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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德麟得了这封信，如获至
宝，嘱人把消息在奉天城广为传
播。一时里，冯家宅邸前车水马
龙，官绅士商，如蝇逐臭，争先恐
后地来向冯德麟祝贺道喜。张作霖
也亲自带了手下汤玉麟、孙烈臣等
人专程致贺，送了一个条幅，上写
四个大字：当仁不让。冯德麟嘴上
谦虚，哎呀呀，望风扑影的事，诸
位还是莫把冯某推到两难境地哟。
心下却早已喜不自禁，摩拳擦掌，
踌躇满志，连新督军府的位置都选
好了。可是，事情的结果却与他开
了个天大的玩笑，苦盼的任命没有
下来，反倒来了个段芝贵，鸠占鹊
巢，一头把他拱到了一边。

从郑家屯回到奉天，冯德麟就
来找张作霖，直接表明态度，段芝
贵抢了我的位置，我咽不下这口
气，咱们联手，把这王八蛋赶走。
张作霖面有难色，这样不好吧，他
到底是政府派来的，整不好，告咱
们个谋反的罪名，事
情就不好办了。冯德
麟等的就是张作霖这
句话，你不干是吧？
你不干我自己干，到
时候你可别来抢功，
茶根都没你的份！

冯德麟铁了心要
把段芝贵赶走，“酒
囊饭袋”饭店就是他
向段芝贵的宣战书。
开业那天，他亲自来
给饭店剪彩，明明白
白地告诉段芝贵，这
个饭店就是我开的，

“酒囊饭袋”说的就是你。他想要段
芝贵睁开眼睛就能看见这四个字，
做梦都能梦见这四个字。同时，他
还花钱在日本人办的《盛京时报》
上开了个专栏，专栏名也叫“酒囊
饭袋”。发了几篇历史上“酒囊饭
袋”人物的简介后，锋芒直指段芝
贵。说奉天地面上有个姓段的“酒
囊饭袋”，是袁世凯家厨娘的儿子，
靠着他娘与袁世凯明铺暗盖的关
系，弄了个边外小吏。上任伊始，
就腆着大脸去郑家屯参加一个毫不
相干的婚礼，在婚礼上喝得酩酊大
醉，把尿都撒在裤子里。这篇文章
亦真亦假，真的确有其事，假的又
让人信以为真。虽然没有点出名
字，但所有人都知道骂的是段芝
贵。

文戏开了场后，武戏也敲起
了“急急风”。冯德麟调来马队，
天天夜半时分在段芝贵宅门前飞驰
而过，杂沓的马蹄声在静夜中分外
瘆人。某一天，冯部士兵竟端起机
关枪，对着段家的屋顶扫了一梭
子，把几十片屋瓦击个粉碎。

冯德麟虽然土匪出身，过了多

年啸傲山林的生活，杀人如麻，嗜
血如狂，但并非有胆无心、冒失莽
撞之人。他之所以敢如此挑战奉天
最高长官的权威，是因为那个时代
让他有恃无恐。清廷逊位，群雄蜂
起，袁世凯占了北京城，登上大总
统的宝座。可在皇权统治下几千年
的中国人，习惯于君君臣臣、父父
子子，接受的是“君要臣死臣不敢
不死”。大总统算什么鸟？听着跟总
督、总府、总兵没啥区别！所以，
在冯德麟眼中，袁世凯不过就是沐
猴而冠，在全国，他真正说了算的
省份有几个？他能调动的兵马又有
多少？在实力决定一切的情况下，
有枪就是王，有兵就是爷！你个来
路不明的段芝贵，揣着一张揩屁股
纸就敢到奉天来指手画脚。你妈
的，把你当庙门你才是庙门，不把
你当庙门，你就是破木头板子！

冯德麟的气急败坏让段芝贵寝
食不安，他身边只有从北京带来的

一个营卫队。真要动
起武来，这几百人与
冯德麟的二十八师相
抗，无异于以卵击
石。惶恐之下，段芝
贵把希望寄托在张作
霖身上。上任伊始，
他亲赴郑家屯参加张
学良的婚礼，就是想
拉拢住奉天地面上的
这个实力派人物。

