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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论 风 生

□梁 新

你说什么样的家风，是最好的家风？如果说一
百个家庭有一百种家风，那么，这一百种好家风都有
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引领家庭成员向上向善。好家
风不仅是要“积善”、传递正能量，还要谨防“积不
善”、“不行善”，这是判断好家风的标准，也能培育教
育出最好的下一代。

《易·坤》中写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
之家，必有余殃。”。《汉书·董仲舒传》中也写道：“积
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积善，是累积善
行。维克多·雨果曾说：“善良的心是不属于庸俗的
人的，良心的觉醒就是灵魂的伟大。”有道是：身教胜
于言教。在一个家庭，父母拥有善心，是家里最宝贵
的财富，是最好的榜样，也是儿女们最大的福气。

积善，就是唤醒点点滴滴的良心。作家胃窦讲

过这样一个故事：有次晚上十点多，他在公园散步，
看到路旁有个白发老奶奶在摆地摊卖菜，便准备买
一把菜，好让老奶奶早点回家。付钱时，发现身上只
有一张百元钞票，老奶奶颤颤巍巍接过钱，犹豫了很
久说：“不会是假的吧？”好心帮助别人，却被怀疑假
钱，谁都会觉得受到了不尊重，但胃窦并没有生气，
而是想起一件往事。小时候家里很穷，父母靠做小
生意维持生计，那时候，一张百元钞票就已经是巨额
了，有次营业时，就收到了一张假币，晚上点钞时才
发现，全家人陷入了低沉状态。

邻居听说后，跑来建议父亲在进货时，把假币混
进去花掉，这样就轻松地甩掉了这张假币，自己也没
有任何损失。“不行，”父亲坚决地回绝了，“无论是
谁，辛苦了大半天，收到假币都会不开心的”。第二
天，那张假币便被父亲贴在店里收款处的墙上，并且
在一旁贴上了一句：“请不要让你的善良毁在一张假
币上。”孩子们被父亲的善良感染，一直坚持着善良
的初心，各自在人生道路上都有了很好的发展。善
良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就是一盏明灯，照亮了父母的
心，也照亮了孩子前行的路。善良是父母为孩子做
出榜样，让孩子照着做，跟着学。

家风从来不是“私事”。家风里有家国情怀，要
把个人发展、家庭发展、国家发展和核心价值观结合
起来，要提倡爱家爱国。好家风在于“看得见、摸得
着、学得来、用得上”。家风是一个家庭的性格和气
质，是家庭成员的风貌，是为人处世的行为准则。夫

妻关系和睦、互相体贴、尊重长辈、爱护子女的家庭，
孩子生活在温暖中，就会从小受到熏陶，学会爱护和
关心他人，从而形成友善的家风；爱如春风，让善行
跟随左右，不仅感染自己，也温暖他人。

好家风是积善成德。三四年前，我曾看过一则
感人的事迹，至今记忆犹新。安徽长丰县七十余岁
的韩大爷，身患癌症，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时，选择将
眼角膜捐献给需要的人，将遗体捐献给医疗事业。
韩大爷成全他人善良品行的背后，藏着一个令人崇
敬的故事。韩大爷的善良品行，来自父亲的熏陶。
选择捐献遗体，是为了完成父亲的一个遗愿。父亲
是一位抗战老兵，一生奉献给了祖国。去世前，签下
遗体捐献志愿书，因突然离世，未能及时摘下器官。

为完成父亲遗愿，韩大爷临终前，选择将自己的
遗体捐献，去帮助更多的人。在工作人员和家人的见
证下，韩大爷在捐献登记表上签了字。尽管坐起来都
很艰难，但签完字后，韩大爷脸上还是露出开心的笑
容。子承父志的善良，是一个暖心的故事，更是一个
家庭里最可贵的家风。韩大爷的善良品行，是受父亲
影响；他选择捐献遗体，也是为儿女树立家风榜样。

“积善”“无声”，却是最好的家风教育。家庭是
孩子社会化的主要场所之一，对孩子的影响不是一
时，而是一生一世。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父母的
言传身教，父母“有模有样”的说话做事，才会影响孩
子像韩大爷那样子承父志，像胃窦父亲那样用善良
照亮孩子前行的路。

“积善”是最好的家风
□袁媛媛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推进
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以下简称《规
定》），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
真遵照执行。

扎实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是对
“尸位素餐”者和“撞钟和尚”的警醒和打
击，是对踏实干事、勇于担当好干部的尊
重和支持，也是对干部队伍整体的整合
和优化。最终目标是为了建设忠诚干净
担当的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更好地实
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的初心使命。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赋
能从严管党治吏，有利于健全选人用人
机制，为推动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
下、劣者汰的用人导向和从政环境提供
现实依据和有效指导，充分激活干部队
伍的一池春水。

