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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我和唐·谢尔曼有过
一次交谈。唐当时是联邦调查局
特工，也是特警队成员，接受过该
职位所需要的训练，并配备了所
需要的所有装备。我问唐，他们
是怎样做到快速营救人质的。

我 永 远 都 不 会 忘 记 他 的
回答：

“我们从来都不求快，快会招
致杀身。我们进行训练以便做到
顺利。顺利意味着我们作为一个
团队在高效且有效地推进。每个
人都知道自己的角色。顺利意味
着我们有彼此作为后盾，没有人
会受到意外的友方或敌方的射
击。”

我想，我们可以将这个教训
用于生活的所有领域，特别是用
于商业领域。

请想想看，你在 2021 年怎样
才能做到顺利？

不要做比较
比较是盗走欢乐的贼。
父亲有个格言：“成功不是用

你所做的来与别人所做的进行比
较，而是用上天赋予你的能力来
衡量你所做的。用你所拥有的做
到最好就是了。”

不要拿自己与别人比较，而
是要把注意力集中在你所能做的
事情上面。我发现，这是一个我
自己不断地接受到的教训。例
如，我真的很爱画画，但我不太擅
长于它——在我把我所画的与那
些经验丰富的画家所画的做比较
之后，我对画画的乐趣就被夺走
了。

现在，我专注于学习新的东
西、尝试新的东西，并享受其中的
经历和进步。

这是欢乐的季节，而在欢乐
的季节中是没有比较的！

选择权在你手里
父亲有个格言：“你之所以是

现在的你，你之所以处在现在这
个位置，全都是因为进入到你头
脑中的东西。你可以通过改变进
入你头脑的东西来改变你自己和
你所处的位置。”

在父亲所有的格言中，这是
我最喜欢的。但是，他在这个格
言后面紧接着说的一句话，是让
我最最喜欢的：

“如果你对现在的你不满意，
对现在你所处的位置不满意，没
关系，你并没有被困死。你可以
改变进入你头脑的东西。选择权
在你手里。”

你在生活中有什么不满意的
事吗？

你的婚姻？你的健康？你的
收入？你的态度？

如果有的话，请改变进入到
你头脑的这些方面的东西，随着
时间的推移，这些方面一定会有
改变！选择权在你手中。

在生活中获胜是一种选择。
要选择，就选获胜吧！

之

至少从西周开始，中国农业就离不开牛耕了。随着辛丑
牛年的脚步越来越近，我们来说说牛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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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狗是从狼驯化而
来的，此后狗与狼并存在这颗星球
上，直到今天依然如此。黄牛是从
原牛驯化而来的，但是原牛却从地
球上消失了。原牛为什么会灭绝
呢？并非因为它们不能适应自然
环境的变化，而是因为它们长期被
人类捕杀，直到最终灭绝。

在两千多年前的一部手抄本
上，古罗马人这样描述原牛：“这
种动物略小于大象。它们色彩独
特，体型巨大，速度惊人。无论面
对人还是兽，它们都不会示弱。

这种动物无法被驯化，所有驯化
它的尝试都失败了。”

这段描述确实把原牛的形
态、习性和攻击能力都写了出来，
但结论并不准确，因为原牛是可
以驯化的，如前所述，黄牛和西班
牙斗牛都是原牛的后代。但古罗
马人是尚武的，原牛越凶猛，他们
征服原牛的欲望就越高涨。经过
两千年左右的捕杀，原牛在欧洲
大陆上消失了。1627 年，最后一
头原牛在欧洲死亡，地球上的原
牛完全绝迹。

亚洲大地上生活过更多的原
牛，但是因为古代亚洲人在观察和
记录自然界方面缺乏热情，也就缺
乏相关记录，所以我们不知道亚洲
原牛到底是在什么时候灭绝的。

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出土了一
只牛尊，是来自商代的青铜器。
从造型上看，这只铜尊塑造的就
是一头尚未驯化的原牛。推想起
来，商朝人肯定见过原牛。

