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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集锦
□ 胡小琴

地铁
一双慈母的眼睛能传递出
多少爱意和怜悯
一眼望去的朝气蓬勃，如
清晨的鲜花和露珠
熟悉得像邻家的孩子
一站又一站
左侧上右侧下
井然有序
彼此擦肩而过
地面的花开了，又谢了
而这里的花常年盛开

大海
太阳毒辣，大海被裸露
我不远千里地奔赴
掀开了腼腆的面纱
也掀开了少女时的情怀
波浪冲洗着海滩和海滩上的脚印
我刻意留下一行又一行
复制着别人的过往
伸出手指碰触海浪
一丝丝的咸和腥在鼻腔里回荡
海浪就是大海，就是太平洋
我曾经以为
远方的大海与天际紧连
我的心就此停歇

文学副刊文学副刊

古人食鱼琐事
□ 安频

鲇鱼

现在很多母亲给孩子选鱼时就买鲇鱼，主要是因为它没
什么小刺，不必担心孩子被刺卡住。《山海经》里面说过：“南方
有深渊焉，名曰鲇鱼之窦，多黄金。”《吕氏春秋》云：“越人得
鲇鱼于泗水。”（鲶是鲇的异体字）《诗经·小雅·鱼丽》云：“鱼
丽于罶，鰋鲤。君子有酒，旨且有。”东汉郑康成注解说“鰋”
就是“鲇”。《尔雅翼》解释说，鲇鱼头扁口阔，上下颌有四根
须，背黑腹白、皮多黏液，没有鳞片。人们根据其黏滑的特点，
称之为“鲇鱼”（鲇通黏）。在民间，鲇鱼是催乳的上品，至今受
孕妇喜爱。

春秋时代，伍子胥劝谏吴王不可放过越王勾践，吴王不
听，还令其自裁。临死前，他对儿子说：“把我的脑袋放在南门
上，我要看到越兵攻打吴国的那一天。”伍子胥自杀后，吴王下
令用鲇鱼皮缝成的布裹住他的尸体，抛到江中。吴王可以说
是昏君，不辨忠奸。但为什么要用鲇鱼包住伍子胥，至今是一
个未解之谜。

鲇鱼生活在河港沟汊等处，白日潜伏水底，夜晚出来吃小
鱼、贝类等等。它能耐再大，大概也不会上岸，甚至于上树
吧。但古人常拿它打趣，譬如清人赵翼在《七十自述》诗中
说：“寸寸鮎鱼上竹竿，生平第一最艰难。”鲇鱼身上本来滑溜
溜的，难以向上爬行。赵翼用它作比喻，感叹欲求金榜题名很
困难。

《西游记》上有各种各样的妖怪，令人意料的是还有“鲇鱼
精”。“鲇鱼精”躲在一座小榻上，却被孙猴子抓住了。它说：

“我是鲇鱼精，因乱石山碧波潭万寿龙王招得一驸马，先年游
行至此，大显法力，下了一阵血雨，污了宝塔，偷了塔中舍利子
佛宝，在龙宫放光取乐。他说不日齐天大圣至此寻宝，着我二
人来打听，不料遇着师父。”孙猴子听完，于是和沙和尚押着鲇
鱼精前去碧波潭宣战。半路上，鲇鱼精想跑去龙宫报信，却被
沙和尚打死。

鲇鱼以妖怪的形象出现在小说里，说明作者吴承恩的想
象力极其丰富。

其实，我国先民早就有了吃鲇鱼的习惯。三千多年前的
商代，鲇鱼已经被人们驯养和饲养。北魏著名人物崔浩在其
《食经》中记录了鲇鱼，并强调：“鲇鱼补虚损不足，令人皮肤肥
美”。也就是说吃了鲇鱼肉，对皮肤变得光滑饱满有一定的作
用。北朝的学者贾思勰还告诫人们“鲇鱼肉不可合鹿肉食，令
人筋甲缩”。这是因为鲇鱼肉中含有丰富的酶类元素，酶类元
素与鹿肉中的酶类物质会发生不良的反应，吃了之后会有不
良影响。

