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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是一杆秤
□ 万正斌

李老太因病去世，女儿翠娥和儿子晓兵风风光光为
母亲办了后事，父亲张老爹挺满意。

但李老太将18万元遗产全部留给晓兵，翠娥知道后
十分不爽。

因为这十多年，父母一直跟着翠娥生活，各种开销都
是翠娥负担。母亲两次生病住院，也是翠娥交的手术
费。料理母亲的后事，名义上是姐弟俩一起办的，其实钱
还是翠娥出的。而且，这18万元，至少有一半是翠娥给
母亲的零花钱。

翠娥想不通，母亲为啥把钱全留给晓兵，不给自己
一分。

本来，翠娥是中学老师，薪水不低。老公是企业高
管，收入丰厚。翠娥真的不在乎母亲留下的这点钱。加
上晓兵夫妻只是普通的打工族，翠娥一向也很疼爱这个
弟弟。但母亲这样做，分明是重男轻女。这让翠娥很不
舒服。

想起母亲在世时，翠娥每次给她买点好吃的，她总是
偷偷地攒着，带回去给孙子吃。翠娥给母亲买的一件羊
绒衫，竟然穿在弟妹月兰身上。这些，翠娥平时都不计
较，但现在越想越气，觉得自己仿佛是母亲抱养的一般。

翠娥冷着脸对父亲说：“爸，既然你们觉得儿子好，以
后，您就搬去跟晓兵住吧！”

张老爹听明白女儿的意思，说：“你妈妈把钱都留给
晓兵，我真不知道。或许，这也不是你妈妈的本意，或许，
是月兰给她灌了什么迷魂汤呢！”

正说着，敲门声响起，月兰来了，塞给翠娥一个大纸
包：“姐，这些年，妈活着是你养，生病是你医，死了是你
葬。妈留下的这些钱，理应归你。人心是一杆秤，我和晓
兵知道好歹的……”

要回到你身旁
□ 张作胜

多少次夜深人静的时候把你想
你清清的湖水在我梦里流淌

多少次在都市的高楼上把你望
你茫茫的花海在我脑海里回放

哦 我要回到你身旁
用我的青春为你织一件漂亮的衣裳

哦 我要回到你身旁
用我的热血浇灌你曾经染红的土壤

多少次疲乏不堪的时候把你想
你往日的柔情温暖我的心房

多少次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把你望
你风中的呼唤在我耳边回响

哦！我要回到你身旁
用我的真情为你谱一曲时代的乐章

哦！我要回到你身旁
用我的生命为你插上腾飞的翅膀

青石小街三里间，商船鹜集客留连。
公平交易播声远，江北繁华一市廛。

——楚山《信步明清街》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程家集，位于监利县
西大门，毗邻江陵、石首。相传始于宋，成于元，
兴于明，盛于清。有史记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
楚王曾在此修建豪华离宫“荆台”。

古镇南襟长江支流，北连荆州府道，交通便
捷。水路源自江陵拖茅埠出长江，上航川黔。
后因江口淤塞，留有故河道，史称程家集河，俗
称老长河。东至内荆河出长江，下行汉口，是监
利西部主要汇水支流之一。陆路西经江陵普济
观、郝穴至荆沙地区；东经莲台、刘家铺抵监利
县城。

据《程氏宗谱》记载，官授参政的程登隆于
元代中期自湖北英山迁入监利神童垸，其后裔
于明成化二年（1466）迁入程家集，初事农耕，后
建码头、开店经商，渐呈“黄鸟于飞，集于灌木”
之势，商贾始称程家集。后有湖广、河南、江西、
安徽等五省五十多个姓氏纷至沓来。其中，明
代大学士宋濂之后裔宋安定于成化十九年

（1483）辗转至此，自中集向东延伸至魏桥口，建
成南北走向三岔街，折返新桥口南宋家台。程
家集主街长三里，呈东西走向，宽约 5米，大清

前列入全县 36个镇市之一。1960 年代，因开
挖中心河截断，古街现长千余米，100多栋民房
中80多栋保存较好。

古镇因集而兴，地锁三县。金带环抱，龙水
相连。至清末民初，仍店铺竞列，小巷横贯，风樯
弄水，车马填街。被专家学者誉为“明清商业盛
景，湖北民居代表”。古镇民居多为一层，二三开
间，宽 5至 8米不等的多进式砖木结构，马头式
山墙。一进用抬梁，后宅立柱头，屋面盖小青和
亮瓦。临街为店铺，侧设账房。中进为堂层，后
进为货栈，院落为晒场。一二进中留天井、装报
顶，嵌扇门窗。店铺均为排列式板门，多刷桐油，
少施彩绘，殷实人家置望江楼或观街阁，尽显天
人合一之意境，充分体现商住两用、多变适用，既
通风又采光的建筑风格。

