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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人凝望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25 年 1 月 21 日 15

时，在中拍平台（https://paimai.caa123.org.
cn）打包拍卖洛阳中重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拟进
行资产处置所涉及的报废车辆，详情请电询。

凡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法人、自然人
均可参加竞买。有意竞买者请于 2025 年 1 月
19日16时前向我公司交纳竞买保证金拾万元
整（保证金以实际到账为准、不成交者5个工作
日内全额无息退回），并持有效证件前往我公司
办理竞买手续。

预展时间：2025年1月16日—1月17日
竞买报名时间：自公告见报之日起至2025

年1月19日16时前
展示地点：洛阳市涧西区衡山路99号洛阳

中重运输有限责任公司院内
咨询电话：18137717166 13937938229

河南德惠拍卖有限公司

洛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低效用地情况公示(2025年第一批)
为加快产业集聚区资源节约集约利

用，引导推动企业加快转型升级，根据《洛
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洛阳市产
业集聚区用地提质增效行动方案的通知》
(洛政办〔2021〕16 号)、《洛阳市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开发区低效工
业用地盘活利用的决定》（2022 年 12 月
28日洛阳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过）、《洛阳市人
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洛阳市开发区低
效用地严格管控和盘活利用激励措施的
通知》（洛政办〔2024〕6 号）相关规定，洛
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对辖区内低效
用地进行排查，现将辖区涉及低效用地的
企业予以公示。公示时间 2025年1月14

日—2025年1月22日（七个工作日）。如
有异议，请于2025年1月22日前将有关
情况和证明材料以书面形式反馈至洛阳
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洛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内涉及低效用
地的企业（16 家）：河南乾阳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河南省城乡规划发展有限公司、
洛阳翰嘉置业有限公司、河南匠筑科技有
限公司、洛阳烯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洛阳厚朴置业有限公司、洛阳元煜自控工
程有限公司、洛阳智慧工场科技园发展有
限公司、洛阳盈信置业有限公司、一拖（洛
阳）里科汽车有限公司、洛阳浙商科技园
发展有限公司、格力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格力电器（洛阳）洗衣机有限公司、洛

阳市景安计算机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洛阳
惠中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洛阳仟星工贸有
限公司。

根据省、市有关文件精神，针对辖区
内低效用地，洛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将采取联合招商、资金筹措指导、土地收
储等方式进行盘活，凡主动配合，积极整改
的企业，可按照《洛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印发洛阳市开发区低效用地严格管控和
盘 活 利 用 激 励 措 施 的 通 知》（洛 政 办

〔2024〕6号）享受相应政策优惠，凡不主动
配合整改的企业，依法依规进行处置。

联系电话：0379-65931155
地址：洛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宇文恺街1号）

自西工体育场华丽蜕变为洛阳城市阳台，它便将时
尚元素与浪漫气质相融合，为洛阳城增添了别样的风情
和魅力，迅速成为网红打卡与市民休闲的绝佳之地，每日
都吸引着众多市民与游客纷至沓来。

冬日的一个午后，暖阳高照，我漫步在城市阳台那淡
蓝色的健康步道上，步道一侧下面的足球场和篮球场上
龙腾虎跃，你争我抢，激战正酣，惹得一些游人不禁驻足
观看。我来到高耸入云的中原明珠塔旁边，沿着城市阳
台那缓缓升高的环形坡道，向观景台走去。洛浦公园的
景致如画卷般在眼前铺展。瞧，不远处，有小小孩童正蹒
跚学步，每一步都带着对世界的新奇与试探；游乐场里，
孩子们嬉笑玩闹，在游乐设施上上下翻飞，洋溢着童真的
快乐；一旁，老人们或是专注地抖着空竹，或是一招一式
打着太极拳，沉稳悠然；一列小火车缓缓驶来，长笛声声，
车上坐满了可爱的孩童，他们的欢声笑语在空中回荡。
虽是寒冬，洛浦公园里却依旧不乏绿树红花，为这冬日添
了几分生机与暖意。