喜欢美食的读友们，也可以买一条鲇鱼自己学着煎了吃。

鲈鱼

有一次，曹操与文武百官在一起吃饭。突然，曹操说：“今
日高会，菜肴很多，可我觉得有些遗憾，唯独缺少松江鲈鱼
啊！”坐在宴席末尾的左慈站了起来，说：“这有什么困难的，我
马上可以弄来。”于是，左慈差叫人拿来了一个盘子，把清水倒
进去。然后他拿着鱼竿，放下鱼钩钓鱼。不一会儿，他从盆里
拉出了一条黑点巨口细鳞的鲈鱼。曹操拍手大笑，其他人都
惊呆了。曹操说：“一条鱼怎么够吃，多钓些。”于是左慈又钓
上来了几十条鲈鱼。曹操下令送到厨房立刻去煎，煎好后端
上来。这件事被范晔记录到了正史《后汉书》里。但我却持怀
疑态度，左慈应该是使用了一种已经失传的幻术，抑或这个故
事本来就是编的，没有丝毫真实性可言。

西晋光熙元年，朝局日渐紊乱，张翰不愿卷入“八王之
乱”，借口秋风起，想吃苏州老家的菰菜、莼羹、鲈鱼脍，于是辞
官返乡。其实，他想的不是鲈鱼，而是平安。从此，鲈鱼身上
有了文人赋予的归隐与乡愁的寓意。譬如唐人王维《送从弟
蕃游淮南》云：“忽思鱸鱼膾，復有沧州心。”。宋人苏轼《戏书吴
江三贤画像三首》（其二）云：“不须更说知机早，直为鲈鱼也自
贤。”明人宋禧《邵氏秦湖隐居》：“莼菜鲈鱼秋更好，扁舟何处觅
桃源。”另外，还有前蜀时期的韦庄，在其所作的《桐庐县作》中
写道：“白羽鸟飞严子瀨，緑蓑人钓季鹰鱼。”他更直接，把鲈鱼
直接称为“季鹰鱼”。在江河湖海的鱼类中，恐怕鲈鱼是最负盛
名的。

到了隋代，吴郡守献上肉白如雪的松江鲈鱼，隋炀帝品尝
后说：“这就是东南的佳味。”他还给这盘鱼取了一个名字“金
齑玉脍”。里面加了橘皮、熟栗子肉等食材，呈现金黄色，与雪
白的鱼肉一对比，如金似玉，鲜美清香，因此有了这个名字。
宋人孔平仲在《谈苑》中说，长桥下的松江鲈鱼，“味羹肉紧，切
后终日色不变”。这说明长期以来，长江出海口地区的鲈鱼品
质没有下降。熙平年间的某一天，致仕官员史温在北固山下
的大江边，一次钓了四十九条大鲈鱼。他高兴坏了，回家后还
专门把这件事写到笔记里。他有本事钓鱼，却不知道他的烹
饪功夫如何。南宋的诗人范成大也许亲自做过菜，你看他写
的诗：“细捣橙齑有脍鱼，西风吹上四腮鲈，雪松酥腻千丝缕，
除却淞江到处无。”范诗人将这盘菜写得活色生香。

《光绪定海县志》上，海中有一种鲈鱼有四个鳃，皮紧脆而
肉厚，渔民们称之为“脆鲈”。我见闻浅薄，只闻其名而未见其
物。据说前几年有渔民在海里捕到过，它的骨骼坚硬、鱼刺尖
锐，尾部长有黑斑点，样子凶悍，估计是同类中的“霸王”。

世道在变，鲈鱼的味没有变坏，“美”了几千年，以后也要
继续“美”下去。

一首脍炙人口、荡气回肠的《回延安》陕
北民歌常在耳畔回响，那“宝塔映朝阳延水
金光闪，阳光照大路红旗满山川。”的经典歌
词，人们耳熟能详，朗朗上口，至今还能背诵
自如。多想在有生之年，去看看延安的宝塔
山，去领略黄土高原的雄伟气势，感受这片
土地的神奇与美妙。

