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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未成年人关爱未成年人””公益广告公益广告

监利市融媒体中心监利市融媒体中心 宣宣

文学副刊文学副刊

每到农历五月初五，我们都要过一个重

要的节日——端午节。端午节是中国四大

传统节日之一，它是一个展示中华民族伟大

爱国主义精神和首个中国入选世界非遗的

节日。

“端”的意思和“初”有时是相同的，“初

五”也就是“端五”。端五的“五”字古时候又

与“午”字相通，端五也叫端午。根据《荆楚

岁时记》载：因仲夏登高，顺阳在上，五月正

是仲夏，它的第一个午日正是登高顺阳天气

好的日子，故称端午也叫端阳。端午节除了

称端五节和端阳节外，还有许多别的称呼，

如：重午节、五月节、天中节、龙舟节、诗人

节、女儿节等。因时代及地域有所不同，造

成了某些传统节俗些许不同，但总体上来

讲，农耕时代社会生产力不发达，民间喜迎

每个重大节日，都会相沿成习地开展有益于

身心健康的娱乐活动，吃应节食品。过端午

节同样也是这样，例如：捏粽子、煮禽蛋、蒸

包子、做绿豆糕、佩香囊、挂菖蒲、喝雄黄酒、

赛龙舟、刚出嫁的女儿回娘家“躲端午”等大

同小异的习俗。

战国时代末期，楚、秦两个诸侯大国争夺

霸主地位。出生湖北省宜昌市秭归的屈原，

是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早年他很受

楚怀王信任器重，任楚国左徒、三闾大夫，兼

管内政外交大事，主张对内举贤任能，修明法

度，富国强兵，对外力主联齐抗秦。后来，屈

原的政治主张，遭到上官大夫为首的守旧派

的反对，他们不断在楚王面前对其进行诋毁

陷害。楚怀王听信了谗言，不分辨是非，渐渐

疏远了屈原。受到排挤的屈原倍感痛心，难

以抑制心中忧郁与悲愤，写出了《离骚》《天

问》《九歌》《九章》等不朽诗篇，为楚辞的创立

者。屈原的这些辞赋，古往今来深受广大文

人骚客喜爱。他那“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

下而求索”的忧国忧民抱负，已成为后世仁人

志士的崇高追求。

公元前 299 年，秦国攻占了楚国八座城

池，接着又派使臣请楚怀王去秦国议和。屈

原看破了秦王的阴谋，冒死进宫陈述利害，楚

怀王不但不听，反而将屈原逐出郢都。楚怀

王不听屈原忠言，如期赴会，一到秦国就被囚

禁起来，楚怀王悔恨交加，忧郁成疾，3年后客

死于秦国。怀王长子楚顷襄王即位不久，秦

王又派兵攻打楚国，顷襄王仓皇逃离京城，秦

兵攻占郢都。屈原在流放途中接连听到楚怀

王客死他乡和郢都失陷的噩耗后，传说于公

元前 278年农历五月初五那天，他万念俱灰，

仰天长叹一声，抱着一块石头投入到滚滚激

流的汨罗江中。江上的渔夫和岸上的百姓，

听说屈原大夫投江后，纷纷驾舟来到出事的

江段奋力营救，后来就有了龙舟竞渡的习

俗。人们投放食品到江水中祭祀屈原时，但

多为水中的鱼虾所食，就用芦苇叶片包上糯

米，用线缠成粽子后再投放江中。

为纪念爱国诗人屈原，每年的农历五月

初五，楚国人都会到江河上划龙舟，吃粽子，

以此来纪念屈原不与世俗同流、以死明志的

高尚节操。从此，端午节的习俗就这样在民

间流传了下来。唐代江南诗僧文秀写有《端

午》诗词一首，以此为证：“节分端午自谁言，

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

得直臣冤。”

