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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感悟

若有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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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爱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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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通知 注销公告 启事

遗失声明
●编号为 L411698469，姓

名为孙知乐，出生日期为2012
年2月10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
失，声明作废。●编号为T410655267，姓
名为李思玄，出生日期为2019
年5月17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
失，声明作废。●编号为K410553588，姓
名为何昊阳，出生日期为2010
年5月18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
失，声明作废。●洛阳艾格酒店管理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正本、副本丢失，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303M
A9KMX9RX4，声明作废。

●洛阳艾格酒店管理有限
公司公章丢失，章号：41030301
90006，声明作废。●编号为O411399319，姓
名为郭毅阳，出生日期为2014
年10月2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
失，声明作废。●吴森军人保障卡遗失，
卡号：6216210010005878500，
声明作废。●洛宁县神灵寨国家森林
公园营业执照正本、副本遗失，
注册号：410328000005971，声
明作废。●河南臻和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遗失一份货物进口证明
书，证明书号:M22230063019。
发动机号:ZX400PEA05681车

架 号:ML5ZXCP13PDA05681，
声明作废。●新安县江庄区卫生服务
站开户许可证遗失，核准号为
J4933000446501，声明作废。●编号为S410611867，姓
名为贺景航，出生时间为2018
年11月28日的出生医学证明
丢失，声明作废。●洛阳世强建筑机械租赁
有限公司5份塔式起重机设备
备案证（规格型号：QTZ50，制
造 许 可 证 号 ：TS2437A21—
2020，出厂编号：170506，设备
产 权 备 案 编 号 ：豫 备
CHT17060031；规 格 型 号 ：
QTZ63，制 造 许 可 证 号 ：
TS2410K01—2017，出厂编号：
130102，设备产权备案编号：豫
备 CHT17120050；规格型号：
QTZ50，制 造 许 可 证 号 ：
TS2437A21—2020，出厂编号：
181201，设备产权备案编号：豫
备CH-T-1812-0083；规格型
号：QTZ63，制造许可证号：

TS2410680-2020，出厂编号：
5010-15010277，设备产权备案
编号：豫备CH-T-1812-0082；
规格型号：QTZ50（5009），制造
许可证号：TS2410K01—2021，
出厂编号：180406，设备产权备
案编号：豫备CHT18040060）丢
失，声明作废。●编号为V410431663，姓
名为蔡溪楠，出生日期为2020
年9月13日的医学出生证明丢
失，声明作废。●秦根生（身份证号码：
410305195409107530）军队医
师资格证书和军队医师执业证
书丢失，特此声明。●洛阳市物业维修基金管
理中心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Z4930000337901，开
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洛阳分行，声明作废。●编号为X410526336，姓
名为王璟禾，出生时间为2024
年1月7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
失，声明作废。

寻亲公告
本人金明奇

于 2016 年 4 月
21日早上5:30左
右，在河科大一
附院开元院区附
近抱养一名女

婴，后与其父母失联，现取名金
新盈。望其亲生父母或知情者
与 本 人 联 系 ，电 话 ：
18303670053，地址：洛阳市洛
龙区丰李街道贠庄社区。

寻亲公告
本人杜陶阳

于2009年3月18
日下午，在白马寺
齐云塔附近捡到
一名女婴，后与其
父母失联，现取名

杜悦娇。望其亲生父母或知情
者 与 本 人 联 系 ，电 话 ：
15038617810，地址：洛阳市偃
师区首阳山街道寨后村二组。

栾川有座山，山里有一家民宿，男主人老叶，女主人叶嫂。
我和朋友夏天去山里纳凉，每次都住在他们家。去年冬天，

第一次去看冰挂，还住在他们家。
车拐过弯，远远就看到叶嫂站在门口等我们。一下车，叶嫂

笑盈盈地来接我们的行李，说：“冷，快进屋，火早就笼上了。”
屋里暖意融融。炉灶里的柴火，红彤彤的，噼啪作响。叶嫂

给我们倒了滚烫的大碗茶，又从灶洞里拿出几个烤土豆，让我们
吃。土豆热乎乎的，揭开皮，咬一口，面、沙、香。

已是中午，叶嫂去做饭。一会儿，端来一大锅咕嘟嘟的烩
菜，白菜猪肉炖粉条，又端来一大盘刚烙的葱花饼，招呼我们：

“快吃快吃，吃了暖和。”
邀她一起吃饭，她指指里屋：“我先去给老娘弄饭。”我们

这才注意到，里屋有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坐在炉旁的轮椅里
打盹。

叶嫂回来了，和我们一起，围坐在小圆桌旁。她告诉我们，
她婆婆九十多岁了，腿脚不好，牙也没了，只能吃软烂的东西，每
顿饭都要单独给她做。

问起老叶，叶嫂说：“打工去了，山西，矿里。他闲不住，夏天
忙民宿，冬天没啥游客，就出去挣点钱。闺女还在上学，儿子还
没娶媳妇，没钱咋行？”

