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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大脚”本名叫游先莲，她今年约62
岁，是一名从乡政府食堂退休多年的炊事员。

她是我的邻居，我俩认识快20年了，而
且一直相处融洽。因此，以我个人对她的熟
悉程度，可以总结出三个令人“过目不忘”的
特征：

一是她的一双脚偏大，她穿的鞋子，全部
需要在鞋铺定制，按成年男性的鞋码，做成女
性款式，是41码，因此，“游大脚”的绰号，便
一直被街坊邻居们亲切而熟悉地称呼着，她
也乐得许多人这么叫她。二是她的厨艺特别
好，红案白案手艺均拿手，用三个字形容：顶
呱呱，而且她炒菜的时候，最喜欢哼唱“釆莲
船”的民歌小调。三是她做事麻溜高效，遇到
邻居家里有事找她帮忙，只要她能帮得上，她
就会爽快答应，在答应之前，她会笑眯眯对人
强调：只要不影响帮婆婆、女儿、女婿、孙女做
午饭就成，而且她总是把别人交付的事情，做
得又体面，又圆美。

刚认识她的时候，便知道她为人既勤快，
又爽快，而且是出了名的“人缘好”，出于礼
貌，我并没有像别人那样称呼她为“游大脚”，

而是亲切的称呼她一声“游婶”。据她自己
说，由于她的丈夫因病去世得比较早，只留下
她们母女俩和一个年迈耳聋的婆婆。为了不
影响照顾婆婆和女儿，她一直没有再婚。按
她自己幽默的说法，她是一个没心没肺、知足
常乐的“快乐单身汉”。

有些时候，我家来了客人需要招待，但又
生怕客人们嫌我炒菜难吃，我便提前拜托游
婶帮我掌勺做菜。前提是尽量将有营养的荤
菜份量多做一些，方便端给她家婆婆和小孙
女一同快乐用餐。

每次只要她帮助我家人做菜的时候，我
总是手跟手、脚跟脚一般，围着她和灶台一起
转悠。只见瓦斯炉中的火焰既红火又亮膛，
锅碗瓢盆似乎在她手里排兵布阵，从水龙头
流淌出来的细小水流，与炉子上散发的火光
四射，互相辉映成趣，照耀着她那偏高微胖
的身段、圆圆的脸蛋、周正的五官与友善的
微笑。那种画面，极像一个活力满满、可亲
可爱的知心大姐姐一样，在她与我之间凝聚
成醇厚质朴的友谊。酱醋油盐在她手里化为
鲜香，一道道精美可口的菜肴，在她手中，像

变戏法一样，刹那间，绽放成灿烂夺目的五彩
鲜花，浓郁的鲜香将我们一大家子人深深地
吸引。

此外，她的个人专辑小调——《釆莲
船》，也会在大厅里单曲循环：“采莲船那么
呦呦，真好看那么呀嗬嘿；男女老少么呀
喂子哟，来围观嘛划着；呀嗬嗨嗨哟嗬嘿，
来围观嘛划着；鞭炮响那么哟哟，锣鼓鸣那
么呀嗬嘿……”

游婶那好听的中高嗓音，伴随着欢快的
曲乐旋律，加之她麻麻利利的烹饪动作，与一
道道美味爆棚的菜品，以及她那种与生俱来
的开朗笑容，常常会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惊
喜和欢乐。

我对游婶的印象很好，因与她常有接
触，悉数了解她从大局出发，助人为乐之事，
且深有体会。2020年春节前夕，疫情来势
汹汹，她带领小区20余名业主，自发组织了
一支“抗击疫情服务队”，为小区几百户人
家，代买代送蔬菜、食品、医药、口罩，组织服
务队成员协助照顾年老体弱者，帮助居民联
络医疗机构及时就医。经过70余日的并肩

作战，小区终于迎来了撤卡撤哨之日。事
后，我们小区还被社区评选为“零疫情光荣
小区”。为此，居民们对游婶的爱心奉献，给
予了极其别致的褒奖：小区有了游大脚，平
安快乐少不了！

当时，我将游婶和她带领的“抗击疫情服
务队”为居民们提供便利、竭诚服务的情况，
以通讯稿为载体，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发表了
文章。居民们在“抗击疫情服务队微信群”中
看到我发布的文章后，都接二连三为“游大
脚”点赞，紧接着群里还来了一波频繁踊跃的