端午节俗来历
□ 彭庆玉

去年 9月，孙子入学幼儿园，从此开启了他的校园
生活。那天，奶奶早早起了床，把前一晚就准备好的衣
物再清理一遍，叫起孙子，穿戴洗漱，送往幼儿园。送至
老师手上的一刻，孙子没有哭，却用一副恐惧、焦虑、可
怜兮兮的表情，勾起奶奶满眼晶莹。奶奶匆忙挥手拜
拜，转身假装离开孙子的视线，偷偷地目送他走进园内，
直到看不见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返回路上，奶奶却思绪万千。孙子在幼儿园能适应
吗？没人喂饭自己吃得好吗？没人哄睡能睡得着吗？
大小便会弄吗？该不会穿湿衣服吧？想爸爸、妈妈、奶
奶了该怎么办？在一系列疑问中，奶奶终于回到了家。
打开门，望着空空的屋，一下跌坐到了沙发上。又想起
了一千多天形影相随，日常中的点点滴滴。从几斤重、
近尺长到几十斤、几尺长。呱呱哭到呀语笑，蹒跚步到
健步跳，学识字到读诗画，零零碎碎的记忆涌上心头，就
这样忧心忡忡地盼到了孙子放学。可爱的孙子在路上
采摘了一朵野花，送给了奶奶，奶奶笑了，孙子也笑了。

一个学期过去了，孙子逐渐适应了幼儿园，学会了
奶奶担忧的所有技能，也结识了新朋友，不断地收获着
老师奖励的小红花，装扮着自己的小天地。奶奶也终于
卸下了那份担忧，开始打理着新的事务。

