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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节快到了，作为教师的我，更加怀念
起自己的恩师啊！

小时候，由于家境贫寒，读书断断续续，但
有幸遇到了几位恩师。他们的教育让我终生
难忘，无一不在引领我的人生，恩师的形象始
终给我以力量！

一
那是20世纪60年代，我在爵一大队（现

在何李村的爵一墩）的小学堂里读书。那是一
家大户人家的房子，高大宽敞。几个年级的孩
子就挤在两间大一点的房间里，教室的干墙是
泥砖塞满木柱的墙壁，坐的是“抗大式”的桌椅
（泥砖砌台，木板搭面），教书先生就是邻墩台
的一位李老师。李老师教我们认字，读报，读
一首诗词，有时还让我们抄写报纸上的一小段
文字，有时还要求背诵。

课堂上，李老师总是带着我们一句一句地
读，那时不学拼音，只认汉字，老师不厌其烦地
带读，我们也读得很认真。虽然是地方话，句
子的意思也不明白，但是我们读得津津有味，
按照要求背书。有些字也有误读，如：“仍”

“缚”等，我们当时读成了“nai”和“bo”。如今
回想起来，也理解老师的苦衷，他们也没有学
习汉语拼音，况且我们临近湖南，不免也带有
湖南的方言。

李老师还教我们写毛笔字，他的正楷字写
得端正平稳，由描红、发“引本”到临帖，一步一
步教得到位，我的毛笔字也是那时打下的基础
啊！

李老师教我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纯
粹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他的谆谆教诲
令我终身受益。

二
周玲老师，一张圆脸，皮肤白里透红，扎

着两根短辫，说话清脆而响亮，眼神里常常显
露出活泼而坚定的神色。一个小故事出自她
之口总是那么生动风趣，我常常被她的演讲
所感动。她写的钢笔字别有一番风味，那方
块形的结构，遒劲有力的笔画，那“一捺”带有
向上“一波”的特征，字显得平稳而活泼，从而
体现她沉稳、刚毅、活泼的性格。她的钢笔字
和毛笔字我很是崇拜，曾一度模仿，以致作业
本上都出现那样的字体。有人问我学的是不
是周玲老师的字，虽然我没有说什么，但心里
认定还是周老师的字好看！

我生性内向、胆小、不善表达，遇事谨小慎
微。周玲老师总是在教学中开导我，教育我要
挑战自我，勇敢大方，今后要在社会上立足做
人，必须勇敢地面对生活。那时的我，学习有
点跟不上，学业感到吃力，周老师发现后就给
我以鼓励，辅导我的学习，让我将知识都理解
透彻，让我树立了信心，增强了克服困难的勇
气。在周老师的教导下，那一年我的学习成绩
跃入甲等行列，我感到特别开心，非常感谢周
老师，是她让我感受到了学习的乐趣。

我家离学校有三里多路，吃完早饭后便要
踏上上学的路。按照季节不同，我吃中餐有时
自己“包饭”，有时也带点菜在学校食堂就餐。
吃饭时，周老师还把自己仅有的一份菜分给我
吃，时常问我是否吃饱。一句问候，一句叮嘱，
无一不体现了她对学生的关怀！

作为一名在教育战线上辛勤耕耘的周老
师，每次去她父母住的万兴村时，必定要经过
我的家门。平日里，她会在我家的门口稍作停

留，享受片刻的宁静和休憩，同时也不忘关心
我的学习情况，歇息的间隙总是会向我询问学
校里的学习进度，如何管理好自己的学习时
间。除此之外，周老师还非常关注我的学习生
活，针对我的学习需求和遇到的问题，她总是
耐心指导我如何完成作业，并且积极鼓励我学
英语，不厌其烦地教我学英语单词。在过去的
几十年岁月里，那些和周老师一起度过的美好
时光，总是会让我心潮澎湃，历历在目。尽管
当时的我对英语的学习朦朦胧胧，对周老师所
说的英语还是一知半解，但是我能够深深地体
会到周老师对我的一片真诚的关爱和悉心的
指导。

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不知道周老师去了什
么地方。而今的我，对周老师仍是一片深深地
怀念。

三
我读初中时，有位吴兴旺老师，他写得

一手好字，以草书和美术字见长，常常见他
出刊时画刊头，题写“文题”。他擅长刻写钢
板，那蜡纸上的字和画自成一体，独具风
格。常常在放学后，他要我留下来“刻钢
板”。应该说我的钢笔字是周老师与吴老师
两种字体的结合，由于经常刻写钢板，练就
了一手比较规范的字，那右手中指捏笔的