我们知道，商朝人特别迷信，战
争、祭祀、婚姻、营造，往往都要占
卜。他们流行使用两种占卜形式，

一是“龟卜”，二是“骨卜”。前者是
在龟壳上钻孔、灼烧、产生纹路，观
看纹路的形态，进而预测未来。后
者做法相同，只不过把龟壳换成了
兽骨。当时占卜用的兽骨大半是牛
骨，其中既有原牛的骨头，也有黄牛
和水牛的骨头。由此可见，至少在
商朝，原牛和黄牛也是并存的。

我们还知道，商朝人占卜以
后，还会在龟壳和兽骨上面刻下
文字。这些文字被我们称为“甲
骨文”。甲骨文里多次出现“牛”
字，形如一个简化的牛头：中间一
竖表示牛脸；上面两画较长，是牛
角；下面两画较短，是牛耳。

甲骨文里还有一些与牛相关的
字。比如说，告状的“告”，表示牛把
人顶伤，人去告状。再比如说，牢房
的“牢”，表示把牛关起来的地方。
还有“牝”和“牡”两个字，前者是在
牛的旁边画一个女性生殖器符号，
表示母牛；后者是在牛的旁边画一
个男性生殖器符号，表示公牛。所
以在古汉语中，“牝”的引申义就是
雌性，“牡”的引申义就是雄性，“牝
牡”的引申义就是雌雄。

古代中国人养牛，主要不是为
了食用，而是为了借助牛的力量来
耕田。孔子门下有两个学生，一个
叫冉耕，字伯牛；一个叫司马耕，字
子牛。很明显，这两个名字都把耕
地和牛联系在了一起。但是，甲骨
文里却没有“耕”字。后来出现的
金文、大篆、小篆、隶书等汉字系统
当中虽然都有耕字，字形也统统与
牛无关，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因有二。
首先，先民耕地，最初并不借助

畜力，纯靠人力。“耕”是耒和井的结
合，耒是翻土的木叉，井是灌溉的水
源。把一根木棍末端削尖，再绑上
一根短棍，这就是耒。双手扶着耒，
底下用脚去蹬耒上绑的那根短棍，
就像后来用铁锹挖土一样，一下一
下把田地翻耕到松软，就可以播种
了。这样耕田，翻土很浅，也很费
力，但总比不翻要强得多。

其次，牛驯化成功的时间比狗

要晚，所以古人最早借用的畜力可
能不是牛，而是狗。汉字里还有一
个与“耕”同义的字，叫做“耦”。在
金文里，耦的字形是两个人一起耕
地；但在甲骨文里，耦却是一条狗
拽着一只耒。根据字形推断，在商
朝或者商朝以前，我们中国人可能
尝试过用狗来牵引简易的犁。后
来对牛的驯化和饲养越来越成熟，
发现用牛耕地比用狗更靠谱，牛耕
才取代了狗耕。

在牛耕普及之前，非洲人曾经
用鸵鸟耕地，欧洲人曾经用骡马耕
地。如果说中国曾经出现过狗耕，
其实也不是特别奇怪的事。不过，
说商朝或者商朝以前曾经用狗耕
地，这只是根据文字符号做出的推
测。该推测是否符合历史事实
呢？还需要考古实物来验证。

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至少从西
周开始，中国农业就离不开牛耕了，
牛已经成了传统农业最重要的畜力。

女皇帝武则天在位时，一个叫
张廷珪的大臣说过：“君所恃在民，
民所恃在食，食所资在耕，耕所资
在牛。牛废则耕废，耕废则食去，
食去则民亡，民亡则何恃为君？”

这段话的意思是，帝王靠百姓供
养，百姓靠粮食供养，粮食靠耕作得
来，而耕作是离不开牛的。牛死了，
耕作就没法进行；耕作没法进行，粮
食就不能获得；粮食不能获得，百姓
就只能饿死；百姓一旦饿死，帝王靠
谁供养呢？张廷珪是站在帝王角度
说这番话的，他的结论是：牛非常重
要，没有牛就没有帝王。

