县卫生科开办“闽清县中医班”，将来
自全县各医院共几十名的中医药学徒统一集中
授课，学习全国高等中医院校编印的一套教材，
汪其浩老师担任我班的《中医妇科学讲义》授课
老师。由于他兼通中医各科，且经验丰富，因此
他教授妇科学是驾轻就熟，很受同学们的欢
迎。在讲课中，他经常理论联系实际，穿插他丰
富的临床经验和辨证用药体会。比如，在讲到
妇女崩漏课程时，曾给我们介绍他常用的一张
简、便、廉、验的处方“三子养亲汤”治疗崩漏效
果显著，经他临床验证，凡属功能失调子宫出
血，用此方均可获得良好的止血效果，并介绍该
方的剂量及具体使用方法等。除了讲授妇科学
外，汪其浩老师还为我们学员讲授过针灸入门
知识及一些疾病防治的专题讲座。他在教导学
生时总是尽心尽力，从不保守，从不保留，对学
生有问必答，尽其所知相授。我记得针灸的“四
总穴歌”就是当时在课堂上听汪老师讲授中医
针灸课时学习并背诵的，他鼓励大家学习针灸
要勇于从自已身上的穴位练习扎针开始，我后
来真的鼓起勇气在自已身上的合谷、足三里、内
关等穴位上练习扎针，体验针灸的手法和“得
气”感，所以，汪其浩老师是我们学习中医针灸
的启蒙老师。

在中医班学员进入实习阶段，我虽然安排
跟随其他授课老师实习，但在1965年，县医院
组织农村医疗队到金沙墘面大队开展下乡医疗
几个月，为农民群众服务，汪其浩老师与其儿子
汪家达（也是县中医班同学）均参加医疗队工
作，我当时在金沙保健院，有幸去医疗队跟随汪
其浩老师侍诊学习了一段时间。那时医疗队驻
扎在墘面的教堂里开展诊疗工作，条件比较简
陋，但汪其浩老师克服困难，不辞辛劳，热情为
山区群众服务，还经常用针灸疗法为群众治
病。医疗队在诊疗中遇到严重或疑难病人，他
都主动参加会诊，协助处置和抢救急危重病
人。几个月来，在老师的教诲和指导下使我获
益匪浅，至今回想起来仍记忆犹新。

“文革”中，汪其浩老师受到不公正待遇，被
下放到白中卫生院，可是他仍矢志不渝地为广

大人民群众服务。是金子放在什么地方都会发
光。各地慕名求医者纷至沓来，他总是一丝不
苟地精心诊治，疗效卓著。由于汪其浩老师的
名气与声望吸引了许许多多的病人，使当时的
白中卫生院成为一个以中医技术为主，且具特
色专科的基层医院，所以 1981 年经县政府批
准，将白中卫生院增名为白中中医院，这实际为
我县中医院的雏形。

汪其浩老师一生热爱中医事业，为闽清中
医事业发展呕心沥血，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尊重知识，尊
重人才，更激发起他的工作热情，为了我县中医
事业的发展不辞辛苦，奔走忙碌。1985 年春，
借振兴中医的东风，县政府决定成立闽清县中
医院，汪其浩老师任名誉院长，县中医院的成
立，终于实现了他多年梦寐以求的愿望。在

1985年9月召开的闽清县振兴中医会议上，他
还获得省卫生厅颁发的名老中医荣誉证书，
1987年获得主任中医师职称。

闽清县中医院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历
了一个艰难的历程。1985年7月，县中医院门
诊正式开诊，汪其浩老师离开白中到县中医院
门诊上班。万事开头难，由于当时县中医院的
基建刚开始，门诊部只能暂时租用县实验小学
旁边的民房开诊，设备简陋，条件很差，但这些
困难都不影响他为广大病人服务的热情。在县
中医院“起步晚、基础差、底子薄”的情况下，他
不顾年事已高，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以身作
则，带领大家共同克服困难，开展诊疗工作，逐
渐打开局面，不断增强中医院的影响力，为中医
院的发展壮大而不懈努力。

