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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依据《物权法》第 146条规

定:“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互
换、出资或者赠予的，附着于该
土地上的建筑物、构筑物及附
属设施一并转让”。第147条规
定:“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
施转让、互换、出资或者赠予
的，该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
设施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
用权的主体一并处置”。

土地使用者：于永杰，坐落
于2区11段180号，房屋所有权
已于 2012年 4月 1日转让给于
欣鑫，依据《物权法》第147条规
定，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
使用权同时转让。
特此公告

镇赉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3年5月15日

债权债务公告
靖宇县双语学校经学校理

事会决议，于2022年4月1日终
止办学，进入清算阶段，拟依法
注销，本学校清算组也于同日
成立，请本学校债权人于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清
算组申报债权，办理结算相关
事宜。

学校（清算组）地址：吉林
省白山市靖宇县靖宇镇苗圃东
侧

联系人：解东锦
联系电话:13674393999

2023年5月15日

0431-80563797

采食野菜在我国已
有数千年的历史，早在

《诗经·周南》里就有“参
差荇菜，左右采之”的诗
句。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每到春季，青黄不接，几
乎没有新鲜蔬菜可吃。
有了野菜，才使家里的餐
桌丰富起来。

天气刚回暖，万物复
苏，草木萌发。放学后，
我就和小伙伴拿着刀，拎
着小筐，顶着料峭的寒
风，到地里去挖野菜。挖
野菜难的不是挖，而是寻
找。我们在田间、地头、
荒地和沟边，弯着腰仔细
搜索着地面。最先露出
地面的是小根蒜和婆婆
丁，小根蒜刚长出来时，
叶子呈淡红色，一丛一丛
地生长着，相距不远，单
独一根生长的很少。婆
婆丁小小的叶子，暗绿色
与大地的颜色很相近，找
起来很费力。我们在小
河边向阳坡上寻找，扒开
地上的落叶，有时就会有
意外惊喜，几株嫩绿的鹅
黄色的婆婆丁躲在下面，
正好奇地看着我们。那
时的小根蒜头都不大，如
果谁挖到比较大的，就会
高兴地喊道：“我挖到‘大

脑瓜’了！”
随着气温的升高，到

了野菜的旺盛生长期，挖
野菜就容易了。我们常
挖的野菜，有婆婆丁、小
根蒜、荠菜、柳蒿芽、小叶
芹等。把挖回的婆婆丁
摘洗干净，用凉水泡上，
叶子舒展开，一棵棵的婆
婆丁，就像一朵朵盛开的
绿菊花，用它蘸酱吃饭特
别香。小根蒜可以蘸酱
吃，还可以把根须洗净连
叶剁碎，烙饼吃，别有风
味。用荠菜熬土豆，做包
子，味道很鲜美，小叶芹
多在河边生长，用它包饺
子味道比家芹还好，把
柳蒿芽采回来，用开水
焯熟蘸酱吃，有种别样
的清香。还有苣荬菜、
灰灰菜、苋菜和车轱辘
菜，也是我们常挖的野
菜。

有一次，我和小伙伴
在南大河边挖完野菜，蹲
在河边洗手，准备回家。
妹妹随手就把装满野菜
的小篮子放在河里要清
洗一下。可是，刚放进水
里，篮子里的菜就飘了起
来，被水冲走了。见此情
景，我急忙放下菜筐，把
妹妹篮子里剩下的野菜
倒在地上，追赶着冲走的

野菜，用小篮子往起捞，
当我第二次用篮子捞起
一些野菜时，竟然捞上了
一条小鲫鱼。我把鱼拿
回家，母亲用鱼和荠菜做
了一锅鱼汤，味道非常鲜
美。

有一年秋天，庄稼开
始收割了，我和妹妹拿着
刀和小篮子去挖小根蒜，
母亲要用它腌咸菜。我
们来到了一片黄豆地，黄
豆的叶子已经脱落，垄台
垄沟都生长着许多小根
蒜。叶子宽大的，蒜头就
大一些，我们挑选着挖。
秋天的小根蒜也养育了
自己的下一代，在小根蒜
的蒜头两侧各有一个小
蒜头，和大蒜头紧紧依偎
在一起。我们寻找着，挖
着，忽然妹妹惊喜地喊
道：“黑星星！”我走过去
一看，一棵一米多高的绿
秧，像小树一样，上面挂
满了成熟的黑星星，犹如
一颗颗黑色的珍珠。我
和妹妹边摘边吃，酸甜适
口，大快朵颐。在那个水
果缺乏的年代，这可是难
得的美味！