阳春四月，草长莺飞，风和日丽，气候宜
人。我和伙伴们启程了，12个小时路程，临
近傍晚才抵达古都西安。第一站夜逛大唐
城，车马劳顿的我们，尚未感觉疲劳，乘着夜
色游览了大唐不夜城。在大雁塔旁，那座灯
火辉煌、流光溢彩的仿唐建筑群和独具风情
的唐城夜景尽收眼底。大唐不夜城源于唐
代的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
一。在这里，盛唐的文化、艺术、科技和哲学
得到了充分地体现。如今，不夜城凭借其独
特的魅力，成为西安的一张靓丽名片。其中
著名的大雁塔，最初建于唐长安城内的大慈
恩寺，也被称为“慈恩寺塔”，是唐朝时期留
存至今的一座古塔，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
打卡之地。我们随着川流不息的人潮，穿行
漫步在盛世繁华的长街上，那造型别致的大
型彩灯、身着唐装汉服的美女、香气扑鼻的
地方小吃，让人眼花缭乱，垂涎三尺。待回
到酒店，那良宵美景仍让人沉醉其中，兴奋
得难以入眠。

位于西安市蓝田县的白鹿原民俗文化
村，占地1200亩，这里曾经是《白鹿原》等多
部影视剧的拍摄地，是一个集历史、文化、影
视和旅游于一体的影视城。第二天清晨，我
们坐车来到景区，乘三级台阶式电梯上到山
顶，仿佛直插云端，宛入仙境。在这里，我们
参观了各种影视拍摄场景，有明清时期的古
建筑群，也有关中古街民居小院、石碾门神、

戏楼祠堂、酒肆茶舍等原汁原味的民俗。这
里的建筑风格独特，既有北方建筑的粗犷，
又有南方建筑的细腻。在古建筑群中悠闲
徜徉，似乎穿越到了那个时代，亲身感受历
史的沧桑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白鹿原》是中
国当代作家陈忠实先生的代表作，发行逾
200万册，被评论家认为是“一部渭河平原
近现代 50年变迁的雄奇史诗”。其创作背
景，是以陕西关中地区白鹿原上白鹿村为缩
影，讲述了白姓和鹿姓祖孙三代人的恩恩怨
怨，表现了从清朝末年到 20世纪 80年代长
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化。该小说在 1998
年，获得中国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该小说也
被改编成同名电影、电视剧、话剧、舞剧、秦
腔等多种艺术形式，因此白鹿原影视基地应
运而生。我真佩服现代文人和工匠，以其惊
人的想象力和丰富的创造力，似鬼斧神工般
巧夺天工，再造了一个古色古香、美轮美奂
的民俗小天地。

参观临潼华清池和兵马俑，秦始皇陵墓
位于西安市临潼区，是中国十三陵之一，也
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宏伟的帝王陵
墓之一。兵马俑是秦始皇地下王宫以众多
陪葬坑为主体，基于考古遗址本体及其环境
的保护与展示，融合了教育、科研、游览、休
闲等多项功能的公共文化空间。兵马俑博
物馆分为三个坑，第三号坑规模最大，面积
加起来有两万平方米，差不多有 50个篮球
场那么大，而且类型多，个性鲜明。放眼望
去，坑里的兵勇马俑相间，一行行一列列整
齐有序，仿佛八千将士浩浩荡荡即将出征。
站在队伍前面的有头戴金冠，身披铠甲，手
握宝剑，昂首挺胸，身材魁梧的将军俑。武
士俑身高一米八，体格健壮，身体匀称，身穿
战袍，脚蹬前端向上翘起的战靴，手持兵器