关着的鸟儿不会飞，抱着的孩子不会走；院子里溜
不出千里马，温室里长不出万年松。奶奶的适当放手，
也是对孙子爱的延续。

奶奶的爱
□ 肖书怀

晨光熹微，在成都经营早餐店的杨艳平

开始忙碌起来，和面、绞肉、做馅，组合成形、

上锅蒸制。朝露日升，顾客排起长队，杨艳平

从蒸笼里端出小笼包、烧卖、馒头……十多年

如一日，他和 10多万名湖北监利的面点师一

样，依靠勤劳的双手，闯荡天涯，经营面点，发

家致富。

地处长江中游江汉平原的监利市，素有

“中国水稻第一县”的美誉。就在这片不主产

小麦，不主食面食的土地上，崛起了一代又一

代中国面点师。他们大多从小镇毛市农村走

出，闯荡一个个陌生城市，历经40余年创业打

拼，把小小面点做成大产业。监利面点师，已

然成为全国闻名的劳务品牌。

水稻大县监利输出这么多中国面点师，

背后的故事耐人寻味。

一尊包祖雕塑
揭开面点文化神秘面纱

在毛市镇街头，有一整栋楼专门用做“毛

市佬”面点产业孵化器基地。步入大厅，首先

入目的竟然是诸葛亮的铜像雕塑。

面食馒头，作为中国民间的一种美食，有

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和丰厚的文化内涵。据史

料《雅州府志》记载：三国时期，诸葛亮率兵攻

打南蛮，在擒获蛮将孟获之后班师回朝。当队

伍行至泸水时，天气骤变，江上狂风大作，将士

无法过江。诸葛亮临危不乱，连忙向孟获问明

原因：说是大军若要过江，必须用四十九颗蛮

军的人头祭江神，方可顺利过江。诸葛亮不忍

心再杀四十九条人命，于是，想到一个办法：他

命随行军厨杀牛宰马，剁成肉馅，然后用白面

团裹起来，揉成人头状，投入水中。果然，江上

异象消失，将士安然渡过了泸水。

因古代南方被称之为“蛮”，又为人头形，

物如其名，便将这种面食称作“蛮头”。后来，

在民间流传中，渐渐口口相传成一个叫法

——“馒头”。因此诸葛亮也被尊奉为面食的

祖师爷，即包祖。

最初的馒头是一种祭品，但到了民间便

成了一种美食。一种美食总是与人们的生

活、民间习俗有着密切的关系。无论是集市

早餐店，还是平常百姓家，包子馒头都是生活

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在传统春节，人们将面食做成各种花

样。除夕大团圆吃米饭，大年初一吃团子、汤

圆、面条、饺子、包子。以示过春节美食丰富，

年味浓郁。

赛龙舟是端午节习俗之一，也是端午节

最重要的节日民俗活动之一。在祭祀活动

中，荆楚大地的先民们，很早就用包子、粽子

作为祭品投江，传说是为了吸引鳄鱼、江豚一

类的水生动物，以免它们啃噬屈原的尸体。

这一风俗，一直沿袭到现在。

监利人好喝早酒、吃夜宵，这两种场合一

般很少吃米饭。闲来无事，邀几个同窗、好友

小聚，谈天说地，海阔天空。酒至半酣，来一碗

面条，几笼小笼包、几个馒头包子，就足够了。

因此面食也成为集市餐馆里的主食之一。

一群农民背井离乡
演绎舌尖面点传奇

一种美食是一个时代的印记。20 世纪

70年代末 80年代初，农业生产力落后。在解

决温饱的历史背景下，毛市镇不少农民率先

外出谋求生计。

现年82岁的张世鹏，毛市镇崔吴村人，经

营面点生意近50年。他是监利面点产业的第

一代面点师之一。

张世鹏与面点的渊源，还得从他岳父郑

学典说起。郑学典，毛市街道人，年轻时就学

了一手“白案”和“红案”手艺。大集体时期，

在毛市区公所食堂做厨师多年，后受聘监利

县磷肥厂食堂当厨师。空闲时，年轻时的张

世鹏经常给岳父当帮手，久而久之，张世鹏对

红白两案操作产生了浓厚兴趣。几年下来，

他已经掌握所有的操作技术。

20世纪 80年代初，农村开始实施土地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张世鹏终于迎来了施展

拳脚的机会。1982年，张世鹏在毛市集镇首

开了第一家包子店。他与妻子每天起早贪

黑，任劳任怨。那时，尽管每个馒头只卖 5分

钱，每个肉包子只卖1角钱，但每天都有“真金

白银”装入囊中，张世鹏夫妇虽苦犹乐。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张世鹏渐渐把包子

生意做大了，做强了。1990年，张世鹏“转战”

武汉，开起了“世朋”包子店。在武汉经营了5

年面点生意之后，1995年，张世鹏不远千里来

到东北沈阳开设了“好吃再来”包子店。张世

鹏以每年10多万元的营业额在沈阳一待就是

3年。1998年，张世鹏又南下河南郑州，开的

包子铺，每年纯收入15万元左右。

光阴荏苒，岁月不饶人。2002 年，年满

60岁的张世鹏，年迈体衰，再也不能从事面点

生意了。他把包子铺全部交给了儿子经营。

长江后浪推前浪，长子张建华加盟“南昌包大

人”公司，次子张斌加盟“成都开心包点”公

司，每年营业额分别接近80万元。

刘新飞，毛市镇群力村人。监利市面点

协会秘书长，广东“留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和广东佛山“蒸好食品”有限公司现任董事

长，湖北“毛市佬”品牌联合创始人之一，主要

从事餐饮面点经营管理与餐饮馅料生产，致

力于中式餐饮文化研究，堪称监利面点行业

第二代面点师的杰出代表。

早在20世纪 80年代初，刘新飞的父亲刘

义仁师从分盐镇姜由村面点师姜昌军。学成

归来后，于 1986 年另立门户从事面点制作。

先后在监利城南修防总段、县人民医院对面、

北门市场经营面点生意。1992年至 1996年，

在武汉天声街菜市场、丹水池菜场经营包子

生意。他发明用自行车钢圈编制蒸笼，可以

同时蒸 2笼，提高了营业效率，当时一天能卖

1000多元。1999年离开武汉，辗转沈阳、内

蒙古、郑州、浙江，最后回到荆州。

刘新飞从事面点行业可谓“横空出世”。

他本来在家乡毛市经营农资生意，收入还

行。但每年的营业额对比父亲做包子的收入

差得远。于是，“野心勃勃”的刘新飞，廉价转

出了农资铺，开始加入父亲面点经营行列。

刘新飞跟随父亲一起南来北往，商海历

练，积累经验，让他与餐饮行业结下了不解之

缘。在改革开放的潮流下，刘新飞怀揣着梦

想南下创业，几经风雨沉浮，终于在摸爬滚打

中探索出一条通往食品行业的成功道路，从

最初的几间门店与商贸公司，逐渐发展为集

面点经营管理与馅料研发、生产、销售、配送

等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

2014年，刘新飞在广东成立“留香餐饮”