推进“能上能下”，组织部门当率先
扛旗。组织部门作为管党治党、选人用
人的重要职能部门，聚焦主责主业，把握
职责定位，切实把《规定》落实落细。要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根据本地实际，依
照《规定》要求，及时制定实施细则，将党
中央关于从严管党治吏的经验和意见精
神落在纸面上，贯穿在实际工作中。要
将功夫下在平时，深化对干部的日常了
解，定期分析研判考核考察、巡视巡察、
审计、统计、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民主评
议、信访举报等有关领导班子和干部队
伍情况，动态掌握干部现实表现。要注
重严管与厚爱相结合。既要对不适宜担
任现职的及时启动调整程序，又要关心
关爱领导干部的思想动态，有针对性的
做好教育管理工作，使其汲取教训、积极
工作、再创佳绩，再受重用。

推进“能上能下”，领导干部要自省自
律。人贵自知，而后自省，终而自律。领
导干部应常“自省”。常修为官之道、爱民
之德，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老百姓的贴心
人。时刻将《规定》中被认定为不适宜担
任现职的相关情形熟记于心，使自己在
德、能、勤、绩、廉等方面充分符合岗位要
求。领导干部要强化“自律”。要做到知
敬畏、存戒惧，敬畏法律法规、规章制度，
不触碰红线、不超越底线，严以修身、严于
律己。要见贤思齐，以好干部为标杆，以
干事成事为荣耀，积极进取，在干事创业、
改革创新中为党和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
答卷。

推进“能上能下”，制度落实要从严
从实。一分部署，九分落实。规定再好，
蓝图再美，不去执行或者落实的时候打
折扣，也会形同一纸空文，毫无价值、毫
无意义。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扎实
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落地生根，就
要将作风建设贯穿始终。以过硬的作风
建设，高度的重视、有效的落实，为《规
定》的实施“保驾护航”，让“能上能下”在
落实中创造“价值”，为良好政治生态的
营造添动能、增活力。要不断健全和落
实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工作责任制，
党委（党组）坚决扛起主体责任，党委（党
组）书记应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的责任，
组织（人事）部门自觉承担具体工作责
任，做到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
积极营造制度环境和舆论氛围，推进领
导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来。”唯有保障领导干部队伍的灵活流动，
才能确保党和人民事业的薪火传承，才能
在百年辉煌的新起点新征程上续写佳绩、
再创奇迹。

“能上能下”赋能从严管党治吏

时 评 建 言

□刘天放

左手红纸、右手剪刀，纸花翻飞间一
幅复杂精巧的剪纸作品便在畅杨杨手中

“绽放”。10年间，不论被认为是爱剪纸的
“怪小孩”，还是顶着“不务正业”的质疑，
他对剪纸的热情不减，一边苦心钻研技
艺，一边四处拜访民间艺人。

以上是新华社近日的一则报道，回顾
了河南“90后”非遗传承人畅杨杨从十几
年前开始爱上剪纸，到2015年孟津剪纸入
选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扩
展项目名录，畅杨杨也成为河南省最年轻
的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之一的传奇故
事。如今已经实现梦想的他，仍在致力于
让更多人了解剪纸、爱上剪纸，让剪纸文
化走得更远。

实际上，除了畅杨杨，全国还有不少
这样“90 后”非遗传承人，如圈粉无数的

“网红”、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面
人郎”的第三代传承人、北大的郎佳子彧，
而且他还是一个“95后”。这表明，越来越
多的“青春力量”在传承非遗上充当了“主
力军”。更多年轻人接好非遗传承这一
棒，令人欣慰。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在数千
年历史中创造的灿烂文化，主要以口口相
传为主。由于非遗技艺本身有着工序复
杂、工艺繁复、耗时费力等特点，仍有部分
非遗项目面临着“人走技失”的传承窘
境。因此，从技艺传承看，让非遗项目得
到年轻人的认同与喜爱，打造非遗项目特
色专业课程，培育非遗项目特色人才，应
是当务之急。

而如何让更多年轻人爱上传统文化，
使非遗成为其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一个值
得深入探讨的话题。就参与和欣赏来说，
即使有不少年轻人对非遗感兴趣，但像畅
杨杨这样真正自觉传承非遗，激发出文化
高度自信的年轻人，仍显得不够多。因
此，如何让更多年轻人参与非遗活动，就
是一个必须思考和着力解决的重点问题。

毫无疑问，非遗是增强民族身份感和
认同感的“引航灯”、社会和谐的“助推
器”、国家发展的“软实力”、促进民族团结
的“压舱石”。若想让非遗永续，就必须让
更多“青春力量”为非遗传承注入活力。
让更多年轻人爱上非遗，接好非遗传承这
一棒，让非遗在生活中不断再现，由此才
能使其熠熠生辉，体现出应有的价值。

让更多“青春力量”
为非遗传承注入活力

市 民 茶 座

□董国宾

老妈年纪大了，但思想并不老，对一些
新潮的词儿和新潮的事，很是感兴趣。

“给力”、“潜水”、“正能量”、“驴友”、“闪
客”、“草根”、“达人”、“无厘头”，这些新潮的
词儿，老妈一应俱知。老妈还时常关心国家
大事，“中国梦、“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
都能讲出些见解和感受来。兴致来的时候，
还哼上几句韩红的新歌，朋友们都说我有个
时尚的老妈。