为适应光照充足、雨水充沛的季风气候，明
末清初有社会贤达领衔筹资，铺成单向青石街
面。至上世纪四十年代，乡绅胡魁庭着手扩成犬
牙相制、五块纵横的鲫鱼背型，又因往返客商或
农家，惯用鸡冠形加铁箍的手推车，年长日久，辗
成辙痕。上、中、下集三块“功德碑”横卧街下，两
块百多年石质下水道盖板，功能依旧。因之，石
板街与古魏桥，名载《监利县志》唯一“古建筑”。

街巷码头与家院埠头，彰显街道空间形态，
河道因便就利均衡而又稳定，亲切而不封闭的商

埠特色。每到丰水季节，过往商船日破百艘，三
岔街“碗船埠”须预约装卸。陆路车马螺驴、肩挑
手提，须驻足让道。酒馆、茶园与旅店经常爆满，
光顾“典当”与“钱庄”的客户络绎不绝。相关服
务业如中药店铺乃至邮政代办等应运而生；手工
作坊如酿酒、剿丝等蓬勃发展。尤其是清光绪二
十九年（1903），八家中药店占全县十分之一，现
存一排逾百年的药柜便是明证。1903年，跻身
县邮政总局所辖五条步班邮路之中，至宣统三年

（1911）设“程家集邮政代办所”，十年后更名为
“村镇信柜”，又是全县唯一。有诗赞曰：“青石小
街三里间，商船鹜集客留连。公平交易播声远，
江北繁华一市廛。”

以内诚于心，外信于世的店铺招牌，如日日
新、苟日新、又日新或某记商号，中堂悬匾如崇德
思本、仁亲为宝、厚道传家等不落窠臼。以童叟
无欺为念，赢得近悦远来。创业于清咸丰四年

（1854）的“聂仁和药店”，重义轻利，敢为人先，如
外姓收徒、女性司药等。至第五代传人聂方信先
生，又中西合璧，研治秃头，饮誉荆楚。还有百年
老字号“敖亿诚斋”、“熊义和银楼”和“冉家豆腐
坊”等，印证古镇旧联：“春夏秋冬，一岁川流不
息；东西南北，四方宾至如归。”

明洪武十三年（1380），大学士宋濂因朝廷一
起公案被逐出京城，逃至四川梓桐县七曲山文昌

古宫，“深感委屈，险入鬼录”，遂改姓更名魏始
建。其后裔魏天治几经迁徙至程家集，复称宋安
定。成化十九年（1483）先架木桥，后建家庙。十
九年后推倒茅庵，仿七曲山文昌古宫重建庙宇，
改称“文昌宫”。宋氏六世祖宋伏昂英年出任石
首县令时，慷慨解囊，拆木桥建石桥，为追思远
祖，托名“魏桥”。1936年，宋氏二十世祖宋传礼
再次独资翻修此桥。2016年 2月，因河道淤塞，
当地政府出资整体翻修，古风依旧。

古镇崇文尚乐，民风淳朴。每逢春节、元宵，
鼓乐阵响，鞭炮声脆，来自四乡八邻的龙灯、雄
狮、蚌壳精、采莲船等，各具风采，争相竞技。古
镇内外，盛况空前，仿佛置身游乐园中。端午龙
舟竞渡，更是情趣盎然，连年有此举，直至“文革”
前。此外，还有做堂会、说评书、玩皮影、草台戏
等等。

若说一枝独秀，莫过于农历正月“人日”夜，
家家于堂屋内扣脚盆放鞭炮。相传，在成都为
邻的李、杜两家，为生存计，结下宿怨。后辗转
至古镇，又因生意纠葛剑拔弩张。某年除夕，围
炉守岁，李家决计和解。于大年初七携鞭炮拜
年，杜家闻信出门躬迎，由后生辈成礼，冰释前
嫌。古镇人纷起效仿，传承至今五百多年未
衰。还有，清同治元年（1862），由周、聂、熊、徐、
杨、钟姓等创建的“江西会馆”；由湖北咸宁、汉