不多时，我便登上了观景台的最高处。此刻，天空高
远辽阔，太阳金光万道，云彩自由奔放，登高望远，令人心
旷神怡！

面南而立，但见洛河悠悠东流，河面波光粼粼，闪烁
着迷人的光彩。偶尔有几只白色的鸥鸟飞翔盘旋，吸引
着游人纷纷拿起手机拍摄那飞舞的身姿。向西望去，牡
丹大桥与王城大桥如长龙卧波，跨越洛河，桥面上车辆飞
驰，川流不息。向南远眺，新区的幢幢高楼映入眼帘，那
片片郁郁葱葱之处，想必便是遍植牡丹的中国国花园和
风景秀丽的隋唐城遗址植物园了。最远处，龙门山的轮
廓在天际勾勒出一抹黛色，仿若一幅淡墨山水画卷。

夕阳西下，我慢慢走下观景台，面向北方，深情凝视
眼前繁华的洛阳城。这里是洛阳市西工区核心城区，承
载着生活的烟火与岁月的痕迹，古老的故事深埋在每一
寸土地里。这里有人们熟悉的洛阳百货大楼，有美食荟
萃的西工小街，有底蕴深厚的周王城广场，有吴佩孚西工
兵营等，也有我近40年的工作经历，有我苦乐交织的沧
桑人生。就像路边的大树一样，我把生命的根扎在了这
里，把生命的巢穴构筑在这里，洛阳也从一个陌生的城市
变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夕阳渐沉，余晖将天空染得一片火红，那光芒无私地
洒落在这片大地上，也照进了我的心间。此刻，我心中满
是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与感恩。看着天空上飘舞的绚丽多
姿的风筝，我的心也仿佛张开了翅膀，飞向了洛阳更美好
的未来……

打卡城市阳台

妻子生得美丽，那是一种从骨子里透出的温婉气质，
如春日微风，轻拂我的心弦。不过，最打动我的，还是她
的能干。无论是家中琐事，还是对外交际，她都打理得井
井有条，让我深感与她相遇，实乃我前世五百次的回眸才
修来的福分。

妻子心善，凡事总想着别人，习惯站在别人的角度去
思考问题。有一次，一位朋友想搭她的车去办事。第二
天，妻子去不了了，原本只需告知对方一声即可，但她没
有这么做，而是不辞辛劳地为那位朋友联系了另一辆车，
确保对方的行程不受影响。当我问她为何要如此麻烦
时，她只是微笑着说：“人家信任我才搭我的车，我不能因
为自己的事耽误了别人。”

那一刻，我深深感受到了妻子心田汩汩流动的善
良。这种善良并非刻意为之，而是已经融入她的骨髓之
中，成了她为人处世的准则。妻子以她独特的方式，在喧
嚣的尘世中保持着一份宁静与淡泊。或许，人的修养，就
是这样在生活的点滴中养成的。

岳父偏瘫的那些年，妻子专门把他接到身边，日复一
日地做着几道侍奉工序，给他喂饭、漱口、刷牙、吃药、洗
头、洗脚，每一个环节，都力求妥帖尽心，从不懈怠。在父
母面前，她总是笑意盈盈，即便在外面受了委屈，也强作
欢颜。她常说：“父母已经如此脆弱了，做子女的又怎能
找借口逃避责任？”

都说尽孝之人自会积福，可幸运似乎并未过多眷顾
妻子。她患有多种疾病，甚至曾与死神擦肩而过。我不
禁思索，她的福究竟在何处？后来，我慢慢明白，福并非
世俗眼中的顺遂安康，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妻子以
善良、孝心为笔，书写着人性的温暖篇章。她的付出，如
春雨润物，虽未带来物质上的福报，却在无形之中滋养了
家人的心。她的福，藏在父母眼中的欣慰里，藏在邻里的
赞誉中，藏在子女传承的善良基因里。这福，不张扬，却
深沉而持久，在岁月的流转中，静静散发着明丽的光芒。

妻子的修养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
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凡受过初等教育
的中国人，恐怕无人不会背诵这首唐诗

《登鹳雀楼》。此诗是王之涣登鹳雀楼
时所吟，可谓情与景会，物我相融，浑然
天成。“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既包
含着朴素而深刻的人生哲理，又蕴意着
无限希望和无尽憧憬，成为炎黄子孙千
古传诵的名句。

进入新世纪，令人情动心迷的鹳雀
楼雄姿得以重现，使我心心念念，向而
往之，可总没有合适的机会。

冬日的一天，几位知友小聚，当信
马由缰地谈到思想境界的话题时，便自
然联想起王之涣的诗句。一兄长当即
提议：“何不去登鹳雀楼？”大家无不怦
然心动，争相响应，说走就走。

