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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寻找弃婴生父母公告
2020年 1月 26

日在涧西区同乐寨
建材市场捡拾女婴
一名，出生日期2019
年12月7日，身体基

本正常，无随身携带物品，请孩
子的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有
效证件与洛阳市儿童福利院联
系，联系电话：63951043，联系地
址：老城区310国道与定鼎路交
叉口西300米。即日起60日内
无人认领，孩子将被依法安置。

洛阳市儿童福利院

公 告
依据国务院《社会团体登

记管理条例》规定，同意下列壹
家社会团体单位在我局注册登
记，具有合法地位，其合法权益
受法律保护。单位名称：伊川县
农民用水协会，证号：51410329
MJY584190B，法定代表人：程
汉伟，地址：伊川县平等乡平等
村中心校西100米路北。

伊川县民政局社团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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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博博、车晓露遗失洛
阳仁恒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认
筹收据，收据号：4214969，金
额：20000元，声明作废。

●洛阳龙之浩商贸有限公
司丢失由福建九鼎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开具的入库单 1份，供
应商合同号：LYSL-TJ5-20200
4-112，编号：WIN039824，供货
范围：洛阳升龙广场D区，总金
额：9967.5元，声明作废。

●洛阳金池实业有限公司
公章丢失，章号：41031100464
23，声明作废。

●编号为O411409717，姓
名为尹诗羽，出生日期为2014
年 12月 25日的出生医学证明
丢失，声明作废。

●编号为 L411142175，姓
名为李西萍，出生日期为2011
年 8月 28日的出生医学证明
丢失，声明作废。

●编号为O411388828，姓
名为周会莹，出生日期为2014
年 8月 31日的出生医学证明
丢失，声明作废。

●编号为O411384139，姓
名为蔡涵宇，出生日期为2014
年 7月 22日的出生医学证明
丢失，声明作废。

●周晓伟不慎将建业广场
3楼3017铺妩媚凉合同押金收
据（3份）丢失，收据号：0009589，
金额：3000元；收据号：0954619，
金额：5000元；收据号：0954620，
金额：2000元，声明作废。

●洛宁县人民法院开户许
可证丢失，核准号：Z493800002
340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洛阳市河洛文化传播中心

（登记证号：110025），经董事
会研究同意现决定清算注销，
请债权债务人于 45日内联系
处理相关事宜。联系人：吕辉，
联系电话：13937961701。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洛阳成了光的
世界、灯的海洋。一条条街道上，五光十
色的霓虹灯将城市照亮，一座座立交桥，
若一道道交相辉映的彩虹，生动、和谐而
温馨。傍晚，我驱车前往龙门，去领略她
的夜色之美。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晚年定居龙门香
山，他被这里的景色所迷醉，感慨道：“洛
都四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焉。”龙门的山
水充满了灵性，而龙门石窟则是山水的
眼睛。她以10万余尊造像使世界惊艳，
一座石刻艺术宝库和一份世界文化遗产
就镶嵌在伊河两岸的西山和东山之上。
山体上精心布置的灯驱散了龙门的黑
夜，织就万般绚丽的景象，让人恍若梦幻
之中。

入夜的龙门清幽雅致、玄妙空灵。这
里水绕山，山环水，徜徉其间，有“一朝步入
画卷，一日梦回千年”的时光倒流之感。白
天看去略显古朴的龙门桥，夜晚却恰似一
道彩虹飞架伊河两岸，桥身的霓虹灯流
光溢彩，吸引了众多流连忘返的游客。