阳、通城、通山与湖南客居同乡，于清同治七年
创建的“五帮会馆”，周济同乡，和睦邻里，至今
传为美谈。

古镇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元末农民军首
领陈友谅、明末农民军首领李自成，都曾宿营古
镇，或挥师南下，或攻克县城。清咸丰四年

（1854）四月，川勇至江陵普济观，程家集乡绅程
宗珩、程家祯招募团丁200余人应之。太平军侦
知，于某日深夜，自县城至古镇偷袭，一举歼灭，
焚烧民房1500余间，程家珩被当场刺死，程家祯
跳水溺亡。此役史称“程家集之难”，为晚清监利

“五大战事”之一。
1929年至 1930年，古镇是贺龙、周逸群等

老一辈革命家创建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后勤物
资集散地。1930年 9月 22日，红二军团在此设
伏，阻击沙市来犯之敌，一举攻克监利县城。抗
战时期，新四军第五师襄南指挥部在古镇设立分
支机构，指挥监沔抗日斗争。

千年古韵程家集，以其风格独特的建筑文
化、诚信守规的商业文化、开拓进取的创业文化、
以文化人的道德文化、忠孝仁义的家训文化、寓
教于乐的民俗文化和包容兼举的会馆文化，于
2007年 5月荣获“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称号。从
古镇走出的首任驻港部队政委熊自仁将军，曾撰
《家乡的月亮最明亮》一文，为人传诵一时。