张作霖心里清
楚，别看冯德麟张牙
舞爪的，他并不敢真
对段芝贵下手。杀死

政府命官，无异于谋反，这种堵死
自己后路的事他绝不会干。可是，
当段芝贵哭丧着脸来诉说，冯德麟
派兵进城，往家里打枪时，张作霖
满脸惊讶，有这等事？看来这姓冯
的是豁出来了。督军，你不知道
吧，冯德麟当年在辽西可是一手
遮天，当地的官员让他打死不少
呢！张作霖此话倒是不虚，冯德
麟横行辽西时，离他山寨最近的
那个县，空了几任县令，没人敢
去上任。

段芝贵一听更害怕了，雨亭
兄 ， 你 可 得 帮 我 啊 ， 我 一 介 书
生 ， 手 无 缚 鸡 之 力 ， 底 下 又 没
兵 ， 他 真 要 发 起 狠 来 ， 我 命 休
矣 。 张 作 霖 一 拍 胸 脯 ， 督 军 放
心，有我张作霖在，就决不允许
什么人加害督军。段芝贵心里还
是惴惴不安，你们二十七师和二
十八师，哪个兵力强一些？张作霖
说，当然二十八师要强一些，不过，
督军大可把心放在肚子里。我张作霖
今天在这里表个态，二十七
师全体官兵愿以全力保护督
军，掉头流血，在所不惜！ 49

阎宇在幼儿园打架最离谱的一
次让一向好脾气的阎肃也生气了，
这也是阎肃唯一一次打儿子。

那一次起因是阎宇又犯错误
了，幼儿园的老师批评阎宇，阎宇
特别不服气，就和老师对着吵，吵
着吵着到最后，阎宇竟然捡起一小
块砖头要砸老师，吓得老师满院子
跑，阎宇就满院子追。最后是被幼
儿园养猪的饲养员赶来，一把夺下
砖头，把他制伏。幼儿园园长一
看，这还了得，让阎宇罚站。当时
正好赶上要吃午饭了，不服气的阎
宇嘀咕着：凭什么让我站着，不让
我吃啊？当时，那些盛满菜的菜盆
就放在楼梯口，一撒野，趁人不
备，他上前几脚，把放在楼梯旁盛
满菜的几个桶全给踢翻了，菜洒了
整整一楼梯。于是那天午饭，全幼
儿园的小朋友，都是吃咸菜、萝卜
皮就着米饭。

这可捅了大祸了。第二天周
六，大院的班车接孩子们回家，和
阎宇一起到家的还有两位老师，她
们把阎宇的所作所为
跟妈妈严肃地谈了。
而且在联系本上也写
着：希望家长认真教
育。

这 样 的 孩 子 搁
在 谁 身 上 也 会 受 不
了。阎宇的妈妈就拿
儿 子 一 点 办 法 都 没
有。

老 师 走 了 ， 妈
妈暂且没理阎宇。阎
宇还挺奇怪：怎么也
不骂我呢？原来妈妈
知道，那天阎肃会回家，她是要让
阎肃管教儿子。

等阎肃到家时，看见儿子就很
高兴，“哈哈”笑着跑过来，拿挎
包压着儿子，正想逗阎宇玩儿，就
听见妻子在里屋叫他：“阎肃，你
进来！”

过了一会儿，阎肃出来了，眼
睛也不看阎宇，说：“你这个坏小
子，怎么能把菜桶都踢翻了呢？”在
阎肃的思想里，踢翻菜桶，造成那
么大的浪费，是不可饶恕的，相比
较下，打老师还不算严重了。

阎肃气势汹汹地走到床边，儿
子一看不好，赶快问：“你要干什
么？”

“干什么？你们老师让我好好教
育你，那我就只好教育教育你。”

“怎么教育啊？”没等阎宇把话
说完，人已经被阎肃反转过来，屁
股上狠狠地挨了几巴掌，阎肃边打
还边骂着：“叫你踢翻菜！叫你打
老师！”没等阎宇开始大哭，好好发
挥一下自己撒泼的本事，阎肃已经
打完了，转身就进里屋了。

对于丈夫高高拿起，轻轻放下
的态度，阎宇的妈妈非常不满意，

没见过这么宠儿子的。一度，人们
对阎肃“宠”儿子都颇有看法。但
阎肃依然故我，在教育儿子的问题
上，他心中自有自己的一盘棋。

以“斗”止斗，用“铁哥们
儿”的身份悄然引导

在阎宇 7 岁时，终于在老师、
阿姨的盼望下，离开了他“统治”
了几年的幼儿园，上小学去了。

如众人所料，阎宇上小学的第
一天就又打架了。因同座位的同学
越过了他给规定的“边界”，老师把
阎宇拉到一边，批评他，他一生气
把半个教室的课桌都推翻了。年轻
的女老师吓坏了，把校长都找来了。