因为牛如此重要，所以历代帝
王都特别重视牛的保护。

唐高祖李渊即位时，颁布过一
道《减用牲牢诏》，诏书里强调，国
家刚刚建立，物资比较匮乏，人口
稀少，耕牛更缺。要想振兴国家，
必须振兴农业。要想振兴农业，必
须保护耕牛。过去祭祀要宰牛，如
今呢？必须尽量避免宰牛。从今
往后，朝廷祭祀天地和祖先可以用
牛，其他祭祀则只能使用猪羊。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有一次在
长安南郊祭天，大臣准备宰牛，被他制
止了。他说：“牛之为用，耕稼所资。”
牛是农业的靠山，所以不能宰牛。

李渊和李世民父子保护耕牛，
为后世皇帝留下了祖宗家法。此
后的唐朝皇帝屡次颁布禁令，禁止

民间宰牛和吃牛。例如唐宣宗说
过，各州屡次违背屠牛禁令，必须
刹住这股歪风。即日起，各州府长
官以及司法干部要行动起来，逮捕
那些宰牛的犯罪分子。

唐朝有一部非常著名的法律
汇编，后世称为《唐律疏议》。该书
将“屠牛”定为重罪，与图谋造反、
忤逆父母、铸造假钱、持刀抢劫等
并列，归为“十恶不赦”。也就是
说，犯了别的罪可以被赦免，而杀
牛之罪不可赦免。

《唐律疏议》还规定，伤害别人
家的马和牛，按照盗窃罪判刑，并
且还要照价赔偿。如果杀的是自
己家的马和牛，处以一年徒刑。

唐朝散文家柳宗元写过一篇《牛赋》，
从头到尾都在列举牛的功劳、歌颂牛的美
德。柳宗元说，牛是个大脑袋、弯角、皮毛
厚的庞然大物。它顶着烈日，一天能耕百
亩土地，往来耕种的地垄又长又直。种地
的时候靠牛，收粮的时候也靠牛，拉着粮食
箱子送到官仓，它自己却不能尝到一口。
使穷人能致富，让饥民能吃饱，却又不自居
功劳。人用起它来毫不犹豫，它的功用好
处到处可见。死后，皮和角都被使用了，全
身上下的皮毛骨肉没一点能留下来，有的
皮用来穿绳子，有的肉用来当祭品。牛虽
然有很大功劳，但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呢？

唐朝诗人刘禹锡写过一篇《叹牛》，既
歌颂牛的美德，又哀叹牛的不幸。在这篇
文章里，刘禹锡说他在郊外散步，看到一个
老人牵着一头瘸牛。老人告诉他，那头牛
又老又瘸，不能再耕地和拉车了，只能卖给
屠夫，它的肉还能吃，皮还能做衣服，卖来
的钱还能补贴家用。刘禹锡产生了悲悯之
心，劝老人将牛放生，结果被老人嘲笑了一
顿。

其实刘禹锡的文章透露了一个重要信
息：即使是在唐朝，即使在严刑峻法之下，
民间仍然有人宰杀不能继续耕作的牛。人
们将那些老弱病残的牛杀掉，并不是因为
不喜欢牛，而是因为牛肉和牛皮可以换钱。

事实上，每个朝代都实施过禁止屠牛
的政策，但每个朝代都没能完全禁止人们
对牛的宰杀和食用，并且人们宰杀的未必
都是老牛或病牛。

宋人笔记《青琐高议》有云：“封丘谭店
有陈贵，屠牛为业，前后杀牛千百万头。”一
个屠牛专业户宰杀了千百万头牛。

南宋判例汇编《名公书判清明集》收录
有名臣胡颖的一段总结：“店肆之间，公然
鬻卖，而城市之中亦复滔滔皆是。小人之
无忌惮，一至于此。”从乡村到城市，宰牛和
卖牛肉的比比皆是，民间似乎并不害怕屠
牛禁令。

看过古典名著《水浒传》的朋友都知
道，梁山好汉更有宰牛和吃牛肉的习惯。
曾有现代学者认为，这是《水浒传》作者故
意这样描写，为的是凸显好汉们对朝廷法
令的藐视。事实上，朝廷虽有禁令，民间未
必遵守，在宋元明清等朝代，老实巴交的普
通百姓照样有可能食用牛肉。在现存宋朝
话本、元朝戏曲和明清小说当中，牛肉可以
成为城市居民飨客的佳肴，也可以成为乡
间饭馆下酒的小菜，而那些面对牛肉大快
朵颐的食客，大半都是良民，与反叛官府的
梁山群雄并不相同。

