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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音机往事
□ 谢康平

刚当民办老师的第一个教师节，学校给每个老师买
了一台袖珍收音机，作为教师节礼物送给了老师们，真不
知是谁想出了这个好主意。有了收音机，极大地丰富了
老师们的业余生活，既可以在那里学到知识，又可以在那
里得到快乐。

我的那台收音机，棕褐色，跟现在的手机一般大小，
也跟现在的手机一样珍贵，每天伴着我形影不离。

那时最吸引我的是听收音机里的评书，刘兰芳、单田
芳，两位评书大师，名字如雷贯耳，从他们的口中，我认识
了南宋抗金名将岳飞，了解了忠烈英雄杨家将。

特别是单老先生用他那略带沙哑的声音讲的《隋唐
演义》，真是栩栩如生，让人如临其境，其中的“白袍小将
美罗成大战靠山王杨林”“混世魔王程咬金如何搞怪”“单
二爷义薄云天”“秦琼大战尉迟恭”等故事情节，单老讲得
津津有味，听得有时候让人饭都忘记吃了。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次分解！”老先生真会吊人胃
口，每次都是到关键的时候，他就来上这么一句，让人物
的命运在此刻留下悬念，至于这个人是生是死，那就只能
等到明天了，在接下来的时光里，你真的就有一种度日如
年的感觉，整日翘首期盼明天的早日到来。

除了评书，那时的“每周一歌”这个节目也深深地吸
引了我。在这里，我认识了周华健、朱明瑛、蔡国庆、刘
欢、蒋大为等好多歌星，学会了《牡丹之歌》《妈妈的吻》
《军港之夜》《十五的月亮》等等好多流行歌曲。在当时
农村师资特别稀缺的年代，学校根本就没有音乐老师，
音乐课就是功课表上的一个摆设，老师说是“自习课”，
学生说是“玩课”。在这种情况下，我自告奋勇，向学校
领导提出：除了教好自己的语文课以外，还兼任全校的
音乐老师。

接手学校的音乐课后，每次上课我便把几个班的学
生集中到一起，把自己在收音机上学到的歌曲，再教授给
他们，往往一节课下来，自己的嗓子都喊破了，但看到孩
子们一个个精神抖擞，自己心中比吃了蜜还甜。

每天晚饭后的新闻广播节目我是雷打不动，一定要
听的。这里是我了解世界的一个窗口，也是我与外面联
系的一个桥梁。

记得当时湖北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节目里，搞
了一个社会新风尚的“有奖征文”，旨在弘扬社会上的好
人好事，宣传正能量。

听了其间的几期节目，忽然发现自己有一种蠢蠢欲
动的感觉，连夜赶写了一篇《谢二哥“出嫁”》投了出去。
没想到，几天后稿子便播出来了。更没想到的是一个月
后，我的文章被评为一等奖，当我收到荣誉证书和一百元
的稿费单时，我的眼泪都流下来了。真没想到，一个生活
在社会最底层，卑微如一粒尘埃的小我，竟会被编辑老师
如此的认可，感谢他们给我的鼓励，从此，在以后的日子
我便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所以一直到现在，我都忘不了那段与收音机相伴的
时光，是它丰富了我的生活，开阔了我的视野，给我带来
了无穷的快乐。

现在的手机和当年的收音机一样，已然成为人们朝
夕相伴的朋友，现在的人们再提收音机，无形之中会有一
种沧桑感，但这一切于我，却是那么的亲切，仿佛一坛陈
年老酒，时间越长，越是令人回味无穷！