整装待发。兵马俑为世界第八大奇迹，是中
国乃至世界的文化遗产。来此一游，我不禁
为这宏大场面及古人的智慧和工艺所惊叹
和折服。

相拥延安、仰望宝塔山。第三天活动
是此次旅游的重头戏，也是我此行的主要
目的，参观仰慕已久的红色景区延安。奔
赴在通往延安的路上，只见一座土木结构
的宝塔山矗立在眼前，这就是一座具有标
志性的建筑。古称“丰林山”，宋代以后更
名为“嘉岭山”，宝塔山占地面积 36万平方
米，海拔 1135.5米，为周围群山之冠。宝塔
山的学名叫做“岭山寺塔”，1996 年 11 月
20日国务院将岭山寺塔归入“延安革命遗
址”，其光辉形象，深深地烙在中国人的心
中，多次登上邮票、钱币和各类勋章之上。
随后我们怀着敬仰之情参观了延安杨家岭
和枣园两个著名红色旅游景点，延安啊延
安，我魂牵梦萦的地方，今天我终于来到了
你的身旁。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仰视庄严宏伟的正
门，走进高大宽敞的展厅，那富有民族特色
的建筑设计以及栩栩如生的巨型人物群雕，
都让人啧啧称奇。馆内革命文物琳琅满目，
十分丰富和珍贵，展厅和展品非常吸引人，
我们驻足观看，仔细浏览，不时拍照留念，伫
立良久，却久久不愿离去。

晚上，我们特意欣赏了一场难得的红色
沉浸式演艺《再回延安》。本剧以一本红军
日记为线索，展现了一个曲折故事和一段真
实的历史岁月。舞台精彩纷呈，现场高潮迭
起，观众无不为其新颖内容、巧妙舞台、感人
表演而动容，拍案叫绝。人随舞台走动，舞
台不断变化，天幕上还有雪花飘洒，寒气袭
人，非常逼真，仿佛身临其境。再现了红军

爬雪山、过草地、那惊心动魄、艰苦卓绝的二
万五千里长征，一幕幕历史画面重现眼前。
如此振聋发聩、如此撼天动地、如此直击心
灵，让我们激动异常，热泪盈眶。感叹今天
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革命先烈功高至伟。
正如《回延安》歌曲中唱道：“我满怀豪情抒
壮志，歌唱延安精神代代传，沿着延安光辉
的路，昂首阔步永向前”！

黄河壶口大瀑布是我们最后一站。走
近景区耳旁仿佛响起那首气势磅礴、朴实
优美、激昂慷慨的《黄河大合唱》。壶口瀑
布位于山西省介休市北部的黄河壶口峡谷
中，是黄河上游的一处壮美景观。瀑布高
20多米，宽 30多米，水势汹涌，水流湍急，
奔泻而下，声震山谷。被誉为“黄河第一
瀑”。壶口瀑布是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珍贵宝库。虽
然烈日高照，五湖四海的游客仍络绎不绝，
纷至沓来。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
复回。这句诗充分表达了李白对人生易逝
和渺小的感慨，以及及时行乐的人生态
度。诗人以黄河的奔流不息来比喻时间的
单向流逝和人生的短暂，让人深感时光不
等人、青春难留的无奈。同时，也通过描绘
黄河从天而降、一泻千里的壮观景象，展现
了人的渺小和无力，从而引发了对生命的
珍视和对人生意义的思考。亲眼所见壶口
瀑布，飞流直下，浊浪排空，似万马奔腾，如
千钧雷霆，这种震撼人心的天然景观堪称
天下一绝，只有身临其境，才真正感受得
到，今天终于如愿以偿。

这次西北之行，令我开阔视野、陶冶情
操；纵情笔端、笔耕不辍；提升素质、发挥余
热。借此机会，我要衷心祝福祖国繁荣富
强，人民幸福安康。

令人回味的西北之旅
□ 彭桂生

对发小又保的记忆，永远停留在了 20
世纪 90年代的时候，头发很长、面容消瘦，
穿一件白色的花格上衣和一条棕红色的微
喇的喇叭筒裤子、穿一双灰白色的运动球
鞋。有时我问他：“怎么不把头发剪剪？”他
笑笑：“懒得去理，喜欢留长头发。”我说：“也
行，反正你喜欢就好。”