《宋会要辑稿》刑法卷中，有一位官员
向宋徽宗解释屠牛禁令为何无效，他说，一
头活牛只卖5000文到7000文，如果宰杀卖
肉，按照每斤 100 文的市价出售，却能卖
200斤到 300斤，可得 2万到 3万文。所以
民间养牛耕田，远远没有卖牛肉划算。朝
廷虽有禁令，养殖户却能想办法把禁令变
成废纸，将好牛当成病牛和死牛卖给屠
户。养牛者有利可图，屠户有钱可赚，食客
们有肉可吃，区区刑罚又怎能禁得住呢？

用经济学的眼光来看，宋朝这位官员
道出了民间宰牛行为的本质，也揭示了古
代中国历代帝王保护耕牛的颟顸无知之
处。其实根本用不着官方进行任何保护，
老百姓自己就能做出最理性最划算的决
策：只要用牛耕田带来的利益能超过宰牛
卖肉，就用不着官方禁止，老百姓自会保护
耕牛；否则的话，无论官方怎样禁止，宰牛
和吃牛的链条都不会断绝。

营救人质的
秘诀
（外二则）

（美国）汤姆·齐格勒/文
陈荣生/ 译

“十恶不赦” 罪
在都市丛林还没有占领荒野的时代，人

类逐草四方，放牧牛羊，一派田园牧歌景象。
《诗经》里有一首歌，就与放牧牛羊有

关。“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
牛？九十其犉。尔羊来思，其角濈濈。尔牛
来思，其耳湿湿。”

这首诗是说，谁说你们没有羊？一群就
有 300 只。谁说你们没有牛？膘肥体壮 90
只。你的羊群来到时，只见羊角齐聚集。你
的牛群来到时，只见牛耳摆动急。

听完这首歌，再想象一下，几百只羊和近
百头牛一起出动，那是一幅多么壮观的画
面，又是一种多么富足的生活啊！

这种放牧生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我们知道，狗是人类最早驯化成功的动

物，至少在15000年前，人类就把一些狼驯化
成了狗，而牛羊的驯化历史要晚得多。

先说羊的驯化。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
羊骨、陶羊以及新疆等地遗存的远古岩画表
明，中国先民曾经在10000年前驯化野山羊，
但没有成功。大约在同一时期，西亚的居民开
始驯化野绵羊，他们成功了。然后又过了几千
年，大约在5600年前，西亚的羊传入甘肃和青
海。大约在4500年前，又从西部传到了中原。

再看牛的驯化。2013年，云南师范大学
对黑龙江肇东市太平乡周家店村坤泥沟出土
的牛颌骨进行研究。那是10600年前原始牛
的下颌骨，却残留着人工饲养的痕迹。据此
可以认为，至少在10600年前，东北居民就开
始驯化原始牛。

原始牛简称“原牛”，它是现代黄牛的祖
先。跟黄牛相比，原牛的个头更高，块头更
大，能长到一两吨重，简直就是小号的大象。

从形态上看，原牛具备两大特征。
首先是没有肩峰。普通黄牛颈部后面有

一块凸起的骨骼，叫做“肩峰”，把牛轭套在
肩峰前面，就能拉车或者拉犁。而原牛则没
有肩峰，如果先民想让原牛耕地的话，牛轭
是派不上用场的，只能在原牛的脖子或者牛
角上套缰绳。

其次，雄性原牛的牛角往前生长，一对牛
角又粗又尖，仿佛两把锋利的透骨锥。如果
原牛用脑袋冲向敌人，能把敌人扎个对穿。
而现在饲养的牛呢？无论黄牛还是水牛，牛
角都弯弯曲曲地向上或向后生长，杀伤力小
得多。唯独在西班牙斗牛运动中选用的斗牛
身上，还能依稀见到往日原牛的一点雄风。
事实上，西班牙斗牛所用的牛，也是从原牛
驯化而来的。

最近几十年来，相关基因与线粒体研究
都非常鲜明地得出结论——黄牛、水牛和牦
牛都属于牛科，但却是从不同祖先驯化而来
的。黄牛源自原牛，水牛则源自野水牛。牦
牛呢？它的祖先是野牦牛。