站在龙门桥上，东山和西山上连绵
的佛窟像闪烁璀璨光芒的历史长廊铺展
在眼前。这条长廊的起点开凿于北魏孝
文帝年间，之后连续大规模营造 400 余

年之久。石窟的造像千姿百态，令人赞
叹。此刻，她正期待着与你凝望与交谈。

昼与夜的交替，光与影的变换，千余
盏灯饰装扮下的龙门石窟，数以万计的
大小佛龛、佛像如电影般完美呈现，惊艳
了每一个游者的眼眸，也植入了我最渴
望的心理期盼。

耳边一缕缕古典乐曲悠然入心，夜
色下的龙门少了白日里的喧嚣和嘈杂，
多了几分静谧和恬淡。一切都是那么安
静，我们放轻脚步，放松心情，由北向南
行走在青石铺就的石路上。左边伊水泱
泱，灯光洒在河面上，柔和祥瑞的灯带勾
画出香山的轮廓。而右边几潭依山的泉
水，温润多情，千百年来汩汩流淌。我们
穿过龙门桥，沿西山脚下南行，约百米
处，见西侧崖壁上一股山泉悬流直下，此
泉宽约两米，为半圆形深潭。近前，仰观
其倾泻之势，静听其哗哗作响之声，忍不
住用手掬起一捧泉水，洒向空中，空中便
有许多珍珠落入泉水里。在龙门众多的
溪流山泉中，尤以禹王池水势最盛，景色
最美。走近禹王池，隐隐听到泉水叮咚，
这响声更衬托出龙门的幽静，各种纷扰
的思绪悄然远去，一种难以形容的平静
由内心悄然滋生。“山水本自佳，游人已

忘虑。碧泉更幽绝，赏爱未能去。”此情
此景，使我蓦然想起韦应物《游龙门香山
泉》的诗句来。

伊河岸边，翠绿的柳枝随风摇曳，一条
条灯带将漫水桥、龙门桥、夹岸两山和亭台
楼阁渲染得充满诗情画意。灯光倒映在波
光粼粼的水面上，为伊河披上了霓裳。

一窟一世界。我们拾级而上，来到
古阳洞，这梦想已久的期待，如今终于实
现，让人有些猝不及防。古阳洞里，因为
有龙门二十品中的十九品而闻名天下。
我格外珍惜这难得的机会，从不同的角
度去观察、去欣赏、去感受和领略石刻书
法艺术之美。

在宾阳中洞、莲花洞，我同样睁大了
眼睛，我珍惜如此近距离的接触。万佛
洞，因洞内刻满1.5万尊佛像而得名，近
距离参观，怎一个美字了得！柔和的灯
光照亮了万佛洞，面对一个个佛龛，我屏
息凝神，细细品悟，体验着石窟文化的厚
重与深邃。这光与影的龙门，心与梦的
石窟，让人思接千载，浮想联翩，犹如穿
越了时空隧道，打开了一扇扇历史文化
之门。

不识石窟真禅意，只缘未游夜龙
门。奉先寺里，那尊最有名的佛，和那一

排最壮观的佛，在灯光下栩栩如生，动感
十足，魅力四射。抬头仰望，雍容祥和的
卢舍那大佛面含微笑，凝目注视尘世，充
满了慈爱。这座依据《华严经》雕凿的摩
崖式佛龛，将佛国世界充满了祥和色彩
的理想意境表达得淋漓尽致。加之匠心
独运的照明设计、如梦如幻的灯光变幻，
使人们再次领略到盛唐气象，仿若置身
于神话世界里。从瑰丽的艺术长廊走出
来，从佛的世界里走出来，返还到尘世
间，有一种似梦非梦、佛偈未了的感觉。
那种愉悦心灵的艺术享受，是非亲历者
难以体悟得到的。

看不够的夜龙门，赏不够的石窟
韵。这大小不一的石窟，神态各异的雕
像，在暖黄色灯光的衬托下更加富有魅
力。这里，每一个石像，都曾拥有一段辉
煌灿烂的历史；每一块石头，都在讲述着
一段刻骨铭心的往事。南宋诗人陆游游
历龙门，感悟国运兴衰，写下了“永怀河
洛间，煌煌祖宗业”的诗句。龙门石窟见
证了多少王朝更替、时代变迁，也见证了
中华民族一路前行的不易。而今，她穿
越千年时光，正焕发出新的容颜，在人们
热切期盼的眼神里，演绎着洛阳曾经的
荣耀和今生的光华。

如今说起活筐，还真能把人“框”住，在新生代面前
提起它，他们会一脸懵懂。上数三代，家家户户都与它
朝夕相处，与它冷暖相依，与它形影不离。它曾是蹉跎
日子的摇篮，是岁月长河中一朵跳跃的浪花。

我老家把针线筐叫活筐。传统滋养文化，文化镌
刻记忆，骨子里觉得这称谓特自然亲切，想到它血液里
即刻回流朴素纯真之爱。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一针一线都连着爱怜，连着牵绊，连着期待。

活筐是家庭主妇的标配，是母亲们春夏秋冬形影
不离的得力助手。它若面盆般大小，有圆形和多角形
两种。做活筐多用藤条，这种植物加工后光滑耐用，有
不挂织物的特性，做活筐非它莫属。那么硬的藤条挤
得密实匀称，看起来滴水不漏，再小的针头掉到里面，
在筐底也可轻易寻到。编筐编篓重在收口，初始平铺
直编，被编筐人硬生生收成凹状溜圆，边上一圈细竹篾
挤缝穿隙排列整齐，触摸手感舒服，看着美观大方。

