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村也没有篱笆了。走十里
八村，仍然见不到篱笆。想来，我
不见篱笆已经有二十年了吧。

从小时记事开始，就熟悉篱
笆。那时，我家后院就夹着篱笆，
都是高粱秫秸的，密实而牢靠。
我家后院有一亩多地，夹出七分
地作菜园，里面是黄瓜、豆角、西
红柿、芹菜、白菜、葱、蒜，两边是
桃、李、杏、枣等果树。早春，先是
娇艳的杏花怯怯悄悄地开，淡粉
的颜色招来了才醒的蜂蝶，刺激
了好胜的桃花。桃花看这么清淡
的杏花也敢争先开放，于是，绽出
艳丽夺目的花来。那种蓬勃，那
种烂漫，那种光华，确实是杏花不
能比拟的。温柔贤惠的杏花姐
姐，看见桃花这么艳丽地开放，自
己悄悄地谢了，谢得羞涩腼腆，好
像对不起小妹桃花似的。

想到篱笆，就想到我家的桃
杏争春。幼时的我，好像就懂得
杏花与桃花的语言。我从小就喜
欢杏花，觉得它迎寒先放，还被桃
花掩盖，自己谦恭而退，是多么可

爱、可敬。由于杏花的启示，我灵
魂中就喜欢杏花般的女人：不要
太艳丽、太繁华、太张扬、太嫉妒
的 ，宁 可 要 那 淡 雅、温 和、柔 静
的。我的妻子就是这样的女人。

篱笆院是我幼时的百花园。
杏桃次第开放，梨花洁净而娇嫩，
枣花微小而馨香。菜花金黄，萝
卜花紫中间白，而夹杂在篱笆缝
隙中的二月兰紫得耀眼，蒲公英
黄得灿烂。野花虽然卑微渺小得
只能偷偷生长在篱笆的夹缝中，
却比公开生长的菜花果花更加生
机盎然。阳光明媚的春三月是篱
笆院姹紫嫣红、馨香馥郁的日子，
阳光是金色的，照在花上锦绣斑
斓。那时的泥土新浇了清凉的井
水，如浸油的糖那般红润、洁净、
甘甜，让我感到非常亲切。后来，
看到《红旗谱》中严志和趴在地下
大口吞着自己土地上的泥土，我
才感到那是真实的情感。篱笆院
内的世界是绿色的、粉红色的、淡
紫色的、浅黄色的，那种自然的颜
色是那么和谐优雅、高贵温馨。

爷 爷 总 在 篱 笆 底 下 栽 下 豆
角、倭瓜的种子，院子里绿色蓬勃
之时，篱笆就成了蔓生植物攀生
的支架。先是豆角爬满了篱笆，
从篱笆缝里开出淡雅的紫色小
花。继而，粗大茁壮的倭瓜藤蔓
以雄霸的劲头压过细弱的豆角枝
叶，开出唢呐一样的橙色花朵。
爸爸经常到高粱地里去捉来蝈蝈
儿，蝈蝈儿最爱吃倭瓜花，阳光充
足的中午，大肚蝈蝈儿躲在倭瓜
巨大的叶子下咬啮倭瓜花，唱出
响亮的歌曲，那声音高亢而雄伟，
与尖细的蝉鸣互相唱和，演奏着
农村夏日的生命乐章。那是多么
富有情趣的音乐呀，可惜已经多
少年没有听到了，而我们的后辈
还能听到那种旷野的天籁吗？

那时，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篱
笆，篱笆上都有绿色的叶、五彩
缤纷的花。许多篱笆上有着喇叭
一样的牵牛花和实用的倭瓜花、
豆角花。农村的篱笆成了绿色的
墙——隔鸡隔狗隔君子（农村人
说：篱笆是防君子不防小人的标

