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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炎热，秋日清冷。陶潜在黄色菊花
下饮酒，自称“羲皇上人”，那种愉悦之情溢
于言表。

秋深了，晚来风急。潇潇秋雨后，天穹愈
加高远湛蓝，山一程，水一程，一只雄鹰俯视着
大地，躇踌满志。山上的枫叶红了，犹如少女
羞涩的脸颊。微风徐来，所有美好不期而至。

赤橙黄绿青蓝紫，被秋天过滤后，只剩
了金灿灿的黄色。金色稻浪翻滚，一台台
农机在广袤的平原上收割稻子。入夜，秋
天与大地窃窃私语，商量几时打开桂花的
香囊。月光下，河流的左岸，被月光镀成
银子一般的白色。

有的游子已经找不到归乡的路，那条路
早已被杂草吞噬。岁月的深处，高高的谷堆
也变成了高山，遮挡了童年的零碎记忆。如

今，游子已把他乡当成故乡。他真正的故乡，
只存在梦中。

清冷冷的弦音从远处传来，这是谁在
弹奏古筝？秋天的灿烂，秋天的唯美，在弦
音中渐渐浮现出一个轮廓。弹奏者有心
事，谁懂？人生难免有风雨，谁无旧事挂心
头？当所有的悲欢沉淀后，已成人生的隐
喻和秘密，那时必有能力，淡然接纳命运的
捉弄与善意。

《唐多令》云：“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
秋。年事梦中休，花空烟水流。”秋水荡
漾，离愁别恨，顿然涌上心头。然而唐人
刘宾客在秋天不悲伤，反而品咂出来其中
的况味。他说：“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
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
碧霄。”他很讨厌自古以来文人墨客的悲

秋情结，偏要反其道而行之，指出天高气
爽的秋天使人心胸开阔，更有诗意。诗里
面的“鹤”就是他的形象，面对黑恶势力从
未低头。一个人果真有志气，便有奋斗精
神，才不会感到寂寞。

人生的秋日，应该学会旷达、摒弃浮躁，
充实生活、坚定信心，肩负着家庭的责任，奋
力向前，直到完成任务。

山有山的巍峨，水有一水的柔情。在人
们漫长的一生中，必然经历稚嫩的童年，阳光
的少年，沉稳的中年。一步一步，不能急躁，
不可缺失。

秋意散落在江湖诗人的集子里，在字
句的罅隙中探出头来，唯美清爽，婉约灵
动。正如唐人王维笔下的诗句“空山新雨
后，天气晚来秋”，多么清新凉爽，是一幅流

金叠翠的简笔画。
秋风清，秋月明，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

惊。秋天是被神灵咬碎的黄昏。情愿被秋天
卷起，卷进温柔的风里，回归橘柚味的拥抱
里。我相信，夏日里积存的遗憾一定会被秋
风化解。那时月很圆，蟹已熟，桂花馥郁，此
时的秋日是最值得赏乐的。

每个人到了人生的秋季，也必然经历过
酸甜苦辣的事情，心境由躁动转为淡定。人
活一辈子，要活出质量来，潇洒一点，用自己
的行动去诠释自己的语言。

秋天的静美，属于高洁的人。不恨往昔，
不困于情，相信未来，人生会更辽阔。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报告文
学学会会员、中国明史学会会员、湖北省作家
协会会员、中国著作权学会会员。）

秋日暖阳抚我心
□ 安 频

“割收唯恐慢乡邻，秋动声声感物新。”
又到丰收季，喜话丰收年。步入乡村田园，
到处一派丰收的景象。一望无垠的稻田里
翻滚着金色的波浪；连片的虾池波光粼
粼，鱼翔浅底；荷塘里黑色的莲子响壳了，
正忙收获；农家的果园里橙黄橘绿，菜园
里秋菜正旺。好一幅向村而行、乡村振兴的
壮丽图景。