也是，他这样的着装，不正是20世纪 80
年代中期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在麻纺厂上班
时的样子吗？那年我从单位到尺八镇出差，
特地到他工作的麻纺厂去找他，七问八问找
到他在厂里的宿舍。“又保、又保！”我走进他
的寝室，他正在窄窄的单人床上，同寝室内
其他几个室友，看一本什么杂志，听到有人
喊他的名字，他赶快下床，说：“老四，你怎么
来了？快坐、快坐！”并连忙向室友介绍：“这
是我的同学！”我说：“这次是来尺八出差，我
们这么多年没见面了，特地来看看你。”对于
我的突然到来，又保除了一点惊讶，也满是
欣喜。一连几个“好”字，要我先坐会。我说
坐会可以，不过我还要到姜李去办点小事，
你去借个自行车，我们边走边说。“好！”说
着，他出去借车去了。

又保与我同队、同年，是从小一起长到大
的玩伴。原来在队里与学校的关系就相处得
非常不错。儿时一同上学，一起做作业。回
家后一起背个背篓去割猪菜，就连有月亮的
夜晚捉迷藏，我们也会耍点小伎俩的故意编
成一班。所以说小时候，我们两人基本上是
形影不离的。只是后来我去上初中后，我被

编到了一班，而他却被编到了二班，这样我们
俩在一起的时间才少了一些。不过，只要放
学和放假后，我们还是和原来一样，成天聚在
一起，哪怕是吃饭，也端个饭碗，跑到他家里
吃上一点他妈邱姨做的酱菜。有时是饭后爬
到他家门前那棵大槐树上与伙伴掏鸟窝、抓
知了。直到后来，我上了高中，他却因早年丧
父，为分担家里负担，在初中毕业后回队里参
加了劳动，我们之间见面才慢慢少了。再后
来我因外出工作，回家的时间更少，与他就更
是难得见上一次面了。“叮铃铃”正当我还沉
浸在儿时的回忆时，他推着一辆借来的旧自
行车过来了。于是，他载着我一同向离镇上
六七里路的姜李卫生院骑去。

一路上，我们聊得非常开心。他问我这
些年来和他分开后工作的事。我说这些年
先是在朱河工作一年，后又调新沟工作了二
年，去年才调回县城工作。并说：“单位上班
的事也不好做，各方面的关系也很复杂。”他
听后有点不信。对我说；“你运气好，读了高
中，又有正式工作。不像我，只能出一身臭
力！”我说：“一样的，你现在不也一样在厂里
上班吗？不是一样拿工资！”我笑笑。

我们边骑边聊，一会儿到了我们要去的
姜李卫生院，找到了我要找的朋友，办好了
我要办的事情，我们又沿路返回尺八镇上。
只是这次是我骑车，他在后面坐着。一二十
分钟时间，我们又回到了他在麻纺厂的宿
舍，他先将借同事的车还给了同事。我见时
间还早，离返回县城的汽车还有两三个小

时，要他跟我一起到街上转转。他说：“好！
那我们先去逛一下市场吧，这市场是这几年
新修的，你可能还没看过。”我说：“好啊，这
也正是我想看的。”也确实，自小时候到过尺
八街上几次，已有好多年没去过尺八街上
了，也想借这个机会重新看看尺八的变化。

我和又保先到了尺八街桥头沿河边新
建的集贸市场，把那些市场里牛仔裤、喇叭
裤及一些印有奇异图案的各种流行服装看
了个遍，只是我与他手里都不太富裕，没有
买上一件二件。尔后又上江堤，在清澈的
老江河边坐了会儿，最后沿江堤下去，慢行
在尺八老街熙熙攘攘的人流之中。在街
上，我们就仿佛回到儿时一样，嘻嘻哈哈地
东扯西拉。想什么看什么，吃什么，买什
么！心中那种放松与尽兴的感觉，就像是
儿时在屋前屋后掏鸟窝、摘桑枣一样。直
到中午过后，我俩才来到了街尾，我要搭车
返回县城的那个简易车站。在车站旁的小
餐馆吃了口便饭，也喝了点小酒。饭前他
非要接客，我笑笑，只是在吃到中途的时
候，我借故去把账结了。当时钱也不多，一
二十块钱。饭后他非要把钱给我，说说好
的，他接客。我说谁接客都一样的，你的心
意我领啦！饭后，正好返回县城的最后一
趟班车来了，我匆忙登上返程的客车，我说
又保你回去吧，下次到县里记得找我。