志墙，足见那时农村人的质朴与
忠厚）。篱笆由来已久，古人杨万
里有诗云：“篱落疏疏一径深，树
头花落未成阴。儿童急走追黄
蝶，飞入菜花无处寻。”有农家乐
词云：“桃杏花，出青瓦，喜看牵牛
上篱笆，小瓢偷结秋千架。小水
洼，几个娃，摸细虾。”看来南方的
篱笆常夹到水边，在篱笆边玩的
小童竟然可以在水边摸虾。还有
诗人吟道：“兰香草舍梦尤清，晨
沐朝阳夜月明。更有篱笆鸡与
鸭，叽叽嘎嘎懂人情。”这里就点
出篱笆隔离鸡鸭的作用了。顾名
思义，我也来给篱笆作个注解：以
各种植物编成“笆”以达到“篱”之
义也——隔离鸡鸭猫狗及闲人，
以利植物生长也。看来，古代的
篱笆就有无限的诗情与画意，留
下无尽的乡村美景。

贫穷年代，土房土墙，简陋而
单纯，门前一片土地，要栽瓜种
菜，还要养鸡养鸭养狗，可是这些
生物是要糟蹋菜蔬瓜果的呀。无
钱垒墙，古人发明了篱笆以隔绝

生物与植物，于是乎有了篱笆这
件乡村景物。那是村野的象征，
是田园的图画，是农家生机盎然
的绿色墙壁，那种自然而粗放的
倚斜姿态给农村、农民提供了多
少物质资源与精神诗意。而平和
暖阳的冬天，是村夫野老扪虱闲
聊的屏障，那篱笆根下的老人家
于半躺半卧之时、或醒或睡之际
拉出多少人间情话。

如今，农村没有了土坯房、泥
土炕，院内偶有要隔离的花草植
物，也是用规矩的铁丝网，看来篱
笆要以照片和文字的形式进入历
史了。每个人的童年都会留下永
生难忘的美好图画。我生长在有
篱笆的时代，我的篱笆院，我的篱
笆墙，我的篱笆上的倭瓜花，我的
倭瓜叶下的蝈蝈叫⋯⋯许多关于
篱笆的记忆在梦中经常闪现与回
想。那篱笆内外的花朵瓜果、猫
狗鸡鸭，那被篱笆围绕的泥土屋
与泥土炕，会在我们这一代人心
中，永远留下关于农村与农民的
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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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 苦 的 教 育
●蒋子龙专栏●

■古人说：正

人先正己，正己正

人，方可渐渐正世

风。教育孩子，必

须跟改变自己和

生存环境结合起

来。志士苦其心，

让孩子看到你的

苦心、你的努力，

并为之钦服和感

动，然后，才谈得

上教育，教育也才

会有良好的效果。

□蒋子龙
最后那朵玫瑰

□李国文

那 眼 山 泉 井 □吴相艳

篱 笆 院 □王宏任

暑 期 中 ， 各 式 各 样 对 孩 子
进 行 “ 吃 苦 教 育 ” 的 夏 令 营 、
培 训 班 甚 为 活 跃 ， 收 费 还 挺
贵。家长们却兴致勃勃地花钱
让 宝 贝 们 去 “ 吃 苦 ”。 原 因
是，当下世间有一股风，觉得
中国的孩子太娇宠，喜欢拿日
本、美国的孩子说事，三四岁
就要整理自己的房间，五六岁
帮 着 做家务，七八岁能干些粗
活、重活，十几岁可出去打工
了⋯⋯越比较越觉得，中国孩
子将来恐怕“只配给外国孩子
打工了”。

不 知 这 些 娇 嫩 的 “ 中 国 孩
子”，包括占一大半的农村孩子
吗？谁敢说，他们太过娇宠了？
主流媒体曾多次报道过，农村有
些六七岁或十来岁的孩子，不仅
担起了全部家务，还要下地干
活，照顾生病的爷爷、奶奶。然
而让他们感到最苦的却不是这些
繁重的劳动，而是不能上学读
书。即便有些孩子随着打工的父
母来到城市，也难以享受到跟城
里孩子相同的读书条件⋯⋯如果
像教育专家们说的“温室效应”
将毁灭中国孩子，那么，这些更
庞大的“穷苦效应”，能成就广
大的农村孩子吗？

即便是中国城里的孩子，或
许不整理房间、不做家务，却未
必就不苦，比如学业负担重、精

神压力大等，这是一种什么样的
苦呢？长期如此，造成他们精神
及情感上的污染和扭曲，许多孩
子成了“小人精”，大道理背得比
当家长的还熟，你说上句他就能
接下句，一句“宝剑锋从磨砺出”
还没等你说完，他能张口就接上