管理有限公司，随后，在广东佛山成立“蒸好

食品”有限公司。他在传统面点的基础上，开

始着力于对食品品牌的不断推陈出新，先后

研究开发出一系列面点新样式、新口味，陆续

创立了“爱尚理”“麦留香”“靓酷”等品牌产

品，并利用无尘车间施行全面质量管理体系、

产品溯源体系等对餐饮馅料进行研发制作。

公司的产品无论从样式到口感，在市场上都

得到了消费者一致好评。2018年，刘新飞的

创业故事，入选《佛山工人力量》一书。

刘新飞致富不忘家乡，他创办的两家公

司敞开大门，接纳了家乡一批又一批的有志

青年加盟企业。短短的6年时间内，公司在珠

三角一带加盟门店达到 400 余家，直接扶助

就业人数高达 1200余人，培养了一批批餐饮

技能人才，间接带动了家乡有志青年共同创

业，发家致富。每年创造产值约 2亿元，为当

地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

监利面点产业犹如永不停歇的接力赛，

一代传承一代。

在广东深圳龙岗区一个小区附近，有家

早餐店，主要经营馒头、包子、小笼包、饺子、

豆浆等食品。每天清早到上午 10点多，前来

买早餐的顾客络绎不绝。店老板是监利市毛

市镇崔吴村人，丈夫叫吴为芳，妻子叫文芳

芳，夫妻俩都是80后。每天，男店主在店里忙

着做包子，女店主负责销售。她们还请了两

个钟点工，一个负责打稀饭、干杂活，一个负

责卖现磨豆浆。整个上午，店主和帮工们都

忙得不亦乐乎。

文芳芳夫妻经营面点生意至今已有 12

年，两人是监利市毛市镇第三代面点师之一。

2011年12月，文芳芳与吴为芳结婚时，家

里几乎一无所有，年轻的夫妻俩眼看着邻里们

每年年底回家，经营面点的收入可观。她们决

定出去学面点操作手艺，以改变家里的困境。

他们来到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灵山县旧州

镇，跟随老河村的冉兴旺师傅学手艺。文芳芳

夫妻俩很勤奋，悟性也好，一个月时间，两人就

掌握了基本的技术，决定自立门户。

辞别了师傅，文芳芳在广西的另一个小镇

上租了个小店面，正式开始经营包子馒头生

意。但创业并非想象的那么容易，当地经济发

展落后，包子 1元钱 4个。人在外乡，语言不

通，无法理解顾客需求。加上广西人口味与湖

北人口味大不相同——广西人连吃肉包子也

得是甘甜味。第一个店面亏损严重，不得不关

门。此后，文芳芳夫妇来到深圳龙岗市城中村

租门店卖包子，却因为与做早餐的邻居不和，

只做了3个多月，不得不将店面转手。

2015年，文芳芳辗转到河南，做了 3个月

的推摊生意，在当地一位善良的房东帮助下，

文芳芳租下店面，终于又有了自己的小店。

当时，每天营业额约 2000 元。这一年，就赚

了20多万元。

2018年，文芳夫妻前往深圳谋发展，她们

花了一到两个月的时间，对深圳的整个餐饮

行业做了全面的考察，发现人们购物都比较

挑品牌。为此，文芳芳最终选择加盟在深圳

影响力最大的包子品牌——三津汤包，最终

买下了一家安徽人的三津汤包加盟店。

至今，文芳芳夫妻俩做“三津汤包”品牌

包子已有了5个年头。每年的营业额80万元

左右，年净利润 37万元。但夫妻俩并不满足

现状，在她们心中，还有更高的目标。

创业路上，没有永远的王者，只有不断

超越！

一个“毛市佬”招牌
竖起中国劳务品牌典范

监利面点产业发展觞于毛市，影响和带

动了红城、周老嘴、分盐、福田寺、上车湾等周

边乡镇发展。当初，毛市第一代面点师们只

不过是为了谋生。但从业之后，却发现面点

行业很有市场，其收入远远超过在家务农。

于是，以亲帮亲、邻帮邻、户帮户的形式，

逐年带动亲友外出从事面点经营，为行业后来

人引路铺石，从“一块案板、两根擀面杖、三口

之家”的家庭作坊，逐步向规模化、品牌化发

展，从谋生活计，到产业发展，从传统的家庭模

式，到集团式的经营，40余年艰辛创业，足见监

利面点人的勤劳、坚韧与睿智。监利“毛市佬”