“微信红包大派送”。那种感觉就像大年除夕
夜，大伙热闹地围坐在一起吃饺子、守岁一样
快乐，令人难忘。

夜晚的玉沙广场华灯初上，热闹非凡，我
与两个小伙伴一起遛弯散步，碰巧遇到了正
在跳广场舞的游婶。她站在舞蹈队的正前
方，正依哟喂哟、兴高采烈地为大家领舞。偶
尔，还俏皮地朝正在散步的我们做鬼脸。

当我散步归家时，第一时间，开灯提笔，
以愉悦地心情，记录这段文字，以此纪念我和
游大婶二十年来情深潭水般的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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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心曾说，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
生只够爱一人。现在时间过得太快，生活节
奏也被加快了：被闹钟催着起床，被上班打卡

“召唤”着赶路，被老板监督着工作……这类
人都情有可原。至于一些利欲熏心的人，他
们的生活快得眼里只看得到金钱，什么道德、
法律、乡俗、人情统统被无视，这些人正在侵
蚀着我们的平淡生活。

很多事情，原本可以慢慢做，但来自生
活或时间的压力，不得不“往前赶”，力求
用最快的时间完成最多的工作量。其实，
这是掉进了消费主义的陷阱。因为幸福的
感受阈值，无法在紧迫中体悟。在焦急追
赶的过程中，人们错过了许多美好的事物
或心情。

忙碌的日子里，抽空去户外走走。但人
们放松一下后，那根弦却又绷紧了。在以经
济为中心的时代，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
命。似乎慢下来就会落后，慢下来就是一种
罪过。其实，不需要走很远，看看身边的草
木，调整一下心境，便能感受到心灵的富足与
放松，这就是生活带来的宝贵享受。

很多人被消费主义蒙蔽了双眼，变得
急于求成、贪恋名利，但人生中很多事情
是不能急的。倘使急躁冒进、追赶速度，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过多慌张和焦
虑，让人的神经紧绷，时刻处于紧张状态，
遇上突发事件那根弦便崩断了。古人云：

“欲速则不达。”一昧追求速度地去做大部
分的事，却不一定立竿见影。很多事情需
要花足够的耐心和时间去筹备，要有慢工
出细活的心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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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很多产品没用几天便坏了？为什
么文学上有那么多文字垃圾？为什么社会上
离婚率居高不下？就是因为想要快！

看到别人事业有成，心里便揣摩，为
什么他那么快就实现了理想？看到别人
结婚生娃，会想，为什么他这么快就组建
了幸福的家庭？看到别人家小孩考上了
名校，还会想，为什么他的子女成绩那么
好？在这种无形的压力之下，有人便想加
快自己的脚步，去满足自己各方面的渴
求。但是，急，有用吗？凡事必须从自己
的实际情况出发，才能决定自己的言行。
生活早就告诉我们，不是所有的人适合快
节奏的生活。

不管是创业还是其它方面，自己走自己的

路，不要去艳羡，不必去攀比，稍微“落后”一
点，正好可以平复心情，欣赏路上的风景，不是
很好吗？不要用世俗的名利标准去衡量世界
上千千万万的“成功”。等待与积蓄，才是内心
富足的必遵法则。每个人的不同经历都值得
细细品味，每一种风景都值得拍下珍藏。生活
要慢慢来，好和不好看淡一些。过随缘而遇的
简单生活，才会遇见最真实的自己。

让车马变慢，去感受风轻云淡、人情冷暖，
才是对生命最大的诚意。其实，心安静了，周围
的一切也就熨帖了。保持一份好心情，就算是
最简单的黄昏和日落，也可品味其中的真谛。

红尘滚滚，万法皆空。我们要不疾不徐，
在漫漫人生道路上稳健前行，让只有一次的
生命在悠闲舒适的慢生活中有更多丰腴的滋
味。摒弃世俗的“成功学”，去过最舒服的生
活，慢慢品味美好的日子。

