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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 南 特 区 国 际 旅 行 社 有 限 公 司 三 亚 分 公 司 遗
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号：68118877-3，
现声明作废。
★海南特区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三亚分社遗失旅
行 社 分 社 备 案 登 记 证 明 ， 编 号 ：
L-HAN-CJ00009-FS-SY005，现声明作废。
★海南特区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三亚分公司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分）460200000053774，
现声明作废。
★三亚吴海军油漆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460202600105256，现声明作废。
★李林桥遗失义务兵证，证号：士弟 20150082394，
现声明作废。

★ 三 亚 香 旺 平 价 特 产 超 市 遗 失 税 务 登 记 证 正 本 ，
证号：460033197410020085，现声明作废。
★三亚诺亚帆船运动俱乐部遗失民办非企业单位登
记 证 书 副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2460200MJY02461X9，现声明作废。
★三亚仁恒置业有限公司皇冠假日酒店遗失开具给
张家港市港源电力实业有限公司的海南增值税专用
发 票 1 张 ，发 票 代 码 ：4600163130，发 票 号 码 ：
07437917，金额：4980 元，现声明作废。
★三亚万邦消防器材经营部遗失财务章一枚，现声
明作废。
★三亚邦博数码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财务章一枚，现
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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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 失 声 明

注 销 公 告

注销公告
海南荣星中天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向海南省

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 45
天内办理相关手续，特此公告。

★三亚家化旅业有限公司三亚家化万豪度假酒店
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发票代码：4600171320，
发票号码：04308909，金额:290.75 元,现声明作废。
★西藏汉拿山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三亚百花谷店遗失营
业 执 照 副 本 （2-2）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2003967985486，现声明作废。
★三亚帝铭实业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4602002003298，现声明作废。
★三亚帝铭实业有限公司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证号：460200767489972，现声明作废。
★三亚帝铭实业有限公司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
副本，现声明作废。
★三亚香旺特产超市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60202600125774，现声明作废。

我司为三亚广宇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下称广宇公司)的大股东（占 90%），根据

《公司法》及广宇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于
2018 年 8 月 29 日召开广宇公司临时股东
会，股东会决议内容如下：

1、同 意 免 去 胡 余 忠 的 执 行 董 事 职
务，同意免去胡余忠的法人职务，选举林
俊毛为新执行董事，任命林俊毛为新法
定代表人。

2、同意公司暂停经营的决定，直至
新的执行董事工商变更手续完成之后。

3、同意免去林俊毛的监事职务，选
举林亮星为监事。

4、同 意 公 司 股 东 胡 余 忠 将 公 司 公
章、所有证照、账册等一切公司财产交由
新任执行董事林俊毛管理。

从 2018 年 8 月 29 日起，胡余忠不得
以上述职务代表广宇公司对外从事任何
活动，广宇公司将不负任何经济及法律
责任。

特此向社会公告！
广州才柏贸易有限公司

2018年 8月 31日

公 告

本报讯（记者 杨洋 张慧膑）因为打柴
舞 ，走 进 郎 典 村 ；融 入 乡 土 里 ，亲 近 大 自
然。一场原汁原味的美丽乡村旅游文化节
吸引着众多游客来到乡间，与黎族故事隔
空对话；吸引着远离故土的原乡人追溯历
史，返乡“探亲”；吸引着本村人与外地人
同台献艺，相互交融……9 月 2 日，三亚市
美丽乡村旅游文化节第五站郎典站闭幕，
截至 9 月 2 日下午 18 时 40 分，三亚日报现
场云在一天时间内浏览量达到 98058 人
次。这台以村民为主角的美丽乡村文化
节唱响了乡野情怀。

村民齐上阵，文化润民心。村民成
了美丽乡村旅游文化节的主角，这是他
们最引以为豪而又津津乐道的事。打
柴舞、吹树叶、广场舞、织黎锦、编竹筐
等平时看起来并不能“赚钱”的活，经过
简单的“提升”后，就成为精彩的节目
纷纷登台亮相，成为村民吃上旅游饭
的新路径。谁也未曾想到，只要村民
肯下苦功夫，这些第一次表演、第一次
参加运动会、第一次织锦的村民个个
都是干事的好手，有的客串“演员”，
有的当起志愿者，这些热情好客、淳
朴善良的村民在关键时刻都能冲得
上，顶得住，靠得住。

