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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通知 注销公告 启事

遗失声明
● 王新民（身份证号 ：

410305195710250555）与新疆
大德恒科技有限公司于2017年
10月30日签订的协议丢失2份，
协议编号：DDH-W（X）-2787，

协议编号：DDH-W（X）-2788，
声明作废。●编号为Q411448705，姓
名为历奕辰，出生日期为2016年
11月 28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
失，声明作废。●编号为R410484648，姓

名为郭崇喜，出生日期为2018年
5月15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声明作废。●曹兴利护士执业证丢失，
证号为 201041008646，声明作
废。●张雯雯护士执业证书丢
失，证号为201541014667，工作
单位：洛龙区和光园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声明作废。●郭晓丽购买偃师亚新橄
榄城3期9号楼2单元2001号房
的收据遗失，收据编号：3893
351，金额：400000元，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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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坟儿”东走不远，或者会盟镇西
去不远，就是油坊村。村不大，但也不小，
临近黄河，现有姓氏35个，千余户，四五
千人。因祖上开了72家香油、棉籽油、豆
油、花生油等榨油作坊，俗称“油坊街三里
长”。据传，乾隆皇帝南下嵩岳祭天，途经
油坊村，村中耆老程胜献香油一坛，香妃
食用后赞叹不已，乾隆皇帝赐程胜鸠杖一
柄，并赋诗曰：“……所冀安澜九曲水，永
宁率土万家烟……”

逝者如斯，河流不息。油坊村曾经辉
煌过，也曾经沉寂过。提起以前，老支书
说，得掂着自家的暖水壶到村里上班。前
推40年，全村只有一辆解放牌旧汽车，而
后有了大小拖拉机20多台，继而全村有
了大卡车十几台，电动车摩托车两千多

辆，小轿车近千辆。老人们感叹说，逢年
过节，村街都成了停车场。现村里在校大
中专学生500余人。乡村经济的发展，也
促使油坊村的人向“过得更好”而努力。
如今漫步在村里，街巷通达，干净。街巷
上一道下水道的沟壕正在填埋，这预示
着，家家户户门前的小厕所、旱厕所将走
入历史。

村人更为自得的是村文化广场，占地
近20亩，投资200万元，广场的中心有数
百平方米，用抛光地板砖铺就，光可照人，
专供舞者舒广袖。村支书王献红，方脸
盘，敦厚，如数家珍地指着大舞台的两侧，
说还有党建展示馆和文明实践站。广场
的一侧，有八角亭，有绿地，有花圃，还有
塑胶铺的高级灯光篮球场。村里的文化

活动中心里，图书阅览室、活动室和一个
能够容纳千人的大礼堂矗立一旁。村有
大礼堂，极为少见。

富足的日子，催生着人们向往丰富的
精神生活。村人唱戏听戏有瘾，有机会
就想哼几句；年轻人有打篮球的爱好，村
里的灯光球场是他们矫健身姿的展示平
台；村里还有一支获誉多多的柔力球队，
参加过国家级比赛并获得集体、全能双
一等奖，有人们喜爱的广场舞队，有盘
鼓队腰鼓队……

白天的广场，热闹而喧嚣，村民们
被卷进一场场欢乐的旋涡；金色的中华
龙，舞出了腾飞的气势；柔力球表演，在
缓慢中拉得岁月悠长；乡村的杂耍，烟
火气息浓郁，连 80 多岁的老妪也浓妆

艳抹，舞着长杆烟袋，参与其中；孩子们
稚嫩的和声，唱出了传承良好家风家训
的厚重；夜晚的舞台，戏曲唱腔嘹亮悠
长，台下的人们也随着曲调而微摆脑
袋，如痴如醉，沉浸在美好的韵律之中；
灯光球场亮如白昼，曲步运球过人，三
步上篮，则是力量的旋律……

村“两委”想得很远，他们要通过文化
活动，凝聚起方方面面的资源，发挥优势，
将来把“油坊”事业做起来，以“油坊”铸就
特色小镇。

离开油坊村西行，一群群的游客聚集
在汉光武帝陵前，准备进去观看。远远
地，隐隐地，嗅到了东边飘来的榨油的香
味。一个名副其实的油坊村，正在重振

“油坊三里长”的辉煌。我们期待着。

从我记事起，我家就是四世同堂。我祖上是农
民，代代相传遵循着“耕读传家”的古训，勤俭持家，
崇尚读书，向往医道。祖辈们对后代说得最多的就
是“天道酬勤”“花香不及书香”。

