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初，金井河是“十八弯”，蜿蜒涌动着与泥沙混

合的流水。于是，决定修河改道，家家户户的劳动力

挑担填石，凝聚的汗珠洒落在烈日热土，此后便有

了一截笔直的河段，它静静地流淌，无声无息记录

河上的点滴。

我的老家位于河段中部，原是农村常见的土砖

房，黄泥墙缝上落满的灰尘，如岁月一般古老与久

远。家里老人总是回忆说，手推三个轮子的土车，前

轮比后轮小，要抬起才能走，保持平衡也是一种技

术活，刚断奶的我坐在横梁上，哼着要找妈妈，却不

忘把手里的饼屑舔净。河堤是回家的必经之路，可

中途还得停下来把快要掉下去的我放稳在中间，八

百米的路程，晃晃悠悠走上半小时，到家时我早已

呼呼大睡，嘴角滴落着口水，喃喃唤着的不知是要

妈妈还是要米粑粑。

金井河的水缓缓流淌，穿过树林与农田，抵达

记忆里的过往。夏日周末，爸爸让我将一只宰杀好

的鸭子送到外婆家，约上邻家好友，携使命前行。两

个小娃使足了劲才让袋子免受地上摩擦的痛苦，左

手换右手、扛在肩头或是抱在怀里，艰难踏上河堤。

两旁没有绿树的遮挡，太阳就如同一双眼睛直勾勾

盯着头顶，我们焦躁得直冒汗。泥土堆砌的河堤早

已落满了坑，填上的石头也糅杂在黄泥中。堤下的

河水翻涌，粼粼闪烁着金色的光，面上荡漾着风，卷

起岸边油油青草与朵朵野花，再扬起蓬松的黄尘，

吹在一望无遗的河堤上。这堤笔直得似乎都看不到

尽头，恰好碰见刚要出门的老人，我们迫不及待要

进去喝口水，咕隆咕隆浇灌我们那冒烟的喉咙。老

人摇着蒲扇，噗噗将风送来，我嫌不过瘾请老人大

力一点，感受到脸上的肉都在颤抖才肯罢休。

天色渐晚，在外婆家呆上不足片刻，又抱上一

袋鸡蛋就往回走。河堤沿途除了房子就是田地，放

眼望去人们还在忙着农活，弯腰藏在半人高的稻穗

里，或者头戴草帽挡住黝黑的脸颊。牛羊成群结队

赶来岸边青草地，一路小跑占据最佳位置，在主人

一声声“哦里哦里，快点吃”中，几乎把头埋进草里，

只瞧得尾巴晃悠驱走恼人的蚊子。一两滴小雨点在

脸上，夜幕骤然降临，田里的人带上锄头和水壶往

家赶，地里的牛还叼着野草咀嚼恋恋不舍。

时间飞快，我外出求学、工作好几年。再次回

家与家乡金井河重逢也是在一个不太起眼的傍

晚，一如往常平静与祥和，仅多了一份悠闲与自

在。河堤褪去泥石外衣，裹上柏油路面，踏实与轻

稳在脚底发芽。落日余晖，天空泛着红粉色与橙黄

色，透在纯白云层间。是一阵风，从稻香十足的田

里、从鸡鸭纷扰的湿泥中、从浩浩荡荡的河水中，

吹过面颊与发梢，轻轻缠绕在指缝中，消逝而又再

次浮现。外出务工的人回乡建房子，金井河上满是

饭后散步的小镇居民，遇见熟人就叙说着近来的

生活，碰上陌生人也能随口一句“又来散步啊”，温

馨人情味溢上河面。

三两只黄牛走在被修剪整齐的岸边，吃上几口

就抬头望望远方，不知是在思考发呆还是吃多了休

息一会儿。头羊带领一群小羊追逐嬉戏，仰天长啸

“咩咩”与河堤上小孩的欢笑声交杂在一起，草丛里

的蛙鸣蝉叫，金井河上闹嚷嚷。路灯相照，为散步的

人照亮前行的路，月色在此时更像是一种淡淡的存

在，凸显着清凉或是温柔的氛围。收割机停靠在田

地里，赶在夜幕落下前回家的农人，似乎有些佝偻、

有些白头。月光下，闲着的农人沿水边，撑一根钓

竿，点燃蚊烟将蚊虫熏走，静候鱼儿上钩。幸福徜徉

在金井河之上，河岸沉浸在黑夜里，萤火虫扑棱着

翅膀，闪闪在草丛里摇曳，像是繁星在绿空中点缀

斑斓。

知了声声唱着夏天，光芒洒落在河岸与田野

间，跨越漫漫韶华，叙说属于金井河的故事，与花与

草、与人与物。几代人浇筑朝气和热血，用灿烂拥抱

小镇，变好、变美。承载着回忆与梦想的金井河水，

在默不作响的平淡

时光里流淌，轻轻柔

柔、缓缓悠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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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就算了，还没有娘！”自打我知事起，