在任何学校，坏学生总是能很
快地凑在一起，就像有磁铁一样。
阎宇上学不久，就认识了不少学校
里更坏的一些高年级学生，他们教
他旷课、逃学，还有抽烟。

一年级还没上完，学校因为阎
宇老惹事，要求其转学。阎宇的妈
妈实在坚持不住了，就跟阎肃商量
怎么办。阎肃想了想，说：“那就

让儿子跟着我吧。”
就这样，阎宇和

爸爸搬到了北京西郊
的 中 国 京 剧 团 院 里
（妈妈和姐姐则住在
原处），上了附近的
小学。他到了新班级
没两天，就将班里的

“大王”打败，成了
新的“大王”。

以前一家人住在
一起时，阎肃就是全
家人的开心果，孩子
们 都 盼 望 他 早 点 下

班，好和他们玩。阎肃从来不会摆
什么家长的架子，和阎宇总是“没
大没小”地闹个不停。爷儿俩当时
最爱玩的一个游戏叫“双肩着地”，
即看谁能把谁压在底下，并使其双
肩着地，保持三秒钟。阎肃总是搞
突然袭击，假装不经意地走过来，
嘴里胡乱说着别的什么事，眼睛还
要看着窗外，趁儿子也扭头看时，
突然把儿子摁倒，但阎宇也总能飞
快地转身趴下，手扒着床，阎肃就
想方设法地要把儿子翻过来。有时
候弄得阎宇哈哈大笑，笑得没劲儿
了，阎肃才能赢。不过小阎宇有时
候也会来个突然袭击，一下子把爸
爸扑倒在床上，给他也来个“双肩
着地”。这游戏爷儿俩好像百玩不
厌，一连玩了好多年。这么好玩的
爸爸哪个孩子会排斥呢，喜欢都来
不及，不知不觉中就将爸爸的身份
淡化了，转而成了最好的“哥们
儿”。

一天，妻子上阎肃那儿找他有
事，见他又与儿子在屋子里疯玩，
妻子气愤地说，看来你也被
儿子带坏了，我真不知道你
们爷儿俩该怎么收场！ 14

连连 载载

准备在小区入住的时候，
物业管理人员给我一个 QQ
群号码，他说是小区的“邻居
群”。

我也算个资深网民，在网
上加入了很多群。像大多数
网民一样，我跟天南地北的网
友混得烂熟，却跟住在同一栋
楼里的邻居“对面不相识”。
我觉得通过网络跟人相处要
容易得多，却从来没尝试过跟
邻居做网友。

通过管理员的验证，我加
入了小区的QQ群。在群里，
我发送了一个“新人报道，请
多关照”的消息，就有很多邻
居欢迎我。受到邻居的欢迎，
我有了一种归宿感，心里感觉
特别温暖。

在线的邻居七嘴八舌跟
我聊起来，他们根据小区房屋
的户型和自己的装修经验，为
我的装修提出了很多中肯的
建议，还有好几个邻居邀请
我 参 观 她 们 刚 装 修 好 的 新
家，向我推荐信得过的装修
公司……本来我对即将着手
的装修一筹莫展，有热心的邻
居帮我，我一下轻松了很多。

因为有网络做铺垫，我开
始装修房屋的时候，在大院里
出出进进遇到网友邻居，我们
就成了真正的熟人。住在楼
上的一对小夫妻，我与他们在
网上相聊甚欢。我装修期间，
小两口下班回来总要进来，看
看我是否需要帮忙，然后邀请
我去他们家喝茶休息。装修

还没有结束，我们已经成了无
话不谈的好朋友。

我搬新家宴请的亲戚朋
友中，就有很多是我的网友邻
居，这让很多朋友艳羡不已。
有个有买房意愿的朋友，甚至

也想在我住的小区买房子。
他说“远亲不如近邻”，良好的
邻里关系，可以提高居住环境
的质量，他厌烦了跟邻居“纵使相
逢也不识”的冷漠关系……

住进小区后，每天上网我

都要去小区QQ群里看看，跟
邻 居 在 网 上 打 个 招 呼 聊 几
句。群里哪家遇到事情需要
帮忙，邻居们都鼎力相助。楼
下邻居的孩子想转到离家近
的小学读书，刚好有个邻居是
那所小学的校长，小孩转学的
事情校长就一手经办了。