君不见，“共同缔造”的春风吹绿了田
野。那一条条“格子路”“改线路”“生产
路”都汇集成了村民的“共富路”“生财路”，
路上演奏着田园的“丰收曲”，庄稼人的农

副产品从小路进入“快车道”，“购销两旺”
的乡民运进卖出，丰收的喜悦写在微笑的
脸上。路，化解了种田人的难题。路，畅通
了农家增收的渠道。谈及今年的年景，王
老汉的脸上堆满了笑意。他说，今年风调
雨顺，中稻大丰收，小龙虾平稳增产，多谢
国家制定的利好政策，自己也算个“丰收
之家”。

君不见，产业发展成了撬动地方经济的
杠杆。“生态农业园”“水稻+养殖”“水稻+蔬
菜”“自助农家乐”“农家小院”等产业遍地兴
起，向科学种养而行，产业让农村人有了就业

之地，拓宽了增收渠道。“种植+收购”的杨老
板，四处跑乡，农忙种田，农闲收购。收购黄
豆、芝麻、油菜、棉花等农产品，一年能有三四
万元的收入。

君不见，小镇上也飘逸着丰收的烟火
气。大清早，小镇上卖种子的、卖小商品
的、卖水果的、剁辣椒的小摊摆了一大街。
老婆婆们、年轻姑娘们，大多是买红辣椒
的，磨辣椒的老板们忙得不亦乐乎，这一
季卖辣椒的生意要持续一两个月吧。小
摊贩的生意进入旺季，给小镇的老人们提
供了打短工的机会。再看那鞋店、服装

店、各大超市，各项促销活动不时兴起，乡
村人大包小提的川流不息，各家商铺散发
着乡村丰收的味道。小镇上，张老板的收
购点随时开秤，大车运的、小车驮的，黄
豆、芝麻、稻子等一揽子收进仓库。打包
的、卸载的、装车的，繁忙而热闹，成批量
的农产品收进卖出，那喜庆的歌声就在隆
隆的机声中回响。

谈笑丰收事，恭迎得意君。最美的季节
已来到，和美的乡村沉浸在丰收喜庆的氛围
里。朋友，如能在乡村的田园走一趟，那是
多么惬意，令人豪迈！

丰收节里话丰收
□ 曾繁华

江西古韵
□ 季 湘

【题记】
风从何方吹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在山中游，看

见了古城古遗迹。它们犹如一部部活的教科书，看起来
陈旧，却饱含新生，指引着未来文化的继承与方向。别梦
依稀，我离开的时候，还是依依不舍。这份情缘，这种感
动，汇成语言的河流，在我血液里奔腾。

浮梁古城
浮梁古城在景德镇市郊的八公里处，根据《文史通

考》记载，古城始建于唐朝，经历了历史的洗礼，保存至
今。检票口是一座牌坊式的建筑，待我出示身份证后，
便准许入内。

映入眼帘的是一条长长的石板路，走了十几分钟，
穿过城楼洞，又见一条步行街。走完步行街，看见县衙，
匆匆走进大门。正面是大堂，悬挂着明镜高悬的匾额，
绕过去后，我见到了后花园，后花园的右边有一栋小四
合院，整个县衙的木质建筑古朴典雅，展现了古代历史
文化的雄浑壮阔。

出了县衙，我碰到一位老伯，询问他县名的由来。他
告诉我：“听说唐朝时期，某一年修县衙，有一棵红豆杉
树，八个人才抱得下，山势险峻，不可能抬下来。那只能
走水路，可江村选中8人合围的红豆杉树，无法运至县
城，走旱路抬不动，只能走昌江。正值旱季，江里哪有
水。众人愁得直跺脚。正在此时，天下下起了暴雨，河水
猛涨，将红豆杉树冲到了河里。红豆杉树随着河水流到
了县城附近。这些人在河边拦住红豆杉树，将它拉起来
了。后来人们把这地方就叫做浮梁。”我连连点头，离开
大伯后，我想了解更多的历史，于是在手机上查到了一些
资料。有论文说从唐朝开始，这里出产茶叶、陶瓷和大
米，特别是茶叶和陶瓷，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交易产
品。君不见唐代王敷曾在《茶酒论》中说过“浮梁歙州，万
国来求”，多么繁盛啊。

