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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说明：当日我市城区空气质量状况为良，空气污染指数AQI为55，首要污染
物为臭氧。空气质量可以接受，但某些污染物可能对极少数异常敏感人群健康有较弱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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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年锦时 张琳琳

兹有浙江金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义乌
市西景·悦府69号，建筑面积地上395.61㎡，
地下969.51㎡，申请停止对外销售，用于设立
抵押权，现予以公告。若上述商品房存在已销
售的情形或对上述商品房停止销售申请有异
议的，请在公告之日起三日内向义乌市房产
处(宾王路68号506室)以书面形式提出。公告
期满无异议的，本局将同意上述商品房停止
销售申请。

义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二○二三年六月二十六日

商品房停止销售公告
[2023]义房商公告字第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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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浙江省20选5第23168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23年6月27日
本期销售金额：163262元
本期开奖号码：01 02 04 17 19
本期出球顺序：19 17 01 02 04

本期中奖情况

奖 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本地中奖注数

（注）

6

346

5243

单注奖金

（元）

6080

50

5

0.0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本期兑奖
截止日为2023年8月28日，逾期作弃奖处
理。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中国体育彩票浙江省6+1第23073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23年6月27日 本期销售金额：849066元

正选号码 特别号码
本期开奖号码：9 8 2 2 6 3 7

本期中奖情况

23257966.93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本
期兑奖截止日为2023年8月28日，逾期作
弃奖处理。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本期中奖注数
（注）

0

0

6

91

1216

16285

单注奖金
（元）

/

/

9433

300

20

5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3168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23年6月27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9407706元
本期开奖号码：9 3 3 1 3

本期中奖情况

奖级

一等奖

合计

中奖注数（注）

154

154

单注奖金（元）

100000

/

应派奖金合计（元）

15400000

15400000

160464784.7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本期兑奖截
止日为2023年8月28日，逾期作弃奖处理。本信息若
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浙江省）第23168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23年6月27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53289000元
本省（区、市）销售金额：4430776元
本期开奖号码：9 3 3

本期中奖情况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中奖注数（注）

27882

44790

0

本地中奖注数（注）

1665

4980

0

单注奖金（元）

1040

346

173

30450216.56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本期兑奖
截止日为2023年8月28日，逾期作弃奖处理。本信
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下列机动车在2022年12月底前扣留涉案车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现对义乌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于执勤执法、事故处理工作中依法扣留
的下列逾期未处理的涉案车辆予以公告，公告期三个月。请车辆驾驶人、所有
人或管理人在公告期提供被扣留车辆的合法证明，补办的相应手续到相关单
位接受处理，逾期仍未接受处理的，本大队将依法对相关车辆进行处置。

电话查询：85553110
义乌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敦促交通违法行为扣留车辆驾驶员、
车主限期接受处理公告

皖P75216
浙GJ9C37

浙GMF306
浙GM6R68

浙GC27B2
浙GC153X

浙GC5N61

恭奉

中国寺庙，大多备有功德箱——
顶端开着扁扁的口子，侧面有铁将军
把门。善男信女从口子中塞进“心意”，
祈求佛祖保佑，这种自觉自愿行为谓
之“供奉”。

去西藏旅行，却彻底颠覆了对“供
奉”的固有理解。

藏族普遍信奉藏传佛教。信仰
不同的人，理解当然会有差异，但

“功德有盈亏，心意无大小”却是相
同的认知。

心诚则灵。西藏的供奉，不一定
用大钞。供奉之处，也不一定是功德
箱。神台前，门缝间，甚至在阻止游
客触摸神像的铁格网上，随处可见
香客布施的钞票，但大多是一角或
一元的毛票，很少有五十、一百之类
的高面额。特别是那只功德箱，有脸
盆代的，也有纸箱糊的，统统无顶无
盖，一目了然。要是哪位香客只想供
奉一元，而口袋中又没有散票，不妨
丢进 100 元，再找回 99 元，寺里的喇
嘛是不会理会的。也许这就是“于人
方便，于己得利”了。

不过，心头总有挥之不去的疑
问：敞亮的供奉箱触手可及，就不怕
寺里的喇嘛起了贪心？鱼贯而行的
香客手忙脚乱，万一丢少捡多呢？这
当然是小人之腹的揣度。陪同的导
游来自四川内地，入藏服务 12 年了，
还从未听说这样的轶事。他说：举头
三尺有神灵。佛祖跟前，人人敬畏，
谁敢造次？

