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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请以下车辆使用人自见报

之日 5 日内到洛阳市公安局机
关服务中心办理过户手续，逾期
不予办理者，车牌号将予以注
销。由此引起的纠纷按相关规
定处理。豫C37243，

豫C72611，豫C53107，
豫C15556，豫C29261，
豫C29262，豫C29260，
豫C19223，豫C29356，
豫C29359，豫C15878，
豫C17026，豫C00354，
豫C38336，豫C30624，
豫C03788，豫C02198，
豫C38009，豫C00736，
豫C24173，豫C15474，
豫C22865，豫C07706，
豫C34893。
联系电话：63133395
洛阳市公安局机关服务中心

拍卖公告
受法院委托，定于 5 月 23

日 10 时在洛阳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洛阳会展中心 A 区 5
楼）拍卖洛阳新区西苑桥西滨
河快速路南东方今典商业楼 5
幢 103 号 房 产 ，建 筑 面 积
115.01m2。有意者请于5月22
日前携证件到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4楼服务大厅办理竞买手续，
保证金10万元。
展示时间：自公告见报之日起
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
咨询电话：13353790965
报名电话：69921062
监督电话：62325608

洛阳天启拍卖有限公司

遗
失
声
明

遗
失
声
明

●史曼曼遗失车辆购置税完税证，号码：13783405613，车
牌号：豫CBF861，车型为比亚迪。
●洛阳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遗失车辆购置税完税证，号
码：11411575593，车牌号：豫CC2520，车型为陕汽。
●洛阳市汇宾旅游汽车有限公司遗失车辆购置税完税证，
号码：7410839243，车牌号：豫C67263，车型为金龙。
●洛阳市天源实业有限公司遗失车辆购置税完税证，号码：
4410358532，车牌号：豫CD5737，车型为江铃。
●洛阳市德众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遗失车辆购置税完税证，
号码：10411244429，车牌号：豫C5J682，车型为江淮。
●洛阳市威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遗失车辆购置税完税证，
号码：1141057220，车牌号：豫CB5556，车型为解放。
●洛阳益民染料有限公司遗失车辆购置税完税证，号码：
1610857538，车牌号：豫C25666，车型为丰田。
●黄河水利水电开发总公司遗失车辆购置税完税证，号码：
6410614799，车牌号：豫C63167，车型为江铃。
●曹松峰遗失车辆购置税完税证，号码：13411440947，车

型为东风标致。
●洛阳中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遗失车辆购置税完
税证，号码：6410622765，车牌号：豫CKP191，车型为五菱。
●伊学忠遗失车辆购置税完税证，号码：10410252079，车
牌号：豫C56333，车型为红旗。
●新安县世捷开元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遗失车辆购置税
完税证，号码：11410953144，车牌号：豫CA6028，车型为陕
汽。
●程攀攀遗失车辆购置税完税证，号码：13410548840，车
牌号：豫CCW955，车型为东风。
●张惟遗失车辆购置税完税证，号码：13411432844。
●洛阳市亚联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遗失车辆购置税完税证，
号码：10410253465，车型为豪泺。
● 洛 阳 交 通 运 输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营 运 证 遗 失 ，号 码 ：
410300017176，车牌号：豫C39246,退出营运市场。
● 王 平 产 营 运 证 遗 失 ，号 码 ：111001828，车 牌 号 ：豫
CP5698,退出营运市场。

近日，有市民在网上发帖称，自己到市车管所给摩托车上
牌照，发现5月4日以后上牌照，只能领到后号牌，前号牌已
经取消，一些摩托车前面预留的牌照架以后都用不上了。对
此，许多市民表示怀疑，市车管所昨日公开回应，并就摩托车
号牌的相关问题给予集中解答。

市车管所登记审核科科长贾彩霞告诉记者，今年1月24
日起，新的机动车号牌行业标准正式实施。新标准对部分机
动车号牌数量、安装等做出新规定，其中，作为此次修改重点
之一的摩托车号牌，由原来的前后悬挂，改为仅悬挂单面号牌

（即后方号牌），不再核发前号牌。规定从标准施行之日起第
4个月开始执行，过渡期3个月。

“摩托车前号牌与车轮在同一个方向，从正面无法及时看
到。另外，摩托车前号牌位置突出，在快速行驶中存在的安全风险
也不容小视。基于这些考虑，国家标准进行了调整。”贾彩霞说。

市车管所相关负责人表示，从5月4日起，我市新入户和
补领摩托车号牌的驾驶员只领一块号牌；5月4日以前办理
的，不需要拆除；如果号牌丢失，补领时则按新规定办理。

截至昨日，我市已登记入户、办理过号牌的摩托车有近
38 万辆，其中，普通摩托车 37.4 万辆，轻便摩托车 4500 多
辆。市车管所工作人员提醒市民，只要是通过正常渠道购买
的摩托车，无论种类，都需要进行登记入户并悬挂号牌方可上
路行驶；此外，一定要按时进行摩托车审验，以免给自己后期
办理相关手续带来麻烦。本报记者 苏楠 特约记者 潘华武