乡村大融合，再焕新活力。“打
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9 月 2 日一

大早，一场特殊的运动会搅热了寂静的美丽
乡村。骑竹马、竹篮打水、竹篓赛跑、竹笋套
环、竹筷夹笋、踩高跷、竹篓接球等比赛吸引
人眼球，村民们以家庭为单位踊跃参加。在
汗水与呐喊声中，村民们玩得不亦乐乎。一
会儿工夫，村里的环卫工人、联防队员也参
与进来，大家在运动中重拾童年的快乐。上
午 10 时，三亚市区的多支舞蹈队组团前往郎
典村，有的探寻打柴舞的历史，有的惊叹打
柴舞的“绝技”，有的前来“切磋”舞技。“幸福
大舞台，敢秀你就来。”与朗典村相邻的周家
村村民黄家明慕名而来，现场演唱黎歌《爱
你难不爱你更难》赢得了观众阵阵喝彩。随
后，市民、游客、村民争相登台“献唱”，你方
唱罢我登场。

“为家乡点赞，喝彩！节目太精彩了，非
常专业……”看到熟悉的村民成了“演员，”
市民何遥一连串点赞！她告诉三亚日报记
者，她是崖城人，已经离开崖城多年，从三亚
日报全媒体图文、视频中看到了郎典村的

“蜕变”，特地驱车回家“探亲”，无论身在何
处，家乡的一草一木，一人一物，都寄托着

“游子”的乡土情怀。
栽得梧桐树，迎来金凤凰。美丽乡村硬

件不断提升，美丽郎典日新月异。水泥路平
直，田园风光秀丽，郎典广场古色古香，在 58
人的黎族打柴舞传习所里，传统文化一直在
传承、发展，美丽乡村一直在“蝶变”。如今

的郎典村正蓄积能量，蓄势待发，期待搭上
美丽乡村的旅游快车，踏上致富路！

市委农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乡村文化
节突出亲近乡村、融入乡土文化的主旋律，
就是要让文化走向更广阔的美丽乡村，将文
化艺术的种子种在乡村，发展特色乡村游，

让乡村变得更具魅力和活力，为乡村振兴注
入活力。

据悉，此次文化节活动由市委农工委、
崖州区主办，市旅游委、市文体局、市住建局
协办，崖州区委宣传部、三亚新迪体育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承办。

郎典弦管各飞扬，赢得游人兴若狂。
9 月 2 日，“寻古郎典，探趣崖州”三亚市美
丽乡村旅游文化节第五站郎典站闭幕，村
中可见的非遗，再次回到人们的视线里，
人们再次惊艳于郎典村的容颜，惊叹于非
遗的文化魅力。深厚的文化底蕴为郎典
村打造美丽乡村注入亮丽底色。

一家三代传承打柴舞

“咚咚嗄，咚咚嗄……”9 月 2 日上午 8
时，郎典村开始热闹了起来，笑声、歌声、
掌声、欢呼声与打柴声混作了一曲交响
乐。孩童在嬉闹，少女羞答答，打柴者挥
着手中的木柴，左右手上下敲击，随着跳
舞者的一声“哄嘿”，一套精彩绝伦的打
柴舞完美呈现在众人眼前。

一家三代传承打柴舞的故事成为郎
典村的一段美谈。

在打柴舞方阵边上，一名身穿民族服
饰的耄耋老人格外显眼，打柴舞表演者
的的每一次敲击，每一个动作，都牵动着
他的心。

“我虽然跳不动了，但还能指导一下
他们。”黄家近今年 81 岁，是郎典村打柴
舞的传承人。说起打柴舞的历史，他饱
含深情：“打柴舞最早是在人去世后村民
跳的一种丧葬习俗，只要村子里有人过
世了，晚上大家就会到死者家中跳打柴
舞。”他告诉三亚日报记者，打柴舞由平
步、磨刀步、槎绳小步、小青蛙步、大青蛙
步、狗追鹿步、筛米步、猴子偷谷步、乌鸦
步等九个相对独立的舞步组成，舞蹈节
奏强烈有力，动作古朴粗犷，生动形象，
艺术感染力强。跳了 60 多年打柴舞的老
人唯一的心愿是将打柴舞传承下去。

黄家近的儿子黄乐强“传承衣钵”实
现了父亲的夙愿，不仅传承打柴舞还将打
柴舞发扬光大。黄乐强告诉三亚日报记
者，为了更好地将打柴舞传承下去，村里成
立了“三亚市崖州区郎典村打柴舞协会”，
他担任会长。“目前协会有近百人，除了郎
典村民外，还吸引了不少外村人加入。”