娘只是一个抽象的名词，活在乡里邻舍的只

言片语里。听奶奶说，娘刚离家出走的时候，

我每天坐在老屋前的樟树下，坐在黄昏里，眼

泪汪汪地望着门前进出的那条路，夜色一团

团地压下来，直到压成一团漆黑，娘依旧没有

回来。

没有了娘，我的生活就只剩下“活”了。没

有一技之长又患有腿疾的父亲用尽了所有的

力气和时间，才能勉强挣来一家所需。父亲早

出晚归，披星戴月，我总是在白天看不见他的

踪影。一日三餐，吃饭穿衣，还有日常照看，奶

奶全盘接纳了年幼的我和哥哥，生活需求反

复地叠加，就堆砌成了我们的成长。

没有了娘，我会在夜晚感到害怕。一旦太

阳从村庄里撤退，天空被夜色洗黑，房屋、树

木这些从土地上长出来的事物就会变得怪异

起来，它们披着比天空更为浓重的黑逐渐深

入到夜的深处，乡村被统一成仅仅一种色调。

父亲也被统一到了这种色调里。父亲习惯了

晚归，我也习惯了父亲的晚归。我们的家在老

屋的东厢，中间隔着伯伯、叔叔两家人。爷爷

奶奶住的西厢房，这一栋东西相连的老房子

由土砖砌成，大大小小有十几间屋，是爷爷奶

奶白手起家建立起来的，后来，他们的孩子相

继成家，爷爷奶奶便把老房子分成几户，原本

各户之间连通的房门都被隔断，形成独立的

小天地，以适宜各家的繁衍生息。这有点像一

棵大树，分出一根根枝来，只是有的叶茂，有

的萧瑟，比如我家。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命运悲欢，一个

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生存法则，但以生命的形

式而缔结的爱从来都没有割裂。那时，天一黑

哥哥就乖乖地挤到爷爷床上挨着爷爷一起入

睡，我则静静地坐在爷爷奶奶的房间里，在爷

爷那此起彼伏的鼾声中等着父亲回来为我驱

赶黑夜。没有人会陪我一起在黑夜里等待不

确定什么时候才能归家的父亲，除开闲下来

的奶奶。泛黄的灯泡悬在房中间，微弱的灯光

撑破从四周不断笼过来的黑，我和奶奶就这

样守着这盏黑夜中的灯等待着我的父亲归

来。父亲是我生命的源头，但我并不足够了解

他，或者说远没有他的源头那样了解他。等待

的时间格外漫长，奶奶就在这漫长里不厌其

烦地为我一段一段地讲解，直到拼接出父亲

的生活轨迹，让我从她的视角来窥探父亲曾

经那热气腾腾的生活，而这也是我充满好奇

并且迫切想要知晓的生活，它极大地补充了

我生命之外对父亲的理解和认知。生命的延

续，需要探索，也需要传承。

没有了娘，我和哥哥的成长就被简化。这

不仅仅是我洗衣做饭、叠衣套被等这些基本

的生活技能离不开娘的言传身教，且成长发

育、人间冷暖等这些精神雨露也少不了娘的

呵护、滋润。我没有娘，只有奶奶。午后，阳光

从门洞里斜切过来，浮尘在阳光里打着滚，我

向着阳光靠拢，看着奶奶穿针引线，缝衣纳

鞋。万物复苏的时候，奶奶带着我上山采茶；

炊烟升起的时候，奶奶带着我炒菜做饭……

后来，我成家了，婚后一年我仍然没有制造新

生命的打算，每每回到娘家，已是古稀之年的

奶奶悄悄把我拉到一旁，轻声说道：“要抓紧

时间生个孩子，不然你的公婆会有想法。”奶

奶的声音颤颤巍巍，像是吐出来。奶奶老了，

老到声音都软成了棉花。

直到奶奶走了，娘也没有回。奶奶在爷爷

过世两个月后追随他而去，她被郁郁葱葱的

林木簇拥着住在山头上，和爷爷一道守望着

山下那栋土砖大屋。爷爷奶奶把一生都交付

给了村庄，交付给了这栋土砖大屋。

奶奶走时，我很是伤心。奶奶生前总是

说，我是“冇娘崽”，没有人怜爱。多年以后的

一个夏天，我们几个都已做了娘的朋友在一

起各自谈到从前的生活，朋友说，你穷就算

了，那时我们也穷，但你还没有娘，真难以想

象是怎么过来的……突然之间，我的喉咙像

被什么东西堵住了，硬生生地堵在那里，而眼