“梅花香自苦寒来”；你刚想说
“天将降大任⋯⋯”，他就滚瓜溜
熟地背出“苦其心志，劳其筋
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有人特别喜欢拿外国孩子做
楷模，说美国家长为了锻炼孩子
的生存能力，将几个七八岁的孩
子扔进原始森林，不许带干粮和
水，要他们独立生活一周，孩子
们饿得受不了就抓耗子吃。不知
说这话的专家们，是否进过原始
森林呢？中国的原始森林在哪
里，如何能带孩子轻松进入？我
敢提这个问题，是因为我曾长途
跋涉、颇费周折地进过原始森
林，进去不一会儿，就不辨东南
西北，身上被无名毒虫咬了许多
疙瘩⋯⋯

在原始森林里，最大的问题
不是没有食物，而是怎么不成为
毒蛇野兽的食物，或如何避免走
不出来被困死在里边。不要说是
七八岁的孩子，即便是成年人，
如果没有接受过野外生存训练，
在原始森林里想挨过一周也是不
可想象的。中国的孩子，别说扔

到野外一周不管，就是成天在眼
皮底下看着，稍不留神，还怕跑
丢了呢。

宁夏有两位家长，信奉教育
专家的建议，在假期将两个十岁
左右的孩子赶出家门，不给钱，
不给食物，让他们自谋生路，体
验生活。两个孩子在银川市的街
头流浪，饿坏了就坐在路边一边
哭，一边乞讨，他俩蓬头垢面，
满腹怨气。他们心里很清楚，这
不是真苦，是“装苦”，是“假
苦”，是一种“变态的苦”，是家
长心血来潮，拿他们做实验。

吃苦，是人生正常的成长过
程，是一种自然的经历，是生活的
必修课，世上一辈子没吃过苦的
人少之又少。古谚说：“只有享不
了的福，没有吃不了的苦。”苦难
临头，吃也得吃，不吃也得吃，到
那时，谁还能说吃不了苦啊。但
是，也不是绝对的，历代天灾人祸
所造成的大苦难，受害者也并非
都是不能吃苦的。而且，吃的苦
多，与将来是否优秀乃至能否出
人头地，也不一定就成正比。吃得

“苦中苦”，未必就一定成为“人上
人”。

吃苦不是目的，人类的全部
努力就是为了不吃苦或少吃苦。
有时，不得不吃苦，或为了不吃
大 苦 而 不 得 不 提 前 “ 自 找 苦
吃”，都是为了培养品性、锤炼

意志。意志是人的主宰，意志的
磨练能弥补天分的不足，改掉不
良习惯。“吃苦教育”，不是吃苦
表演，更不是成年人追慕“好逸
恶劳”，却要教育孩子吃苦。被
一 些 人 推 崇 的 西 方 “ 吃 苦 教
育”，对西方的孩子来说是正常
的课程，是自然而必须的，有
时，甚至是快乐的。为什么这一
套搬到中国就显得不自然呢？当
下，大多中国父母，无论如何也
要 让 孩 子 混 个 文 凭 ，“ 流 行 文
化”就是追星、羡慕成功者、做
梦都想做老板⋯⋯只有极少数的
家长下得了狠心，成了“狼爸”

“虎妈”，要把自己的孩子从不良
的风气中剥离出来，不让他们受
到坏风气的熏染。

“狼爸”“虎妈”毕竟是少
数，对他们的做法，也存在着不
少争议。但大多数家长可以做到
的是，跟孩子不说假话，与孩子
一起正视现实。若无力改变大环
境，就改变自己的小环境，要求
孩子做的自己先要做到。

古人说：正人先正己，正己
正人，方可渐渐正世风。教育孩
子，必须跟改变自己和生存环境
结合起来。志士苦其心，让孩子
看到你的苦心、你的努力，并为
之钦服和感动，然后，才谈得上
教 育 ， 教 育 也 才 会 有 良 好 的
效果。