当地还有民谣：“上街头，下街头，街长不见头；丝绸
缎，糖醋油，店面八百九。”我跟着哼了两句，感觉到浮梁
县城在古代的经济地位应该很高。

红 塔
出了县衙大门左前方不远处有一个红塔，有一个院

子围着，院子左边竖着简介碑石、文保碑石等等。《浮梁县
志》云：“西塔寺在西隅，唐太和六年僧度创，塔高十三
丈。宋建隆年县民黎文表创造，明万历三年，塔重修。”最
初，红塔是靠和尚化缘修建的，耗时将近八十年才竣工，
可见红塔历史之悠久。

据说当年朱元璋在鄱阳湖初败，为了躲避陈友谅的
追杀，曾藏身于此，等他坐稳了江山，专门拨款修缮这红
塔。现在此塔被誉为“江西第一塔”。有人说这红塔的地
基以前不高，是修缮时垫起来的，现在地下有一层，整个
塔有七层。出于文物保护的目的，现在不准爬塔了。游
客只能站在外面看看。“红塔”名字的由来，相传塔的建
造，主要是用青砖砌成，以石灰、糯米和红泥混合作浆，长
年累月在雨水的冲刷、侵蚀下，红泥被分化析出，将青砖
染成了红色，因此被叫做“红塔”。

离开的时候，我又回望了红塔一次，只见层层砖缝里
长满了青草。这也许是大自然的安排，一切历史遗迹，终
归要与大自然融合。

粒粒皆辛苦
□ 董川北

又到秋收时节，我回到乡下老家，站在田埂上，举目
望去，满眼黄灿灿，一片丰收的喜人景象。我不禁回忆起
十三岁时发生的一件事。

那一年，我在镇上读初中，学校与家相距十多公里，
每周六傍晚放学以后，我们会骑上叮叮当当的破自行车，
你追我赶，回家过周末，顺便带点大米回校。学校食堂里
的菜饭票，只能用大米进行兑换，所以每到月底，我们总
要从家里带一二十斤大米去学校。

那年我家的水稻得了稻瘟病，导致秋收时大幅
度减产。周日大清早，我被父亲叫起来帮忙晒稻谷，

“今年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干活前，父亲看着晒场
上比往年小得多的粮堆，默默地对母亲叨咕。“再紧
也无能饿着孩子啊！”母亲长长地叹了口气，然后他
们不再说话，配合默契地用拉板拉开谷堆，我则在后
面用耙子平整晾晒。

记得那天的太阳非常好，稻谷酣畅淋漓地享受着日
光浴。午饭后，父亲捧起稻谷捏了捏，又送了几粒到嘴
里，咬开来看了看。扭头对我说：“已经晒干了。缸里的
大米不多了，你等我，我马上把稻谷送去加工坊脱粒，下
午你可以带新米回学校了。”我兴奋地点头。

下午五点，在我的翘首期盼中，父亲终于推着板
车，载着新鲜的大米回来了。父亲一边把大米绑在我
的自行车后座，一边严肃地说：“今天加工坊人太多了，
大米出来我就用蛇皮袋替你单独装好了，这袋刚好20
斤。你在学校吃多少就打多少，但是不准浪费，一粒都
不行，知道吗？”

“知道了！”我焦急地骑上了自行车。六点钟要上晚
自习，时间比较赶，我把自行车两个轱辘变成了风火轮，
身后的泥巴路扬起了一层灰尘。

终于，提前五分钟我进了校门。
“喂，你米袋子漏啦！”身后有同学大声喊道。
我急忙停下来，这才发现，蛇皮袋的一角，不知道在

什么时候，被轮胎抻破了一道口子，大米悄无声息地撒
了一路。我卸下来一掂量，腿都软了，20斤大米差不多
漏掉了一半……

周六傍晚我回到家，父亲下地还没回来。母亲看我
心事重重样子，追问我怎么了。我想着，母亲知道了最多
数落我几句，但父亲要是知道了……想到他那张严肃的
脸，我欲言又止。最后，母亲答应我不告诉父亲，我才向
母亲坦白了。