周末常常有邻居在 QQ
群里组织“邻里活动”，邻居们
一起去郊外爬山，一起自驾
游，一起上街购物……通过参
加各种集体活动，邻居们的关
系更亲近了。

小区 QQ 群还承担了业
委会的部分职能，业委会把小
区的一些事务发在论坛里，比
如小区垃圾堆放问题、绿化问
题、乱停车问题……业委会跟
业主在网上讨论交流，省时又
省力。

小区的QQ群，把邻居们
“网”在了一起，让钢筋水泥铸
成的“森林”里，多了些温暖和
情意！

幼时，父亲在外面打工，
每个月会给我们母子三人写
一封信。在两页纸的信里，父
亲绘声绘色地向我们描绘着
他在外面的打工生活。炎热
的夏天，当我们正经受着酷暑

的煎熬时，父亲在信里说他工
作的地方装了空调，晚上睡觉
的地方也装了，只要把空调一
开，炎热的夏天就变成了秋风
习习的秋天。父亲是村子里
乃至整个小镇上有名的木工，

手艺很好。面对父亲信上描
绘的甜蜜安逸的生活，年幼不
谙世事的我自然十分相信，相
信父亲凭借自己的好手艺能
在城市里安稳地扎下脚跟。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父亲
打工的那个南方小城成了幼
时 的 我 一 个 无 比 向 往 的 地
方。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会
把父亲的信拿出来，津津有味
地看上一遍，通常一闭上眼
睛，父亲在空调房里舒适地酣
睡着的模样就在我眼前浮现
开来。

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经
过几番面试找工作的辛苦，蓦
然想起父亲当年写的信，才知
道 一 切 远 不 像 父 亲 说 的 那
样。上天仿佛为了让我了解

十多年前的父亲工作以及生
活的环境，特意把我安排进了
一家家具公司。表面上说是
外面业务，其实更像外贸跟
单，几乎包揽了从接单到出货
走柜的所有事情。在这个规
模不到一百人的家具公司待
了不到一周，我心底就已十分
了解木工部的工作环境。炎
热的夏天，热得人满身是汗，
懒得动一下。用铁皮制作而
成的厂房仿佛一个无法正常
散热的大蒸笼，在这个大蒸笼
下晃动着的是光着膀子、不停
忙碌着的工人，嘈杂的切割声
混 杂 在 一 起 充 塞 着 人 的 耳
朵。车间的地面上横七竖八
地放着长短不一的木头。忙
累了，就去闷热的同样是用铁

皮搭建起来的食堂里抽上一
口烟。晚上睡觉的地方是8个
人一大间的宿舍，拥挤不堪，
唯一可以带来一丝凉意的是
床头那台小风扇。

十多年前，父亲在外打工
的生活就这样呈现在我的眼
前，这样的生活很真实，一点
也不虚假。在我的精准构思
下，它们处处充满了生活的细
节，父亲当年辛勤劳动的身影
也一下子在我眼前变得丰满
起来。我常想，十多年前的父亲
打工的环境或许比这里更苦。

一年后我从这个家具厂
跳槽出来，打电话给在深圳打
工的父亲。我问父亲在干什
么，父亲轻声说他刚吃完饭，
现在在一个大型商场里纳凉
呢。父亲轻声地说着，仿佛怕
被商场的人听见。

挂了电话，抬头，我看见
的是毒辣辣的太阳。

本版插图 涛 涛

父亲的空调父亲的空调父亲的空调

她因事业的耽搁，至今仍
待字闺中。她发誓，今生谁若
与她有缘，她不仅会以身相
许，还会把多年的积蓄都托付
给他。机会终于来了，在媒人
撮合下，她认识了小她6岁的

“意中人”。那段日子，她一直
沉浸爱的甜蜜里。闪婚后，她
坚守诺言，把所有的存折和密

码全都给了他。她经常为他
更换流行款式手机；到“贵人
街”为他选购名牌服装、绅士
皮鞋；甚至 7000 元一根的皮
带，她都连眼都不眨。可他
呢，却不珍惜这份迟来的爱，
不久，便移情别恋，胡乱地与
别的女孩好上了。她痛心疾
首，悔不该当初那么草率地嫁