阳春三月
□ 晓寒

阳春三月，
听风传信，观雨洒泪，

日渐暖，花开映尽蓝天山川。
阳春三月，

半山绿，几树红，
柳絮飞舞，蝶飞燕回入画卷。

阳春三月，
满目缤纷，香溢四野，

正韶华，春风自由自在舞翩跹。
读一本书，

月照柳巷，诗意悠悠，
醉心田，千娇百媚幽梦一帘。

让时光重逢，
岁月簪花，一念相思月满西楼，
时光相逢，一段深情春意正浓。

钟爱那平湖秋月是温润的一阙情词，
妩媚那苏堤春晓是温暖的一缕清风。

红妆浅黛，走过多少风轻云淡，
心动潮水，迎接四处缤纷嫣红。

总以为流光满眼，
是你我一生的浪漫从容。

总以为相思万千，
就是等待你静静枕我甜香入梦。

任莲步兰舟，碧波荡漾，
若隐若现的影子，在时光里不经意重逢。

春曲
□ 匡计富

梅枝捷足报春芳，
玉骨冰肌飘暗香。
柳树捎头浅黄染，
茶花枝上大红装。
草尖舔露淡青现，
笋嘴出现微绿扬。
细雨绵绵雷滚滚，
溪中鸭子闹晨光。

赏春花
□ 刘奇平

鲜花朵朵绽黉园，绿草茵茵醉砚田。
鸟语葩香春色美，文人学子喜争妍。
暖春未到己含苞，旨在迎宾早出鞘。
绿叶黄花纯本色，红颜不见也高超。
点点红珠满树枝，初春乍到蕾先知。
朝阳照射欣然绽，艳丽容颜让眼痴。
阳春一到现奇观，绽放群花展画幡。

一

每年的三月，天气渐暖、东风浩荡。在家

乡的预备堤上，总能看到三五成群的小孩子

在家长的陪伴下，拉长线、放风筝，他们奔跑

着、欢笑着，确是无比的开心与快乐。

风筝是承载着华夏儿女厚重历史文化记

忆的一个符号，英国博物馆甚至把中国的风

筝称之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相传 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鲁班根据