“硬茧”好多年都没有消失。
我记忆中的张耐夫、刘正亚、陈武昌等教

语文的老师，他们都是我心目中的才子，他们
的言行举止和高尚的品德都给我留下了无比
深刻的印象。我经常听说他们努力采写先进
典型人物的材料，积极推动社会进步，我也经
常看到他们热爱阅读的《解放军文艺》。尽管

我当时年纪尚小，对写作了解甚少，但这些老
师的热情激发了我对作文的兴趣。练字和写
作逐渐成为了我一生的爱好，这其中无一不受
到这些老师潜移默化的影响。

四
我学识疏浅，见识面窄，民间礼仪知晓甚

微。很早就步入讲台的我对民风民俗是一窍
不通。那些年我还年轻，随同本村的李老师去
给人家帮忙。墩台上定亲发八字上门填庚书
的，亲事说好后领席写请帖的，结婚之前写报
期书字的，婚期行书走柬，写对联，知宾陪客，
接送“上亲”，恭席座谈等等，都要接李老师到
场。他为人随和、谦逊，墩上的大小事少不了
他。他经常带我参与一些活动，由于李老师的
言传身教，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虽然学得
慢，但我注意积累，逐渐衔接，形成自己的“简
易礼节”。李老师为人言语不多，且待人诚恳，
令人敬佩。他引导我学到了一些乡村礼仪常
识，也留存了一本乡村礼仪的小册子。他老人
家可以说是乡村民风民俗的传播人！

这些对学生全方位关怀的良师，他们
的教育关怀无微不至，深深地烙印在我心
中。在我的教育生涯中，我一面毫无保留
地为学生传授知识，一面也坚持自学，不断
自我提升。我下定决心，要把这些恩师们
对事业的忠诚、对教育的热爱以及对教育
的执着，以我自己的方式发扬光大，以此作
为激励和鞭策。我对自己要求严格，持续
加强学习，不断提升自我。在人生的征途
上，我不断演绎着精彩纷呈的故事，始终抱
着积极向上的精神，始终向着更高的目标
前进，不断攀登人生的高峰。

难忘恩师
□ 曾繁华

承包鱼塘

小朱来到这个村子里，承包了十亩鱼
塘。让小朱没想到的是，村子附近的钓客真
不少。钓客们根本不把小朱这个外地人放在
眼里，在塘边随便停车，便抛线垂钓。小朱赶
钓客们走，钓客反倒说小朱的不是。强龙压
不过地头蛇，小朱一时也没有什么办法。好
在小朱的几万尾小鱼苗刚放下去没几天，没
什么大鱼，钓客们不久便怏怏而去。

第二年秋冬之际，钓客们知道鱼儿肥了，
又都冒出来了。小朱急成了热锅上的蚂蚁，
赶走一个，又来一个。小朱灵机一动，宣布收
费！小朱在路口竖起一块木牌，上面写着：钓
鱼一天，收费一百元。

很多钓客不答应，嫌收费贵了。小朱
说：“你们都是钓鱼高手，一天能钓我几十
斤鱼，你们还嫌贵？”有的钓客趁小朱午休
时，钓了大鱼就跑路，等小朱起床时，河边
哪里还剩几个人？剩下的人也坚持说没有
钓到大鱼，不肯给一百元，只愿意给十元。
小朱怒气冲天，提起其中一个胖子的鱼篓
看了看，里面果然只有几条小鲫鱼。胖子
斜着眼睛讥笑道：“你这外地傻子，还不
信？”小朱正在气头上，忍无可忍，抡起拳头
给了胖子一拳。胖子一个趔趄掉进了鱼塘
里。爬起来后，成了泥人。胖子红着眼睛
跟小朱厮打在一起，幸亏村主任路过，跑过
来解开了俩人。村主任解决的方案是：小
朱不收胖子的钓鱼费，还送上两条大青鱼
作为补偿。胖子也不再追究小朱先打人的
责任。