世间一切，无不在变化之
中。人也如此，小而大，大而老，
这是谁也不能摆脱的成长规
律。清人梁章钜先生的随笔集

《浪迹丛谈》，收集了一篇题为《十反》的短文，有点
意思。所谓“反”，就是说，人老了以后，与以前的明
显不同之处。“世俗相传老年人有十反，谓不记近
事偏记得远事；不能近视而远视转清；哭无泪而笑
反有泪；夜多不睡而日中每耽睡；不肯久坐而多好
行；不爱食软而喜嚼硬；暖不出，寒即出；少饮酒，
多饮茶；儿子不惜而惜孙子；大事不问而絮碎事。”

更早一点，宋人即有此语，周必大在他的《二
老堂诗话》中说：“余年七十二，目视昏花，耳中无
时作风雨声，而实雨却不甚闻，因补一联云：‘夜雨
稀闻闻耳雨，春花微见见空花。’”天下雨，他听不
见，不下雨，却“时闻风雨声”，这就是很多老年人
常见的耳背、重听与失聪之症了。因而，“反”，已经
成为人老之后的一种必然。

初老之际，不经意间出现的老年现象，你或者
我，我或者他，该来的总是要来的，应该有点心理
准备，否则，会有措手不及之感。因为老天不会让
人们永远耳聪目明，精神抖擞，朝气蓬勃，常葆青
春的。进入老年以后，难免就会发生这些无法避免
的颠倒、乖错、悖谬或者谬误吧。诸如此类，都算作
难以避免的遗憾。无论老人们保持多么的警觉，时
刻小心自己不要出丑，不能落伍，可惜，这种良好
愿望，越是上年纪，越是防不胜防，而且不知不觉，
愈来愈甚。说白了，梁章钜先生所谓“十反”，乃大
多数老年人的常态。

人过半百、花甲以后，人生中最精华的高峰期，
也就是生命质量的最佳表现期，便成为美好记忆
了。夕照满天，彩霞当顶，看似绚丽，不过，暮色也就
不请自来。于是，老之将至，体力不那么充足，反应
不十分敏捷，感情不极为激越，兴趣也不再广泛了。
甚至，饭吃得不那么香甜，觉睡得不那么酣畅了。紧
接着，七老八十，爱好渐渐淡薄，欲望慢慢消失，趣
味逐步缩减，笑声随之稀少。这些现象都令人不胜
伤感。曾经拥有的幸福、美好、圆满与甜蜜；曾经推
拭不开的冲动、激情、好胜与争强，终于渐行渐远，
离人而去。最后，岁月总归还是要遵照人类生老病
死的规律，只能两手空空离开这个世界了。

话说回来，人到这种舍不得又不甘心的“落花
流水春去也”的局面，必然就要产生许多别扭。那
些想得开的老人，能够豁达地对待；那些想不开的
老人，这种“垂垂老矣”的别扭，可称不起夏季“最
后的玫瑰”，还能带来浪漫，带来情调，实际上更像
浓酸纯碱的慢性腐蚀，就要让人不怎么开心了。

当然，也有例外。有的人越活越智慧、成熟，譬
如法国作家雨果先生，他活了83岁，堪称长寿。他
的长篇小说《九三年》，是他 72 岁时写的“压轴之
作”，也是他最出色的作品。老而弥坚，这是多么难
得的境界，对雨果先生而言，正如《论语》所言：“岁
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先生，同样也是一位老而弥
坚的高龄作家，如果不是1910年冬天的风雪夜离
家出走，他也许还会有更精彩的作品问世。至今，还
记得当初读他的作品《哈泽·穆拉特》时的激动，那
时，我还是一名中学生，这部小说中那强烈的艺术
震撼力，令人久久不能释怀。小说开头描写的，恰恰
是那朵捍卫生命尊严的“牛蒡花”。鲜明而生动的文
学形象，能在读者脑海中留下如此深刻而久远的印
象，这样的作家与作品，方称得上“不朽”吧。