墨翟的理想和设计，用竹子做成了第一个风

筝。鲁班把竹子劈开削光滑，用火烤弯曲，做

成了喜鹊的样子，称为“木鹊”，在空中飞翔达

三天之久。《墨子》上说：“公输班制木鸢以窥

宋城。”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最早的风筝

是刘邦的大将韩信造出来的。垓下之战，项

羽的军队被刘邦的军队围困，韩信派人用牛

皮制作风筝，上敷竹笛，迎风作响，汉军配合

笛声，唱起楚歌，涣散了楚军士气，这就是成

语“四面楚歌”的故事。此说法证据不足，也

只能当作一种传说。

直至东汉期间，蔡伦改进造纸术后，坊间

才开始以纸做风筝，称为“纸鸢”。野史记载，

唐代的儿童很爱放风筝。孩子们在纸糊的风

筝上绑一个哨子，迎风放飞呼呼鸣响，其声如

筝，所以叫“风筝”。宋代的市民经济兴起，风

筝更受各界民众喜爱，客观上推动了风筝在

装饰与扎制上的变化。明清时期，有的文人

亲手扎风筝，认为是一种很风雅的活动。历

史书记载，西元12世纪，中国的风筝传到了欧

洲等地，经过几百年的演变，形成了他们喜爱

的风筝文化。

二

偶尔看到现代诗人白灵的一首关于风筝

的诗：“扶摇直上，小小的希望能悬得多高

呢？长长一生莫非这样一场游戏吧。细细一

线，却想与整座天空拔河。上去，再上去，都

快看不见了。沿着河堤，我开始拉着天空奔

跑”。这首诗，唤起了我小时候在堤上放风筝

的记忆。

在很小的时候，同大多小孩子一样，我

也很喜欢放风筝。当时放风筝最好的去处

便是在家乡的预备堤上。这个预备堤，其实

是东荆河堤的子堤。东荆河是汉江最大的

支流，也是我家乡的母亲河，我的所有乡亲

饮水耕种灌溉全靠这条河。我清楚地记得，

人生中的第一个风筝，是父亲帮我做的。这

个风筝很简易，是用硬纸片拼的，用浆糊糊

上，系上线，就可以飞上天了。为了使其重

心稳，父亲又在它的尾端粘贴上了一张长长

的纸条，让它在空中趋于稳定。风筝虽没有

那般“光鲜亮丽”，我却很开心。一路跑，一

路看着风筝升空，越来越高，心里美滋滋。

收线的时候很麻烦，有可能还会把线缠到手

上，或者没看脚下，踩到小水沟里去了。有

一次，摔倒在地上，浑身是灰土，拍一拍，又

跑起来放风筝。放线后，风筝越飞越高，心

里的忐忑也多起来，总是担心大风会把风筝

刮跑。毕竟村里的那个胆大的小伙伴就是

因为把线放得太长，突然来了一阵大风，线

断了，把他的风筝刮走了。他哭得很伤心，

而我一点都不想去哭。

其实，刮走又如何呢？《太平广记》上把民

众放风筝，叫做“放郁”。什么意思呢？据老

人说，在清明节那天，把风筝放得很远，再把

风筝线剪断，让风筝飘哪算哪，可以把一年来

忍住的“郁闷之气”全部送走，可保这一年不

生病。按照老人的说法，我大可不必担心风

筝被风刮走，只是当时人小而不自知罢了。

三

民俗学者钟敬文认为，放风筝是为了祈

求上苍降福。因为古人承认有神灵的存在，

只是高高在上，只有风筝可以飘上天，通过一

根绳子，与九霄的神灵有所联系。所以，古人

可能会把风筝视为神灵与民众沟通的媒介。

南宋陆放翁云：“出从父老观秧马，归伴儿童

放纸鸢”。据此可知，陆大人也喜欢放风筝。

因为国人喜欢，便发展绵延，出现了制作风筝

扎、糊、绘、放四艺，延展出求福、长寿、喜庆、

吉祥等风筝文化。

关于风筝的方方面面，小时候绝对是不

懂的。在十几岁时，有一次在预备堤上放风

筝，遇上了大风，大风把风筝吹到了树梢上，

线缠到了上面，扯也扯不断，拉也拉不开，最

后只能扔掉。那天，我捶胸顿足，心情沮丧

到了极点。几天过去后，我忍不住再去看那

个风筝，居然还在，只是已经千疮百孔，不可

能再使用了。现在想来，该放下的的确应该

放下，只是那时一个懵懂小孩，怎会想得明

白呢？

还有一次，我和几个伙伴去纸扎店里各

买了一只风筝回来。放风筝时，只顾好玩，

“哇哇”叫着奔跑，眼睛看着天上，没注意踩

到哪里了。后来才知道，我把冯大爷的一片

麦田踩坏了。冯大爷发现后，找我父母告

状。我被父母训斥了一顿，风筝也被没收

了。几天后，我承认了错误，父母才把风筝

还给我。通过这件事情，我知道了风筝不能

乱放，不能损坏庄稼，不能给别人带来不便

和损失。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儿时放风筝的记忆

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在本来娱乐活动就

很匮乏的那个年代，放风筝的确是我童年的

愉快的事儿，它放飞的是童年的自由和天性，

是童年的希望和梦想。再看看当今的风筝，

其材料、样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民众

对它的喜爱热度依然未减，现在的我偶尔也

会聊发少年狂，带上儿孙，放上一二回。我

想，喜欢放风筝的人，应该是乐于拥抱蓝天和

向往美好生活的人吧。

放风筝
□ 安 频

我的幺舅，今年八十岁，如果不是他长子

患病，人稀里糊涂的，那幺舅的晚年生活可谓

是安逸清闲。

长子没患病之前，七十多岁的幺舅，耳聪

目明，身膀硬朗，走起路来呼呼生风，他告诫

我，生活中要勤于锻炼善于思考，努力提升自

己和家人的生活质量。幺舅没什么文化，但

由于他肯开动脑筋，自家第一个两层楼房他

主打设计，亲自砌砖粉墙贴地板砖，节省了很

多资金，在农村，属于无师自通型。当年摩托

车上市，他左看右看年轻后生操作，没两下一

跨上去，便开得飞快呜呜响。当智能手机一

普及，幺舅也是没花多少时间就能熟练操作。

记得有一年幺舅过生日，正好我也在现

场。晚辈们纷纷掏现金孝敬他，猜猜他怎么

说？“来，来，来，朝我这儿扫！”乍一听，以后是

叫后生们打扫卫生呢！嗨，错了啦！他老人

家不慌不忙从怀里掏出手机，划开，绿色的收

款码跑了出来，大家伙纷纷扫一扫，秒秒钟，

钱就飞进了他的手机里。

“行呀，您啦！谁教您的！”大家不解，我

也纳闷。

“自己呗！”幺舅脸上洋溢幸福的笑容，

“这下好，省得带现金了！还总丢！”