叶嫂不时往炉子里添柴，说怕我们冷。她手里拿着柴，脸上
漾着幸福的笑：“柴火多着呢，都是老叶走之前劈好的。”停了几
秒，又喃喃：“去那么远，真是不放心，每天都得给他打个电话才
能睡着。”

我对老叶的印象很好，勤快实在。夏天时，我们住在他家，
他每天早早起床，扫院子，做早饭，打扫客房，忙个不停。有一
次，我们想吃土灶炖排骨，买来排骨，老叶搬出他家的大土灶、大
铁锅，还有一堆柴火，又守着锅灶，炖了两个小时。我们要给他
加工费，他死活不收，一个劲说：“哎呀，柴火都是山上捡的，我咋
能要钱？”

叶嫂也是勤快麻利的人。她屋里沙发的沙发罩，雪白。玻
璃茶几，铮亮。厨房的锅碗瓢盆，明晃晃的，没有一点油渍。很
大的一个院子，扫得干干净净。北边靠墙，一堆码得整整齐齐的
木柴。南边靠墙，一个鸡笼，几只鸡养得体肥毛亮。

暮色降临，站在院子里，看对面覆着白雪的山峦，看厨房升
起的炊烟，看小猫追着尾巴玩。风吹来阵阵饭香。我的心，变得
无比宁静。

在这里住了一天一夜，走时，叶嫂坚持不收我们住宿费。因
为山里冷，水管都冻住了，客房没有水。她说：“让你们提水用，
都委屈你们了。再说，现在又不是正经的营业时候，我咋能收
钱？”叶嫂又拿出一大袋葱花饼，让我们带上：“看你们爱吃，我起
早烙了几张。”

车开出好远，回头看，叶嫂还在门口站着。我心头涌起暖，
相逢相亲的暖。忽的，想起回老家，大嫂到村口送我的一幕。

从山里回来，常想起这家人。夫妻两个，一样的勤劳厚道。
夫挣钱养家，妻打理家园。夫心疼妻，妻牵挂夫。两人手挽手，
一起孝敬老人，抚育儿女。小老百姓的日子里，满是人间温情。

我深深地爱上了这家山里人家。

山 里 人 家

我从来没有见过亲生父亲。听亲友们说他非常重男轻女，
我姐出生时，他的脸比锅底还黑，我出生时，他大失所望：“又
一个丫头片子。”决绝的他在我三个月大的时候，便和妈妈离
了婚。

我三岁那年，妈带着我和姐嫁给了我的继父。
继父是个普普通通的工人，任劳任怨，他用他的一生呵护着

我们，给我们了一个温暖的家。
那时候他每天起早贪黑，骑着自行车到二十里外的小镇上

班，他的车把上总是挂着一个黑提包，包里是他省吃俭用给我和
姐买的零食和玩具。我的玩具在同伴中最多，常常招来大家羡
慕的目光。

我和姐没有挨过继父一次打，倒是妈妈经常对我们严加呵
斥，甚至诉诸棍棒。遇到这种时候，他就拦住我妈，给我们递眼
色，让我们快跑。当我们在他面前抱怨妈妈时，他总说妈妈其实
最疼我们，她只是恨铁不成钢罢了。

在继父的庇护伞下我渐渐长大，背上了书包。那时的乡下
人思想比较封建，总觉得女孩子没多大出息，小学没上完就不让
继续读了。继父却说他自己兄弟太多，吃尽不识字的苦头，不能
让我们再走他的老路。我也很争气，每次考试在班上都是名列
前茅。

按当时我的成绩，走个像样的小中专十拿九稳。偏偏临近
考试时，我的腿却被沸水烫伤了，在家躺了整整一个月，刚痊愈
就开始参加中考，结果很不理想，只能走委培，得交三千多块钱
学费。

继父当时的工资才二百来块钱，那点微薄的收入，养活我们
姐弟四个已经很吃力，再掏那么多钱供我上学，简直比登天还难。

为了阻止继父，叔伯们把他叫过去开家庭会。我偷偷地站
在窗外，听见大伯说：“女娃读那么多书有啥用啊？只要会写自
己的名字，出门能认识路，能找到厕所就行了。”二伯也说：“这些
年来你已经对得起她们母女了，再这样折腾，你的两个儿子怎么
办啊？”继父坚决地说：“不能把孩子一辈子的前程耽误了，就是
贷款也得让孩子上学，否则我会一辈子良心不安的。”