黄乐强的儿子黄伟哲也潜移默化地
成为打柴舞的“拥趸”。“爸爸，你看我跳
得怎样？”8 岁的黄伟哲跳起舞来，有模有
样。看到黄伟哲专注的样子，黄乐强十

分欢喜。他说，黄伟哲从 6 岁就开始学跳
打柴舞，他希望更多的年轻人热爱打柴
舞，能够肩负使命将打柴舞传承下去。

巧手织出黎家情

54 岁的黎家大姐陈秀英身着黎族服
装，席地而坐向游客表演织黎锦。

“30 多年都没有织筒裙了，技艺上真
有点生疏哩。”陈秀英笑道，手中的织线
不停地摆动，娴熟的技艺、精美的作品，
赢得众人喝彩称赞。她告诉三亚日报记
者，受妈妈和奶奶影响，从小就学习织绣
技艺。当年 17 岁的她，在那个花一样的
年纪里，陈秀英将美好的景物都绣进了
筒裙里，穿出了属于那个年代的时尚。

嫁作人妇，生活中多了柴米油盐酱醋
茶 ，平 淡 的 生 活 让 陈 秀 英 逐 渐 尘 封“织
锦”的爱好，还将那套结婚时的“黎锦”压
进了箱底。

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推进，这次美丽
乡村文化节，宾客纷至沓来探寻村庄的
文化古韵。她和其他村民一样，从田间
走了出来，为众人展示黎族的特色，不善
言辞的她还收了一批学生，当起了黎锦

“老师”。
“目前已经有 12 个人跟我学习织绣，

还有很多的村民在询问……”陈秀英说，
“学生们”大都是年轻的一代，以前不感
兴趣，现在村里学习织绣已经蔚然成风。

灿烂黎锦有了传承人

暑假期间除了做暑假作业外，13 岁
的北岭中学初二学生张剑萍和张泽霞把
时间都投入了学织黎锦中去。对于她们
来说，这门古老的文化技艺，有着神秘的
吸引力，沉浸其中便是一个下午的时光。

“我喜欢用线条织出美丽的图案，很
有成就感。”张剑萍说，因为对黎锦的痴
迷 ，两 个 月 前 ，成 为 了 村 民 陈 秀 英 的 学
生，经过苦学后，现在她已经能够织出简
单的图案。

“我相信我一定能织出更美的筒裙来
……”张泽霞自信地说，通过两个月的学
习，她已经掌握了不少的技艺。

她告诉三亚日报记者，黎锦就是有一
种说不出来的魅力，看到她暑假期间天
天编织，花纹精美、图案丰富，原本对织
筒裙没有兴趣的母亲也主动加入了学习
织黎锦的队伍中来。

黎锦就是一门艺术，染透了自然，凝
固了时间。幸运的是，黎锦的传承从未
中断！

“草根”唱响乡野情怀

黎族故事绘出诗意郎典
本报记者 张慧膑 杨洋

9 月 2 日，郎典村的黎族男子正在表演打柴舞。 本报记者 袁永东 摄

三亚市美丽乡村旅游文化节·郎典站 关注2018亚运会

新华社雅加达 9 月 2 日电（郑 世
波）雅加达亚运会闭幕式于 2 日晚在雅
加达朋加诺体育中心举行，燃烧了 16
天的亚运圣火也在此缓缓熄灭。与大
气磅礴的开幕式相比，闭幕式营造了轻
松的氛围，通过文艺演出慰问运动员，
展现亚运会团结友爱的精神。

本次闭幕式的主题为“感谢”，着重
表达印尼人民对参赛运动员、教练和数
万名志愿者激情和奉献的感激。

印尼在闭幕式上共设有 5.5 万个观
众席，其中面向公众出售的门票约 4 万
张，价格在 50 万卢比（约合 232 元人民
币）至 200 万卢比（约合 928 元人民币）
之间。这些门票在 8 月 28 日开售后仅
24 分钟便售罄。

为了确保亚运会闭幕式顺利和平
安举行，印尼在朋加诺体育中心部署了
9000 多名安保人员。

雅加达亚运会
昨晚闭幕

运动员在闭幕式上入场。新华社发

9 月 2 日，第 18 届亚运会闭幕式在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举行。新华社发

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闭
幕式上入场。 新华社发

三亚市美丽乡村旅游文化节
第五站郎典站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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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族男子正在表演黎族打柴舞。本报记者 袁永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