“那手机丢了咋办？”我逗他。

“嗯，不会的，”幺舅冲我一笑，“你看到

没？我挂脖子上呢！”我仔细一看，他脖子上

果真有一根扁平的织带，下面坠着他的智能

手机。

幺舅几年前就能娴熟地操作智能手机，

甚至会在电脑上浏览新闻，了解国家大事，这

在农村特别是高龄老人当中，绝对是另类。

我八十多岁的老爹老娘使用老人机仅能接听

电话，教了很久也学了很久，能做的仅此而

已。幺舅头脑活泛，不懂就问，记性也好，所

以他是“秀才不出门，尚知天下事”。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就看如何把控。

幺舅肯学，他学会了淘宝京东拼多多，这下不

得了。有用的没用的急用的不急用的，尽往

家里买，谁让他兜里有钱呢！他自种菜地，每

天起早贪黑，换来的是小金库满满，而且有出

息的长子每月一千按时打款，幺舅当然手痒

痒了！为此，舅娘及次子没少埋怨他，他只当

听不见。时间一久，家人睁只眼闭只眼了。

可好景不长，疫情开始那年，幺舅娘不幸

遭遇车祸，不久离世。长子也病情突发，从大公

司副总裁位置病休返回老家理疗，沉重的打击

压得身体本就单薄的幺舅直不起腰，发全白了，

一只眼睛见风流泪几近失明，他这模样使我忆起

我的外祖母，我没见过外祖母，但见过她的画像，

印象非常深刻。幺舅现在多么像他的老娘啊！

别看幺舅成天围着半痴半呆的长子转悠，

他老人家精气神一点儿也不颓废，每天该干啥

干啥，菜地绝大部分出租人家种，自己尚留后

院一丢丢地方便看管，今年国庆，我去看他时，

他正在精心侍弄，还顺手送了一大袋绿油油的

新鲜豆荚给我带回莆田。他笑着说，人生一

世，说长也长，说短也短，眼睛一眨，就到了尽

头，苦是一天，乐也是一天，为什么不开心一点

儿呢？他还说，人活着得有个奔头，国家现在

国富民强，咱农民也跟着沾光，日子一天好过

一天，家庭和睦了，日子呀也就顺当了。

在回家的路上我想着幺舅朴实的话，觉

得浑身充满了力量。

幺舅的晚年生活
□ 常振华

谁不向往拥有一个河清海晏、安宁祥和的
太平盛世？谁不追求生活在鸟语花香、平等自
由的和谐社会？那不妨一探湖南常德市桃花
源一处世外桃源。

虽还未到桃花盛开的季节，为探访和感知
名人笔下那桃花源的旖旎风光和神秘的世外
桃源，我们还是决定结伴去桃花源一游。虽然
过往如烟，但至今回想起来仍记忆犹新，历历
在目，回味无穷。

我和老伴偕不足 3岁的小孙女诗童，随监
利市旅游团一行踏上了湖南常德市桃花源著
名风景区的旅途，随团的还有我的兄嫂和大
姐，他们还不时担心诗童会吵闹不止。谁知两
天时间，天遂人愿，一是天公作美，秋高气爽，
风和日丽，神清气爽；二是诗童争气，不吵不
闹，蹦蹦跳跳，善解人意。

从史料获悉：陶渊明是东晋末期南朝宋初
期杰出的诗人、文学家、辞赋家、散文家，是中
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
宗”，被誉为田园诗派之鼻祖。他是江西九江
市人，我们是老乡（我是江西樟树人）。在《桃
花源记》这篇文言文中，有一句话颇为著名，人
们耳熟能详的话，即：“问今是何年，乃不知有
汉，无论魏晋。”此文通过对桃花源的美丽安宁
和快乐、自由平等生活的描绘、和谐共处等场
景，表现了作者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和与世隔
绝梦幻般一方净土的向往。桃花源是陶渊明
笔下《桃花源记》所描述的世外桃源真迹地，千
百年来为世人所传颂。其山水田园之美、寺观
亭阁之盛、历史传说之奇、诗文碑刻之丰、古镇
民居之秀，而闻名遐迩，蜚声海内外。