眶里却似有千军万马奔涌而出。

总有一双手托举我远离年幼，总有一盏

灯为我冲破黑暗。我从苦日子里翻滚过来，怎

么会没有娘呢？奶奶不就是我的娘么，谢谢奶

奶！

近日，终于等到《浏阳河上》再

次上映。

首先，我得承认，这是一部超

出我想象的电影。尽管这部电影有

些地方还称不上精美，电影的拍摄

很常规，镜头的运用也比较朴实，

更没有哲学或人性上强大的震撼

力。但它给我的感觉，就犹如回忆

江河流水。见其从山野逶迤而来，

奔涌向前。细窄宽广间有浪花翻

飞，也有辽阔宁静，飞扬的旋律里

流动着耐人寻味的意蕴。

电影演绎了“河长制”大背景下

沿河乡村发生的一些故事。在水环

境恶化，河湖功能急剧退化的当下，

保护江河湖泊关乎人类的未来。所

以，作为首部反映“河长制”工作的

现实题材电影，可谓意义非凡。

一部电影，要肩负如此使命和

责任，是很难把它拍到艺术的炉

火纯青。题材与表现的特殊，使拍

摄相对而言需要更常规，镜头的

运用也只能更朴素，高潮与人性

的展示都要找准平衡点。所以说，

难度这么大，执导《浏阳河上》并

不容易，这对导演而言也是一次

挑战和创新。但就是这样一部影

片，总能在不经意间打动观众的

心。编剧和导演以独特而又细腻

的视角，轻松的笔触，诠释着厚重

的题材，给观众带来一部既好看

又走心的电影。

《浏阳河上》开场就有一个让

人破防的镜头。随着悠扬的音乐响

起，一条美丽的河流徐徐进入视

野。她逶迤灵秀，碧波荡漾，旖旎动

人。清澈的河面上，鸟儿振翅盘旋，

蝴蝶翩跹起舞，一群青年学生在溯

源浏阳河……

一部电影能够吸引人，自然要

有它的过人之处。光有精致的结

构，巧妙的铺垫，动人的情节，还远

不够。鲜活的人物，耐人寻味的语

言，捕获人心的细节，这些也是好

电影不可或缺的，《浏阳河上》在这

些方面可谓下足了功夫。

编剧是带着家乡情

结来创作的。有时代意

义，又不乏生活况味。在

影片中，只要是家人、亲

人在一起的场景，都注

入了极大的温情，进行

了细致而又极为深刻的描写。正是

在这样的笔触下，一个个鲜活的人

物立起来了。

除了难以忘怀的潘雪梅和蔡

清江，影片中的林月花也特别深入

人心。她吃苦耐劳，直爽善良，但又

固执。“我心里透凉透凉的了”“这猪

我养定了”，在儿子和潘雪梅劝导

时，她无法接受，一再强调坚决不再

退养。劝退工作人员到家里去，她

甚至敢于挥棒怒斥。

林月花是劝退工作的主要对

象。作为养猪致富的红旗手，她对

“过去”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结。她尽

管反对好友，对再次退养之事耿耿

于怀，纠结愤懑，但到底还是纯朴

至真，能被真情和实理唤醒。

更为关键的是，这部电影还能

不着痕迹地将浏阳的乡镇河长和民

间河长搬进荧幕。截污清污，劝退养

猪户，出门巡河，清理河道树枝，打

捞河面垃圾，抓电渔船，打扫两岸游

道是河长们的日常。但编导并没有

将这些繁文末节充斥其间，也没有

大张旗鼓地凸显功绩。而是从艺术

的角度出发，取材选点都经过再三

斟酌，故而精彩又极富意义。

影片里的乡镇河长潘雪梅飒

爽、果断。“这里是我的家乡，还家

乡青山绿水，是我的责任”，这是刚

刚履职的潘雪梅站在浏阳河畔的

一番肺腑之言，也可以说是极为感

人的就职演说。

还有义务巡河、护河的民间河

长蔡清江。似乎浏阳河的每一个湾

都刻在了他心里，他手绘了所有排

污点地图，拍了近千张照片，取了

近百种水样。重点选择这三个举

动，看似无意，实则匠心。他让我们

看到捍卫绿水青山，守护碧水清

流，这些都成了民间河长生命里的

自觉。

《浏阳河上》这曲动人的护水

之歌，它的动人决不是一两个音符

的跳跃，而是