那天，天公作美，晴空万里。我们
一行八人分乘两部车，沐着冬日暖阳，
沿连霍高速一路向西驰去。

去之前我做了一点功课，知道登鹳
雀楼离不开看黄河，不近距离观瞻黄河
那奔流不息的气势，就难以真正体会鹳
雀楼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意义。车过潼
关，我们就把观览风陵渡故址作为登鹳
雀楼行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处“鸡鸣一声听三省”的渡口，是

晋、陕、豫的交通要冲，曾是黄河上最大
的渡口。奔腾的黄河，经过九曲十八弯
由北向南到潼关附近，因受华山所阻，
折向东流，风陵渡正处于向东转的拐弯
处。我们一行站在渡口岸边，满怀感慨
地久久凝望着自北奔腾而来、在身边迤
逦向东而去的母亲河，像是在滔滔浪花
中寻找那亘久的敬畏与景仰。黄河东
流去，心潮逐浪高，一种难以名状的温
暖和感叹在心底升腾起来……

离开风陵渡，已近午时。为身临其
境体味王之涣“白日依山尽”的诗意，我
们驱车到蒲州镇吃午餐并小憩后，待太
阳偏西时方去登楼。

鹳雀楼位于蒲州古城西面的黄河
东岸，坐南朝北，西依黄河，南枕中条
山，因为有鹳雀经常栖息其上而得名，
因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鲜明
的建筑特色、优越的地理位置及重要的
旅游与文化价值，成为中国古代四大名
楼之一。

风和日丽，天公似乎一直有意眷顾
着我们。大家怀着激动的心情，进入悬
挂着“鹳雀园”匾额的大门，远远看到阳
光从高耸的鹳雀楼后面斜照过来，给雄
浑的楼体和层叠的飞檐镶嵌了一道道
金边，显得既气势恢宏又美轮美奂。跨

过鹳影湖石拱桥，走过寓意吉祥的唐韵
广场，来到了鹳雀楼前。抬头观望，楼
顶上方蓝底金字的“鹳雀楼”大匾，在暖
阳洒落地面的片片璀璨反射下流光溢
彩。拾级而上，只见大门匾额“文萃李
唐”四字金光闪闪，两侧立柱上镌刻的

“凌空白日三千丈，拔地黄河第一楼”楹
联熠熠生辉。

重建的鹳雀楼是一座仿唐风格的
高台楼阁式建筑，雄伟壮观，外观四檐
三层，总高73.9米。内分六层，每层都
设有主题展示。我们逐层观看，步步向
上，静心体悟着每一层所览景观的微妙
变化。

夕阳西下之时，我们登临顶层，环
绕四周，风光旖旎，山河壮丽，美景尽收
眼底，仿若置身于立体山水画卷之中，
凭栏伫立，极目千里，白云辽远，天高地
阔。西边横无际涯的原野上，黄河如丝
似练，南边的中条山逶迤连绵，山色如
黛，更远处的西岳华山若隐若现。在这
里，还可以听到一种说法，“中华”二字
就来自中条山和华山。念此，往鹳雀楼
上一站，就觉视野更为开阔，襟怀更加
磊落，时空感更加强烈。

顶楼西南飞檐之下，矗立一尊王之
涣的铜像，他左手持纸，右手握笔，髯须

飘扬，极目远眺，正在将眼前的景象吟
句成诗……

“白日依山”即将呈现，我们心潮澎
湃，也同诗人站在一起向远方凝望。同
行一善于朗读的女士，情不自禁地大声
朗诵：“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抑扬顿挫的语调、富于穿透力的音质，
配以落落大方的动作，唤起了众游客的
心底共鸣，掌声在空中久久回荡……

远眺夕阳下的黄河，遥想千年之
前，王之涣也是站在这里，怀着对大自
然的敬畏和对人生的思索，写出这首令
人常诵常新、品味不尽的短诗。也许他
也没有想到，这区区 20 个朴实无华的
汉字的组合，千百年来吟诵不绝，激发
了多少中华儿女深沉的思索和奋进的
力量，已经融入了民族的文化基因。人
生就像攀登鹳雀楼，要想看得更远，就
要站得更高。要想站得更高，就要更上
层楼。只有一步步不断地努力，才能看
到更广阔的风景，才能练就更旷达的胸
怀，才能攀上更高的人生境界。