我们慕名来到了这个神奇的地方，纵情游
历一番。第一天我们游览了五柳小镇。我们
的到来又让沉寂的小镇一下子热闹起来，我们
随导游漫步在小镇古街，在巨大牌坊旁仰望凝
视、在铸铜人物雕塑前拍照留影。桃花源景区
内青山秀水、苍松翠柏依然风光无限，阳光下
游客们纷纷选景拍照，留下美好瞬间。难怪旅
行社组织一些活动，以此吸引游客，招揽生意，
搞活旅游经济。我们坐着园内观光车走马观
花，蜿蜒数公里，岂能靠步行。途中下车游览
了两个景点，一个是桃花源景区内的陶渊明
寺，寺内幽深清静，古朴典雅，长廊凉亭，石桥
流水，龟鱼竞游，古木遮天蔽日，环境十分优
雅。另一个是状元桥，一座铁索木板桥，晃晃
悠悠，桥上两边的铁索上吊满了写着祝福话语
的红布条。我们牵着小诗童，让她也来感受一
番，眼盯着“状元桥”这三个金光闪闪的大字，
抚摸着光亮如新的木质桥梁，心里默默祈祷我
的大孙子与小孙女健康快乐成长，长大后能成
为国家栋梁之才。

观赏别有洞天的夜景是此次旅游活动的
高潮重头戏，许多人就是为了一饱眼福而远道
而来。当天晚上 9点，我们旅游团全体团员乘
船游览了秦溪河，观看两岸和河中的实景表
演。夜晚的秦溪河不免有些阵阵寒意，我们添
衣加裳、身着救生衣，登船起航，去欣赏难得一
见的沿河两岸山水盛典实景演出。我小心翼翼
守护着小孙女，老伴则不停地拍照和录视频。

夜幕降临，天上挂着一轮明月。夜色下，
我们乘坐的敞篷木游船，两头挂着两只竹灯
笼，沿河两岸树木、农舍、田垄若明若暗，若隐

若现。船行不远，远处突然灯光启动，璀璨透
亮，仿佛一轮明月，照得两岸如同白昼，煞是壮
观好看。音响播出的声音悠扬悦耳，方圆数十
里都可听到，余音袅袅，不绝于耳。只见雾霭
缭绕，芳草萋萋，水鸟嬉戏，渔农交织。沿途一
步一景，处处是景，宛若置身于仙山琼阁，如梦
似幻。有男耕女织，捕鱼捉虾；有春播秋收，五
谷丰登；有鸡鸣犬吠，六畜兴旺；有祭祀傩舞，
山歌对唱；有娶亲嫁女，骑马坐轿；有秉烛夜
读，教书习文；还有桃花盛开，姹紫嫣红；有村
姑丽人，樵夫艺匠；更有那巧夺天工的漫天花
雨，落叶缤纷；不时还有一些小舫穿梭而过，船
头站着身穿唐装汉服，亭亭玉立、天生丽质的
歌女、侍女和大家闺秀等，且歌且舞且奏乐，边
说边笑边挥手，极尽人间风采，又仿佛穿越到
千年唐宋盛世。此晚会夜景盛况空前，乃人生
第一次身临其境，大饱眼福。参演人员之众、
实地场景之多、灯光背景之美、人与自然之真、
场面规模之大、实属罕见。真是气势磅礴，震
撼心灵。构成一幅静谧、自然、惬意、和谐的太
平盛世美好画卷，精彩呈现在我们面前，让人
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心旷神怡，我们早已沉醉
在这如诗如画、如梦似幻的氛围之中。

小诗童乖巧懂事，看得目不转睛，屏声静
气，尤其是看到天女散花，瓣瓣花朵五彩缤纷，
从天而降。她也情不自禁拍着小手，红红的小
脸庞与鲜花交相辉映，相映成趣。连声说道：