第二天，小朱找到了村主任。小朱的意
思是请村主任帮自己每天驱赶这些垂钓者，
报酬是年底获利的五分之一。村主任笑而不
答。过了几天，路口的牌子上换了字：鱼塘属
村主任，禁止钓鱼！钓客们都惧怕村主任，不
敢再来。村主任自己则从家里拿来鱼竿，坐
在塘边钓鱼，而且钓上来的都是二十多斤的
大青鱼。小朱对村主任的钓技赞不绝口。几
天后，小朱看着村主任每天提回去的大鱼，心
如火燎，只盼村主任快点走，别再来了。

小朱孤苦伶仃地守了这口鱼塘两年，
眼看要收获了，现在倒好，赶走了一群狼，
又来了一只虎！小朱看天气似乎要下雪
了，便走到村里，想找几个人下河拉网捞
鱼。偏偏，小朱在村里遇到的第一个人就
是村主任，但小朱懒得搭理他。村主任笑
嘻嘻地过来说：“找谁呢？”小朱抬起头：“找
人拉网捞鱼。”村长拍着小朱的肩膀说：“别
忘了，五分之一。”小朱没有吭声，朝前面走
去。小朱找齐了五个人，约定明天早上到

水塘边集合。第二天，大家都来了，可那些
招人厌的钓客也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了，
个个垂涎欲滴似的。此时，村主任也来了，
大声呵斥了这群不劳而获的钓客，钓客们
才灰溜溜地走了。

小朱看了村主任一眼，没有说话，转身穿
上水衣，与大家一起拉网下河。几个小时后，
几个鱼贩子开着车来了，小朱不慌不忙地将
鱼过磅后，卖给了鱼贩子。傍晚，小朱数着钞
票，总共有九万八千三百元。小朱乐呵呵地
刚躺下，就听见了敲门声，开门一看，是村
长。村主任说了一番话，大意是说他最近在
这鱼塘钓的鱼，都送给了城里的鱼贩子。今
天招呼鱼贩子来，也是他打的电话。他观察
小朱很久了，认为小朱很可靠，值得帮扶。他
还说了村里正在进行新农村建设，就是需要
像小朱这样敢干、能吃苦的年轻人，问小朱想
不想扩大承包面积。小朱此时才豁然开朗，
高兴地回道：“愿意！”

说 法

村子里的蔬菜地经常遭受缺水之苦，作
为村主任，李明为了解决水资源匮乏的问题，
决定将老山沟里那条小溪的水引到菜地里
来。可这需要铺设水管、购买增压泵等设备，
算下来要花费近5万元。

李明挨家挨户给乡亲们做思想工作，大家
都对村主任这一提议表示支持。偏偏有一个
倔老头老张，固执地吼道：“我家穷得叮当响，
哪有闲钱给你们搞建设？”李明摇着头走了。

几天后，李明带着村里的壮实劳动力进
山沟开始了作业。他们需要开挖出一条渠
道，尽管工作量很大，但通过十多天的不懈努
力，最终成功地将溪水引到了蓄水池，然后通
过水泵将水抽到田间地头。

喝到了溪水的菜地绿油油，长势喜人，村
民们喜笑颜开。只有老张在地头徘徊，看着
自家菜地，眼里尽是饥渴，但自己既没有出
钱，又没有出力，哪里好意思去接水？

却不想，李明笑着朝老张走了过来，身后
还拉着一根长长的水管：“张伯，我给你把水
管也架起来。”

老张嗫嚅着：“这……”李明说：“我知道，
张伯你先用水吧，菜地等不起。”

傍晚，老张来到了村委会，掏出皱巴巴的
一千元钱，说：“村主任，之前是我不对。”李明
推了推老张的手，微笑道：“张伯，钱您就拿回
去吧，我已经帮您出过了。”

老张愕然道：“这，没个说法啊？”
“咋没说法？”李明深情地说，“我七岁那

年，夜晚得了急病，是谁背着我跑了十多公里
去镇上卫生院才抢回来一条命？”

土鸡蛋

小王开了一家蛋糕小店，生意一直不
错。当初他选在这里开店，就是看中附近有
菜市场，人流量大，自己购买食材也方便。

每天早上六点整，小王都会来到菜市场买
一些鸡蛋、面粉等食材。菜市场门口经常出现
一个摆地摊的老太太，老太太脚边放着一篮子
鸡蛋，鸡蛋下面还垫着杂乱的稻草。小王一看
是土鸡蛋，问怎么卖。老太太说：“自家散养
的，一块五一个。”小王笑笑，全买下了。