就像对羊的驯化一样，中国先民在10000
年前就开始了对原牛的驯化，但同样没有成
功。直到5000年前，养牛才进入中国先民畜
牧业。中国先民饲养的牛很有可能来自南
亚，那是南亚居民对当地原牛的驯化成果。

一万年前中国先
民就开始驯化牛壹 黄牛从原牛驯化而来，为何原牛都灭绝了？贰

古代中国人养牛，主要不是为了食用叁

历代帝王都特别重视牛的保护肆

刑罚为什么禁不住
民间宰牛风伍

民国时期广东潮汕地区启昌火柴厂出品的“耕牛火柴”
李伟钦 供图

甲 骨 文 ：
牛。上为牛角，
下为牛耳，中间
一竖为牛脸▶

◀甲骨文：耦。
上 为 双 耒（翻 土 工
具 ，相 当 于 早 期 的
犁），下为一犬

▲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出土的青铜
牛尊，高 22 厘米、长 40 厘米、重 7 公斤。
此牛没有肩峰，是尚未驯化的原牛

出土于山西省浑源县李峪村一座晋
国墓地的青铜牛尊，这是一只驯化牛，鼻
环鲜明，肩峰处被巧妙地做成容器▼

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1）穗仲公字第157号

刘秋菊：
本会已于2020年12月22日受理申请

人广州敏捷新生活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中山分
公司与你方关于物业管理合同纠纷一案，案
号为（2020）穗仲案字第 19363 号，现定于
2021年4月30日上午9时在中山市长江路
18号中山商事仲裁大楼第二仲裁庭室开庭
审理，仲裁庭于2021年5月20日作出裁决，
领取裁决书的时间为2021年6月10日前。
请你及时到本会办理有关手续。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2021年1月20日

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1）穗仲公字第211号

邓福林：
本会已于2020年12月24日受理申请人

广东奥马冰箱有限公司与你方关于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案号为（2020）穗仲中案字第
19444号，现定于2021年4月30日下午15时
在中山市长江路18号中山商事仲裁大楼第二
仲裁庭室开庭审理，仲裁庭于2021年5月20
日作出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时间为2021年6
月10日前。请你及时到本会办理有关手续。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2021年1月20日

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1）穗仲公字第232号

王应华：

本会已于2020年3月6日受理申请人深

圳前海微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方及深圳

市兴鼎业科技有限公司关于民间借贷合同纠

纷一案，案号为（2020）穗仲案字第2578号，

仲裁庭于2021年2月3日作出裁决，领取裁决

书的时间为2021年2月8日前。请你及时到

本会办理有关手续。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2021年1月20日

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1）穗仲公字第234号

肖仲标：
本会已于2020年7月2日受理申请人广

州敏捷新生活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
与你方关于物业管理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
（2020）穗仲案字第 9193 号，现定于2021年
4月27日15:30在广州市沿江中路298号江
湾大酒店A座8楼仲裁庭室开庭审理，仲裁庭
于2021年5月18日作出裁决，领取裁决书的
时间为2021年5月25日前。请你及时到本
会办理有关手续。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2021年1月20日

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1）穗仲公字第235号

周振：
本会已于2020年7月3日受理申请人兰

宁与你方关于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
（2020）穗仲案字第 9258 号，现定于2021年
4月27日16:00在广州市沿江中路298号江
湾大酒店A座8楼仲裁庭室开庭审理，仲裁庭
于2021年5月18日作出裁决，领取裁决书的
时间为2021年5月25日前。请你及时到本
会办理有关手续。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2021年1月20日

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1）穗仲公字第260号

杨晓成：
本会已于2020年7月9日受理申请人刘

扬森与你方及广东永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李
德孔、李晶关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为
（2020）穗仲案字第 9512 号，现定于2021年
4月29日11:30在广州市沿江中路298号江
湾大酒店A座8楼仲裁庭室开庭审理，仲裁庭
于2021年5月20日11:30作出裁决，领取裁
决书的时间为2021年5月27日前。请你及
时到本会办理有关手续。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2021年1月20日