爷爷奶奶都是90多岁时离开人世的，他们都是
非常勤奋的人。1982 年，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
制，爷爷似乎有使不完的劲儿，起早贪黑开垦荒坡，
种植了一大片红薯，我家总有吃不完的红薯、红薯粉
条。还种很多南瓜，我家也是根本吃不完的，到地里
干活的人们下工时都会带上几个回家。爷爷是村里
少有的读过书的农民，每逢过春节总是帮街坊邻居
写对联。我记得小时候，爷爷出远门回家给我带回
最多的是笔和本子，殷切希望我好好读书。

父亲今年76岁，年轻时勤奋好学，非常向往当
医生，耕种之余，潜心研究人体经络穴位，望闻问切，
针灸拔罐，炮制中药。后来经过培训，他成为一名乡
村医生，针灸治疗风湿闻名乡里，炮制的药鸡蛋是治
疗肝病的良药，治疗皮肤病的黄药膏和治疗咳嗽的
汤药效果都很好。

为了弄到地道药材或是探究一个处方，父亲能
跋山涉水远行几十里，后来就要求孩子们开车陪他
去，到省外一去就是几天。他每看到一本医书都如
获至宝，家里的医书、挂图不计其数。父亲平日里对
待病人总是很大方，从不吝惜自己的时间、药物和技
术，结果把自己累倒了，1997年得了肝硬化。还好，
他自己给自己治病，各项指标都正常了！这都是父
亲孜孜不倦、勤奋钻研的结果。现如今，每当我们回
到家里，父亲总是苦口婆心地说着他那些药方、药
理，期待着我们兄弟姐妹把它传承下去。

我不敢肯定父亲的那些医技、药方能不能流传
下去，但我确信，父亲那种勤奋好学的精神就是一笔
莫大的财富！我也正言传身教传承着这样的精神、这
样的家风，与时俱进，学习网络知识，学习孩子们的教
材，和孩子们一起讨论历史故事，一起用英语交流。

我家世代信奉“花香不及书香，诗书方能继世
长”。我也深知，书，是人的精神食粮，腹有诗书气自
华，读书是进取的阶梯，读书可以改变命运。为了鼓
励孩子们好好读书，2018年，我设立了“春笋奖”，我
们兄弟姐妹家的孩子，凡是在校成绩好的、在某一科
目获得奖项的或者考上本科、研究生的，都给予一定
的奖励，并建立了微信群。每学期结束，我都要把

“春笋奖”获奖情况在微信群里公布，并在线下举办
颁奖仪式。获奖的人越来越多，获“大奖”的人越来
越多，我感到十分欣慰。特别是去年，一个外甥女考
上了河南大学研究生；今年，一个侄女被保送天津大
学读研，一个侄儿考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航空工程
大学。读书上进的家风，真有助力后浪推前浪，一代
更比一代强的作用啊！

充满正能量的家风家教，不仅造就阳光向上的
代代新人，而且能够带动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愿
我们的后代都能传承优良家风，为家为国为人民奉
献出一缕光芒，共建和谐美好的明天。

一天早晨，我乘 23 路公共汽车上班。刚进车
厢，就听见公交司机大声地提醒一名匆忙上车的女
乘客把口罩戴上。

女乘客慌慌张张地伸手摸了一下包，发现自己
竟然没有带口罩，便知趣地退回了站台。

没戴口罩不能乘坐公共汽车，这是疫情防控期
间的特别规定，所有乘客都知晓。人急易忘事，这名
女乘客也许有急事要办呢。我赶忙伸手摸了一下自
己的包，发现包里还有一只未用过的口罩，便飞快地
拿出来，在手中扬了扬，示意女乘客上车。

女乘客没有推辞，跳上汽车，接过口罩，高兴得
不停地说：“谢谢！谢谢！”

真是“送人玫瑰，手留余香”。
送出一个口罩，收获欢乐，这账咋算都能算得过

来。此后外出，只要是到公共场所，乘坐公共设施，
我便有意识地在包里面多放一个新口罩，以备他人
急需。尽管这只备用口罩并未用上，但心里的那份
牵挂和惦记，使我倍感幸福快乐、踏实满足。

锦上添花尤可为，雪中送炭更需要。一个人做
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做他人急需的好事，且能持之
以恒。