“没事的，以后注意，骑车也要下来检查几次。”母亲
显得一脸轻松，并没有责怪我，“明天我再给你装10斤，
不让你爸知道。”

数年以后，我们家承包了更多的地，粮食也丰产了，家
境越来越好。有一次卖出去几千斤稻谷后，父亲才笑着
说：“那一年，给你装了20斤大米，到学校却变成了10斤。”

“您怎么知道的？”我吃惊不已。
“隔壁劲松伯伯的孩子从学校回来就跟我说了。

粒粒皆辛苦啊，浪费就是犯罪，每每想到此事，我就后
悔不已。”父亲看着我，一脸愧疚地说，“这件事怪我，
当时怕你迟到，匆匆忙忙的，没给你绑严实，才导致白
白浪费了10斤大米。你的母亲后来几天起早贪黑，去
人家收割完的稻田里拾稻穗，硬是把这浪费的10斤大
米捡了回来才心安……”

只要回到故乡，我就会站在那早已倒塌
的三间砖瓦房的老墩台上，透过门前那块窄
窄的菜地和高墩坑那排茂密的柳林，遥望那
片一望无际的农田，寻找那条儿时眼中最大
的小河——横垱沟。

只要回到故乡，我总会身不由己地独自
沿着通天河残存的痕迹，走向那片还零星种
着油菜、棉花、豌豆的农田，寻找那条留下过
我儿时最多欢笑与快乐的小河——横垱沟。

虽然，当我再度走近它时，它已只是一些
高低不平、长满杂草与水花生藤的沟沟埂埂
了，样貌已不复当年。就连当年那座全队最
高的土窑，现在也只是一个长满蒿草与藤蔓
的土堆。但只要我走近它，站在它的面前，
心中就会涌动起一种无名的兴奋与温暖。走
近它我就仿佛又回到了儿时，回到了20世纪
70年代那个留有我最纯真最美好记忆的童年
时代。

在我有限的记忆，我不知横沟是天然形
成还是后天开挖的，也不知道队里为什么把
这条最大最长的小河叫沟。我询问一些年长
的父辈，他们也只是支支吾吾，谁也说不出其
名的由来，因此我也就没有再去纠结它是天
然还是后天挖成的罢了。我依稀地记得，它
上宽下窄，河段长约一千余米段，北起连绵的
长江江堤，南抵邻村那片偏僻的大田，和队里
最大的砖窑厂的窑坑相连，在全队那块最大
的农田中，就如同一条多彩的飘带，随季节的
变换，一年四季飘荡在那片开满油菜、棉花与
豌豆花的田中央。

春天，是横垱沟最美的季节，特别是在
春夏相交之季，一片片圆而硕大的荷叶，像

一把把翠色欲滴的雨伞，摇曳在碧绿的横
垱沟里，交织成满河绿意盎然的一片，在蓝
天的映衬下格外的鲜绿。正在初绽的荷花
似乎已经等不及夏的到来，在圆圆的荷叶
间绽放着朵朵芬芳。小蜻蜓在荷叶间来回
穿梭，它们时而飞行，时而轻落在荷叶之
上。阵阵轻风拂过，荷叶左右摇摆，荷花扭
动着羞涩的身姿，吓得水中游荡的小鱼