5月4日起，新入户摩托车
只悬挂后号牌

本报讯（记者 张锐鑫 通讯员 侯玉平）记者从市招办获
悉，今年，我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即高中毕业考试）将首
次采集考生指纹及身份证信息。8月底前，我市2013级普通
高中学生须取得二代身份证，以便顺利报名考试。

市招生办公室主任秦军民介绍，今年，省招办将通过“普
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考生指纹及身份证信息采集系统”对考
生相关信息进行采集。根据省招办要求，2013级普通高中学
生学业水平考试考生指纹及身份证信息采集拟于9月8日开
始，各地将在9月8日至11月10日自行安排本地采集工作。
我市具体时间安排将在确定后另行公布。

秦军民提醒，我市今年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将于年底
进行，为了不影响考试报名，8月底前，我市2013级普通高中
学生务必取得二代身份证。

2013级普通高中学生
须及早取得二代身份证

高中毕业考试首次采集
考生指纹、身份证信息

近日，宜阳县人民法院的两名法官来到锦屏镇大雨淋小
学，开展“送法进校园”活动。这是该法院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开展“基层走亲、连心解忧”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两名法官以“预防违法犯罪，健康快乐成长”为主题，为师
生们上了一堂生动而有意义的法制课。

记者 刘冰 通讯员 仝少飞 摄

送法进校园

本期话题“五一”小长假期间，龙
门石窟景区内宾阳三洞之北洞内一尊
似伸着“剪刀手”的佛像的图片被发到
微博上后，即刻被大量转发，因为这只

“穿越时空的剪刀手”，该尊佛像被网友
冠以“史上最萌佛像”之称，近百家国内
网络媒体对此进行关注。这尊佛像为
何伸出“剪刀手”？它代表了啥意思？
昨日，记者对此进行求证。

求证一 “史上最萌佛
像”为宾阳北洞主佛

记者在龙门石窟景区内宾阳三洞
前看到，有不少游客在看到新闻后，特
意来寻找“剪刀手”佛像留影。

宾阳三洞始凿于北魏，原名“灵岩
寺”，明清后易名“宾阳洞”，分为宾阳南
洞、宾阳中洞、宾阳北洞，引发关注的这
尊佛像正是宾阳北洞的主尊佛像。记
者看到，该洞正壁内共有五尊佛像，主
尊头饰肉髻，右额残缺；左手拇指、食指
和中指并拢伸展，无名指和小拇指弯
曲，手心向前下垂；右手食指、中指并拢
伸出，大拇指残缺，小指和无名指弯曲，
远远看去，确实有点像“剪刀手”。

“这尊佛像没有碑刻题记，但从佛
像整体形态判断，应为初唐时期的作
品。”龙门石窟研究院的研究员介绍，所
谓的“剪刀手”原为佛教手印之一，并没
有网友说的那么玄乎。

求证二 “剪刀手”由佛
教手印风化而成

该研究员说，他曾查阅 20 世纪初

日本人关野贞拍摄的宾阳北洞主尊佛
像照片，照片上清晰可见佛像右手的大
拇指指尖用厚厚的白灰修补过，食指和
中指指芯外也包裹了一层白灰，两指之
间并没有缝隙。现在我们看到的“剪刀
手”是因为被修补的手指外层的白灰层
剥落，裸露出来的白灰内芯（类似于塑
像的内胎）之间产生了缝隙，从而形似
张开的剪刀。

他解释，20世纪初，该佛像被人修
补，肯定是按照被破坏前的样子进行
的。据此推测，该佛像原来的手印肯定
不是“剪刀手”。

20世纪60年代在龙门石窟研究院

工作过的一位老专家也证实，该佛像从
20世纪初后再也没有被修补过，据此说
明原手印应为大拇指、食指和中指紧紧
并拢，上面不分叉，并非剪刀状。

求证三 类似手印的佛
像还有不少

据介绍，佛教手印种类非常多，仅
《佛教造像手印》一书记载的就达 387
种，不同的手印代表不同意思。其中，
拇指、食指和中指伸出的手印就有内五
股之印、光聚佛顶之印、除盖障菩萨之
印、力波罗蜜菩萨之印等，但大多左、右
两手合一。

据介绍，龙门石窟宾阳北洞这尊佛
像的手印比较独特，不在《佛教造像手
印》之列，其名称目前还不能确定。不
过，与该佛像手印类似的佛像在龙门石
窟不是孤例。其中龙门石窟1045号窟
的主佛右手也是前三个手指并拢伸出，
还有其他石窟小佛像的手印也与此类
似，有的已经遭到破坏。

“我们早就发现了这个特殊的佛教
手印，但更多地是关注其学术层面的问
题。网友从生活化角度来解读佛像而
引发关注，对宣传龙门石窟是件好事。”
龙门石窟研究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报记者 常书香 通讯员 史雅林 文/图