这绝不是沽名钓誉。出门江湖走，哪能万事不
求人？皇帝有时还得借兵马呢，是人皆有烦心
事。经常动点小脑子，用点小心思，给人方便，与
己方便啊！

生活空间

备用口罩
□陶爱兵

去了东莞的老舅家，碗把我弄得目瞪
口呆。

土生土长在中原，大碗喝酒大口吃肉，
打小吃饭用的都是白大碗，那时家庭人口
普遍较多，厨房的白碗一摞一摞的。

中原乡下人吃饭随意，端着大海碗往
自家大门口一蹲，面前地下放一只碗，手里
端一只碗，萝卜豆腐粉条、榆钱槐花蒸菜、
酱豆面酱豆糁，吃饭装菜都是一只碗。只
有家里来了客人，才在堂屋正当门将小桌
子一拉，摆开七碟子八碗的排场。

我们村庄坐落位置较特殊，大街一面
村舍，一面临河，乡亲们喜欢面向宽阔的
河道吃饭。更特殊的是我们王家巷子的
巷子口正对河边一棵大槐树，夏天树荫
密，无论有没自然风，顺河风总习习不断，
树下着实凉快。逢饭点人一大片，大碗也
一大片。你家炒了青菜，我家炖了冬瓜，
他家炸了黄鱼，这个端着大碗叫大家尝
尝，那个捧着大碗让爷们儿试试，一圈人
品下来，大碗里还剩半碗。

地下蹲着的，小板凳上坐着的，黑压

压一片。乡亲们在大碗阵里说家长里短，
谈庄稼收成，道人情世故。

大碗装食物多。一碗汤，一碗菜，再
加两个馒头，甚至一碗捞面条，饱了！

小碗就不行，少年初次去老舅家吃
饭，看到那小碗，看到碗里那点饭，顿时让
我一头雾水，端不敢端，吃不敢吃，直怀疑
舅舅家没粮食，或成心不让外甥吃饱饭。

跟表哥出去吃饭，在座的除表哥外都
是外人。落座一阵寒暄，我一瞅眼前彻底
晕菜。桌上每人面前摆着一个小碟子，碟
子里放着一只小碗，小碗里放着小勺子，
旁边躺着筷子。

吃了十多年的饭，一只大碗，一双筷
子搞定。端着大碗家里河边乱窜，哪儿舒
服去哪儿。这菜没上来叮里咣当弄一桌
子这玩意儿，我思忖半天愣没整明白，心
里那个忐忑，生怕掂错家伙闹出笑话。

吃饭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别人不动
餐具咱不动，别人一动碗筷咱慌忙抄家伙，
并附和着大家说吃吃吃。饭吃完了，眼珠
子瞪得生疼，直顾滴溜溜盯着别人了，一桌

子山珍海味也没品出啥滋味儿。这好好一
顿饭每人弄个大碗一盛，稀里呼噜一顿海
吃多带劲儿，搞如此复杂也够作精了。

在南方待过一段时期回北方，下车坐
在烩面桌前，望着一大碗烩面又转不过神
儿了。都说人是环境的产物，看着眼前比
我脸还大的海碗，这话我还真有点信。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地域造就不同
文化属性，大
碗小碗都是饮
食多样化的组
成部分。大碗
吃饭荡气回
肠，小碗吃饭
滋 养 性 情 。
但我 还 是喜
欢端着大碗
蹲在大槐树
下，手里地上
大碗星罗棋
布，乡情亲情
饭香弥漫。

和诸友结伴去万安山玉川古寨，是为
了寻访古代一位茶仙的踪迹。这位名留
青史的茶仙叫卢仝，青年时期从登封少室
山迁移到洛阳万安山脚下的玉川河边，在
河源附近建屋种茶，过起写诗、种茶，以诗
会友、以茶待客的隐居生活。

我们去的那一天，正值最适宜秋游赏
菊、登高祈福的重阳节，漫山遍野的野菊
花飘溢着芬芳，仰头间，白云悠悠，碧空如
洗；俯首中，层林尽染，秋色斑斓。

据说，卢仝早年在登封的少室山隐居，
煮茶用的是山泉水，搬到洛阳万安山后，为
汲水方便，他在万安山山脚下的玉川河边
建屋栖居，从此，一代茶仙与洛阳结下不解
之缘。直到公元835年，唐文宗发起“甘露
之变”，卢仝受牵连被戕害，这位历史上有
名的茶仙，连同他种在万安山山麓的茶树，

在战乱中烟消云散。但他故址留下的那口
井，和种在山麓上的那些茶树的种子，却历
经千年，留存到今天。

推开卢仝旧居的木门，一眼看到的便
是卢仝烹茶取水时曾用过的那口古井，虽
然现在已是自来水时代，但那口井中的
水仍被玉川村的村民们饮用。村民们说
这井水煮的茶，比自来水口感好。