“好看、好看！”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实景表演
长达一个多小时，我们仍余兴未了，感觉时针
太快太快，真是“欢娱嫌夜短，寂寞夜更长”。
临近尾声，我们还伫立船头，依依惜别，久久不

愿离去。观者无不异口同声地说道：“过瘾！
过瘾！值得一看，真是大开眼界，不虚此行”！

第二天上午，在下榻的酒店举办了一场主
办方与游客互动、别开生面的游戏活动，饭毕，
前往最后一站常德市柳叶湖游玩。我们乘坐
游轮驶向湖中心，有一座小巧玲珑的湖心小
岛，称之为湖仙岛，岛上风景秀美，松竹摇曳，
芦苇茂密、湖光水色、亭台楼阁、观寺庙宇、奇
山异石、小桥流水等，就像一座精美别致的花
园盆景。确实是一处观光赏景，垂钓休憩的人
间仙境。我在柳毅亭前浮想联翩，驻足观望留
影。柳毅为中国古代戏曲人物之一，成语“柳
毅传书”中的主人公。主要说的是柳毅在洞庭
湖畔，为三公主送信，后舍身搭救洞庭龙女，并
与其结为夫妻。是一部浪漫与现实交织在一
起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与戏剧名作，给人们留
下了深刻印象。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旅游团一行80
多人，大多数是6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他们身
体健康、精神矍铄、乐观豁达、神采飞扬。欢聚
在一起，游山玩水，观物赏景，谈笑风生，共享美
好时光，仿佛年轻了好多岁！整个游程结束后，
不知不觉也近下午4点，返程也需近4个小时，
我们才恋恋不舍挥手告别常德，告別桃花源。

回监利后，我向儿子媳妇娓娓讲述着旅游
见闻与感受，分享旅游的谐趣与快乐。我不禁
感叹道：现如今乡村振兴蓬勃发展，欣欣向荣。
广大农村呈现出一派山清水秀、油菜开花、莺歌
燕舞、国泰民安，幸福吉祥，无限美好的万千气
象，那“不似风光、胜似风光”的人间天堂“桃花
源”，再也不是陶渊明笔下遥不可及的梦想。

走近心灵的故乡桃花源
□ 彭桂生

遗失声明
▲刘五杨，因保管不善，不慎遗失登记坐

落为监利市黄歇口镇黄歇街的不动产权证
书，证号为：064403013-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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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鹏，因保管不善，不慎遗失登记坐
落为监利市黄歇口镇黄歇街的不动产权证
书，证号为：064403013-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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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雄，因保管不善，不慎遗失登记坐落
为监利市黄歇口镇黄歇街的不动产权证书，
证号为：064403013-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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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义（现用名王毅），因保管不善，不
慎遗失登记坐落为监利市黄歇口镇黄歇街
的不动产权证书，证号为：0644030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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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光明、方艳，因保管不善，不慎遗失
登记坐落为监利市容城镇张湖湾 2号 101、
102、103、104、105 的不动产权证书，证号
为：鄂（2020）监利市不动产权第 0002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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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补发《不动产权证书》公告
▲刘五杨，因保管不善，不慎遗失登记

坐落为监利市黄歇口镇黄歇街的不动产权
证书，证号为：064403013-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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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 3月 18日

▲王鹏，因保管不善，不慎遗失登记坐
落为监利市黄歇口镇黄歇街的不动产权证
书，证号为：064403013-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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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 3月 18日

▲王雄，因保管不善，不慎遗失登记坐
落为监利市黄歇口镇黄歇街的不动产权证
书，证号为：064403013-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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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 3月 18日

▲王义（现用名王毅），因保管不善，不

慎遗失登记坐落为监利市黄歇口镇黄歇街
的不动产权证书，证号为：0644030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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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 3月 18日

▲刘光明、方艳，因保管不善，不慎遗
失登记坐落为监利市容城镇张湖湾 2 号
101、102、103、104、105 的不动产权证书，
证 号 为 ：鄂 （2020）监 利 市 不 动 产 权 第
0002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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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 3月 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