话虽这么说，其实亦不尽然。那年
去日本考察访问，曾拜会过几位得道
高僧。听他们说，日本寺庙里，经常有
人偷盗功德箱里的钱，和尚们却不闻
不问，即便看到也不管。他们的解释
是：一个人到寺里偷钱，可知已是窘迫
到了极点，佛门广开，岂有不济人危难
之理？退一步说，那些在寺庙偷过钱的
人，迟早会心怀愧疚，回到寺中，加倍
捐钱以求心安。

想想也是，人生就像这只功德箱，
须于沉默中付出，才有加倍的收获。

朝圣

内地人去西藏，既要克服或轻或
重的高原反应，往往还要饱受旅途的
艰辛，大多会有一段苦行的记忆。而藏
民是用躯体丈量土地，一步一叩头地
走向圣地，连洒下的汗水都能映照出
他们幸福的笑容。

拉萨是藏民心中的圣城，藏族同
胞一生至少要前往朝圣一次。西藏地
广人稀，藏民心态虔诚，即便通了公
路，也不愿搭乘交通工具。于是，从偏
远山区牧区前往拉萨朝圣之路，犹如
漫漫的通天之路。

幸福感往往体现在实现目标的过
程中。朝圣的信徒结伴同行，面对天
路，跪下、低头、弯腰，然后双手向前俯
卧，手心和脸贴地，向着心中的圣物行
礼。一次、二次、三次……连续不断地
站起和卧倒，手、膝盖及脸上满是尘
土。尽管额头热汗直冒，但丝毫没有停
下的意思。不少信徒从离开家门那天
开始，往往要耗费一年的时光。

大昭寺供奉着文成公主千年的向
往，是朝圣的终极之地。当信徒们抬起
饱经风霜雨雪的头颅，凝目仰望时，金
光闪闪的佛祖正微笑着，以其无穷的慈
悲和无尽的智慧恩泽每一位渴求幸福
的生命。于是，他们又奋不顾身地朝地
下扑去，并向前一滑，全身匍匐在石板
地上，深深地叩起长头，全然不顾地面
的泥水。此刻，他们虽然风尘满身，但掩
盖不了清澈的双眼和一脸的虔诚。

这一幕深深地感动着我——只要
心怀憧憬，即便路途遥远，也无法动摇
朝圣的决心，遑论旁人的围观。这不正
是心有所信、方能远行吗？

“扎西德勒”是藏民的口头语，也
是西藏民族的至高境界与至高追求。
有资料说，西藏是中国幸福指数最高
的地方，藏民的幸福指数也是全国最
高的。其中，固然有生活条件天翻地覆
所带来的强烈获得感，但他们对信仰
的执着与忠诚也功不可没。

幸福是一种源自内心的私人体
验，有人瓢饮箪食，乐死陋巷从无悔；
有人金堂玉马、锦衣玉食却闷闷不乐！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追求。甘苦寸心知，
岂为他人晓？

苍鹰

在西藏，流传着一种古老的风俗
——天葬。

人生于大地，即使没有翅膀，终究
向往天空。苍鹰是“空中狮虎”，不仅长
了一对寒铁般的翅膀，而且双目如电光
石火，有一副壮实锋利的爪子和一张铜
戟般锐利的嘴唇。于是，在西藏，苍鹰被
视为神物，承担起超度灵魂的使命。

西藏的天葬台成百上千，有天葬
台的山体，就有苍鹰出没。它们要么凌
空翱翔，敞开博大的襟怀，警惕地注视
无垠的原野与山丘；要么驻足于悬空
高耸的石崖，凝神敛翅，平静等待。

天葬师是个特殊群体，忙完天葬
仪式，点燃烟香，苍鹰便会悄然降落，
迅速分食死者的尸体，连一点碎屑都
不会剩下。之后，饱食的苍鹰腾空而
起，消逝在漫漫的宇宙苍穹。

苍鹰始终把西藏湛蓝的天空当作
永久的家园，享受着与神一样的待遇。
藏民赞美它，也防范它，毕竟这种猛禽
依然保留着野性。像野外犁地的耕牛，
每只牛头都挂着鲜红的布条，起初以
为仅仅是为了装饰，实际上是以红代
火，避免苍鹰的袭扰。