慢生活
□ 安 频

我是在姑妈、父亲对爷爷和奶奶的
感恩中长大的。在我心中，爷爷是一位
睿智、令人尊敬的长者，奶奶则是那样
的慈祥、勤劳。爷爷和奶奶永远是值得
我们学习的榜样。

每次和姑妈聊到爷爷奶奶，姑妈
总会讲到一个故事：爷爷挑水。我爷
爷（下文中“我爷爷”专指我父亲的亲
生父亲）和爷爷是柘木中学的同事，他
病逝时，姑妈才10岁，父亲更小。他俩
和年迈的曾祖父母、奶奶住在中洲老
家相依为命。那时交通不便，自行车
都是奢侈品，爷爷在工作繁忙之余，常
从四、五十里外的学校步行到老家来
看望他们，看看家里米缸里还有没有
米，厨房里有没有柴，水缸里有没有
水。爷爷因所处时代和工作等原因的
影响，身体一直不太好。有一年寒假，
天气特别冷，道路湿滑不好走，爷爷和
往常一样又来到家中，发现水缸里没
有水，他挑着水桶，走到数里外的长江
边，不辞辛苦地一趟又一趟挑水，直到
水缸里装满了水。姑妈每次讲完这件
事，总会加一句：除了爷爷，没人能做
到这一点。当时我爷爷去世后，与很
多人都断了往来，除了爷爷。若不是
爷爷和奶奶数十年如一日的关照，不
知道我们现在会怎样……

我小时候好奇，常想为什么我还
有个和我不同姓的爷爷，父亲还经常
带着我去县城看望爷爷和奶奶。等我
稍微长大点，父亲告诉我，爷爷和奶奶
是我们家的恩人。在父亲年幼时，国
家还是计划经济，物质紧缺，家里缺衣
少粮，爷爷自己6个子女家大口阔，还
时不时挤出粮票、油票来支援我爸爸
和姑妈的生活。我爷爷1960年秋去世时，国家还没有抚
恤金制度，爷爷会在学校勤工俭学收入中挤出一点，给我
爸爸和姑妈适当接济。1968年春，听说国家干部遗属可
享受抚恤金待遇，爷爷冒着风险到我家所在的生产大队，
为我家写家庭状况证明材料（主要是丧失劳动能力的曾
祖父母及年幼的姑妈、父亲）。后又到中洲公社、尺八镇
等办事单位签字盖章，最后亲自上报县里，为我们全家老
小办妥了抚恤金。钱虽不多，但这一点抚恤金，在那个
困难年代，对一个困难家庭来说，真是救命钱！

我爷爷逝世时，工作关系在柘木中学，抚恤金只能拨
给柘木中学。后来爷爷考虑到我家离柘木中学太远，请示
县教育局将抚恤金转拨给尺八教育局，方便曾祖父按月领
取。姑妈说，只有爷爷才会考虑得这么周到。曾祖父总把
爷爷记在心上，他临终前，当爷爷来看他，曾祖父拉着爷爷
的手，含泪表达了他多年来对爷爷的那份感激之情。

父亲每次去爷爷家，奶奶总会为父亲做几样拿手
菜。1975年，在爷爷的帮助下，通过组织推荐，父亲终
于有机会进入监利师范学校学习。毕业后顺利回到中
洲任教，便于照顾年迈的曾祖父母。爷爷奶奶的家是
父亲的避风港，爷爷奶奶更是父亲的精神支柱。每当
遇到困难时，父亲会去找爷爷、奶奶倾诉，爷爷能帮忙
的都会尽力帮忙。或者经爷爷、奶奶一番开导，父亲心
情就舒畅多了。在父亲心里，爷爷、奶奶不是亲父母，
却胜似亲父母。

除了姑妈和父亲带给我关于爷爷、奶奶的印象以及
小时候接触爷爷、奶奶时产生的直观感受，特别是高中三
年，也让我对爷爷、奶奶有了更近一步的了解。

1995年，我考上了监利一中。周末学校放假，我经常
去爷爷、奶奶家玩。爷爷住在监利师范学校宿舍楼内，是
一个小套间，生活非常简朴。客厅里摆放着一台小电视
机，一个沙发、加上餐桌。在我印象中，从来没见爷爷看
过电视。据父亲讲，爷爷看电视主要就看看新闻联播。
家中主卧里除了一张床外，里面还有套老式书桌椅，一排
书柜，一张躺椅。我当时最羡慕的就是这排书柜，这应该
算是我迄今为止见过的家里面书籍摆放最多的书柜了，
我也经常在书柜里翻阅。爷爷的生活很有规律，早上去
操场上散步，我通常过去时爷爷正好散完步，偶尔也会陪
爷爷走一圈。吃完午饭，爷爷会午休，我也会在小卧室的
床上休息，晚饭后我再返回学校。