一天早上，小王碰到了晨跑归来的老顾
客小韩。小韩见他提着几十个鸡蛋，问他哪
儿买的。小王如实回答。小韩摇摇头，说：

“以后可别买了，老太婆卖的全是假土鸡蛋。”
小王很纳闷，挠着头说：“你怎么知

道？”小韩说：“我在永安超市上班，老太婆
隔三岔五来我们店里买鸡蛋，专挑小的
买。”“你是说，我被骗了？”小王不敢相信的
问道。小韩认真地点头：“对，老太婆就是
个骗子。”小王呵呵一笑：“什么骗子不骗
子，不就想多赚一点钱嘛。”

第二天，小韩来店里买蛋糕，又对小王
说：“我想给报社打热线电话，让他们曝光卖
假鸡蛋的老太婆。”

小王皱皱眉，回道：“还是算了吧，实话对
你说，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老太太卖的是洋鸡
蛋。”小韩惊讶地问：“那你还买？”

小王感慨地说：“老太太一辈子没结婚，
去年家里失火，东西都被烧了。七十多岁的
人了，还能做什么呢？无奈之下，只能倒腾卖
些鸡蛋维持生计。”

“原来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
挨呀。”小韩明白过来以后，带着几分感动看
着小王。

檀 树

张老汉的家门口有一棵檀树，是他出生
时，祖父栽下的。如今檀树生长的枝繁叶茂，
腰身也很粗壮了。

那年，城里来了一个胖乎乎的商人，一笑
起来，脸上的肉褶一叠一叠的。

胖商人跑到张老汉面前说：“大爷，这树
卖给我吧！我给五千！”

张老汉斜着眼睛说：“你买去干什么？”
胖商人说：“嘿嘿，栽到院子里。”
张老汉冷笑着说：“我看你是想砍了它

做家具吧？这檀树是我的命根子，多少钱都
不卖。”

说完，张老汉走进屋子，不再搭理胖商
人。胖商人只有灰溜溜地走了。

又过了一年，有施工人员来找张老汉，大

意是说高速路要经过这里，必须砍掉这棵树，
补偿一千块。

张老汉嗤之以鼻地说：“这檀树是我的命
根子。甭说一千，就是一万我也不卖。”

一年后，高速从邻村通过。消息传来，乡
亲们都絮絮叨叨地埋怨他，都说是他的檀树
害的。张老汉也不与人争辩，他望着檀树的
眼神里满是柔情。

这年夏天，村里刘哥的女儿小南考上了
大学，家里却筹不齐学费，急得团团转。

张老汉听说后，去城里找到了胖商人，三
千元把檀树卖了。

夜晚，张老汉来到刘哥家，将三千元交给
他。刘哥不肯接钱，说：“这是拿您的命根子
换的，我不能要。”

张老汉说：“我都是黄土埋半截的人了，
我的命根子没有娃的前途重要。小南是咱村
里考出的第一个大学生，我要奖励她……”

摆 渡

多年来，我常梦到一个叫蕙蕙的女子。
她还是当年的模样，齐耳短发，眉眼弯弯，穿
着干净的白衬衫、湛蓝的帆布鞋。我俩同桌，
因为年纪尚小，懵懂而羞涩寡言。

高一的那个暑假，特别漫长。我知道她
喜欢吃莲子，特地采摘了很多，晒干了准备
送给她。

九月开学时，迎来的却是她转学的消
息。没有她的消息，我无心学习，辍学回家，
跟着一个伯伯学习渡船。因为我打听到，这
是她家通往外界的必经之路。

伯伯年纪大了，只能坐在河边看白鹤起
舞、芦苇抽芽，撑篙的任务，就完全落在了我
的身上。我每天将船摆过来摆过去，只希望
有一天能摆到她。

两千多个日升月落，我已成为大龄单身
青年，还是没有等到她来。我依然摆渡，为了
那份渐渐渺茫的期待。

荷花灼灼的黄昏，我正准备收篙，一个穿
白色连衣裙，牵着一个漂亮小女孩的女人走
了过来，她只轻轻说了一句：“去河的对岸。”
我就惊喜地叫出声来：“蕙蕙！”

我有千言万语，但看到那个小女孩，都没
有说出口。

船靠了岸，我冲着她渐渐远去的背影，大
声喊道：“蕙蕙，你一定要幸福啊！”