1980 年以后，我与汪其浩老师的接触更

多，他除了曾任多届县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外，
还担任县中医学会会长，在繁忙的诊务之余，经
常组织开展各种学术活动，亲自举办学术讲座
等。记得我还多次和他一起去莆田、平潭、永泰
等地参加上级举办的中医药学术活动。汪其浩
老师调县中医院上班后，当时他在县卫校宿舍
楼的一个小套房里住了多年，刚好与我的宿舍
相对面，有幸做了多年的邻居。闲暇时，我也常
到他家里坐坐，聆听一些老师的教诲。老师不
但精于医术，且也通于诗文，时常赋诗做对，常
给我看他的作品。上世纪80年代末，我当时在
县卫生局工作，有次汪老对我说，省卫生厅准备
出版一本介绍我省各地名老中医的书刊，要求
我县上报他主要学术思想简介的材料，汪老要
我帮起草一篇简要介绍他主要学术思想的文
稿。对老师交办的事，我既高兴又担心，主要怕

自己学识肤浅，水平有限。后来经过几天的准
备，终于写了一篇介绍汪其浩主要学术思想和
临床经验交给老师，请他修改补充后上报。

汪其浩老师精于医理，勤于临床，运用中医
理论分析和治疗许多疑难杂症，均收到较好的
疗效。他在临证中注意四诊合参，辨证精确，胆
大心细，用药灵活，屡起沉疴。他在临床具体用
药上，善于使用对药，灵活加减，疗效显著。除
了习以常用的药对外，有许多对药是老师独创，
多系临床经验所得。他善于总结经验，发表许
多论文、医话，著述颇丰，《汪其浩医疗经验集》
是他一生行医的精华和学术思想的体现。

汪其浩老师从医六十年，造福无数患者，然
而还有让人称颂的是他的医德。他常说“人命
至贵，贵重千金。”一名好医生既要有良好的医
术，又要有高尚的医德和人格。同患者进行良
好的沟通，是汪其浩老师的行医习惯，他平时为
人平易和善，笑颜常开，加上他对病人有一颗至
爱之心，因此他无论在县医院、白中和县中医
院，慕名来找他治疗的患者众多。在县卫校宿
舍住的一段时间里，我就经常见到有些患者找
到他家中求诊，老师与师母总是滿面春风地热
情接待，从不拒绝病人，患者常感动得热泪盈
眶，其中许多感人的事例，在汪老一生的诊疗活
动中屡见不鲜。

汪其浩老师热心培育中医后继人才，除了
为闽清中医班授课，带教中医班学员外，还有很
多后辈跟随他学习，他都悉心教导，诲而不倦。

在几十载的从医生涯中，汪其浩老师治学
严谨精益求精，经验丰富医德高尚，栽培后学不
遗余力，深受患者的赞许，同行的敬佩，学生的
敬仰。

今年正值名中医汪其浩老师诞辰百年，回
忆他对闽清中医事业的贡献和他的一些往事，
表达我以及原闽清中医班学员们对老师的深切
缅怀和崇
高敬意。

名 中 医 汪 其 浩
○ 刘守光

五月，春浅夏近，栀子花开。
就在上下班的路边，油亮浓绿的叶丛之中，一朵白

色，馨香绽放。
我喜欢这个季节，处处充满生机活力，莺啼鹊噪，浓

荫绿树，拂面暖风。尤其喜欢在这个季节开放的素白净
香之花——栀子、茉莉。她们都是小家碧玉，生长在最
温暖湿润的南方，开在风和日丽的春夏之交，绽放几近
无色的洁白，散发清幽却富有穿透力的花香。这很像一
种平和的态度，不争寒斗日，不熬雪迎霜，不雍容华贵，
不艳绝一方，只是一种平凡的姿势，一种安静的花容，一
种符合寻常百姓的审美。

