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了一年又一年，黄效

毅老了，楼里的人老了，房子

也老了。唯独这块黑板报，

几乎每月都是新的。

这位叫黄效毅的老人，

家在杭州桐庐，今年 94 岁。

老人守着这块约 3个平方大

的黑板整整 40 年——寒来

暑往，他与这块黑板不离不

弃。

一年出 7~12 期，每期

600~800字，即使不计算插

图，40 年来这位年过九旬的

老人已经写了 25 万字——

相当于一本《文化苦旅》字

数。

宣传国家大事、表扬好人好事、介绍养生知识⋯⋯
桐庐小巷里的“首席记者”是位94岁老人

一块社区黑板报，坚持出了40年

本报讯 说起淳安，不仅山好水好，而且

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来自国内史学界的大咖

们要为淳安写一套丛书——《新安文化研究

丛书》，遑遑400余万字。

1月20日至22日，来自复旦大学历史地

理研究所的王振忠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卞利教授、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刘

伯山等一批史学界的一流学者，齐聚安徽黄

山，为推进淳安县的《新安文化研究丛书》编

撰工作，召开了丛书篇目座谈会。

源于安徽的新安江，流经安徽的屯溪、歙

县、黟县、祁门县、绩溪县以及淳安和建德，孕

育了灿烂独特的新安文化，处于新安江中游的

淳安更是发挥了独特作用。去年8月21日至

23日，首次新安文化研讨会在淳安召开，明确

了新安文化研究丛书编撰项目正式启动。

此次学者们再聚首，就丛书的体例、篇目

等展开了进一步的研讨。预计在 2019 年年

底完成近 20 卷丛书初稿的写作，包括宗族、

学术、教育、建筑、文学、民俗等各个方面将得

到充分挖掘、整理和展示，届时将成为国内最

为系统介绍新安文化的丛书。

参加此次研讨会的刘伯山教授说：“淳安

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它的文化很独特，内在地

关联了整个新安江流域的文化，而新安江流

域的文化在中国流域文化中具有非常独特的

价值。我们也乐意积极投入这项工作，增强

淳安人的文化自信，为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

的传承模式提供一种新的经验。”

本报记者 杨一凡 本报首席记者 鲍亚飞

史学大咖云集，要为淳安写400余万字的丛书

本报讯 淳安县汾口镇的余师傅今年 57

岁，子女都在外打工，平时他和老伴在家干点

农活。两位老人一向节俭，就想着多攒点钱

留给子女。

2017年下半年的一天，余师傅在村里的

一家小卖部遇到了邻村村民汪某。两人本就

熟悉，聊着聊着，讲到了“六合彩”。“操作简

单，赢钱容易。”汪某如是说。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余师傅从押一元、

两元到押几百、上千，的确有赢过，但输的

钱远远超过赢的钱，慢慢地把数万元的积蓄

都输光了——回过头有些后悔，但钱已经没

了。

像余师傅这样被拖入地下“六合彩”赌博

的村民还有很多。由于庄家是本村或邻村村

民，彼此熟悉，信任度似乎很高，加上偶尔也

有人“中奖”，投注的村民越来越多。

2017 年 10 月，民警到村里走访时发现

小卖部里的端倪。持续关注后，警方怀疑村

里有人在从事地下“六合彩”赌博。

汾口派出所立即组织警力开展侦查。经

过两个多月的侦查，一个隐蔽性极强的地下

私彩赌博团伙浮出水面。这一团伙一般把投

注点设在村里小卖部或旅店，由团伙成员去

发展村民投注，涉案人员众多。

去年 12 月 28 日午夜，淳安警方调集相

关警力，并联合衢州警方共70余人展开抓捕

行动，抓获 18 名犯罪嫌疑人，缴获涉及近百

万的单据，成功捣毁了这个地下“六合彩”赌

博团伙。目前，团伙中的 17 人已被刑事拘

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本报首席记者 鲍亚飞

通讯员 章飞燕 何润政 文/图

大伯省吃俭用存下数万元，被忽悠买“彩票”全输光
淳安警方捣毁一个地下“六合彩”窝点，抓获18名犯罪嫌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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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块黑板报
持续出了40年

1 月 21 日，杭州桐庐桐君街道南门社

区。几个老人经过开元街63幢，停下脚步看

一看墙上的黑板，心中有些纳闷——“两三个

月了都没有更新，是不是黄老外出了？或者

身体不舒服？”

南门社区在桐庐江北的老城区，最老的

房子建于四五十年前。这里的年轻人陆续搬

走了，剩下的更多是老人，他们彼此熟悉。几

十年的情谊，彼此间的依赖甚至超过了有血

缘关系的亲人。他们常常提到的这位“黄

老”，正是黄效毅老人，今年已 94 岁，在墙上

的这块黑板上出了40年的板报。

“啥都有，卫生、交通、养老、养生、饮食，

还有国家的经济发展啊，政策变动啊；杭州开

了什么大会，板报上也会登。”老人们说，他们

在这个社区住了多少年，这块板报就出了多

少年。有人从黑板报上了解国家大事；有人

从黑板报上获得养生健身知识⋯⋯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上级部门号召创建

“文明楼”，黄效毅是小组长，他认为提高住户

文明意识的最好法子就是在小巷口设立一块

黑板报。“当时的条件没现在好，黑板是自己

买油漆刷的。”他对钱报记者说，他把报刊杂

志上各种有用的信息摘录下来，然后认认真

真地抄到黑板上。“偶尔也会利用黑板报宣传

居民区的好人好事，大家都认为好。”

40 年过去，原先的青年变成了老年，新

房变成了老宅，一代代人从这栋楼里出生，在

黑板报下长大，然后成家立业。这块约 2.5

米长、1.2米宽的黑板报被重刷过好多次。每

年“出版”的期数不等，字数大概为 600~800

字的样子，每出一次要花上 2 小时左右。估

算一下，这些年，老人已经用这块黑板报写下

了一本《文化苦旅》的字量。

有乡音、有温度、有正能量⋯⋯
它成了社区的一种情怀

黑板报上登的内容大部分来自黄效毅老

人自己订阅的报刊杂志，还有一部分是他自

己写的小消息。

“我就是这个小巷里的‘首席记者’，因为

所有的邻居都是我的通讯员。”老人很乐观，

他也很喜欢把发生在身边的小事写成有血有

肉的新闻。因为他的文章很接地气、反映社

会进步，又说出了百姓心声，给他“报料”的人

越来越多——别不信，他在市级以上媒体刊

发的文章超过100篇。

岁月更迭，当年 53 岁的黄效毅，如今已

94岁高龄。

一张张报纸被摘录，一盒盒粉笔被写完，

一代代的人离开了这片老房子。

“关节炎折磨人，没法下楼，早就准备好

的内容没法更新，那一期可能就是最后一期

了。”黄效毅在 2017 年 10 月份拄着拐杖，在

编写誊抄这一期和健康有关的黑板报时有些

伤感，他似乎预料到了下一期的艰难。

“希望我还有机会再出黑板报，一直出下

去，动不了为止。”黄效毅老人说。

桐庐南门社区相关负责人说，这一块黑

板报已经变成了社区的一种情怀——有乡

音、有温度、有故事、有正能量。

黄效毅老人很热心，每逢春节

都给邻居写春联。

曾经的板报，那么多姿多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