行走在藏区，时常可见野兽、家畜
和其它鸟类的尸骨，却很难找到苍鹰
的骨殖。这是一个谜，就像藏民都要选
择天葬一样难解。

苍鹰当然不能永生，但有真诚的
寄托、永恒的精神。苍鹰的逝去犹如苍
鹰的降临一样不可捉摸。

据说，当苍鹰老了，预感到死期
将至，就会自觉地脱离群体，不是选
择降落，而是孤独且缓慢地往高处
飞，一圈又一圈地盘旋着，直到身体
被湍急的气流撕裂成碎片，或者像
断线的风筝一样被席卷而去，彻底
脱离人们的视野……

在西藏，藏民与苍鹰似乎有某种
契约。苍鹰的天葬，多么豪迈多么悲壮
的葬礼啊，在众鸟之中，恐怕只有苍
鹰，才能抵达如此之高的境界！

西藏三题

风儿吹过这个夏季

伤感的六月诉说难舍的别离

历历往事消融在岁月里

如炽的热情是成长的动力

青春不负韶华，耀眼美丽

天真烂漫不过一声唏嘘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

回眸走过的路，脚印依旧清晰

太多蠢蠢欲动的梦想不是烟雨

而是青春无悔执着的无限激励

年少的灵魂或许辗转过崎岖

顿悟后的挣脱毫不犹豫

向阳而生的喜悦释放焦虑

就当生命有收获的一次经历

日复一日，太阳落下又升起

流淌过四季寒暑再如约相聚

成长的疼痛没人能代替

茫茫征途随时云涌风起

奔赴山海必有翻越踌躇的勇气

挥别胆怯，有劈波斩浪的无畏无惧

逐梦之舟，扬帆鸣笛

向着远方的彼岸迎接狂风暴雨

绚烂于这个夏日的自由天地

沐浴着阳光心之放飞志不移

书写漫长的短暂有一种意义

怎能忽略记忆中的点点滴滴

青春的眼里充溢万千期许

相信一块璞玉必将雕琢成器

写给毕业季的青春
孩子读高三了，学习十分紧张，

可我依旧能看到他的笑。他笑起来
真的很好看，眼睛里闪着光芒，嘴角
微微上扬，还有一个小小的酒窝。他
的笑容真的很有能量，不管我多累，
心情多么糟糕，只要看到孩子的笑，
烦恼瞬间就像破灭的肥皂泡一样消
失得无影无踪。我心里的每个角落
仿佛都有一束光，照亮我前行的路。

每到周六，我最盼望的事就是
去学校接孩子。从上午开始就一直
盼望，一边做家务活，一边想着我见
到孩子的那一刻：孩子的眼里是笑
的、脸庞是笑的，嘴巴也是笑的。最
纯真的画面或许就是最灿烂的笑
容。有人可能会说，都高三了，还用
接吗？我只是想说，孩子并不是不会
自己回来，而是我觉得接孩子是一
件很有意义的事。随着孩子快要上
大学，父母陪伴孩子的时间越来越
少。所以我想在高三这一年再多给孩子一点陪
伴，就像叶子依恋大树一样。我觉得我就是那片
小小的叶子，而成长的儿子就像一棵大树，我可
以离开他，但是我想和他在一起的时间久一点，
再久一点。

终于来到下午的3点光景，我随意准备了
一下，就和爱人匆匆出门去接孩子。一路上的风
景也特别赏心悦目，秋色铺满了大地，路边是一
棵棵、一排排的栾树，像长龙一眼望不到头；枝
叶是那么繁茂秀丽，像一把把大绒伞，枝头的花
团，有金黄的、金红的、淡绿的、粉红的、绯红的、
酒红的，还有赭红的，多姿多彩，美如画卷。

此时的校门口早已人山人海，孩子们穿着
统一的校服，背着书包，拉着行李箱有说有笑地
走来，看到爸爸或妈妈远远招手，孩子们的脚步
就更大了，快乐地匆匆奔向他们的父母。我望着
斑马线的那头，搜寻着那张熟悉的笑脸。一拨一
拨的孩子从江东路的斑马线走过来，我心里摸
索着以往的规律，孩子的出现应该在第二十拨
左右。快了，快到这个时候了，我在心里念着。来
了！那个拉着春天绿的行李箱的就是他!这次我
要用镜头留住他的灿烂笑容。