所 有 音 符 的

律动，方才有

这绝妙佳境。

有一个老掉牙的

比喻，是把人生比作征

程，人的一生就是一个

完整的征程，生命不

息，征程不止。但是，生

命征程并非总是保持

一定的速度，沿着一条

路，向着一个方向行

走。它有转折、有停顿，

时快时慢，时起时落，处于不断变

化之中。如果把生命征程简单分

为两段的话，退休便是一个里程

碑、一个转折点。退休前后，生活

不同，征程也起了巨大的变化。

然而对于现代人来说，退休

之后的生活征程还很漫长，人寿

渐长，九十岁甚至百岁老人越来

越多，六十岁退休，人生才走了

一大半，后面还有数十年的时

间，如果仅把退休理解为休止、

甚至“万事皆休”，那人生也就失

去了很重要的意义，后面的那一

段岁月，就无法称为“征程”，只

能算是“等闲虚度”，人生也就不

会完整。所以，如何看待、如何度

过退休后的漫长岁月，是每一个

退休者应该而且必须深刻思考、

准确把握的问题。

我退休之前，前一段是求学

和成长的阶段，后一段是工作、

创业和奉献的时候，精力充沛，

身体健康，到了退休之际，事业

略有小成，家庭早具规模，个人

也多少有所成就，身体却不得不

需要休息和休养。我退休之前的

生活状态，可以用一个“勤”字来

概括；退休之后的生活状态，则

可以用一个“闲”字来概括。

而今，我已退休近十年，比

起退休前，生活确实起了很大的

变化，不过再如何变化，我觉得

自己有一点并没有改变，那就

是：不愿虚度。不用上班，但并不

等于百事不做；不用考虑工作，

但并不等于停止学习和思考。国

际国内的形势自然不能不关注，

身边琐事、亲朋好友，也需要关

心，更重要的是，自己的爱好和

兴趣，仍然浓厚，甚至有增无减。

说到我的个人爱好，的确可

以算是多种多样，写作、书法、摄

影、绘画等等，都从很早的时候

就培养保持下来。退休之

前，这些爱好只能是业

余，略有闲暇才会稍加钻

研，一遇工作繁忙，就只

好搁置一旁。

退休之后，才有足够

的时间和精力来发展自

己的兴趣爱好。于是我首

先报名参加了老年大学

的学习，专业五花八门，从音乐

到绘画，从诗词到书法，或坚持

数年，或浅尝辄止。比如诗词，一

直是我留心学习的一门功课。退

休之前，偶有吟咏，但功力尚浅。

在老年大学，经过几年的学习，

对诗词的技巧和意境，都有了新

认识，创作也比以前略多。“晚节

渐于诗律细”，这是杜甫自道，又

何尝不是每一个爱写诗的人老

年之路呢？

又如摄影，业余一直坚持

着。现在回看退休前的那些摄

影，似乎更近于“写实”，重视作

品的故事性和纪实效应，而在退

休之后，经过老年大学上课和自

学，对于摄影的技巧，对光影色、

构图等等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

拍摄的作品似乎更带意境。

在绘画方面，退休之前，也曾

参与过培训班，但是自己动手作

画的时间很少。近两三年，开始在

老年大学学习绘画，既听课，又动

手，似乎有所收获。如今偶然画几

笔花鸟，自我感觉尚可。

书法也是我几十年一直有兴

趣的一门艺术。退休之后，练字的

时间更多，而且比较集中地临习

过欧阳询、颜真卿和于右任的字

帖，兴酣落笔，也觉笔下生风，比

以前更有味道。更重要的是，对于

书法艺术的理解加深了，以前写

字局限于字的本身，而现在我以

为书法不光是一门技艺，笔墨之

间，自有一番道理、智慧。

退休近十年来，虽然工作不

用再忙，但我却并没有觉得闲，甚

至有时还会觉得比在职的时候更

忙，为何而忙？“晨练太极，夜读闲

书，行玩摄影，坐习临池”，过去的

业余爱好，一件一件都成了主业，

既不为名，也不图利，潜修默练，

就为了四个字：不愿虚度。

人生恰如一匹战马，经过无