龙门石窟一尊“剪刀手”佛像引起人们极大兴趣，被称“史上最萌佛像”。
先知先觉？不谋而合？纯属雷同？记者求证得知——

“剪刀手”由佛教手印风化而成

20世纪初日本人关野贞拍摄的佛像 （资料图片）宾阳北洞主尊佛像

“由于编写时间短，现在我们发现
村史部分内容并不完善，一些历史细节
也有新的发现，我们即将对村史进行修
订，给后人留下更加完备的资料。”昨日
上午，在宜阳县莲庄镇上涧村老人活动
中心，80 岁的村民陈彦正在和 75 岁的
老友高玉沙一起讨论《上涧村史》的修
订问题。

这本12万字的《上涧村史》是陈彦、
高玉沙、何运旺等老人花费一年时间编
写成的，也是宜阳县的首部村史。

为留住记忆，与时间赛跑
“村里许多令人感慨的老故事因为

老人们逐渐故去，具体细节已经模糊，
我们的时间也不多了，要抢时间把这些
故事留存下来。”陈彦说，2011 年夏季
的一天，他与高玉沙闲聊时回忆起了村
中许多往事，不由得感慨良多。

2011 年 11 月，二人向村委会提议
编写村史，经过讨论后，由几位老人和
村委成员组成的《上涧村史》编委会正
式成立。此后，陈彦、何运旺等人开始
认真翻阅史志资料，搜集遗留下来的各
类表册，走访村中老人并踏看村庄地
形，收集到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曾担任村小学校长的高玉沙被大
家推举为执笔人，2012 年 3 月，他开
始动笔。2012 年 10 月底，村史草稿
基本完成。经过编委会审读、修改，

《上涧村史》终于在 2012 年 11 月交付

刊印。

编写村史，有苦有甜
一间小屋、一张木床、一块垫板、一

把木椅，这就是高玉沙的工作环境；一
拃厚的草稿，100多支空笔芯，3次校改
的样书，是他100多个夜晚辛勤笔耕的
见证。

为保证写作质量，只有初中文化程
度的高玉沙每天晚上静心思考，凌晨3
点起床写作，直到天亮，而平均每天 5
个小时的写作时间对已经75岁的他来
说，并不轻松。

翻开《上涧村史》，该书按照地理、
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分类，共13章
12万字，除对村庄各方面内容进行详尽
记述外，还收录了不少当地史志图书中
没有的细节。

“1972年，县里在咱村集中建设现
在仍在使用的涧河截流大坝，县志里语
焉不详，我们通过多方核实，才基本确
定了施工时间、当时参加的主要人员等
历史信息。”高玉沙说，除了挖掘已经模
糊的历史资料，他们在编写时也曾收获
意外的惊喜。

“1946年，著名作家周立波在南下
时经过宜阳县，住过咱上涧村，并在散
文《河南杂记》里记述了当时咱村的情
况，我们在县志里首次看到，感觉很珍
贵，也收录到了村史里。”陈彦话里透着
喜悦。

老人们很欣慰，年轻人长见识
2012 年年底，耗资 2 万余元的《上

涧村史》正式面世，但 140 册的印数在
上涧村党支部书记何新庆看来并不多。

“老人们都很欣慰，年轻人看了都
说长见识。从去年到现在，镇里、县里
的文化部门都有人来拿，邻县不少村听
说咱有这个东西也来看，有的还说回去
自己也要编一本留给村里的晚辈们看，
现在书已经只剩几本了。”何新庆说。

长期关注本县历史文化搜集与整
理的宜阳县文化广电科技局副局长李

海波表示，《上涧村史》作为已知的宜阳
县首部村史，通过大量的文字和图片资
料为村庄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档案，现
在，该书已经入藏县图书馆。几位老人
努力编出的《上涧村史》对其他村庄留
存本土历史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
意义。

本报记者 苏楠 见习记者 陈曦
通讯员 张珂 文/图

宜阳几位老人耗时一年编写成该县首部村史《上涧村史》，即将修订

与时间赛跑 留住记忆

本报讯“真是太感谢你们了！要不是你们，现在我母亲
还不知道在哪儿呢！”3日，家住青岛路小学家属院的李先生
把一封感谢信送到天津路派出所交管巡防大队，感谢民警帮
其找到了走失的母亲。

5月1日17时30分许，李先生在厨房做饭，不知91岁的
老母亲何时竟不见了。他急忙招呼亲朋四处寻找，可半个多
小时后仍没有线索，于是他急忙报警。

当天18时多，正在路上巡逻的民警于豪接到群众报警，称
联盟路与青岛路交叉口附近，有一老太太迷路，她除知道自己名
字外，其他都说不清楚。于豪让同事宋军锋看着老人，自己马上
与市110指挥中心联系，巧的是指挥中心刚接到李先生的报
警。比对姓名后，于豪开车接来李先生，母子团聚。 （常书香）

民警帮忙找回走失老太陈彦（右）和高玉沙一起讨论《上涧村史》修订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