童年时代的许多往
事令我难忘，尤其是挖
野菜的情景，至今仍历
历在目。

童年挖野菜
□ 朱乃波

妈妈 昨晚

我又走进了甜甜的梦乡

梦里牵着您的衣角

缠着您 给我讲

善良勇敢的小红帽

您还是那样

慈爱地抚摸着我的脸颊

边悄声哼唱

边把我搂进怀里

轻轻地摇

妈妈 您弓身弯腰在煤油灯下

一件件 为儿女絮袄

那密密缝合的针脚啊

是您绵绵的爱的牵挂

燃尽了您一生的艰辛和操劳

妈妈 您是否知道

您弯腰驼背的影像啊

常常 在女儿的脑海里萦绕

妈妈 您把毕生心血

给了五个儿女和爸

还有街坊邻居及数名孤老

逢年过节 您煮熟的第一锅水饺

总是先捞出两大碗

让我和姐姐趁热送给

身有残疾的赵家妈爸

您日复一日 帮着洗衣拖地

照顾着二位孤老

还常常给我们做示范

叮嘱我们

给老人洗脚的水啊

不能太烫……

如今 您的女儿

我也做了妈妈

才深深体会到您的担当

您和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

奉献一切 不求回报

因为 您的幸福就是

每天看到家人和街坊邻里

舒心地笑

如今 追随着您的脚步

女儿自豪又骄傲……

写给妈妈
□ 叶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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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不了
我家的那间老房

闪着她忙碌的身影
一晃一晃

厨房里
她晃出了金黄的玉米饼

一锅土豆炖白菜
没肉也香
灯光下

她晃出我过大年时的喜悦
新衣新鞋

和买的一样
那慈祥的笑容
从她的眼睛

晃入我的心房

不觉中
岁月晃弯了她的脊背
却晃出一道不灭的光

这就是
我深深爱着的

平凡的娘

想起我的娘
□ 薄淑霞

都说这世上最亲的人是娘

是母亲的乳汁把我滋养

教我牙牙学语

初学走路时摇摇晃晃

喂我饭的时候

她总是先尝是热还是凉

把我那冰冷的小脚丫

放在她的胸口上

讲着古老的故事

带我进入梦乡

母亲无比坚强

为养育儿女

在秋后的野地里

捡拾残余的庄稼

寒风吹皱了脸颊

吹散了头发 干裂了手背

也吹去了她那青春年华

岁月悠悠绵长

如今子欲孝，而亲不在

只遗憾的留下

对母亲的感恩与缅怀

悠长……

缅怀娘
□ 徐衍华

小区院子里的花众
多。梅花、玉兰、海棠、红
叶李、丁香、碧桃、樱花、
紫薇、月季，会一茬接着
一茬开，满院芬芳。春到
四月，每天早晨，麻雀清
丽的“叽叽喳喳”声，一阵
紧似一阵，把我从梦中叫
醒。那天出门一看，四五
十只麻雀在眼前的树枝
上或振翅翻飞，或左右跳
跃，或静止不动，神情专
注，享受着绵绵花香。清
晨第一波花香，就这样被
鸟儿抢先品味。

我站在树下观察鸟
儿的一举一动时，也会抬
头数着鸟儿的数量。特
别是麻雀这些常住户，常
常会给我带来惊喜，它们
的队伍越来越壮大。看
来，这院中主人的位置已
不容置疑。

中午温暖的阳光，使
院子里的花香更浓了，又

吸引来了斑鸠、黄鹂，还
有喜鹊和乌鸦。我漫步
树下，在枝丫间花丛中窥
到了鸟儿的动态，也听见
了鸟儿的甜言蜜语。现
在的鸟儿大胆，“人来鸟
不惊”。斑鸠“咕咕咕”轻
声妙语，黄鹂“苦苦哩”圆
润清脆，喜鹊“喳喳喳”十
分喜庆，而那乌鸦就很有
趣了，“呀呀”“嘎嘎”“哇
哇”地变着频道……它们
亲吻着花瓣，吮吸着花
香，唱出了最美的音符，
做着大胆的亲密动作。

开了一天的花，香气
氤氲在傍晚的空气中不
肯散去。归巢的鸟儿，母
亲叫着孩子，孩子寻着母
亲，在树枝上找到栖身的
地方。在密密的枝叶间，
在休息前，开始诉说一天
的故事，于是，又有一波
此起彼伏的歌唱。密集
的叫声过后，鸟儿才在花

香中与夜共眠。
我听过大山里的鸟

鸣，空灵；也听过山沟里
的鸟鸣，悠长。而院中鸟
儿的合唱，自由舒缓，大
胆泼辣。花香与鸟鸣的
深度融合，是小院中特有
的春天景象。

漫步花间听鸟语，闻
香只因春意浓。“鸟语花
香”，是鸟儿的合唱，是花
香的盛宴。“鸟语花香”，
并不是鸟唱鸟的，花开花
的；并不是鸟鸣自得意，
花开孤自赏。鸟是花的
知音，花是鸟的情人。我
欣赏着花丛中麻雀、黄
鹂、斑鸠、喜鹊等鸟儿多
姿的舞蹈，聆听着伴着
花香的动人的啁啾，着
实沉醉在这美好的春天
里这般惹人喜爱的景致
中。

春 江 水 暖 鸭 先 知 。
我想，花香早知是鸟儿。

鸟是花的知音
□ 李拴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