包子产业由小到大，涌现出了广州酷比、湖南

食得福、南昌包大人、广州爱尚理、武汉楚媳

妇、四川留恋食品、广州粮帮主、长沙双之林、

四川五更郎、荆州诸神等50多个面点品牌。

能吃苦，善创新，是监利面点师的共同特

点。做面点，凌晨三四点就得起床备料、发

面，不吃苦肯定坚持不下来。监利面点师善

于创新，比如，不断完善发酵方式，做出来的

面点外皮松软，馅料丰富，大家走到哪儿都能

挣到钱、扎下根。

因为遍布全国各地的监利面点从业者大

多数是毛市人，面点业内便将监利面点师亲切

地称为“毛市佬”。2017年初，广州酷比餐饮企

业管理有限公司将其注册的“毛市佬”商标，转

让给监利县面点师协会旗下的湖北“毛市佬”

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使其成为公共品牌。统一

品牌、统一店招、整合资源，为监利市打造“毛

市佬”包子品牌迈出重要一步。“毛市佬”作为

监利面点美食的金字招牌，早已扬名天下。随

着监利儿女创业闯天下，“毛市佬”包子店遍布

全国大都市的大街小巷，行走于广大农村的小

镇集市，随处都可品尝“毛市佬”的味道。

监利面点师分布在全国各地，店铺开设

至城市、乡镇的大街小巷。在全国 30多个城

市建立了品牌旗舰店、标杆店，错位同步挂出

“毛市佬”店招，形成品牌联动效应。从生产

加工的原材料、耗材的供应开始，并以此为串

联的主线，建立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搭建多

商场的电子商务平台。多点形成区域采购、

加工、储运、配送中心，与此同时，致力拓展线

下销售渠道。从而，进一步提升“毛市佬”品

牌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一份小小面点
孵化出富民大产业

一个地方的特色产业崛起，倾注了各级

政府和职能部门的心血。2005年以来，在监

利市政府的支持下，毛市镇政府与人社部门

联手，先后举办了 18届面点师培训暨技能比

武大赛，举办了4届“毛市佬”面点美食文化节

等活动。通过节会活动，重奖一批面点美食

创新项目、创业能人，宣传推介面点界的领头

雁、创业者。通过政府搭台造势，增强“毛市

佬”品牌影响力。

市人社局和毛市镇政府为整合资源，助

推面点产业发展，于 2017年 6月成立了湖北

“毛市佬”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并投资 500多

万元，创建了“毛市佬”面点产业孵化器基

地。同时，还建立了综合服务平台，组建了多

个面点师微信群。为面点行业提供动态发

展、品牌运营、合作招商、赛事活动、技术培

训、食品安全、创业就业等各项服务，构建了

面点行业独特的020模式。

依托湖北“毛市佬”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以监利面点产业孵化器为龙头，组织、招引有

实力的本土面点企业回归。比如，“毛市佬”