茉莉居然是宗教名花，连名字也透着看淡世俗的意
味（末利或莫利），聪明的南方人更是把它与茶、禅融合
在一起。茉莉花茶，介于茶、花茶、香茶之中，雅俗共赏，
受众很广，其实这恰体现了它的大众品质。栀子花洁
白、复瓣，让我想起了白莲。佛说：有尺度的心，才可以
种白莲。大儒周敦颐独爱莲，因其出淤泥而不染，濯清
涟而不妖，直白点说就是洁净、不傲娇（庭院花一般亲
和）。但他却不是唯一爱莲（独爱）的人，莲花还是佛教
的重要文化符号，诸多佛陀，都喜欢以莲花为座，或手持
金莲，它的寓意是无染、开悟、修成，刚好达及佛界人士
的修持之愿。虽然栀子花不若白莲这般“仙”，但我几乎
是以与周大儒同样的动机，深深喜欢它。事实上，它与
水也有着很亲近的缘，我们这叫它水池花，因为可以把
它种在池塘边，甚至池塘中间的假山造景上，而且都长
得很好。关键是，我一直感觉它的花有莲的姿势、莲的
素雅，还比莲要香，比莲好种、好活、易开花，便对它产生
着宗教执念般的景仰。

人们常有极致的信念，景要高崛险奇，事要曲折惊
悬，人要传奇跌宕，文要回肠荡气，花要名贵珍惜，但除

了猎奇，很少是真喜欢，探险之地不适宜居住，曲折人生
不适宜经历，同样高贵奇葩不容易种植，都是不争的事
实。我喜欢平实中的突出，大众中的精彩，朴素里的自
我，寻常中的清丽，不倾城倾国，不闻名遐迩，不虚幻高
贵，然而自然、实在、真实、生活。栀子花不算高雅，也不
高级，更不高冷，却是应季的花，百姓的花。“妇姑相唤浴
蚕去，闲着中庭栀子花”，它就长在百姓庭院，不必陶盆
名器；就开在万物生长的季节，不必东风争先；就与

“妇”、“姑”相伴，不必文人雅士。你闲，我素魂欣喜，一
缕静香，花开相伴，花残相惜；你忙，自立自知，自闲自
开，清幽满院，不怨不悱。散发着一种温和的坚定，一种
积极的淡定，一种不争的娴静。

莫名，我把栀子花与学子的毕业季联系起来。或许
是五月离六月太近，一些大考的倒计时均在30天之内。
记得当年，中考与高考之际，都有过采上一枝栀子花，养
于水瓶，置在书桌上的经历。一簇绿叶，一两朵花开，几
个花苞，一股馨香，提神、静心。当年具体看什么书，复
习什么内容，对考试有什么思考，都不复记得，但那场
景，那气味，却似一种象征，一种仪式感一样刻到记忆之
中，时而很鲜明的浮起。另外就是某年当高三班主任，
临高考之前，在晚自修的课后，副班长走到我身边，突然
将耳机递给我：老师，你听一下，我想把这歌定为班歌。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何炅的《栀子花》，居然是白描式的歌
词：“栀子花开 so beautiful so white，这个季节我们将离
开，难舍的你害羞的女孩，就象一阵清香萦绕在我的心
怀，光阴好像流水飞快……”五月时节，一个行将毕业的
班级，很快就要完成学习任务各奔东西了，再定一首班
歌，而且完全是离愁别绪的吟哦，我想，她或许是对即将
离别的感怀，是为高中生活多留点念想，是为同学分别
后多点共同回忆吧。开在五月的栀子花，太适合这个时
节的孩子们了。后来，我离开了那座城，那个学校，与那
些孩子再无联系，算是失散得最彻底的一批。《栀子花》
的旋律偶然响起，只有默默地想一下，他们都还好吧？