奶奶总是忙忙碌碌的，穿梭在厨房、阳台以及一个和
家里还有些距离的小菜园之间。奶奶手艺很好，做的菜
色香味俱全。记得奶奶做的有些菜放了香油，我当时以
为是放了香油才会那么好吃。但是后来发现我或其他人
做菜，不管怎么放香油都没有那个味道，甚至还让我产生
了对香油的厌恶，怎么就和奶奶做的味道不一样呢。每
次爷爷、奶奶总会让我多吃点，我当时正是能吃的时候，
但是我总舍不得吃太多，我怕我真吃的话，一个人能把爷
爷、奶奶的份全给吃没了。

爷爷对我从来都是赞扬，不管在谁面前都是如此。
一方面激励我不断进取，另一方面也鼓励我保持努力。
每当我在学业上、事业上取得某些成就时，爷爷打心眼
的为我高兴。每当见到我和爱人及子女，爷爷更是高兴
的合不拢嘴。但有一次，爷爷对我的一个指正令我印象
深刻。一次，我跟着奶奶去菜园干活，奶奶拔了好几根
萝卜，她让我将萝卜叶切掉，方便带回家。我干活少，没
什么经验，当时我拿起刀，用砍柴的动作将一根根萝卜
的叶子砍掉了。回到家中，聊到这件事，我说我去砍萝
卜叶了，爷爷笑着说，怎么是砍呢，应该是切吧。

爷爷身材高大、腰背挺拔，神态温和且满腹经纶的
形象，是我心目中教育家的标准形象，无人能超越他。

今年8月是爷爷的90大寿，祝愿爷爷永远健康！我
们远在千里之外的一大家子常想念爷爷，更怀念奶奶。
遗憾的是奶奶已经辞世，但愿她在天堂，一切安好！

石码头位于毛家口集镇东郊，地处四湖
总干渠及其支流内荆河的交汇处，因地理环
境和码头建筑物而得名。

相传，元末明初，毛家口集镇之东有一
隅，地势较高，为人们避水患之佳处。一时
间，外地逃荒难民、远近农夫渔户都争相在此
落籍。据当地《杨氏族谱》和当地《朱氏族谱》
所载：明洪武年间，江西填湖广，有朱、杨、刘、
何、曾等姓氏先后定居于此。于是，便产生了
朱戏湾、杨林垸、刘家小垸、何家湾、曾家垴等
居民墩台。杨林垸和朱戏湾为邻居，仅有一
条巷子之隔。朱、杨两姓先民们依河堤而居，
为挑水、下河淘洗、下河捕捞之便，利用砖块、
碎石、瓦砾等材料垒成一座简易的人工码头，
码头有三十六级。至清朝道光年间，监利朱
河乃湾村翰林墩有一名京官名朱材哲捐资，
从湖南华容运来条石，将原有码头改建为四
十八级石头码头。为给码头命名，朱材哲花
了一番心事。一开始叫“朱家码头”，但又考
虑到杨姓有想法；再叫“朱杨码头”，又觉得其
谐音不雅；为做到大雅、公平，最后才以码头
的材质为由，确定叫“石码头”。

旧时，“石码头”不仅是一方乡民的生活
码头，也是毛家口地区重要的商业码头。旧
时，陆地交通条件落后，商品货物的流通主要
靠水运。据有关史料记载：毛家口集镇早在
晋朝时，就有渔户定居。唐末宋初设港口码
头，明初建成三里小街。一时，毛家口集镇商
贾云集，市井繁华，集镇依内荆河而建，水运
发达。由于商船往来甚多，内荆河水域面积
有限，毛家口码头出现了拥挤不堪的现象。
为保障水运畅通，减缓商船拥挤的情况，有部
分商船便停靠在石码头。从此，石码头便成
了毛家口第二座水运码头，直到解放后才渐
渐取缔其商业作用。

毛市镇“石码头”红色基因深厚，浓缩了

毛家口人民革命战争历史。1928年，党中央
决定派周逸群与贺龙前往湘鄂边区，支援和
壮大武装斗争的革命力量。在湘鄂边活动期
间，贺龙、周逸群带领部队开展武装斗争，沉
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及地方反动势力的嚣
张气焰，洪湖地区、监利县境内，升起了工农
武装割据的旗帜。在毛家口境内留下了可歌
可泣的红色故事。

1927年3月，毛家口农民协会在此（杨承
英家）成立。1928年冬，毛家口党总支在此
（杨承英家）成立。1929年7月，监利县委确
定毛家口党总支为“毛市中心党支部”，直属
县领导。1930年10月，监利县委将毛市中心
党组织改建为“毛家口区委”，亦称“监利三
区”，下辖7个乡总支。