熟悉文学的人，一定知道雨果和托尔斯泰这
两位文豪。《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战争与和
平》《安娜·卡列尼娜》⋯⋯在这些文学史上的不朽
瑰宝面前，人生长短，年老或是年少，有名还是无
名，从历史角度观察，便是转眼一瞬间的短促了。
所以，一定要有这样的认识，人和人，相同处多，相
异处更多。寿夭，智愚，顺逆，成败，可谓千差万别。
把自己摆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上，不要以为自己写
过一两篇产生影响的作品而一时间成名成家，就
摇头摆尾；更不要因为被人捧作“大师”或者“文
豪”，就洋洋得意，自视为雨果或托尔斯泰了，那可
就是天大的误会了。文学史上，曾出现雨果或者托
尔斯泰，也许是千年不遇的奇迹。恰如凡俗之辈，
写得再多，著作等身，在历史的光照下，也难逃杜
甫在《戏为六绝句》当中的概括：“尔曹身与名俱
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我一直认为，曹操那首《龟虽寿》诗中的“老
骥伏枥，志在千里”，被好多人误读了。第一，马是
马，骥是骥，马老了是老马，骥老了才是老骥。第
二，伏枥的老骥，所以“志在千里”，因为它具有这
份潜力与后劲儿；而老马，它最身强力壮时，尚不
能日走千里，夜行八百，更何况老了，自然也不可
能了。第三，曹操这句诗有其相当程度的“鸡汤作
用”，听听无妨，如果真要实行“志在千里”，用以
自勉，当然是可以的，若一定要以“千里马”自居，
反倒贻笑大方，倒不如回味一下《千字文》吧。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这八个字，既是大自然的
规律，也是人生的成长规律。值此桑榆夕照，苦日
无多之时，活得平静而又安闲，活得成熟而又自
然，活得快乐而又潇洒，活得明白而又纯粹，岂不
是自娱人乐的好事么？

故乡村头，依旧遗留着那眼
山泉老井。三十年前，它被废弃
不用。当年，叮叮咚咚的山泉声
晨昏不绝。眼下，早已变成遥远
的绝响了。

其实，那眼井的生命并没有
被掐灭，只是暂时地沉寂下来，像
一位道德高深、幽居山林的隐士。
其实，很简单——有人来访，就让
来访者挑个够；没人涉足，只叫牛
马来喝，也格外开心。牛马喝饱
了，干脆漫步到旁边，啃青草吧。
那眼老井不枯不漾，清清盈盈，只
顾遥望着蓝天白云，出神发呆。

如今，那眼老井一副安安静
静、宠辱不惊的模样。石头井台
已经塌陷，四周草木葱绿，投下凉
影。一条小蛇在不远处袅袅娜娜
地爬走了，不知谁家的鸭子“嘎

嘎”叫着，把两枚白亮亮的鸭蛋，
下在不远处的草窠里。

想起一句古话：“凡有井水
处，皆能歌柳词。”这本是盛赞宋
人柳永诗词传播范围之广，其实，
老百姓或游子最在意的却非“柳
词”，而是深藏故乡的那眼或干涸
或残弃的老井。毕竟，一汪井水，
恰恰代表着或远或近、或旧或新
的故乡吧。

如果说，江河属于孕育生命
的血脉，那么，井水则往往养育了
村 庄 和 百 姓 。 井 ，确 实 隐 喻 生
命。《圣经》记载着三个井边求婚
的故事，分别是以撒迎娶利百加、
雅 各 迎 娶 拉 结 、摩 西 迎 娶 西 坡
拉。这些故事情节让人联想到，
每一眼深井，已在生命繁衍中，悄
然演化为神奇的密码。

东 西 方 文 化 的 思 维 迥 然 不
同，简简单单的一眼井，早已成为
故乡与亲情的代名词，其间充满
了世俗的快乐与亲情的温暖。市
民熙攘，儿啼妇嬉，井水不惶卑
贱，盥洗炊饮，百纳苍生。翠袖把
盏、灯下共语，井水跳身茶盏，漾
甘盈香，温风荡雅。至于背井离
乡、音书漫绝，则是渴望安土重迁
的中国人，最无奈的生命切痛吧。

井有情，也有灵。细想起来，
中国人对井的敬畏，古有遗风。
世人想象到了民间神话中“龙王”
的强大，自然也赋予“井龙王”出
奇的力量。《西游记》讲到了乌鸡
国的“井龙王”，让人们看到了神
仙的善良。汉朝戍边将军耿恭据
守疏勒城，匈奴屡攻不下，于是截
断了城内的水源。很快，士兵们