我不知又保听见没有，只是汽车启动后
开了很远，我看见他还在不停地向我招手。
可能是我走得太过匆忙，或是他也忘了？那

次见面我与他谁都没有说声再见！可谁能
想到，那次分别竟成了我与他最后一次分
别。又过了几年，我回家里却听母亲说，不
知什么原因，又保从麻纺厂辞工回家了。其
后我回老家几次，每次回家后去找他，他母
亲邱姨都说他不在家或是出门去了。我曾
怀疑那是又保在故意躲我。

再后来，因母亲进城和我一起生活，所
以回家的日子逐渐少了，同又保几乎没见过
面了。直到那场百年不遇的洪水过后，当我
再次回到灾后满目疮痍的故乡，再去看儿时
的伙伴又保时，他的母亲邱姨拉着我的手，
流着泪告诉我说，又保在那场洪水期间突发
疾病，因没能及时治疗而不幸去世了。突然
听到这个消息，看着邱姨，我心中那种无法
言表的哀伤，一时间我不知该用什么语言来
表达。我含泪问了一声：“邱姨，他的墓地在
哪？我想去看看他！”然后默默地来到村北
堤边那个还未长出新草的新坟，看着连块墓
碑也没有来得及立上的那堆黄土，瞬间不觉
喉咙哽咽、泪流不止。我不知道在那里站了
多久，也不知道我后来是怎样离开墓地的。

如今，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但又保在
我的记忆中却没有丝毫的模糊，而我对又保
的怀念却是越来越浓烈。有时我在想，假如
那次我与又保在尺八街上最后一别，没有忘
记说一声再见。是不是就不会发生我与又
保再也不能相见的事呢，而又保也就更不会
英年早逝，想着这些，心中总有些隐隐地悲
痛与自责。

发小又保
□ 杨朝贵

美好的遇见总是与春天相约。那是
2021年的春天，一位好友向我推荐了《当代
老年》杂志。一旦与它接触，我就爱不释手，
认为这是最适合自己阅读与写作的刊物。

我一见钟情，喜爱有加。因为它突出当
代老年人的特点，散发着当代老年人的生活
气息。有革命前辈的红色革命斗争故事，有
当代老年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取得的辉煌成
就，有各地各部门所出台对老年人的关怀措
施，有出自编辑和读者之手撰写的不同方面
的很有见地的美篇。只要是涉及当代老年
人生活方方面面的事都大有文章。一本《当
代老年》在手，我把它当作生活中不可缺少
的一部分。乡村投递较慢，常常令我牵挂，
以致我从众多的刊物中去寻觅她的风采。

《当代老年》开设的栏目有十个之多，与
“心”息息相关。什么“初心、关心、爱心、不
老心、怀旧心、静心、养心、开心、闲心、心连

心”等，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对老年人的
生活“心心相印”啊！一本杂志在手，你尽可
能广泛浏览，尽可能有选择地阅读，尽可能
从中吸取身心方面的营养。或感受“银发”
的闪光，或寻觅古代美妙的诗文，或领略各
地风景名胜，或抒发心中的美事趣谈，或感
受编辑老师编稿的各异风格。真是文字隽
永，内涵丰富，通俗宜人。总而言之，读刊有
益，收获良多。受启发，有感悟。

每收到一期杂志，我先是大致浏览，用
搜索的眼光去寻找。每逢党和国家的重大
活动，必定有征稿启事。爱好写作的我，可
借机练笔发文，把自己的经历与感受码字成
文。是回忆，也是记录。何乐而不为呢？接
下来再是有重点地细读，有选择性地找适合
自己口味的栏目文章去读，从中受到启发，
与心灵碰撞，迸发出写作的灵感，从而产生
一篇新的美文。