在这片红色热土上，发生过许多可歌可
泣的革命故事。当年，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交通
部长陈克昌（毛市街道人），在毛家口石码头频
繁的进行过革命活动。1931年，监利三区区委
书记杨子贞（分盐杨长人），因叛徒出卖，在铁嘴
湖芦苇丛中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时年9月，
在洪湖瞿家湾英勇就义，享年23岁。解放后，
人们将杨子贞的妻子《哭夫杨子贞》进行收集整
理，撰写成《花鼓词·悲腔》：上孝堂，见血灵，
珠泪滚滚；哭一声，杨子珍，奴的夫君；大眼
光，找出路，革命办定；打毛市，和周老，指挥
前行……至今在毛市、分盐地域流行。

1928年元月18日晚，贺龙、周逸群等10
余人，乘坐一艘从武汉溯江而上的小火轮，准
备直奔津市。当他们路经监利观音洲码头时，
听船工说，观音洲有一支国民党团方队，备有
不少枪支弹药。贺龙与周逸群决定去“借
枪”。贺龙、周逸群来到团部，亮明了自己的身
份，毫无准备的团访队长肖仪卿毫无准备，吓
得瘫痪在地。乖乖交出了长枪8支，驳壳枪4
支，子弹200多发，贺龙还打了借条。之后贺

龙、周逸群迅速赶往洪湖，途中，在毛家口石码
头地下党员杨承英家中停留一会，询问了毛家
口革命斗争情况后，便直奔洪湖。

1930年11月，监利游击大队队长彭国
材，率部攻打毛家口，在石码头地下党员杨承
英家设立作战指挥部。1945年8月23日，新
四军襄南军分区司令伍绍南等，率部攻打毛
家口，又在杨承英家设立作战指挥部。1947
年7月27日，监利游击大队指挥长赖玉昆、副
政委李秉范，率部奇袭毛家口，作战指挥部也
设立在石码头杨承英家。

因为“石码头”的产生，当地便成了“石码
头”墩台，整个村子被命名为“石码村”。清朝
时期，石码村属中总北州里；民国时期，属监
利县第一区毛家口保；1950年，称毛市区石
码头村；1958年，设立石码大队；1960年，属
毛市区新河高级社管辖；1969年，属毛市区
新河公社管辖；1984年，属毛市区新河乡管
辖；1987年后，改称毛市镇石码村；2017年，
行政村调整合并，并孟河村、义兴村、石码村
为现今石码村。

现今的石码村辖12个村民小组，总户数
1060户，总人口4820人，耕地面积7823.56
亩。由原孟河村黄东湾、六湾、蒋家台、干堤
上，原石码村公益棚、石码头、朱戏湾、刘家小
垸，原义兴村何家场、沙岭上共10个自然墩台
组成。

石码村跨四湖总干渠两岸，东邻福田
镇项阳村和黄金村，西接毛市集镇，南靠
随岳高速公路监利连接线，北毗分盐镇关
庙村。随岳高速公路穿境而过，毛福柳公
路贯穿东西，石码大桥链接四湖南北，区
位优势明显。

石码村产业发展多元化，全村60%的村
民外出经营面点馒头生意，从事农业、养殖
业的村民占30%，还有少数村民从事建筑

业、在县镇市场经商、打零工等。石码村既
是一个古老的村落，又是仙洪新农村建设实
验区的示范村。现今的石码村地域广阔，产
业丰富，村容村貌光洁如亮，人居环境优美，
民风淳朴，是人们宜居宜行、繁衍生息的理
想家园。

现今的石码头村，早已被湖北省纳入仙
洪新农村实验区之列。村容村貌，焕然一
新。村排岸际，天蓝水清。村庄高楼林立，村
路宽阔，四通八达。村域环境优雅，绿树成
荫，花木绽香。随岳高速公路呈南北向穿境
而过，省道黄观公路贯通村域东西，新建的毛
市大桥飞架四湖南北，天堑变通途，交通区位
优势明显。

为传承红色历史，弘扬革命传统精神，毛
市镇政府高瞻远瞩，在此地打造红色教育基
地。基地占地面积75亩，总投资额125万
元。建设内容包括栽植各类景观、果树共计
1027株，铺设草坪4000平方米，游园路铺装
1500平方米，石凳五套、长椅六套，木质栈道、
栏架各一项，六角亭一套，健身器材两套。此
外，在基地显目处树立一块石碑，镌刻“石码
头”的来历。利用基地周围民居的墙壁，书写
湘鄂西革命历史和监利毛市革命历史。