对于栀子花，我却有更深刻的经历。那是大学刚毕
业的时候，走上讲台当了一名教师，也算初入社会和职
场，有着很强的创业意念，便伙同我哥在闽候荆溪租了
几十亩农地，种植起花卉来。一穷二白，专业上更是零
起点，兄弟俩谋划起花草的品种，哥根据他在上海几年
工读的经验，确定栀子花比较大众，关键是便于扦插，于
是我们就想办法弄了好多栀子花的枝条，并建成全光喷
雾苗床，一时之间种上了几千株。后来，首次创业失败
在对市场和农场的双向估算不足之下，胎死腹中。曾
经，望着一田的栀子花，伤痛无比。那是第一次，也是唯
一一次，对这种花香感觉无奈和伤心。事过多年，往事
如烟，又是五月，栀子花香依旧，学子迎考依旧，却物是
人非了许多。

一种事物，共患难、同历险越多，记忆越深刻。栀
子花，在我生命里，经过、喜欢过、珍惜过、伤过、怀念
过。唯有它，从文化，到性情；从少时，到中年；从爱好，
到经历，有太多的交集，是一种能动到我心弦的花。

又五月，想起栀子花，我方知，自己是如此特殊地深
爱这种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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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不少皇帝都曾对开国功臣痛下杀
手，汉高祖刘邦及明太祖朱元璋最为知名。唐太宗李
世民有着善待功臣的美名，然而，并不代表他不杀功
臣。仅在凌烟阁24功臣中，唐太宗便处死了其中的两
人侯君集、张亮。

功臣侯君集被杀事出有因：当时，太子李承乾担心
自己被废，因此在私下里阴谋作乱。他看出了侯君集
的不满，于是与他勾结在一起，图谋造反。然而李承乾
做事不周，导致阴谋败露，李世民对侯君集的感情是非
常深的，很不愿意将其处死。于是他询问群臣，是否能
留侯君集一命。然而大臣们均说：“侯君集必须处以死
刑，否则不能正国法。”

今天我们重点说一说另一个被杀的功臣张亮，玄
武门之变前，秦王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之间就在明争
暗斗，在这种情况下，李世民就秘密召见张亮，让他到
各地联络豪杰，顺便招兵买马，以防万一。张亮高兴的
不行，连夜带人离开了京城，却被李元吉察觉，立马将
张亮打入大牢，并以图谋不轨的名义准备将他处死。

李元吉就对张亮说道：“你若是一口咬定幕后指使
人是秦王的话，我不仅不会杀你，还保你荣华富贵，你
觉得怎么样。”张亮虽然胆小，但他这一次却做出了正
确的选择，不管李元吉威逼还是利诱，他一直保持沉
默，一个字都不说。后来，李世民出手将张亮救出，认
为他是个值得信赖的重臣，将他看作自己的心腹，两人
几乎无话不说。

李世民登基后，张亮迎来了仕途上最辉煌的时刻，
先是被封为右卫将军、怀州总管、长平郡公，后进封金
紫光禄大夫，兼任相州大都督长史。虽然张亮与李靖、
徐世绩等人相比，带兵作战的能力缺乏，但他也不是个
庸才，有一定的治国才能。贞观十七年，唐太宗下令评
选出24位功臣，并将他们的画像挂在凌烟阁，张亮位居
第16名，足以看出皇帝对他的宠信。

不久后，张亮因举报侯君集有功，被提拔为刑部尚书，从此开始有
些飘飘然，居功自傲。当然，凭着张亮与皇帝之间的私人交情，这点“小
毛病”，皇帝是容得下的。但是，张亮抛弃发妻，另娶了一位姓李的美
妇。正是这个美貌的李氏，让张亮从此走上了人生不归路。自从与她
结婚后，张亮像变了一个人一样。这个李氏生性淫荡、骄横，张亮对她
既宠爱又惧怕。很快，张亮发现李氏与别人私通之事，非但没有责怪
她，反而在李氏的盅惑下，把那个男子收为养子。这个李氏不仅敢给张
亮戴绿帽，同时还经常结交巫师，图谋不轨。后来，张亮也受术士们影
响，沉迷于巫蛊之术。这些术士不断撺掇张亮造反，不仅说他有天子之
像，还说他的妻子必然能当皇后。