向杂志投稿也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
从 2021年至今，我黏着《当代老年》，读刊、
投稿。四年来，上刊四篇。虽然上稿率不
高，但我心存感激。我的拙文能上是不多见
的。《我唱心歌给党听》那是一篇建党100周
年的征文，此稿排列在杂志前面的“怀旧心”
专栏。《菜油飘香润心“甜”》那是记录菜籽油
在不同年代留下的印痕，也排列在“怀旧心”
专栏。《冬闲农家豆皮香》那是农家烫豆皮时
的情景。《春风吹绿柴笋香》记叙农家的婆婆
妈妈采摘柴笋的故事。虽然在前面的目录
中看不到标题和作者，就在后面的那个“等”
字之列，我还是在翻阅中找到这样的“隐藏
篇章”，自然也感到高兴。欣赏他人的美作，
思忖自己的拙文，深感自己的文字肤浅，缺
乏内涵。还有待于学习提高。

这四年来，我与《当代老年》有感情、有
牵挂，一直都是黏合着的。稿子投了不少，

上刊有难度。作为一名农村老年读者，我有
过如何向杂志投稿的困惑，有过不能及时接
到刊物的念想，有过查询稿费的腼腆，编辑
老师是热心助人的，编辑稿件是公平的，刊
发的稿子是有“分量”的。我发自内心的感
受：杂志、编辑、读者紧密相连，编辑关爱读
者，读者钟爱杂志，与之同频共振，杂志更有
质量。就在与编辑老师不时地交流互动，让
我的写作产生了动力、增强了信心，倾注了
思维的活力，我更是离不开《当代老年》。

这本杂志对我而言，我曾经产生过相见
恨晚的失落，滋生过连续几次上稿的惊喜，
经历过稿件不被采用的低落，时常留有错失
征文的遗憾。但不管有着怎样的情绪，她都
是我阅读写作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常读常
新，常写常新。她让我汲取知识的力量，尝
到阅读与写作的甜头。我愿与这位“良师益
友”长相厮守，携手前行！

我和《当代老年》的故事
□ 曾繁华

遗失声明
▲赵显波、胡亚珠不慎遗失由监利熙

银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定购监利状元园1-
2-1401号房首付房款收据（第三联）壹份，
编号为 NO.3606871，金额：260624.00元

（大写贰拾陆万零陆佰贰拾肆圆整）。
▲赵显波、胡亚珠不慎遗失由监利熙

银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定购监利状元园
1-2-1401 号房首付房款追加收据（第三
联）壹 份 ，编 号 为 NO.4171633，金 额 ：
70000.00元（大写柒万圆整）。

▲监利市消费者委员会不慎遗失社会
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51421023559747439M。声明作废。

▲监利市消费者委员会（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51421023559747439M）因机构改

革（原主管部门监利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合
并到监利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请
相关债权债务人于四十五日内来我单位办
理相关手续，联系人：刘爱武，联系电话：
0716-3324315。地址：监利市容城镇团
结路22号。

监利市消费者委员会
2024年 4月 25日

▲刘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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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02号
房公共维修基金代收收据（第二联）壹份，
编 号 为 NO.6751467，金 额 ：4633.50 元

（大写肆仟陆佰叁拾叁圆伍角）。
▲姚骏，不慎遗失人民警察证壹份，警

号为：055339。
▲胡鸣，因保管不善，不慎遗失登记坐

落为监利市容城镇玉沙大道 22-1号的不

动产权证书，证号为：鄂（2020）监利县不动
产权第 00046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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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曙光，因保管不善，不慎遗失登
记坐落为监利市桥市镇兴教路的不动
产 权 证 书 ，证 号 分 别 为 ：0500011 号 、
23330704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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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鸣，因保管不善，不慎遗失登记坐落
为监利市容城镇玉沙大道 22-1号的不动
产权证书，证号为：鄂（2020）监利县不动产
权第 00046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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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7日

何曙光，因保管不善，不慎遗失登记坐
落为监利市桥市镇兴教路的不动产权证
书 ，证 号 分 别 为 ：0500011 号 、
2333070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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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