给他。
同事丽，是家中的独生

女，父亲搞房地产，花季年龄
的她，一直是在“蜜罐”里长
大，身后“粉丝”一箩筐，那么
多的优秀男生她都不屑一顾，
却爱上了比她大 11 岁的剑。
剑长得五大三粗，是一个不务
正业的人。父母百般阻挠也
无济于事。为了剑，她辞去薪
水丰厚的工作，拿走了家里一
大笔储蓄，远别父母与剑远走
高飞了。好景不长，这笔钱很
快就被剑挥霍一空，不久，便
与丽分道扬镳。

表妹大学毕业后，分配在
一家金融部门工作，一次聚
会，她认识了一位有妻室的男
人，男人的一番甜言蜜语，使
她怦然心动，不久，两人发生
了不正常的感情。她不顾亲
朋好友的劝说，毅然与男人黏
合在一起。男人对她说：“你
手里有钱，我们干脆一起背井
离乡，到新天地建立属于我们
的家吧。”表妹听了觉得很有
道理。就辞去工作，带上自己
的“私房钱”，到港口与男人

“会师”。男人说：“你先把东
西给我，等我运到对岸再回来

载你，不然被抓到就不堪设
想。”表妹把多年所有储蓄都交给
了他，自己留在原地等待。没想
到，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男人
就这样一去不复返……这时，表
妹才如梦初醒，但为时已晚……

在人生的道路上，拥有一
份美好的爱情真的很不容易，
获取称心如意的爱情，有时就
像储蓄一样，要有目标，有计
划，一点一点地慎重积累，长
远计划……如果处理不当，这
笔储蓄就会大打折扣，甚至血
本无归，吃了败仗后，失去的
一切则永远无法补偿。

爱情“储蓄”

和你共同生活了20多
年，我心中一直有个疑惑，
你一米八的身高，长得眉
清目秀，人见人爱；我一米
七的身高，黑黑瘦瘦，小眼
睛，单眼皮，私下里认为，
自己没有讨人喜欢的地
方。那么俊朗的你，当初
为什么娶我？

一天午夜，我们都睡
不着觉了。你给我讲梦，
你告诉我，你梦见了已故
的奶奶蒸着一笼茴香馅的
饺子，你当着奶奶的面，大
口大口地吃。那饺子很
香，味道很正，只有奶奶能
够调出那股茴香馅的香。
你让奶奶也吃，奶奶一直
摇头，不说话，一直望着你
笑。无论你怎样央求奶奶
说话，奶奶就是不回答，你
一急，就醒了。

我对你说，可能是到

了麻姑节了，你想奶奶了，
奶奶缺钱花了，你要记着
给奶奶上坟。生活在那个
世界里的奶奶，一定很幸
福 。 也 喜 欢 吃 肉 ，包 饺
子。尤其喜欢调出各种味
道的饺子馅，我们平日里
吃不到的饺子，奶奶那里
都有……

你说自己从小就和奶
奶生活在一起，很得奶奶
的偏爱。奶奶所有好吃
的，都要留给你一份。不
像小妹三妹她们，要偷奶
奶的饺子，奶奶露出豁牙，
边笑边骂，她们也不在乎。

我说，你的怪脾气，也
一定是奶奶惯的。要不，
为什么这么霸道，为什么
这么霸气，自始至终说一
不二？

你呵呵地笑着骂了一
句“不理你了，唠得好好

的，偏偏揭我
的伤疤！”

我在黑
暗里怪怪地
笑，央求你，
告诉我，当初

美女如云，你为什么选择
我？为什么不顾众人反对
毅然决然地娶我？

“你还好意思问呢？”
“那有什么不好意思

的？”我诡异地一笑。你眼
睛放亮，开始讲娶我的理
由。

第一，你比较傻。傻
人心眼好，我妈脾气大，事
事要强，得理不饶人。而
你不会和我妈计较，不会
让我在夹缝中生存。

第二，你心地善良。
咱班谁有困难你帮谁，街
头要饭的，你也会慷慨相
助。这样的人，会对我父
母好，我家庭背景复杂，老
人多，娶了你，你会对他们
每一个都好，你会珍惜我
们之间的过往，我不必因
家庭而分心。第三，你爱
劳动。每天早晨，你第一
个到校，咱班的卫生被你
承包了。经常弄得满脸是
汗，大家那么心安理得地
享受清新的环境，而你也
安心地默默付出。娶你之
后，你一定会义无反顾地
承担这一切。