“噗”的一声，四处逃散。不经意间，一阵阵
清新扑面而来，那沁人心脾的馨香，伴随着
声声悦耳的蛙鸣，那优美的画面至今定格
在我的记忆。

夏秋，则是横垱沟最繁忙的时节。南
边窑厂原来的空场地上，已堆满了制砖用
的一大堆一大堆的老黄泥土，与横垱沟相
通的窑坑，围满了玩耍的伙伴。我的童年
时光就是在窑场旁的水坑度过，戏水、摸
鱼、打水漂，是我与儿时伙伴玩的游戏。
打水漂更是我们玩得最多的一种，在那生
活十分贫乏的年代，我们对这种简单的游
戏常常也会乐此不疲。放学了割完猪菜
之后，队上的小伙伴三五成群，聚集在圆
圆的窑坑周边，挑选好一块块薄薄的瓦
片，小伙伴们有的弯腰，有的偏头，就像木
工看着刚刨出来的木板是否平整一样，盯
着窑坑的水面，有时也会有一定的助跑，
然后举着瓦片将手臂往后一扬，再快速地
向窑坑的水面扔去。那瓦片就像离弦的
箭一样，以极小的角度切向水面。瓦片在
水面就像蜻蜓点水蹦蹦跳跳地向前滑去，
若力度掌握得合适，有的伙伴能一口气打
出六七个漂亮的水漂。我们谁也不曾讲

过输赢，更不会有什么奖品，但水漂个数
打得多的伙伴，在坑边打着赤膊、光着脚
丫，蹦着跳着、笑着，那种高兴与自豪溢于
言表。

而窑坑的另一头，又是另一番热闹的
场景。窑厂制砖“嘣嘣”的声音此时正此
起彼伏地从窑坑的另一边传来。队里的
几个最有经验的制砖劳动力，被队长安排
在这里为全队 30 多户社员制作做屋用的
砖坯。他们先用铁锹从泥坑中挖出纯色
的黄泥土，然后顺手从窑坑提上几桶清
水，倒进已挖好的一堆堆黄泥堆里，再用
双脚反复在泥堆里踩踏拌和。有时也会
牵来队里空闲的水牛，水牛脚粗力大，和
起泥来均匀有致，因此和泥的效率也会
比纯人工踩踏泥浆高上许多。待砖泥和好
之后，几位制砖的劳力会在一块厚实的
木板之上，摆上砖坯合子，把和好的砖泥
放进合子，再用很细的钢丝做成的弓子，
用力在砖坯合子上一拉，两块完好的砖坯
就完成了。制好的砖坯在夏天的阳光下
只需晒上三二天时间，队长会安排队里的
劳力们将它们分排分堆摆放一起，待到冬
天农闲之时，就可以放进砖窑烧制了。记
得队里每年都会烧制一到两窑砖瓦，不到
几年的工夫，全队每家每户就会按人口或
工分的多少，分到做一间或几间的青砖燕
瓦了。

冬天，年关将近，横垱沟则是一年中最热
闹的时候，此刻的横垱沟的河水会被队里的
劳力排放得干干净净，河中满河的荷花荷叶
早已在寒冷的风雪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剩下

的那些黑褐色的枯梗烂叶，横七竖八地倒塌
在淤泥之中，宛若凌乱的箭杆。此时全队男
女老少都会到横垱沟里挖藕，谁家挖的藕多，
相应队里也会给谁家分的藕也越多，因此放
寒假的伙伴们这几天也都会去帮大人挖
藕。他们照着大人的样子，手拿一把小点的
铁锹，在那留下根根残荷梗的横垱沟的河边
挖起藕来。他们先是小心翼翼挖开荷梗周
围的淤泥，但他们挖藕的动作非常笨拙，铁
锹在我们的手中也好像不听使唤似的，也就
挖不出大人们连枝带杆长而粗的白藕，有时
挖上半天，除了挖些细而长的藕苗之外，什
么也挖不到。这时大人们才会笑嘻嘻地告
诉我们，有藕芽的地方才会有藕，藕芽越粗，
下面的藕越大，藕芽下角的方向是长藕的方
向，大人的经验使我们省了不少气力。我们
照着大人们教授的方法，很快便能挖到一枝
枝又长又粗肥藕了。傍晚时分，大人们一担
担、一筐筐、肩挑背扛地把一支支连泥带把、
又长又粗的藕送到队里时，我们则在一片兴
高采烈的打闹声中回家。此时，我们仿佛已
经闻到那一年难得一回的香藕与猪排骨炖
煮、煨汤所溢出的香美粉甜的味道了。