数的征战，暂息在马枥之中，却

“迥立对苍茫”，并没有就此止

步，稍息之后，又会踏上新的征

程。其实，退休只是人

生征程上的一个逗

号，退休之后，人生

这篇文章还必须继

续做下去，而且应

该也可能做得更出

彩，那样才会慢慢

画出圆满的句号。

三角梅，又叫叶子花、光叶子

花。知道三角梅已经很多年了，曾

经在南方许多城市都可见到它们

火辣辣的身影，以粉红、大红为

多，甚至还见到了浅黄色、绿色、

白色、蓝色、白黄等色的，丰富的

颜色让我惊讶不已，原来三角梅

可以开得如此绚丽、妖娆。

前年在楼下花店买了一盆

新品三角梅，花形有别于传统的

三角梅，花朵大且集聚成堆，枝

条特修长，给人感觉有“大家闺

秀”的气派。侄女搬新家，它正长

得喜庆而惹人怜爱，赶紧剪下几

根枝条试着扦插，然后忍痛割爱

赠送侄女了。春天侄女说三角梅

来势非常好，我忍不住又向侄女

索要几根枝条准备重新扦插，相

信它们会活过来的，将扦插的盆

子放在一个特定的地方，隔三差

五浇点水。过了两三个月，叶子

还没掉落，有的还长出新芽，那

份欣喜、那份兴奋让我时时拥

有。想着等它们再长结实一点，

找一个漂亮的花盆来“匹配”它

们。扦插三角梅，二十日至一个

月可生根，二个月后可移栽于花

盆中，扦插两年后就可独自开花

了，对我们这种不喜奢华的人是

很喜欢的养花路径。

三角梅属于喜庆花卉，妩媚

的花姿给人感觉是很愉悦的。逢

年过节大家都会买一两盆回家

增添节日气氛。我家住在三楼，

曾经买过好几个颜色的三角梅，

现在仅剩粉色、大红色两种。夏

日一到，三角梅闪亮登场了，亮

瞎了后栋楼上邻居姐姐的眼睛，

见到我就啧啧称赞，让我喜不自

禁。这两种颜色的三角梅已经陪

伴我近十年了，树桩都有几分沧

桑感了，搬新家时准备带着它们

一起走。

三角梅喜湿，耐高温不耐寒。

在雨水充足的地区怎么种植都会

给你满意的答卷。在冬天适时还

是要做一下防寒的准备，给它们

披上一层“外衣”，或者把它们搬

到有遮挡风霜雨雪的地方去，树

形小的盆景干脆移居室内。曾见

过很多高大妖娆的三角梅，有的

长到屋顶了，有的像一棵大树矗

立在房子前面，有的从窗台上伸

出身子向外展示着。薄如蝉翼的

花瓣迎风舞动，遒劲的褐色枝条

如书画作品中形容的力透纸背，

偶尔会有喜欢花的鸟儿悠闲地停

留在枝枝丫丫上，从哪个角度看

都是一幅极美的图画。

有人形容三角梅“含蕊红三

叶，临风艳一城”。三角梅盛开时，

就像点燃了火把，与天上的霞云

相接。或倚或探，一片红艳绚烂。

有的城市直接用它们作道路中间

的隔离带，有的将它们种植在道

路两边镶嵌在其它绿色植物的旁

边，悬挂在高架桥上，随着线路的

延伸，点缀在水泥森林中，给大家

带来几分温柔，几分浪漫，几分欣

喜。有的三角梅在公园里当盆景，

做成花艺长廊，还有的在花店、苗

圃里当商品进行售卖。

一种植物常常给人一种享

受，一种时空变换时的惦记，一种

人与自然和谐时的惬意。三角梅，

在我的心中就有这么好几种感受。

杨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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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娆三角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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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入画来
杨建