我觉得自己也到岸了。
我放下撑篙，很快就成了家。
直到多年后，才听说蕙蕙患白血病去世

了。她不曾结婚，更不曾有过孩子。我蓦然
想起那个荷花灼灼的黄昏。那天，哪里是我
在摆渡蕙蕙，分明是蕙蕙专程回来摆渡我的。

世相小小说小辑
□ 季 湘

总想写点纪念李相树老师的文字，这
是我心愿。无数次提笔又放下，只是苦苦
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表达我对李老师的
那份无限感激敬意。

近来，随着岁月的增长，沉淀在心中
那种对李老师无限的感激思念之情，就像
一粒生长的种子，在我心间生根发芽，开
枝散叶。李老师的音容笑貌，总是浮现在
我的眼前，愈久愈清晰。他站在那方窄窄
的讲台上，给我们上课的潇洒模样，多少
次在睡梦中都能见到。仿佛又回到那间
教室，望着他手拿书本，举着教鞭，在时而
安静、时而吵闹的教室里朗声讲课。

仔细想想，从小学到高中，教过我的
老师很多。或许是时间太过遥远，又或
许更多的是那时年少无知，大部分的老
师在我的记忆里，都只是风轻云淡了。
有的老师还能留下一点模糊的影子，姓
名大都记不起来了，但唯独对我初二时
的班主任、数学老师李相树，却不曾有过
片刻的忘怀。

记得那是县里恢复中考前的头一
年。当时公社中学为了迎接全县（1978
年）的第一次中考，将分散在各大队初一
年级的学生通过统一考试，选拔出两个班
成绩稍好的学生（约120多人），集中到公
社驻地何堡中学就读，准备迎接全县来年
的统一中考。那年我有幸考入了李相树
老师的班级。于是，便有了和李老师那段
朝夕相处、刻骨铭心的一份师生情谊。

记忆里，李老师是一位非常睿智与果断的老师。看
上去也不多和我父亲年岁相仿，一头乌黑的头发，梳理得
整整齐齐。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透射出一股和蔼而
智慧的光芒。他看着我们的时候，脸上就流露出一脸的
慈祥与笑意。他高大的身躯，可能是因劳累过度，显得有
些佝偻。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他穿着一身深蓝色的中
山装，始终看不到半点灰尘与皱褶，尽管简洁却显得非常

“时尚”与别致。脚下的那双乌黑皮鞋，总是擦得那么光
鲜锃亮。高高地站立在教室讲台上，挥舞手中的粉笔，讲
解着全等三角形的公式，x＋y的定律……在全班60多双
充满求知渴望的眼神中，那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威。他
那绝妙的解答，在我们的眼中是何等风度翩翩，曾引来多
少过往乡村人的羡慕。只要回想起那时的情景，心中就
会有种情不自禁地激动与自豪，进而升腾起一股对李老
师无限的崇拜与敬意。

曾记得，李老师教书工作是多么忙碌与认真。平日
里总看见他手中拿着一本教案，从这个教室匆匆赶到另
一个教室。有时生病了，他还是坚持给学生上完每一节
课程，讲解每一道习题后再去医院输液。

记得那年，可能是李老师患上了严重的感冒，嗓子有
点发不出声音，他就在黑板上认真地写。对一些必须讲
解的定律公式，他仍然坚持讲解。为了让大家听清楚，他
轻轻地走下讲台，和学生们保持最近的距离，在过道里来
回讲说。他的声音如一根羽毛，很轻很轻，轻得我们几乎
很难听清。但是他这种用微弱的声音吃力地一遍一遍地
讲解的样子，在我们那个不容易感动的年龄里，都被他的
行动感动得眼泪夺眶而出。看着他在讲台上的背影，我
默默发誓，一定要好好学习。从此我如同得到了神奇的
力量，用在数学课上的功夫比任何课程都多，数学成绩直
线上升。在开学后不久的重新分班中，他将我留在了初
二（一）班这个最好的班级。而我也没有辜负他的期望。
加强了对其他课程的学习，在第二年的中考中，以优异的
成绩顺利地考入高中学习。

就这样，在短短一年的学习中，李老师既是我们的老
师，辅导我们学习，更是我们的长辈，照顾我的生活起
居。李老师他为我们十多个离校较远住读的学生，用木
棍、木板搭起了住宿的统铺。他用节假日课余时间组织
我们到野外割草砍柴，解决了我们吃饭烧柴的问题。从
饭菜合不合口味，到睡觉习不习惯，不论大事小事，李老
师都是事无巨细，一一挂在心间。