夏天遮天蔽日的大槐树下，凉风习习河水潺潺，妇
女们坐在小板凳上，每人身边一个活筐，里边都少不了
几样工具，短小高粱秆缠绕的线团，上面插着长短不一
的钢针，剪刀、顶针、锥子，各色碎布头、边角料。

那时衣服多为手工制作，家庭织出的粗布摊在平
板上，妇女们手持剪刀龙蛇游走，瞬间裁出衣服形状，
再用边角料剪出领子袖头，掂起来呼啦啦一抖，针针线
线密密麻麻缝合在一起，再左翻右甩反复修正，直到一
件衣服大体完工。

人们对手工做衣多定格纳鞋底画面，裁鞋底时活
筐里有一样东西往往被人们忽略，它非做鞋底不会出
现在活筐里：一本厚厚的大硬皮册子，里面夹满大小不
一的鞋底纸样。这是依据家庭成员的脚采集的模板，
母亲给谁做鞋就拣谁的鞋底纸样，放在做鞋料上依葫
芦画瓢剪裁。鞋底材料又厚又硬，单纯用手推针很难
穿透，此时活筐里的锥子、顶针就派上了用场。

先用锥子扎透鞋底，再用最大的针引麻绳穿过。
手捻出的麻绳较粗，绳子很难拉过生涩的针眼，母亲就
把鞋底放在嘴边，用牙齿咬着麻绳拽，然后再用手可劲
拉紧。一只鞋底需穿几百针，每一针手都在活筐里反
复拿起这个放下那个。若你留心，会注意到她们有个
下意识的动作，持针时会在头发间抹一下，沾头油附着
针上，扎穿鞋底时更滑溜。

日子久了，做衣鞋会积存满筐边角料，除了衣服破
了用来缝缝补补，她们还会做件让你想不到的东西。
一般家庭都有学生，为不使这些边角料闲置浪费，母亲
们会用来缝书包。把活筐里的碎布挑选整理，统一裁
成小三角，再精心配拼不同花色，针针线线缝连一起，
里面再加进一层衬布，外围镶上两溜带皱褶的波浪边，
一个花花绿绿的书包在母亲手下诞生了，孩子们背着
甭提多么心花怒放。

活筐是温馨时光的剪影，是母爱的载体，是斑斓岁
月的百花园。

小时候，小坡是我的好伙伴，他爸是一个包工头，
家庭条件优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他家在全村最
先盖起了二层小洋楼，令全班同学羡慕不已。没过几
年，他家又买了全村第一台彩色电视机，每到傍晚，半
个村的年轻人都到他家看《陈真》《上海滩》。

小坡跟我同岁，和我在一个班里上学。他经常在
我面前炫耀他的新玩具、新衣服，我羡慕极了。我家条
件差，学杂费都是靠亲戚接济和学校减免的，哪敢奢望
有玩具之类！

小坡喜欢和我一起玩。有一天，小坡拿了两粒骰
子，说教我玩一种很刺激的游戏。我俩用作业本做赌，
谁赢了就从作业本上撕一张空白的纸给对方。那一天
我赢了，见小坡新买的作业本被撕得只剩下封面，我一
脸得意。

有一天放学后，小坡又来找我，说到他家去，让我
看看他家的麻将牌。一到他家，我被眼前花花绿绿的
麻将牌吸引了。他告诉我什么是条、什么是饼，在他的
指引下，我学会了吃、碰……我们玩得不亦乐乎，早已
错过了吃饭时间。父亲来找我吃饭，看到眼前的情景，
一脸怒气，他抓起一把麻将牌狠狠地掷在地上，像拎小
鸡一样把我拽回家。

那一天，一向性格内向、沉默寡言的父亲说了很多
很多的话。他说他的爷爷就一直教导他们，这一辈子
绝对不能沾染上赌博的恶习，他说他也一直遵循祖训，
不打牌，不赌钱，他希望我把这个优良的传统发扬下
去。父亲还说，如果我不玩那种游戏，他就会每个月给
我买一本新书。

父亲戳到了我的“软肋”，那些散发着墨香的新书，
确实是我喜欢而需要的。可原来父亲说经济紧张，没
有钱买。既然父亲有了承诺，我当然喜不自胜。可我
当时并不知道，父亲为了遵守这个承诺，多吃了多少
苦，多出了多少力！