继父的话像凿子凿在我心上，现在回忆起来我还是忍不住
热泪盈眶。

我大学毕业后，已能够挣工资养活自己，可他总说孩子再大
在父母面前也是孩子，他得替我们把好每道关。老公便是一路
过关斩将，才得到继父的认可的。按我们那里的乡俗，男方娶媳
妇除了自家开支，还得负担女方家的所有开支，包括嫁妆和宴请
宾朋的钱，可继父没有伸手向我的公婆讨要一分钱。

后来，我和老公所在的公司倒闭了，老公只得外出打工，把
我和孩子留在家里。继父心疼我，毅然把我的儿子接回家照
料。儿子在娘家上学的那段时日，继父成了他的全职“保姆”，
亲自给他穿衣，还一口一口地喂饭，下雨天，他就穿着胶鞋背
着我儿子上下学，妈妈跟我说：“你两个弟弟小时候也没有这
样优厚的待遇。”

在别人眼里，我是可怜的，一出生就遭到亲生父亲的遗弃；
可我又很幸运，遇到继父这样的好人，让我比同龄人更幸福……

继 父

□王慧瑾

□翟智慧

常在一起喝酒的朋友，我们称之
为酒友；常在一起品茶的朋友，我们称
之为茶友；二者兼有且伴随吟诗作赋
谈文艺的朋友，我们则称之为文友。
有这“饮中三友”相伴的人，应该是幸
运和幸福的。

我们有许多微信好友，不过真正
能随时约出来喝酒的酒友有几个？能
时不时在一起喝茶聊天的茶友有几
个？而能将二者结合起来，于饮酒品
茶中切磋文艺的文友又有几个？

就我的观察和经验来说，洛阳人
远没有南方人爱喝茶，喝汤才是洛阳
人的最爱，其次是喝酒，最后才是喝
茶。即使是用国色天香的富贵花制作
的牡丹茶，常喝的人也不多，尽管它具
有清心润肺、养血和肝、散郁祛瘀、美
容养颜的功效，比喝碳酸类高糖饮料
强多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刚来洛阳
时，好奇、惊叹于满城很少有人喝茶。
当然，经过几十年的南北融合，现在洛
阳城里喝茶的人越来越多了，即使是
环卫工人、农民工，也会提着一个大塑
料杯，里面灌满了茶水。茶杯、茶叶乃

至水质好坏且不说，至少他们知道，这
是解渴、除腻最理想的饮品。

在老家信阳，人们一般都是以喝
茶代替喝汤。渴了，喝茶；困了，喝茶；
饭后第一件事，也是喝茶。似乎人生
没有什么事是一杯茶解决不了的。

在洛阳生活了几十年，喝茶仍是
积习难改。每每同学、老乡小聚，往往
自带茶叶。朋友们知道我好这一口，就
时不时邀请我去茶叙。他们有的是开
茶馆、茶社、茶行的，有的是喜欢以茶
会友的文人，还有痴迷于茶艺的雅人。
开茶行的老乡，请我品尝家乡茶之后，
还不忘送我一些，让我回家慢慢品。
这等乡情乡谊，尽在茶叙的默契中。

以茶会友的雅聚，最能让人领略
如坐春风的惬意。一次，数位好友约聚
兴洛湖边一栋高楼上，品香茶、听古琴、
叙友情。临窗远眺，兴洛湖和南山美景
尽收眼底，不由得诗兴大发，谈兴渐
浓。女主人既能操琴，又善茶艺，还做
得一手好菜。品茶尽兴处，腹内也渐
空，大家便移步餐桌旁，把酒论英雄。
这算茶友、酒友、文友“三合一”了。

另一次，在一位著名辞赋家的

工作室里，几位老友品茶论艺，颇得佳
趣。其中，既有诗赋高手，也有丹青妙
手，还有品茶名手。茶叙毕，寻一特色
饭馆，继之以酒叙。饮至酣畅而止，一
路从老城步行近十公里回家，怎一个
爽字了得！

拆解“茶”字，即人在草木间。我
们为什么要喝茶？因为人就是在大自
然的草木间谋生活的，茶便具有了很
强的媒介性。以茶为媒，人与物质世
界、人与自己的精神世界，就可以相互
交流、彼此促进、共同激发，不同行业
和族群之间得以文明互动，有利于建
立友谊与和平。这是从大的方面说，
落实到个体生命，茶能生津止渴、消食
降脂、醒脑明目、放松精神、激发灵感
等，十分有益于身心健康。