渴乏难忍，城内的耿恭，立刻凿井
十五丈，末了，井水汩汩而出——
遭匈奴围困的疏勒城，总算是得
救了。说到底，还是彰显了井水
的独特力量。

将军凿井，守护一方平安。
地方官凿井，更是惠泽百姓。著
名的“钱塘六井”，由太守李泌主
持开凿，他把清泠泠的西湖水引
入城内。此后百年，历经白居易、
陈遘与苏轼等不断疏浚清淤，西
湖水终伴着大名鼎鼎的龙井茶，
得以惠及百姓。

苏轼没有把“疏浚之功”窃为
己有，而是力荐负责具体事宜的
高僧子珪，并恳请朝廷赐其号“惠
迁”，取《易经》所谓“井居其所而
迁”之义。的确很巧吧，后世就有
了“惠迁井”的详细记载。

百姓过的是烟火生活，饭食
饮水，酸甜苦辣，皆有滋味。《吕氏
春秋》曾记载过一段往事：宋国一
户 丁 姓 人 家 ，在 院 内 打 了 一 眼
井。主人对人说：“吾家穿井得一
人。”随即，讹传满天飞，似乎忙于
挖井的丁家人，神奇地挖出了一
个人。后经询问才知道，无非是
刚刚打出了一眼井。看来，世人
传播新闻的时候，难免人云亦云、
荒腔走板。

眼下，故乡那眼老井，已经淡
去了最初的明澈与光影。年轻人
远离家乡，激发出志在四方的勇
气。恰如那句古诗：“兼冬积温
水，叠暑泌寒泉。”清泠泠的井水，
或匿迹于大地，演绎那些悲悲喜
喜的人间故事；或安居于乡野，静
卧在世世代代思念的眼神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招商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河北省分公司（下称“信达河北分
公司”）拟对唐山市路桥建设有限公
司项目债权进行处置，现面向社会广
泛招商，有意向者请及时与信达河北
分公司联系。具体如下：

信达河北分公司拟于近期公
开拍卖唐山市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债权。截至估值基准日 2018
年 2 月 28 日，本项目债权本金余
额为 7,000 万元，违约金 3,623.5
万元，债权合计 10,623.5 万元;
另外，法院案件受理费 48.04 万
元，可主张权益共计 10,671.54
万元。债务人唐山市路桥建设有
限公司位于唐山市高新区火炬路
西 14 号，该债权由河北融投担保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 保
证；河北宏扬置地房地产有限公
司以其持有的石家庄方正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100%的股权提供质
押担保。

上述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
自然人、其他组织，但国家公务员、
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
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
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
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
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
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
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
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
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
关系的人员，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

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
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
员、实际控制人等不得购买或变相
购买该资产。

即日起接受咨询，请拨打联系
电话或直接来信达河北分公司进
行现场咨询。

联系人：郭先生
联系电话：0311-86968793
分公司地址：石家庄市平安南

大街30号万隆大厦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

参考，信达河北分公司不对其承担
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2018年8月31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
省分公司拟对唐山凤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18年6月30日，该
债权总额（公告日前最近一个结息日的债权
本息余额）为6,827.42万元。债务人位于唐
山路北区西窑电厂工房商业楼Ａ段，该债权
由梅子杰、李桂莲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以
土地、房产设定抵押。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
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但国家公务员、金
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
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
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
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
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
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
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该债权

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
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21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1天，如对本

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中国信达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联系。

联系人：王彬
联系电话：0311－86968782
电子邮件：wangbin@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石家庄市平安南大街30号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

话：0311－86963003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

邮件：zhangyali@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

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

北省分公司
2018年8月31日

资产处置公告 公 告
河北省高速公路石黄管理处单

涛自 2018 年 7 月 2 日至今未到单位

工作，已形成旷工事实。根据《事业

单位人事管理条例》、与其签订的《聘

用合同》，决定与其解除聘用合同和

人事关系，特此公告。如有异议，请

于60日内与单位联系或向人事劳动

相关部门提出按法律程序办理。在

此期间，如未提出异议，将办理解聘

手续，停发工资，终止社会保险等待

遇，移交人事档案。

河北省高速公路石黄管理处

2018年8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