走进浏阳小河，就是走进了画

的世界。

一条油砂路把小河乡一分为

二。两边的山静若处子，连绵起伏，

伸向远方，山上的树木、翠竹青翠欲

滴，郁郁葱葱。突然，鸟儿划过天空，

飞向了对面的山上，这是一只从远

方飞来的候鸟，累了，在这歇上几

日，重又启程。不知何时，这里成为

了候鸟的迁徙地，每年候鸟在这一

落脚，林子一下热闹起来，鸟儿在树

上上蹿下跳，相互追逐着。

这里自然资源得天独厚，生活

在这里的人们既享受着上苍的馈

赠，同时，他们又创造着人间的美。

他们都有着双重身份，既是农民又

是画师，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卷起裤

脚就成了名副其实的画师。我们来

到画室，四周挂满了山水画、油画、

工笔画，几张桌子并排摆放着，画师

们站在桌子边注精会神地作画，有

画山水的，画人物画的，有的画在宣

纸上的，有的画在雨伞上，还有的画

在石块上。画完以后，通过经销商或

是网络销往世界各地。

一位有点谢顶的中年男人跑过

来和我们一一握手，带队的告诉我

们，这位就是画室的老板。他说，我

最初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在家里引

进个项目做做。这个商机是他在外

打工时发现的，看到别人把一些工

艺国画、油画和创意画，远销海内外

十多个国家，利润可观。回来后，就

干了起来。画室最初也就两三个人，

慢慢爱好的人越来越多，最多的时

候达到四百多人，几乎每个村都创

办了画室。他很自豪地笑着伸出一

根手指说道，一幅画作还是有

几十元利润，多的也有几千，

比到外面做工还是要强些。老

板算盘打得真的是精。

画室正面一幅山水画深

深地吸引了我们，群山连绵起

伏，溪水长流，缓缓而来，时而奔流

而下，一下子，山活了，群山向我们

走来，又向远方而去，每一块石头、

每一滴水都被画师注入了新的生

命，在它面前，内心不再狂野。又好

像故友重逢，有说不完的话，做不完

的梦。在这山水间，原来静也是那么

的美。

我们这次正赶上画室举行创作

比赛，画师们个个跃跃欲试，铺开宣

纸，打开色彩盒，气定神闲，随着一

声令下，一位画师在纸上几笔就勾

勒出了虎的形态，然后就是皴染，笔

在纸上行走时发出沙沙的声音，时

而快如梭，时而慢如抽丝，每一笔都

恰到好处，表现得淋漓尽致。几分钟

后，他略微松了一口气，

站直了身子，仔细注视

着画面，感觉还少了点

什么。他用手在画面量

了量，那一瞬间，他才思

泉涌，胸有成竹，毛笔坚定地

在纸上舞动着，一块石头和

一泓流水跃然纸上，增加了

画面动感。最后在画的右上

角题上“虎啸龙吟”四个字，收笔，揉

了揉双手。此时，画室响起了热烈的

掌声。

画画是一种悠闲娱乐活动，把

它引入农村，并作为小河经济增长

的一个项目发展起来，农村有着它

特定的生存空间。农村劳动力丰富，

农民空闲时间较多，在家能学到技

术又可以照顾好家庭，真正做到两

者兼顾，这是在农村再适合不过的

发展行业了。我们从老板的脸上看

到了信心。

走的时候，他们给我们每人送

了一幅山水画，画面上的远景是一

只正在飞翔的鹰，伸展着翅膀，努力

向前飞去，越飞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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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证件声明作废

●何志文于 2022年 7月 29日晚
遗失士官证，证号：士字第
20180327942声明作废。
●曾佳不慎遗失金茂建发观悦 17
栋 106号铺的押金收据第二联，
收据号码：6004351，金额：6138
元，声明作废。
●王征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420106197806226011，特此声明。

商业租售转让

房屋招租启事
长沙晚报大厦为长沙市地标性
建筑，现有少量办公用房出租，
视野开阔，采光良好，交通便利，
价格从优。联系人：黄女士
15802530288。地址：长沙市芙蓉
区晚报大道 267号。

变更声明
长沙开福区张宏财口腔诊所 (许
可证登记号：PDY0059374301051
7D2152)经主管机关批准：自
2022年 7月 29日起本机构名称
拟更名为长沙市开福区兴瑞口
腔门诊部，法人代表张宏财拟变
更为黎永青，地址由开福区青竹
湖街道太阳山小区 B1栋 102号
门面拟变更为开福区青竹湖街
道太阳山小区 B2栋 103-104号
门面，类别由口腔诊所变更为口
腔门诊部，另拟增设牙椅为 4台。

特此声明。

公告声明
对外招租

长沙晚报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现
有可供出租房产 5套，概况如下：
1.嘉熙中心精装修办公用房 2
套，建筑面积 130.88m2/套；2.泊
富商业广场精装修公寓 1套，建
筑面积 52.68m2；3.喜盈门精装修
公寓 2套，建筑面积分别为
76.08m2、90.51m2。以上楼盘均地
段良好、交通便利，欢迎有租赁
意向的个人或单位与晚报相关
工作人员进行联系。
联系人：刘先生 138759299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