在术士们的熏陶下，张亮野心膨胀，图谋造反，他专门养了500名义
子，准备起事。然而事情没有不漏风的墙，张亮很快被人告发，并被抓
了起来。李世民派人查实此事，发现张亮的确图谋不轨。面对李世民，
张亮不断喊冤。然而李世民却冷冷地说：“那你养500个义子干嘛？”听
到这里，张亮哑口无言，只能认罪。最终，张亮被李世民毫不犹豫地处
死，丝毫不念及以前的情分。

客观地来说，如果不是张亮过于宠爱李氏的话，下场也不会这么惨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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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年 8 月至 1962 年 7 月，
我在福建师范学院读书。这期
间适逢国家困难时期，物资匮
乏，定量供给。经济尚未独立的
学生，更是囊中羞涩，困难重重！
学生在学校食堂统一定量供餐，
只能吃个五七成饱。青菜少见油
星，更罕见鲜鱼猪肉。饥肠辘辘，
无可奈何！

1959年初，我寒假回家,母亲
见我面黄肌瘦，弱不禁风，心痛不
已，恨不得将身上的肉割下给我
吃了。在这人人都是食不果腹的
情况下，她也“无可奈何”。

待我暑假回家，看到母亲比
以前憔悴多了：脸无血色，皱纹扩
深，眼睛塌陷。我也于心不忍，但
也爱莫能助。她见到我却喜上眉
梢，叫我要好好照顾自己，年轻人
不能把身体搞垮了。并欣然叫我
在家期间，三餐要吃饱点。我在
校正饥饿难忍，在家便傻傻地基
本吃饱。在饭桌上，居然还不时
出现鸡鸭肉供我享受。十几天
后，我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以后，我听邻居说，原来母亲每餐到生产队食
堂里，在她自己定量的饭罐里取出一小撮米放在
袋子里。这样日积月累，积少成多，一学期五个
月，便积累了好几斤米，供我回家吃饱。这是从母
亲嘴里抠出来的一口饭啊！

家乡过“立夏”节，有用“鼠曲草”煎夏饼吃的
习俗。母亲便从中得到启发，经常到田间地头去
摘取“鼠曲草”食用，这样可以多节俭一些米来供
我。可是她自已却饿得营养不良，骨瘦如柴，肝火
上迫，患上红眼疾病。她又舍不得花钱去医治，搞
得以后患眼疾多年，影响了身体健康。

母亲还为了给我补体，夏秋收割稻谷季节，还
冒着酷暑烈日去“扫稻场”（即扫取打谷场旁落的
零星谷粒），扫得稻谷，每次抓取一撮搅拌糠菜来
饲养鸡鸭。鸡鸭长大了，自己又舍不得吃，要等我
寒暑假回家供我吃补。

我每次回家返校时，母亲还要炒三五斤熟面
粉，叫我带去学校，并嘱咐说，当肚子饿时取二三
匙用开水冲成面糊解饥。原来她是用一撮撮积聚
起来的米，拿一部分去换成面粉炒熟，供我带去学
校长期食用。

由于母亲的无私缩食、吐哺供养，我在最困难
时期，身体得到营养补充，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害，
尚能正常健康成长。这都是母亲的功劳。在这

“母亲节”来临之际，我想起我的老母，我要感谢母
亲的养育之恩！

一位农妇母亲，少见世面，经事不多，表达不
出多少爱的语言，但她爱子如命，就这么简朴地、
竭尽所能，奉献所有，她只要家人能温饱、健康、平
安，这就是她的最大欣慰。

老母于上世纪90年代初病世，享年87岁。我
后悔老母在世时没好好孝敬她老人家。现在是

“子欲养而亲不待”，悔之晩矣！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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