很认同鲁迅先生的经验之谈：“有
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专
心喝茶时，放空身心，思绪也会跟着清
晰起来，说不定还能触发灵感，成就一
首好诗、一篇美文。

有好茶喝，当然是一种幸福，但还
要会喝，否则就是暴殄天物，既辜负了
好茶，也辜负了时光。会喝茶的人，除

了讲究时间、地点，还讲究品饮方式，
更重要的是跟谁在一起共享。这就像
旅游，跟谁同游比去哪里游更重要。

比较而言，茶友比酒友更风雅，
也更容易建立亲近关系。品茶只会
令人越喝越清醒，茶叙只会让话题越
聊越深入。于芸芸众生中能够遇到
一起品茗谈心的人，真的要靠缘分，
也确实值得你倍加珍惜。最让人欣
慰和满足的，是有几位既能适量喝
酒，又擅长茶叙的知心文友，酒喝微
醺，茶饮清淡，言谈欢洽，这种理想状
态十分难得。

饮茶，饮的是有灵性的水，品的是
水写的文化。牛饮时，它是“柴米油盐
酱醋茶”的茶；细品时，它则是“琴棋书
画诗酒茶”的茶。

茶，不论是信阳毛尖，还是洛阳牡
丹花茶，抑或黄山毛峰、西湖龙井等，都
是孕育于山水间，成长于草木中，升华
于烟火里，禅意于杯盏内，能解渴、提
神、除腻，还可以入馔、入诗、入画，清
心、会友、参禅……我们喝茶，喝的岂止
是水，其实是借由这个大自然的精灵，
更加真切细微地品咂生活的滋味。

清茶一杯养清福
□徐礼军

刚结婚那几年，我对做菜的热情
空前高涨，常一边举着手机对照食谱，
一边流连于菜市场。

食谱上写需用一小撮香菜末提味，
可眼前的香菜只有成捆的，没关系，那
就成捆买下。食谱上说豆豉必不可少
但不能多，几颗足矣，菜市场的阿姨立
刻警觉道：“哎哟，豆豉哪儿有几颗几颗
卖的？”“嗯……那就买一袋吧。”

久而久之，打开冰箱，到处是开了
封却再也用不到的调味料，高调亮相
一次便无人问津的剩菜叶……

剩的总比用的多，这样可不行。
忆起奶奶整洁的冰箱，我不禁想，

奶奶是如何做菜的？
奶奶已去世多年，无法亲口求得

答案，但还好，我是围着奶奶长大的，
总有蛛丝马迹遗落在记忆深处，等我
去翻找。

奶奶的拿手好菜很多，最叫人啧
啧称奇的是炸带鱼。不同于饭店里扑
克牌似的规整金黄的带鱼，奶奶做的，
偏小而形状不一，但入味至极。

小时候跟着奶奶去菜市场，别人
挑剩下的小带鱼被奶奶如获至宝般地
收入袋中。我嫌奶奶贪图便宜，买的带
鱼歪歪扭扭，不漂亮。奶奶却说：“面子
漂亮不如里子漂亮。这样的带鱼肉质

紧实，更容易腌入味，味道才好呢。”
而后记起的，是奶奶在灶台边揉

面的样子。
那时全家十来口一桌吃饭，考量

的是掌勺人对每个人胃口食量的把
控。可即便再知根知底，也难保证每
个人刚好吃饱又没有剩菜。

吃饺子时，奶奶常会多和些面，但
只搅打出适量的肉馅，这边吃着，那边
包着、煮着；源源不断的饺子被包好，
下锅，捞起，上桌。吃的人踏实，做的
人放松。

若是大家胃口奇好，肉馅包完了
还不够，奶奶就拿出冰箱里的蔬菜，一

小把韭菜或是半个白菜剁碎，用盐杀
出水分，再加少量干虾米。素饺子馅
无须搅打，拌匀即包，怎样都鲜美。要
是面团多余，奶奶便将之放进大口碗，
上面盖浸湿的笼布，送入冰箱冷藏一
夜。第二天清晨，餐桌上就有了香喷
喷的葱油饼。

生活总在变化，做菜最好顺势而
为。谁能想到，这面团会被剩下，又在
冰箱里经过了一夜的水合作用，而愈
加晶亮劲道，最后与葱油相遇，摇身变
成可遇不可求的葱油饼呢。

有人谈起厨中智慧：“油条不受煎
熬不会成熟，受多了煎熬，则会成为老
油条；面包膨胀前比较充实，膨胀后反
而空虚；螃蟹这东西一辈子只能红极
一次；豆浆要成为豆腐，关键的时候，
还得有人点化……”

奶奶不会说这么复杂的道理，她
只是说：“怎么做菜，就怎么做人。”

做菜的道理
□张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