千年古韵程家集
□ 王克文

再游园博园，已是一个多月之后。而此

次再来游园，是想弥补下上次游园因时间仓

促，只能蜻蜓点水、走马观花式的草草地观赏

一下而留下的意犹未尽的缺憾。因此，对于

此次的游园，我便早早地做了一些该做功课；

上网查阅了一些园博园场馆建设、布展及游

园指南的资料。

资料介绍，武汉园博园位于汉口的古田

二路附近，总面积约 2.01平方公里。园博园

建园的地址中，有四分之一处是在汉口原来

的一处生活垃圾填埋场上进行无公害处理后

建成的，这种用环保的理念设计、建设园址的

方式，在国内乃至世界园博园的建馆方式中

也是首次。

园博园于2015年建成，是2015年主办园

博会后，武汉市政府永久保留的城市公园，是

武汉市民休闲、游玩和外地来汉人员旅游的

最好去处。展园把自然风光和城市风貌有机

结合，让游人在小小的展园中欣赏世界及国

内各地不同地域的特色园林，同时又能呼吸

到酷似乡野的清新空气。

园博园建有各种展园 117 个。展园由

国际园、主题园、大师园、创意园、城市园等

各类功能型展园组成，可一园尽览世界园林

艺术的风采。我个人而言，最有兴趣的却是

国内 66 座城市的独特园林景观（包括省内
16 座城市的展园）。而国内展园则分南北两

大区域布局。北部区域位于园博园北区荆

山以东，分布有乌鲁木齐、呼和浩特、兰州、

银川、大同、西安等展园。比如西安展园，以

丝绸之路为主题，展示宗教文化、印刷术和

唐三彩工艺品，呈现古都长安千年悠久历

史。大同展园则将大同的代表性景观云冈

石窟、北岳恒山浓缩于园区，集自然风光与

人文特色于一体。

园博园的南区主打的园林特色，游人可以

欣赏以北京、大连展园为代表的中轴对称的北

方园林，以及以杭州、广州为代表的曲径通幽、

烟雨江南，步移景异的苏杭及岭南园林。

有了这些网络上的游园知识，对于此次

游览园博园也就有了一个初步的设想：除了

上次已游览过的杭州、昆明、福建、广州等南

方园林景观外，我将尽量多游览些上次没有

游览过的北部区域的乌鲁木齐、呼和浩特、兰

州、银川、西安等展园。感受下有着我国北方

风土人情地域特色的园林艺术的魅力。

按照事先想好的游园计划，上午九点多

钟从位于经开（沌口）的家中出发，乘六号线

地铁，近两个多小时车程和步行，十一点多钟

到达园博园东区的5号门前，已有充分游园准

备和上次游览的经验，进园后首先直奔新疆

乌鲁木齐展园。

来到乌鲁木齐园的园前，映入眼帘的是

一栋有着维吾尔族特色的民居阿以旺。这栋

由砖砂砌成的平顶建筑位于园中的最高处，

墙面由小片的砂砖拼接成各种富有新疆风情

的精美图案，室内的梁柱则绘满色彩鲜艳、手

法精细的似线非线、似画非画的，却又让人赏

心悦目的图案。穿过富有新疆特色的平顶建

筑，庭院的后方，是一座墙体镂空的葡萄晾

房。环绕阿以旺的是雅丹戈壁、沙漠绿洲两

种生态景观，整座乌鲁木齐展园，充满了满满

的维吾尔族的民族元素，让人仿佛置身于新

疆独有的民族氛围之中。

参观完乌鲁木齐展园，我马不停蹄的朝

不远的西安园走去。

西安园占地约2000平方米，园内景观以

大雁塔、活字印刷、唐三彩三大元素为主，突

出唐风汉韵。

西安园的入口两侧的草坪，是一队骆驼

前行的剪影，二、三十米的铁墙剪影，给人一

种气势磅礴的大漠飞沙的感觉。从这铁墙的

剪影上，我感受到我国古代丝绸之路对中国

乃至世界文明产生的巨大影响。走进西安园

内，当然最醒目的还是园中央那座按比例微

缩的“大雁塔”了。

而西安园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园内印刷术

技术展区和唐三彩工艺品展示。展现了我国

盛唐时期高超的陶瓷工艺水平。展园东侧代

表活字印刷技术的水上红色石礅，则反映了

我国四大发明的活字印刷技术和我国为人类

文明做出的巨大贡献。

带着一种油然而生的激动与自豪 ，走出

西安园的出口，不一会工夫，来到兰州园的门

前。兰州园以“水车之都，黄河明珠”为主

题。站在园前，两座水车赫然映入耸立眼前，

十多米的水车在电力的驱动下，吱扭吱扭地

哼唱着一支古老的黄河歌谣，让我有种置身

于黄河岸边的感觉。水车的旁边是个巨大的

彩色陶罐，罐体被别出心裁设计成一个房间，

罐壁依彩陶流水纹饰镂空，罐体的顶部别出

心裁地彩绘着精美的敦煌飞天。精美的飞天

图案与高高的蓝天、白云融为一体，抬头望

去，让我陷入无限的遐思。

出兰州园，入西宁园。西宁园大门前的

那座巨大的“哈达迎宾”雕塑，不禁吸引了我

的眼球，雕塑通过敬献哈达的动作，表达西宁

地区强烈的地域特征和藏族同胞对游客的欢

迎与祝福！进入园内，由黄河、湟水、大洞三

条河流域构成的广袤的青藏高原母亲河发源

地的三角地带。当然最具青海地域特色的是

园中心的“青海牦牛角”雕像，特别是那镶金

嵌玉，弯曲有致的巨大牛角更是令人惊艳。

透牦牛雕像，是镂空景墙上摆着一只彩色陶

罐。细看说明才知这是一只距今约 5000多

年的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五人舞蹈纹盆为

题材，提炼的古文化图案、符号，展示出土于

河湟谷地悠久的远古文化和自然环境。

从西宁园出来，我特地绕道去往我国

最西部，也是在我心中最神秘也最神圣和

最向往的雪域高原西藏的首府——拉萨

园，弥补下我未能亲自体验过的高原风情，

我想从拉萨园的园林建筑中，领略西藏特

有的民族风俗。

进园，当我站在拉萨园三层宫殿的建筑

面前，我不觉暗暗感叹，佩服设计与建设者们

的高超设计与建造水平。门厅、大厅、佛堂、

厨房、卧室、休息室和展厅等的总体设计按照

西藏传统审美，又融现代美学的设计思想，整

体建筑在继承传统的前提下，加入大量的现

代元素，做到空间形式保持朴实、简洁、完整；

大厅内则存列着灶具、石锅、卡垫、家具等一

些西藏传统工艺；大厅墙面绘制《文成公主进

藏》《布达拉宫和七地市服饰》《藏戏》等壁画，

讲述着藏族人民的历史传统及文化故事；内

部全部采用阿嘎土夯制出来的地面既美观又

光洁，宫殿外墙则按照西藏古建筑风格采用

大、小石头结构垒成，整个拉萨园的建成，具

有浓郁的西藏民族特色。如同让我这个从未

去过西藏的内地人，几十分钟内也圆了个西

藏一日游的梦想。

游览完拉萨园，当我意犹未尽地准备赶

往下一站银川园时，一看手机，已是下午四点

多钟。想着回家公交、地铁来回转车，路上也

得一两个小时，我只得忍痛割爱，暂时放弃继

续游园的想法。远远看着“银川花儿园”几个

红色大字和园内那座富有伊斯兰特色的圆顶

白色建筑时，我不得不依依惜别。我想来日

方长，下次再来吧，我一定会实现游览完园博

园全部展园的愿望。

（作者系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其散文、
诗歌、小说等作品发表于《雨露风》《精短小
说》《参花》《速读》《今古传奇》《新浪潮老朋
友》《湖北日报》《荆州日报》等报刊杂志。）