“心之所愿，无所不成。”心心念念
的地方，脚步迟早可以抵达。有人说，
观黄河，可以大胸怀；登鹳雀楼，可以
高境界。从鹳雀楼归来的我们，深以
为然。

心心念念登斯楼

我跟妈告辞时，她将一个鼓鼓囊囊
的大购物袋递给我。“啥宝贝啊？”我纳
闷地问。“麻叶儿！你小时候可好吃了，
我闲着就给你炸了些！”

我妈口中的“麻叶儿”，看起来像叶
子，点缀着黑芝麻粒。它也是传统年
货，但相比年夜饭餐桌上那些隆重的大
鱼大肉、干货菜蔬，就像红红火火喧腾
间隙里别致的一道小花边。

贫寒年代没有零嘴儿，当然爱吃麻
叶儿，可如今早就有了繁多味美的零
食，谁还稀罕干巴巴的油炸食品呢！想
着我妈辛苦了半天，我也就没将拒绝的
话说出口，伸手接过时只告诉她，以后
别再做了，有空儿多歇歇！

看着电视，忽然想起那一大包麻
叶儿，就将它从旮旯里拎出来，哪知一
入口，就停不下来了。金黄的色泽，焦

脆中带着麦香，更有黑芝麻特有的浓郁
盈满口齿。真是越嚼越香，嗓子眼里像
有个贪婪的小馋人，不停地伸着小手说
着：再来，再来。

久违了，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啊！我
恍惚间看到我妈守在那只煤炉边，在热
腾腾的烟雾里，浑身都浸染了油腻温润
的香气。

炸麻叶儿，要从和面开始。小时
候，该过年了，我妈用瓢从面缸里搲了
面，又抓了把黑芝麻，挖了勺盐，然后再
滴入少许油拌匀。她左手一点点倒水，
右手用筷子搅动着，面粉渐渐变成了絮
状。我妈对我说这是不沾手的小窍门，
她把面絮揉捏到一团后，举着那像火龙
果一样带着无数小黑点的面团，向我显
摆她的辉煌战果：“来，看你妈和的面，
多‘光扭’！”

光不光我不在乎，我只是流着口水
催问，啥时候能吃上啊？“别着急，想好
吃，得有耐心等。”我妈边笑我，边抓起
一块屉布盖在了面团上，她说得先饧
面，让面有灵气。

我总是相信，有一个看不见的小仙
女吹了口仙气，让面团变得顺滑而筋
道。等它在大面板上被我妈揉成面饼，
我跑着抱来一根大大的、圆滚滚的擀面
杖，粗壮结实却灵活无比。在我妈两个
肩膀的不停耸动中，小小的面饼一点点
放大，大得案板都盛不下了。但是我妈
有办法，将那已转化成的面皮，层层裹
在擀面杖上，用力往前一推，在一阵阵
啪啪声中，面皮变得越来越薄。

小小的煤炉上，铁锅里的油已七分
热，那些被切成菱形的面皮，一片片轻
轻点入，慢慢浮上来，完成了华丽变身，

晕染了一室油香。弟弟、妹妹，早已被
香气吸引回来，我们围着我妈，盯着那
一双翻飞的筷子，盼着它能在我妈的手
里，快快转个方向，搛着滚烫的麻叶儿，
为我们送来幸福。

攒够了两大铝盆的时候，炸麻叶儿
才算完工。我承担了给邻居们分送的
任务，端着盘子一家家地跑，那些同样
来自五湖四海的军嫂们也会回赠我们
小汤圆、什锦菜、黏豆包等各地特色美
食，但是，我妈的麻叶儿，永远都是公认
的最香的那一样。

“怎么这么香啊！”老公吸着鼻子凑
过来，待他咬下一口后，便跟我抢着吃，
说这是满满的童年回忆！

焦香酥脆的麻叶儿，历经千百下的
揉搓、打磨、煎炸，成就了属于自己的味
道，也承载了岁月的故事。即使遗忘多
年，一旦相逢，那份熟悉的感觉，刹那间
让我与它相认，如重逢的故人，让我回
到被呵护的那些过往的美好时光。

我给我妈打电话：“哎呀，妈妈，你
的麻叶儿太好吃了，明天教我做吧！”

麻 叶 儿

我乡我土

□张秀敏

人生况味

□王剑

□王耀敏

那年那月

□陈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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