了解古井的当儿，友人已在古井附近
的国槐树下摆好了茶点。茶是从万安山
山顶采撷的野茶，泡茶的水正是从卢仝旧
居那口古井里汲取的水。黄褐色的茶，盛
在青花瓷的杯中，像一幅年深日久的古
画。茶点是一大袋香香脆脆的小麻花，和
一大把晒干不久还带着泥土清香的花生，
以及十多个黄澄澄的橘子。友人给每人
端上一杯刚沏好的、正冒着热气的万安山

野茶泡的茶水，原本寂寞清冷的古院，因
了氤氲在空气里的茶香而有了温度。

都说酒会醉人，其实茶也一样会醉
人。就如那天，当我听友人说，这从万安
山山顶采摘的野茶，就出自当年卢仝在此
隐居时所种植那片茶园里的种子繁殖的
野生茶树，再品那杯用古寨井水泡好的茶
水，竟有一种如同饮酒超量而生出的激动
和亢奋，不禁想起卢仝的《七碗茶》诗：“一
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
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
事，尽向毛孔散……”

下山的时候，我们站在玉川古寨遗址
中的古城墙上向远处眺望，虽然不知“卢
仝牌”古茶隐匿在万安山的哪个角落，但
我知道，它们也正像那山麓上的野菊花一
样，静静地在大山里弥漫着芬芳。

朋友中，有的可能是一蓬炫目的
花，因为热烈而让你记住；而有的，则
可能开得悄无声息，但不时地，飘一
缕暗香，沁人心脾。劭辉之于我，是
后者。

15年前，劭辉在一家银行的办公
室工作，而我供职于市委办公室，工作
中常有交集，印象中他话语不多，让我
起初甚至记不准他的名字。但是有一
次，因为一项工作评先，漏掉了他所在
的单位——那是一个新组建的单位，
他把电话直接打给负责此项工作的我
进行质疑，我赶忙纠正的同时，也记住
了这个叫张劭辉的“初生牛犊不怕虎”
的毛头小伙儿。

没想到在工作有声有色之时，
劭辉竟扔掉“铁饭碗”，跳槽去了一
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当了一名凭业
绩吃饭的客户经理。没有了工作交
集，我们在各自的轨道上忙碌着，仍
然保持着断断续续的联系。我们见
面的次数屈指可数，他从不主动提
及自己奋斗的艰辛与收获。但凭直
觉，我觉得他的勤奋与执着，肯定会
给他带来好运。我的预感不断得到
印证，听说他在业内取得了不俗的
业绩，拿到了高薪，当上最年轻的行
长后，又去郑州当投资总监了。我
为他的年轻有为感到由衷的高兴，
并在心里为他祝福。

再见面时，他意外地送了我一本
书，竟是他自己新出的散文集。原来
他和我一样热爱着文学！认识多年
我竟不知道，劭辉早在少年时代就是
知名的校园作家，出过好几本书，被

《河南日报》列为“文学豫军”后起之
秀隆重推介，更成为国内多家青少年
报刊的封面人物。毕业之初他先到
郑州当记者，金融只是他“投笔从融”
后的第二份工作。他“深藏文学功与
名”，在金融职场做得得心应手风生
水起，一度让我误以为他是金融“科
班”出身。

因为这些年我也在坚持着写作，
我们的话题便多了起来。事业上的
成就，无法带给劭辉内心的踏实安
宁，文学的火焰在他心中从来都未曾
熄灭过。什么都能将就，唯有梦想不
可以！

他迈开双腿在广袤的大地上行
走，与陌生的山水自然、历史古迹对
话。写作是让他的心灵投靠幸福的
最好方式，而行走给了他写作的源
泉和动力。劭辉告诉我：万物有灵，
草木有情，它们的性情会被环境改
写——一棵长在千年文庙前的柏树
会肃穆庄重，而一棵古战场上的老
树会像个披头散发的疯子。他还和
我约定：一起走遍河洛大地去拜访
一棵棵老树，走累了，就在树下歇一
会儿。

现在，劭辉经常找我，却闭口不谈
他的业务，但说到写作，他眼睛一亮，
马上兴奋地告诉我：“《中国旅游报》要
给我开专栏！”我惊讶地说：“你还要继
续写？”他说：“是啊，这怎么能丢！”他
不大的眼睛顿时瞪得很大，一下子让
我回到了很多年前我们对文学那种虔
诚的追求状态中去了。

是啊，平凡如他如我如你，我们追
逐的一个又一个梦想，激不起世界的
涟漪，却能够让自己的心灵开花，带给
别人以馨香。如此，人生将多了五彩
缤纷的色彩。

追梦的男人

人物素描

□雅庄

□李红都

万安山麓古茶香
我乡我土

□王学艺

大碗小碗
乡土风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