再游园博园
□ 杨朝贵

在我近七十年的生涯中，不敢说饱览
了祖国壮美山河，但也到过不少名山大川，
看过不少名胜古迹，却没有走进齐鲁一睹
泰山巍峨雄姿和曲阜神奇风采。为了不留
遗憾，我特意陪同老伴和大姐去泰安、聊
城、曲阜、台儿庄五日游，齐鲁之行让我感
触颇深。

清晨，我们一行50多人从监利容城出发
前往山东，一辆豪华大巴疾驰在高速公路上，
车内都是一群精神矍铄、神采奕奕的耆人，一
路欢歌笑语，车程 12个小时，没有人感觉到
累。都有一个共同心愿：不到长城非好汉，不
上泰山心不甘。

山东始于先秦时期齐、鲁两国，由统一的
文化圈而形成了“齐鲁”的地域概念。加上
又是圣人孔子的故乡，所以称之为齐鲁之地，
孔孟之乡，因一山一水一圣人（即指泰山、趵
突泉和孔子）而名扬天下。

登泰山顶峰
阳春三月，草长莺飞，正是踏青观光赏景好

时节。在泰安又起了一个大早，乘车来到泰山
脚下，景区已是车流滾滾，人如潮涌。我们凭着
老年优惠票乘坐景区游览车沿盘山路到达半山
腰，再换乘缆车上山。只见群山起伏，峰峦叠
嶂，古木参天，风景如画。面前的泰山果然名不
虚传，气势雄伟磅礴，主峰玉皇顶海拔1545米，
让我们直接登上去是根本不可能的，只好借助
缆车送我上泰山。我们随同游人，靠两条腿步
行上岱山、南天门和天街，直至泰山极顶——玉
皇顶，亲身感受了一把“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
小”的豪情壮志。

据导游介绍，泰山是历代帝王封禅之地，
又是五岳独尊，其厚重的人文历史没有任何
山能够与其媲美。自秦始皇开始到清代，先

后有13代帝王引次亲登泰山封禅或祭祀，另
外有24代帝王遣官祭祀72次，有“泰山安，四
海皆安”一说。如今山体上留下了寺庙、宫、
观等 20余处古建建筑群，2200 余处碑碣石
刻，蔚为壮观。其景巍峨雄奇、幽奥俊秀，有
石坞松涛、云海玉盘等美丽壮阔的自然景
观。所以每年中外游客都蜂拥而至，络绎不
绝，一睹泰山的尊容。面对泰山我心中默默
祈祷：不求九十九，只求子孙福，老来少病优，
足矣！

游聊城水城
登过泰山，又游览中华水上古城聊城，真

是游山玩水，悠哉游哉。聊城古城景区以建
于北宋时期的聊城古城为中心，以水面辽阔、
风景秀丽、环绕于古城区四周的东昌湖为依
托，体现出聊城“水、古、文”的景区特色，营
造出聊城城湖河融为一体的地方风貌。因时
间关系和限制，与湖畔矗立的“孔繁森同志纪
念馆”擦肩而过，无缘观展，就匆忙登上游船
观看水上古城，荡漾在清澈见底的碧波湖面
上，环顾四周，心旷神怡。河左岸是饱经沧桑
古朴的城墙和峰火台，古色古香的城堡楼廓；
河右岸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现代化建筑，
车水马龙的繁华大街。一古一新，交相辉映，
相映成趣。游罢东昌湖，我们闲逛古城区，漫
步古大街，听着那些古老而传奇的故事，观聊
城古县衙、文庙驿所、光岳楼和古城墙，以皮
古城的状元街、考院街、十县胡同、火神庙街、
关帝庙街等传统风貌街，领略明清时期的聊
城风韵。