旗下的品牌“诸神食品”返回监利，首期投资

近亿元，生产面点相关产品，开启了本地面点

产业的发展，为本地农民工就近就业提供了

方便，推动了附近村庄的种植业，也为争取在

外成功人士返乡创业开了先河。

“一期 5000 平方米的生产车间投产后，

我们开发出小笼包、烧卖、馒头、南瓜饼等产

品销往全国各地，3 个多月销售额近 500 万

元。”荆州市诸神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余双

红说。

“一代代面点师用勤劳双手和技艺创新，

培育起监利‘面点师之乡’金字招牌。”副市长

刘俊军说。如今，监利市共有面点师 15万余

人，遍布全国各地的店铺有 5万余家，各类连

锁品牌店2万余家，大小品牌50多个，年收入

约 80亿元，相当于全市农民一年的农业收入

总和。其中，毛市镇外出的面点师达 3万余

人，年收入近40亿元，人均收入达10万元，辐

射带动全市各乡镇共同发展，成为全市劳动

力转移增收的重要途径。

从谋生活计到特色产业，40多年的创业

历程，监利面点人用勤劳、坚韧与睿智，书写

了中国面点传奇。监利市将持续推进劳务品

牌建设，加强产业链培育，发挥面点产业优

势，引领乡村振兴，推动地区经济发展。

走过流年的山高水长，行走于异乡的大

街小巷，兴致勃勃地品尝监利“毛市佬”面点，

浸润味蕾的，不仅是口齿生津的家乡味，还有

无法淡忘的乡愁。

舌尖匠心
□ 李珍文

夏天的记忆
□ 胡爱娥

夏天来了，我望着墨蓝色夜空中几点若隐若现的昧
星，忽然想起些旧事。

那时，我随父母回到老家，我们住的老屋是他们
用最简单的方法搭建的。屋顶是茅草，周围墙体叫壁
子，是用麻梗棍缠上稻草做支撑，再糊上厚厚的泥巴
做成了遮风挡雨的墙。

我 11 岁时,夏天的一个下午，天空乌云密布，很快
就是狂风暴雨，雷电交加，好似整个大地都在摇晃。母
亲搂着弟弟妹妹，父亲顶着大门。忽然间，一块泥巴壁
子随着风力像大海上的风帆鼓动颤抖起来，眼看就要
被掀开，我迅速冲过去，用瘦弱的身体拼命地顶住了
它，硬是沒让吹穿。那时脑子里还浮现出好几个英雄
人物呢。事后，父母爱怜地看着我说：“如果不顶住，风
鼓进来，房顶就会被掀掉了。”

老屋前依次是禾场、菜园子和一望无际的白鹭湖。
每到夏天，当晚霞染红西天，父母忙完了一天的生活，
在禾场上架起饭桌，就这样对着青翠的菜园和绚丽晚
景吃晚饭。

繁星升起，父母就开启了前一天没讲完的故事。
母亲会讲牛郎织女、白蛇传、红楼梦、聊斋，而三国演
义、水浒传封神演义一般都是由父亲来讲。听着听着，
身体好似飘荡起来，变成夜空中的精灵，在繁星间穿
梭，与嫦娥私语，在银河的鹊桥上舞蹈。

大弟小时候也非常爱听故事，4 岁时，就能绘声绘
色地复述封神演义中许多完整的篇章。他还有本事用
故事换到鸭蛋。一天，两个鸭拐子（放鸭人）把他带到鸭
棚里，想听他讲封神演义的故事。他转身爬上床沿，正
了正身子，用右手背抹了下鼻涕，还清了清嗓子，就开始
像个才思敏捷，口若悬河的说书人讲了起来。听完后，
两人还送了小弟两个鸭蛋，装在他上衣口袋里。他喜滋
滋跑出棚，过堤坝上一个小排水口时，小脚一滑，摔了个
狗啃泥，鸭蛋也不能幸免，被他的上衣吃光了。

现在，晚霞依然会在西天燃烧，星星也会在故乡
上空闪耀。只是，老屋宅地上已不是昔日的主人。

遗失声明
▲监利市基督教上车教堂不慎遗失宗教活动

场 所 登 记 证（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714210233523617073。声明作废。

监利市基督教上车教堂
2024年 6月 3日

遗失声明
▲监利市朱河镇李庙幼儿园，因保管不慎，不慎

遗失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正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52421023058130449T。声明作废。

▲鲁新樵，因保管不善，将权利人登记为鲁新
桥坐落为监利市新沟镇解放街的国有土地使用证
遗 失 ，土 地 使 用 证 号 为 ：监 国 用（1995）字 第
030104004 号，土地使用权面积 154.40 平方米。
现特向贵单位申请遗失注销。本人承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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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正龙，因保管不善，将权利人登记为万正
龙坐落监利市新沟镇光明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遗
失 ，土 地 使 用 证 号 为 ：监 国 用（1995）字 第
030303050号，土地使用权面积107.46平方米。现
特向贵单位申请遗失注销。本人承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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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新樵，因保管不善，将权利人登记为鲁新桥坐
落为监利市新沟镇解放街的国有土地使用证遗失，
土地使用证号为：监国用（1995）字第030104004号，
土地使用权面积154.40平方米。现权利人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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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3日

遗失补发《不动产权证书》公告

万正龙，因保管不善，将权利人登记为万正龙
坐落监利市新沟镇光明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遗失，
土地使用证号为：监国用（1995）字第 030303050
号，土地使用权面积 107.46 平方米。现权利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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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