第四，你特聪明。每
次考试，你都能得第一。
如果我娶你，将来的孩子
也一定绝顶聪明……

“哈哈，原来，我还有
这一串优点啊。我自己怎
么不知道呢？”

你笑了。“你别得意，
最重要的一点，我还没说
呢？”你故意卖了个关子，
然后慢吞吞地说：“你是女
人……”

“天啦，这也是理由！”

婆婆和公公退休在家，做点
好吃的就会打电话让我去吃。
老公工作忙基本上没时间过去，
我一个人做饭也吃不了多少，每
天下班就去她那蹭饭。

婆婆爱打几圈麻将，但却是
很会过日子，东西只要是能用就
舍不得扔掉，我对此表示不屑一
顾，觉得那能省几个钱？对于婆
婆的“省钱绝招”，有时候让人有
些难以接受：吃饺子蘸的酱油，
剩下的必须要喝掉，否则她就会
说你浪费。平日里，舍不得吃也
舍不得穿，锅碗瓢盆是能用就不

会更新。家里的阳台成了她收
集废品的集散地，只要能卖钱的
杂物，她都会捡回来分类卖给收
废品的。为了能够“省电”，婆婆
是只要家里没有客人，就会尽量
不开灯，有几次我去她那里，就
见她摸着黑在吃饭。我是个大
手大脚的性格，平时的花销比较
大，在家吹空调、用煤气也不知
道个算计，洗手间的灯经常是忘
记关，这要是让婆婆看见了准是
一顿猛批。看见我的种种“劣
习”她就要立即纠正：洗衣服要
颜色深浅分开，以免混色；饭菜
不要吃两顿就倒掉，不坏还可以
热热吃；钱是一分一分地积攒的
等等。我虽然点头称是，心里却
不太舒服。

按说婆婆和公公的退休金
不少，用不着养成这种“习惯”来
攒钱的，我规劝了她数次，她却
是反过来训我：“这过日子就要
精打细算，不该花的钱不能花，
钱是攒出来的，家里有个大事小
情，向谁借不是都要还的吗？”虽
然我对这话只赞成一半，但也没
有与之狡辩。

婆婆的勤俭持家在邻居间

有目共睹。她家楼下本来就有
一个大超市，婆婆却说那里的东
西“贵”，为了能买到便宜的水果
蔬菜，清晨五六点钟就起床去早
市。婆婆这么会过日子，自然攒
了不少钱？我曾问过老公：“妈
有不少钱吧？”老公没好气地回
答：“妈的钱和你有什么关系，你
吃也吃了，孩子的衣服和鞋子也
没少给买，自己过好自己的日子
得了。”我伸了下舌头，自讨个没
趣。

有一天，婆婆下楼去取报
纸，我去她的房间拿针线盒，无

意间在床头柜上发现了一个方
形铁质饼干盒，这个我以前见
过，婆婆好像总从里边取户口簿
和身份证什么的，八成就是传说
中的“小金库”吧。我看四下无
人，小心地打开盒盖，里边有一
些旧粮票旧布票，再翻开下面是
几张银行卡，估计是她和公公的
工资卡，还有三个存折。我打开
一看，一个7400元的，一个18000
元的，还有一个是5000元的。我
心想：婆婆的家底真挺厚实。里
边还有两枚金戒指和一个玉手
镯。这时候忽然听见婆婆的敲门
声，我慌忙把里面的东西恢复原样，
若无其事地打开门……

自从偷窥到了婆婆的“小
金库”后，我也心生顿悟：婆
婆的过日子方法外表很抠门，
其实的确可以借鉴，把“抠门
儿”当成日子过，钱到用时不
嫌多，要改掉自己从前大手大
脚的毛病，也攒几个“巨额存
折”出来才是正事呀。一次婆
婆整理房间，光废品就卖了一
百多元，给我五岁的儿子买了
一部滑板车，我知道后很是欣
喜。看来会省钱还是正确的。

婆婆的小金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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