瞻孔子圣地
我们来到了儒家文化发源地、圣人孔子的

故里济宁市曲阜明故城，感受千年曲阜魅力，

体验正统儒家文化，观瞻三孔名胜景区（即孔
府、孔庙、孔林）。我们首先在“万仞宫墙”（即
清代乾隆皇帝祭孔时手书四字）古城墙（原名
仰圣门）合影留念，然后步行参观孔府，即“衍
圣公府”，这里是孔子嫡系长子孙居住的府地，
规模宏大，占地240亩。前为官衙，后为内宅，
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典型的衙宅合一的建筑。
大门上一幅金字对联，体现了这个封建贵族世
家特殊地位的真实写照：“与国咸休安富尊荣
公府弟，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

然后坐马车到孔庙，这里经历代王朝，
占地 600 多亩，建殿堂廊庑达 360 间，青砖
红瓦，雕梁画栋，历代皇帝祭拜时留下的文
字记载及书法手迹墨宝、镌刻的巨大石碑
10 多块。园内有无数百年甚至千年古柏，
遮天蔽日，直插云天。最后，乘景区游览车
进“至圣林”，这里是孔子及其家族的墓地，
占地 3000 多亩，是一处古老的人造园林，
绿树成绿，碑坊林立，静寂肃穆。孔子高大
的墓地旁其长子长孙衍圣公相依相伴其左
右前后，共同长眠此地。我心里不禁默默
念叨孔子几句传世名言：三人行，必有我师
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仁
者不优、知者不或、勇者不惧；不积跬步，无
以至千里……

观台儿庄藏馆
枣庄市台儿庄因抗战初期著名战役而

享誉中外，台儿庄大战纪念馆由纪念碑、陈
列馆、影视馆、全景画馆、战地记者馆、无名
英雄碑、国防教育园等组成，馆内文物史料
和图片资料数以千计，表现残酷战争场面和
爱国将士形象的巨型雕塑生动展现在观众
面前。追溯此事件是 1938 年（民国 27 年）
春，由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率孙

连仲、汤恩伯所部，历经月余，歼灭日军坂垣
师团万余，是继平型关大捷后的又一重大胜
利，也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光辉结晶。
台儿庄古城也久负盛名，因它是二战遗迹上
重建的城市、是中国人抵抗日军的城市、又
被列入京杭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点的水上
城市。我们在陈列馆内仔细看、认真听，无
不思潮起伏，感慨不已，深切缅怀那些为国
捐躯的爱国将士们。

逛台儿庄夜景
晚上，观台儿庄古城夜景，只见景区灯火

辉煌、璀璨夺目，游人如织，肩摩踵接。倒影
在京杭大运河拉起长长的灯影及投射到城墙
上的全景灯幻动态演示，令人叹为观止，整个
古城的建筑和街道仿佛穿越回古代那个台儿
庄。台儿庄夜景超凡，在景观灯的照耀下熠
熠生辉。河道两岸全部是古色古香的建筑
群，飞檐漏窗、雕栏玉砌，人文荟萃，市井繁
华。河岸酒巴一条街，灯红酒绿，歌舞升平，
让人迷恋忘返；特色小吃街，琳琅满目，香味
四溢，使人垂涎三尺；河中游船如梭，画舫凌
波，桨声灯影，令人无限遐想，与南京的秦淮
河相比也毫不逊色。

齐鲁之旅感言
我们结束了泰安、曲阜、聊城、台儿庄古

城 5日游，顺利返程，平安回家。千里驰骋，
一路顺风。我的感受用 8句话 34个字来概
括：游山玩水、观灯逛城、瞻孔尊儒、寻古揽
胜、身临其境、不虚此行，山东好再来，齐鲁情
未了。

（作者系中国报协集报分会会员、湖北省
作协会员、省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已出版个人
文学专集《兰桂生香》。）

齐鲁情未了
□ 彭桂生

征稿启事
《监利新闻》文学副刊，以纯文学作品交流展

示为主，现面向监利籍写作爱好者征稿：
一、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作品必须原创，不得抄袭、剽窃；
三、文学作品体裁以小说、散文（随笔）、评论

（读书笔记、影评）为主，题材不限，5000 字以内，
书法、摄影作品不得超过 3幅；

四、凡 向 本 平 台 投 稿 ，均 视 为 作 者 同 意 授
权推出；

五、来稿请附作者简介，不得重复投稿。
投稿邮箱：378563816@qq.com

遗失声明
杨松柏不慎遗失登记座落为监利市福田寺镇福

田新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证号为监国用（2000）
字第112702004-14号，现权利人特此声明并承诺：
因该证书遗失所产生的民事纠纷和法律责任，概由
权利人自行承担。

监利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3年3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