也正是这短短一年和他融洽的师生关系，我才知道
他的家乡就在长江对面的湖南华容，家中除了年迈的父
母，还有和我们一般大小的孩子，在家乡的学校读着小
学、初中。因此他只能在每周的星期六放学之后，踏着落
日的余晖，赶在天黑之前乘船过江回家，照顾年迈的父
母，教育调皮的孩子。巧得是那过江的渡口正在我们大
队，因此他每次回家都陪着我们行走近六公里。一路上，
他询问我们本周还有没有没听懂的课程，还有没有不会
做的习题。有时我们怕他责怪，故意说会。可当他从我
们躲闪的眼神中发现我们不会时，就严肃地批评，告诉我
们不要不懂装懂。然后将我们还不会做的习题边走边
说，一一地进行都解答，直到我们听懂为止。还把在课堂
上没能听懂的重点难点问题给我们重新分析，让我们理
解明白其中演变过程和原理，使我们弄懂弄透本周所学
知识。就这样近一个小时的路程，他将这也当成了我们
的路途课堂。直到我们安全到家，他才登上当天最后一
艘渡船。

暮色中，看着他站在船头上模糊的身影，我不禁在
想，在这波涛汹涌的江面上，前行的渡船不正是老师教书
育人的真实写照么！他用他辛勤的汗水和无私的奉献，
把我们这些无知的学生一趟趟、一代代送向知识的彼
岸。而他家中还有妻儿的等待，父母的期盼！也正是他
这种认真负责的教学精神和生活上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
心，才使我们能够专心学习。一个不到60名学生的班
级，考入高中的却有30余人，升学率达到了50％。也正
因为如此，他也成了当时很有名望的老师。

回首往事，如白驹过隙，眨眼便是一年。一年间，留
下的那些时光难以磨灭的印记，总是在我的眼前浮现。
有欢笑和感动，也有困惑与泪水。

李老师啊，屈指一算，我和您一别40余载，其间我经
常在同学中打听过您的消息，向老师们问起过您的去
处。得知您已于1990年代初期退休后，回到湖南家乡。
而今，您身体可好，身在何处？有时看到晨练的老人，我
甚至会突发奇想，也许和您曾经擦肩而过，或许和您曾经
相互凝视，您可能就生活在和我不远的地方李老师，离
别虽然久长，而我对您敬佩与思念，就如同一坛陈年老
酒，时间越长，越是浓烈、甘醇、绵长。

小小说，自古有之。只是名目不同于今而已，那时名之曰：“笔记小说”。比较著名的有《世说新语》等等。这本书
里面每则故事少则数十字，多则几百字，情节曲折，语言隽永，深得历代文人喜爱。如今的小小说蔚为大观，反映了社
会的各个方面，深受民众喜爱。

有人说：“想得明白就写随笔，想不明白就写小说。”我根据这个“指导思想”，尝试着写了几篇小小说，也写进了自
己的一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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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姣兰、杨和平不慎遗失由监利熙银置
业有限公司开具的定购监利状元园1-1-803
号房公共维修基金收据（第二联）壹份，编号为
NO.7751585，金额：4634.00元（大写肆仟陆
佰叁拾肆圆整）。首付款收据（第三联）壹份，
编号为NO.3606877，金额：309062.00元（大
写叁拾万零玖仟零陆拾贰圆整）。声明作废。

监利市红城乡红星幼儿园不慎遗失民办非
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法人）（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52421023MJH894331R。声明作废。

王佑萍，因保管不善，不慎遗失登记坐落为
监利市容城镇容城大道161号的不动产权证
书，证号为201600109号。现登记权利人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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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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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翠红，因保管不善，不慎遗失登记坐落
为监利市容城镇新华一巷66号的土地使用
证和房屋所有权证，证号分别为010103224
（2）号、201302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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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补发《不动产权证书》公告
王佑萍，因保管不善，不慎遗失登记坐落为

监利市容城镇容城大道161号的不动产权证书，
证号为201600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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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监利市不动产登证中心提交书面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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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

吴翠红，因保管不善，不慎遗失登记坐
落为监利市容城镇新华一巷66号的土地使
用 证 和 房 屋 所 有 权 证 ，证 号 分 别 为
010103224（2）号、201302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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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6日

遗失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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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5117882@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