而今，沧海桑田，世事变迁，儿时那片种
满棉花与豌豆的最大田野早已物是人非，那
条留下我儿时最多快乐与回忆的横垱沟，也
被九八年那场特大洪水冲刷得满目疮痍。
但只要我走近它，站在它的面前，那些与横
垱沟相关的记忆与往事，就会浮现在眼前。
清澈的河水、碧绿的荷叶、逃散的小鱼、划过
的水漂、甜香的莲藕……几十年了，横垱沟
似乎从为离我远去。

故乡的横垱沟
□ 杨朝贵

遗失声明
滕中平、李元姣不慎遗失由湖北亿江南

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湖北增值税普通发票
（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预收款）房号：
8-1-2802，发票号码：05557493，金额：
162868.00元（大写壹拾陆万贰仟捌佰陆拾
捌圆整）。声明作废。

监利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不慎遗失
开户许可证，编号为 521000278055。开
户行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监 利 市 交 通 路 支 行 ，账 号 为
942003010085588892，户名为监利市新
冠肺炎防控资金专户临时指挥部。声明
作废。

监利市农业农村局不慎遗失上海增值
税专用发票一张（第一联：记账联），发票号
码为 42950567，发票金额为 390000.00 元
（大写叁拾玖万圆整）。声明作废。

胡道青，因保管不善，不慎遗失登记坐
落为监利县上车湾镇华容道的房屋所有权
证、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为：监利房权上字
第 0600008 号 、监 国 用（1995）字 第
121701033 号，房屋建筑面积 335.78 平方
米，土地使用权面积145.19平方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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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艺茵，因保管不善，不慎遗失登记坐
落为监利市容城镇宋家湾街15号6号楼2单
元 102 的不动产权证书，证号为：（2018）
00060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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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世平，因保管不善，不慎遗失登记坐
落为监利市容城镇南苑1号江城南苑小区
23号楼 402 的不动产权证书，证号为：鄂
（2023）监利市不动产权第0004268号。根
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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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补发《不动产权证书》公告
胡道青，因保管不善，不慎遗失登记坐

落为监利县上车湾镇华容道的房屋所有权
证、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为：监利房权上字
第 0600008 号 、监 国 用（1995）字 第
121701033 号，房屋建筑面积 335.78 平方
米，土地使用权面积145.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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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

吴艺茵，因保管不善，不慎遗失登记坐
落为监利市容城镇宋家湾街15号6号楼2单
元 102 的不动产权证书，证号为：（2018）
00060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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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

刘世平，因保管不善，不慎遗失登记坐
落为监利市容城镇南苑1号江城南苑小区
23号楼 402 的不动产权证书，证号为：鄂
（2023）监利市不动产权第00042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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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0日

监利市农村公路养护中心，因保管不
善，不慎遗失土地使用权证10本。分别登
记坐落：（1）监利市网市镇北口街监汉路，
使 用 权 人 为 北 口 交 管 站 ，证 号 为
173001023号。（2）登记坐落为分盐镇交通
路，使用权人为监利县分盐镇交通管理站，

证号为093501043号。（3）登记坐落柘木乡
沙洪路，使用权人为监利县交通局白螺分
局，证号为254704120号。（4）登记坐落为
汪桥镇柳家村沙洪公路南侧，使用权人为
监 利 县 汪 桥 镇 交 通 管 理 站 ，证 号 为
9400127号。（5）登记坐落为黄歇口镇大兴
街 ，使 用 权 人 为 黄 歇 客 运 站 ，证 号 为
064501079号。（6）登记坐落为黄歇口镇大
兴街。使用权人为黄歇口镇交通管理站，
证号为0000038号。（7）登记坐落为尺八镇
荆南街，使用权人为尺八客运站，证号为
9200363 号。（8）登记坐落为尺八镇荆南
街，使用权人为监利县尺八镇交通管理站，
证号为 9900041、9900040、9900039 号。
（9）登记坐落为朱河镇芦陵大道，使用权人
为朱河交管站，证号为B97SU0100-1号。
（10）登记坐落为朱河镇沙洪路，使用权人
为 朱 河 镇 交 通 管 理 站 ，证 号 为
B95GU0233-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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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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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证书作废。

特此声明

监利市农村公路养护中心
2023年10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