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1）穗仲公字第233号

王伟：
本会已于2020年7月15日受理申请人

深圳前海新华康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与
你方关于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20）
穗仲案字第 9812 号，现定于2021年4月27
日15:00在广州市沿江中路298号江湾大酒
店A座8楼仲裁庭室开庭审理，仲裁庭于2021
年5月25日作出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时间为
2021年6月1日前。请你及时到本会办理有
关手续。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2021年1月20日

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1）穗仲公字第236号

方丑华：
本会已于2020年7月21日受理申请人

彭柏朱与你方关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为
（2020）穗仲案字第 10111 号，现定于2021
年4月27日16:30在广州市沿江中路298号
江湾大酒店A座8楼仲裁庭室开庭审理，仲裁
庭于2021年5月18日作出裁决，领取裁决书
的时间为2021年5月25日前。请你及时到
本会办理有关手续。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2021年1月20日

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1）穗仲公字第237号

李鸣歌：
本会已于2020年7月29日受理申请人

广州名岸服饰有限公司与你方及广州陌梵服
饰有限公司关于承揽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
（2020）穗仲案字第 10566 号，现定于2021
年4月27日17:00在广州市沿江中路298号
江湾大酒店A座8楼仲裁庭室开庭审理，仲裁
庭于2021年5月18日作出裁决，领取裁决书
的时间为2021年5月25日前。请你及时到
本会办理有关手续。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2021年1月20日

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1）穗仲公字第238号

刘瑞谦：
本会已于2020年8月13日受理申请人

张媛与你方关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为
（2020）穗仲案字第 11375 号，现定于2021
年4月27日17:30在广州市沿江中路298号
江湾大酒店A座8楼仲裁庭室开庭审理，仲裁
庭于2021年5月25日作出裁决，领取裁决书
的时间为2021年6月1日前。请你及时到本
会办理有关手续。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2021年1月20日

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1）穗仲公字第241号

曹桂玲：
本会已于2020年8月24日受理申请人

沈航与你方及李晓雯关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案号为（2020）穗仲案字第 12001 号，现定于
2021年5月7日16:00在广州市沿江中路298
号江湾大酒店A座8楼仲裁庭室开庭审理，仲
裁庭于2021年5月28日作出裁决，领取裁决
书的时间为2021年6月4日前。请你及时到
本会办理有关手续。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2021年1月20日

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1）穗仲公字第242号

曹桂玲：
本会已于2020年8月24日受理申请人

沈航与你方及李晓雯关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案号为（2020）穗仲案字第 12002 号，现定于
2021年5月7日16:30在广州市沿江中路298
号江湾大酒店A座8楼仲裁庭室开庭审理，仲
裁庭于2021年5月28日作出裁决，领取裁决
书的时间为2021年6月4日前。请你及时到
本会办理有关手续。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2021年1月20日

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1）穗仲公字第245号

杨晓成：
本会已于2020年9月9日受理申请人卓

建文与你方及广东永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李
晶关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为（2020）穗
仲案字第 12889 号，现定于2021年4月29
日14:30在广州市沿江中路298号江湾大酒
店A座8楼仲裁庭室开庭审理，仲裁庭于2021
年5月20日作出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时间为
2021年5月27日前。请你及时到本会办理有
关手续。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2021年1月20日

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1）穗仲公字第239号

邱浩：
本会已于2020年12月30日受理申请人

卢正红与你方关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为
（2020）穗仲案字第 19531 号，现定于2021
年5月7日10:00在广州市沿江中路298号江
湾大酒店A座8楼仲裁庭室开庭审理，仲裁庭
于2021年5月28日作出裁决，领取裁决书的
时间为2021年6月4日前。请你及时到本会
办理有关手续。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2021年1月20日

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1）穗仲公字第240号

邱浩：
本会已于2020年12月30日受理申请人

广东华盈律师事务所与你方关于诉讼、仲裁、
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20）
穗仲案字第 19532 号，现定于2021年5月7
日10:30在广州市沿江中路298号江湾大酒
店A座8楼仲裁庭室开庭审理，仲裁庭于2021
年5月28日作出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时间为
2021年6月4日前。请你及时到本会办理有
关手续。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2021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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