小坡再叫我玩骰子时，我就找各种理由逃开。这
样坚持了一个月，父亲兑现了诺言。

四十年过去了，我从没有上过牌桌。当朋友们邀
请我“搓一锅儿”时，我总是以“不会打”“熬不了夜”等
理由推托。这几十年来，我积攒了不少书，占据了半个
卧室。别人打牌的时间，我看书写作，有20多篇教育
教学论文发表获奖，业余撰写散文、诗歌80多万字，其
中有百余篇在各类报刊上发表。

人过半百，我也更加深刻地领悟到，良好的家风是
留给子孙后代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暑气蒸腾的盛夏，人们都在谋划寻
一隅梦里的清凉。而一直以来，在我的
记忆里，夏日里最令人舒爽的那份清凉，
来自母亲手中那把芭蕉扇摇出来的缕缕
清风。

记得每年夏天到来之前，父亲到十几
里外的关林会上添置麦收用具时，总要
捎回几把芭蕉扇。刚买回的扇子翘成弧
状，很不平整，面相苍白，不耐端详。父
亲将扇子喷上水并压以重物，几个时辰
过后，扇面就平整了。这时，能写会画的

父亲就开始在扇面上施展他的烙画手
艺。只见他燃上一支香，沉稳地将香头
贴近扇面，小心翼翼地在扇面上来回游
走，若即若离，时疾时缓。随着袅袅青烟
在父亲的手指间缭绕舞动，扇面上就灼烧
出层次分明的褐色焦痕。一支烟工夫，一
剪梅、两株兰、三枝竹、四朵菊就栩栩如生
地跃然在几把扇子上，给稚拙朴茂的芭蕉
扇赋予了灵魂，成了我们姊妹几个争抢的
艺术物件。而母亲只是笑而不语，很满足
地仍用着往年夏天的芭蕉扇。

乡村的夏夜，吃过晚饭，暮色四合，
星斗漫天。全家人一起动手，打来清冽
的井水，浸润院子，驱赶燥热，营造出夏
夜里舒适惬意的消暑环境。而后便各自
搬上小竹椅，带上心仪的扇子，不约而同
地围坐在上了年纪的小方桌周围，边纳
凉边静静地聆听父亲讲家风家训，说晴
耕雨读……一天的劳累在此时得到疏
解，稚幼的心灵在此时获得了滋润。当
我们听到入神时，手中的扇子便不由自
主地停止了扇动，这时，人间的温情便在

母亲手中的扇子里慢慢生发开来……只
见母亲手中的扇子缓缓地有节奏地朝着
我们慈爱地摇着，一起一伏，从不停顿。
清风徐徐，滑过面颊，如春风细雨，似真
丝流淌，轻盈而温柔。舒适的凉风陪伴
着父亲磁石般的讲话声，穿过夜色，直抵
我们的心灵。

在那没有电扇和不知空调为何物的
年代，夏夜大多是闷热难熬的。有时空气
仿佛都凝固了，树梢纹丝不动，让人恨不得
爬上树干摇晃树枝，让空气流动起来。这
样的夏夜，母亲的扇子更是上下翻飞，摇个
不停，送来凉风绕颈，畅意满怀，烦躁随风
飘散，使人睡意顿生，酣然入眠……

扇子摇啊摇，摇走了留恋的时光，摇
大了爱听故事的少年。当我们张开翅
膀，飞向自己的蓝天时，藏满故事的芭蕉
扇依然伴随着母亲度过一个个夏天。寒
去暑往，总有离开港湾的船，也总有常回
家看看的人。当我们顶着夏日骄阳回家
看望父母时，老母亲早已笑吟吟地驼着
身子站在院门口，把扇子搭在头顶遮蔽
着阳光，不停地向村口张望，准备随时为
我们扇去脸上的汗珠……当我们疾步走
到母亲跟前时，瞬间觉得，这世上最珍贵
的其实都是免费的，比如回不去的时光，
比如在父母身边的快乐，比如母亲手中
的扇子摇出的清风……此时此刻，多么
希望时光能够定格下来，让芭蕉扇下的
那份温情永远陪伴着我们。

如今夏夜仍在，月光依然，只是摇扇
的母亲和指路的父亲，已融入了银河的
繁星之中。他们从来没有消失，一直在
苍穹守望着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