“齐齐，我在这儿。”
孩子微笑着快步向我走来。我拿起手

机，点下拍照功能。孩子意识到我在拍他，笑
得更欢了。

“妈，就你来接吗？”
“不，还有爸爸，他在车上等我们呢。”
这样的画面一次又一次地重复，那一个个

绿绿的夏天、黄黄的秋天、白白的冬天，还有暖
暖的春天。很多很多的美好都定格在了江东路
上学校门口的斑马线上，足够美好和温暖。

有时我在想，孩子能一直这样笑吗？难道他
就没有不开心的时候吗？学习成绩一直平平，难
道他就没有一点小焦虑吗？果不其然，那晚，我
正忙着批改作业，孩子的电话来了，“妈妈，我的
心里有些烦躁，感觉这次月考发挥失常。”“孩
子，你把烦恼说出来，妈妈很愿意听。”孩子说着
说着，我听着听着，孩子的心情慢慢变好了，他
明白了，消除烦恼的好办法不是退缩，而是冲冲
冲。最后，他开心地和我再见，“妈妈，那我先挂
了，我得赶紧去教室。”

周五下班，我正在赶回家的路上，孩子兴冲
冲地打来电话，“妈妈，这次运动会，我1000米
跑步获奖了，我第一次感觉到什么是拼尽全力
……”我能听出来孩子喜悦激动的心情，能感受
到孩子这次的笑比以往任何一次更灿烂。有人
说，流过汗水换来的奖是有灵魂的。而我只想
说，流过汗水，受过挫折，你还能笑，那一定是最
了不起的。

正如有位名人说过“乌云后面依然是灿烂
的晴天”。孩子，多笑笑吧，笑着勇敢地迎接你的
高三时刻。

四季里的风，能带走春日的飞花柳絮、秋日
的枯枝败叶，可它永远带不走深印在我脑海里
的孩子的笑。

孩
子
的
笑

金光（1609年—1676年）是义乌青村人（今佛堂
镇塘下洋村），他与平南王尚可喜相识相知数十年，
是尚可喜倚重的左膀右臂。义乌民间流传了一些金
光为尚可喜出谋划策的故事，笔者小时候，就听长辈
说过一则“妙改奏折”，颇有意味。

故事发生在清康熙年间，那年平南王尚可喜上
京述职，皇太后知其为孝子，就赏了其母一件薫貂领
花绸锦袍。皇太后不知情的是，尚可喜为二房所生、大
房所养，也就是说尚可喜有生母和养母两位母亲。锦
袍拿回家后，两位老太太都很喜欢，都想得到皇太后
赏赐的这种风光，于是你一言我一语，最后竟然吵得
不可开交。身为孝子，尚可喜不能得罪任何一位，焦头
烂额之际，忙叫人拟了个奏折，想向皇太后如实禀告，
称两位母亲争执不下，求皇太后干脆把赏赐收回。

奏折送出前，尚可喜把它拿给金光看了一下，最
后把把关。金光一看奏折，连叫不妥，认为如果如实
禀告，不但会收回这件薫貂领花绸锦袍，有失尚府体
面，更严重的是，可能还会惹怒皇太后。

“先生这些天身体欠佳，本不想让你多费神，看
来还得先生妙笔生花了。”尚可喜从没将金光视作下
属，总以朋友之礼相待，话说得客客气气。

金光又细读了奏折，低头思忖片刻，提笔把文中
“争执不下”四字改为“礼让不迭”。尚可喜一见，大喜
过望，兴奋地对金光连声道谢。

金光这一改，把两位争风吃醋小家子气的老太
太，塑造成了相敬如宾贤德知礼的好母亲。奏折送上
去后，皇太后非但没有怪罪尚可喜“退还礼物”的想
法，反而认为自己当初没弄清情况，决定增赏一件锦
袍，让两位老太太一人一件。

尚可喜的两位母亲知道前因后果后，心中愧疚
不已，从此一改过去的德行，两人亲如姐妹。

金光慧心妙笔，四字之改不但保住了尚府体面，
且在无形中让尚府上下知礼和谐。

金光妙笔生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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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故事 傅朝明

◆汉诗节拍 许静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