痛思血染洪湖水，深感魂依石码头。毛
市镇石码头，虽然在中国地理版图上名不见
经卷，但在革命战争年代，它是湘鄂西革命根
据地的一部分。倾力打造石码头红色基地，
仿佛把人们带到了那烽火连天、硝烟弥漫的
战场，让人们重温了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
程，感受到了革命先辈的艰苦奋斗、舍生忘
死、慷慨赴难的革命精神。深感革命成功，新
中国建立来之不易，深刻体会到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的真谛。

（作者系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中
华诗词学会会员，湖北省楹联学会会员。）

石码头印象
□ 李珍文

乐天而行的“游大脚”
□ 邓 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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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利县福友水产有限公司，因保管不善，
不慎遗失登记坐落为监利县大垸农场人民
管理区曙光路，土地证号为 310132007—1，
土地使用权面积35496.10平方米；房产证号
为0700027，建筑面积2393.97平方米。根据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
条的规定申请补发，现声明该不动产权证书
作废。

监利市沃德工贸有限公司，因保管不善，
不慎遗失坐落于监利市章华大道的不动产权
证书，不动产证书号为鄂（2023）监利市不动产
权第 0007867 号，土地使用权面积 14000.07
平方米；不动产证书号为鄂（2022）监利市不动
产权证第0021413号，建筑面积5750.40平方
米。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

二十二条的规定申请补发，现声明该不动产权
证书作废。

李伟，因保管不善，不慎遗失登记坐落为
监利市容城镇后街，使用权人为李新成的不
动产权证书，证号为 010203063 号。根据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
条的规定申请补发，现声明该不动产权证书
作废。

刘铁成，因保管不善，不慎遗失登记坐落为
监利市容城镇建设二巷的土地使用证和房屋所
有权证，证号分别为010305095号、3—6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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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 款 人 李 良 永 （ 身 份 证 号 ：
421023198004238519）及其配偶何美红（身份证

号：421023197806058128）于2013年 9月 13日
在监利市住房公积金中心申请公积金贷款（贷
款编号：20130400198），并已于2022年3月2日
结清该笔贷款。借款人在银行领取房屋预告登
记证明后不慎将其遗失（登记证明编号：监房预
容字第2013009号），特此声明。

监利市住房公积金中心
2023年6月29日

遗失补发《不动产权证书》公告
监利县福友水产有限公司，因保管不善，不

慎遗失坐落于监利县大垸农场人民管理区曙
光路，土地证号为 310132007—1，土地使用
权 面 积 35496.10 平 方 米 ；房 产 证 号 为
0700027，建筑面积2393.97平方米。现权利
人已在《荆州日报·监利新闻》上刊登遗失声
明，并申请补发。如有异议，请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向监利市不动产登记
中心提交书面材料。期满无异议，将依法为其

补发，原证书作废。
监利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3年6月19日

监利市沃德工贸有限公司，因保管不善，
不慎遗失坐落于监利市章华大道的不动产权
证书，不动产证书号为鄂（2023）监利市不动产
权第 0007867 号，土地使用权面积 14000.07
平方米；不动产证书号为鄂（2022）监利市不动
产权证第0021413号，建筑面积5750.40平方
米。现权利人已在《荆州日报·监利新闻》上刊
登遗失声明，并申请补发。如有异议，请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向监利市不
动产登记中心提交书面材料。期满无异议，将
依法为其补发，原证书作废。

监利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3年6月21日

李伟，因保管不善，不慎遗失登记坐落为监

利市容城镇后街，使用权人为李新成的不动产权
证书，证号为010203063号。现权利人已在《荆
州日报·监利新闻》上刊登遗失声明，并申请补
发。如有异议，请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个工
作日内向监利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提交书面材
料。期满无异议，将依法为其补发，原证书作废。

监利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3年6月25日

刘铁成，因保管不善，不慎遗失登记坐落为
监利市容城镇建设二巷的土地使用证和房屋所
有权证，证号分别为010305095号、3—680—1
号。现权利人已在《荆州日报·监利新闻》上刊
登遗失声明，并申请补发。如有异议，请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向监利市不动产
登记中心提交书面材料。期满无异议，将依法
为其补发，原证书作废。

监利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3年6月29日

遗失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