那天老妈突发奇想，说要学上网。老爸
说，都这把年纪了，还混到年轻人里面，跟着
凑热闹。不过，老爸和我仍然为老妈高兴。
老妈文化底子薄，硬是凭着顽强的毅力，掌
握了粗浅的上网知识，还学会了聊微信和
QQ 呢。虽然半天才打出一句话，但却能用
表情图片表达心声，有时乐得她开怀大笑。

看着老妈高兴的样子，我索性把新买的笔记
本电脑送给了老妈。

有关人员告诉我，说老妈要做一名慈善
义工，已经去报名啦。记得老妈曾问我，啥
叫义工？这个新潮的词儿，是她在网上看到
的。我随口告诉她说：“义工就是无偿地为
公益活动做好事的人。”谁想，老妈不仅要学
新潮的词儿，还要做新潮的事。

老妈常去附近一家敬老院，还煞有介事
地携着新款笔记本电脑，像是去办什么大
事，特精神。敬老院里，老妈与年迈的五保
老人交谈说笑，把新潮的词儿和新潮的事，
说给他们听。“‘嫦娥一号’成功登月啦，将来
地球人还要到月球上生活呢”，“现在的年轻
人特喜欢飙车哦”，“英国有个90岁老人，还
从飞机上跳伞呢”，“社会和谐啦，还要科学
发展呢，我们要实现中国梦”……

“啥叫飙车”、“啥叫中国梦”、“外面还有

哪些新鲜事”，五保老人们好奇又向往，一连
声问个不停。老妈一边作答，一边拿出新款
笔记本电脑，把国内外新潮的事读给他们
听，还找来一些风景图片让老人们看。庐山
风光、三亚风景、美丽的青海湖、香港浅水湾
以及现代城市风貌，老人们一个个瞧得喜不
自禁，心驰神往。老妈还与天南海北的老人
聊微信，向他们问好，为他们祝福。一边聊，
一边指指点点，对五保老人们说：“这人是云
南的，退休了还不闲着，自家办了个幼儿
园”、“那人是福建的，年老了还组团骑自行
车奔赴北京，宣传低碳环保呢！”“看看人家
那个云南和福建的，我们也该想远些，不能

服老呀！”老妈每次来，五保老人都惊讶地听
着、看着，眼神也一个个亮起来，老妈的话
题，也像奔跑的马驹，总是说的很远又有趣。

老妈三天两头往敬老院跑，天晚了就住
下来。老人们见老妈来了，立刻围过来，兴
奋地问这问那。老妈用这种特别的方式，做
了一名慈善义工，向五保老人们说些新潮的
词儿和新潮的事，偶尔还哼几句时尚的歌。
老人们乐了，老妈也乐了，五保老人曾经过
于沉静的生活，就这样被激活了。

老妈年纪大了，像一口锈迹斑斑的碗，
可里面盛的是新鲜的奶，温润着自己，更滋
养着别人！

老妈做义工

石 说 寓 言

慕疤挖肉
从前，有个北郭先生在县太爷家里教书。

他每当看到有人给县太爷请安，敬送礼品，老爷
长老爷短地恭维的时候，心里就忿忿不平，暗暗
嘀咕：“论才学，县太爷远不如我；论长相，县太
爷更在我之下，为什么人们不厚待我，而却偏爱
他呢？”

北郭好像着了迷，心里一天到晚没完没了
地琢磨。一天夜晚，他躺在床上，在脑海里又把
县太爷的头脸翻来调去去地琢磨，最后终于弄
明白个中缘由：噢，原来因为县太爷的腮帮上有
块铜钱大的疮疤，都是这个疮疤显的灵。

第二天，北郭特意瞅了几眼县太爷脸上的
疮疤，记住形状、大小和部位之后，回到房间
里，对着镜子在自己的腮帮上挖掉一块肉。半
个月后，北郭的刀伤痊愈了。他逢人就摇头晃
脑地指着自己脸上的伤疤炫耀，说：“看看，漂
亮不漂亮？”

不过，人们不仅不喊他老爷，不给他送礼，
反而撇嘴讥笑，连先生也不喊了。北郭很纳闷，
指着腮上的伤疤问佣人：

“如今我脸上有了伤疤，这伤疤与县太爷
的疮疤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大家还不高看
我呢？”

“你知道人家背后都怎么说你？”佣人笑得
前俯后仰，又拍手又打掌。

“说我什么？”
“说你无耻下作，官迷心窍，太不要脸。”
“看来，我这脸上的伤疤是白挖了。那血，

那肉，那痛，全白搭了……”北郭沮丧极了，禁不
住恸哭起来。

猴子骑牛
在一个偏僻的山林里，住着猴子和牛。猴

子可以随时随地任意骑牛玩耍，牛必须老老实
实地听任摆布。这是他们祖上传下来的规矩。

一天，狮子大王巡视到这个山林，猴子和牛
倾巢出动，列队欢迎。狮子大王觉得很奇怪，怎
么猴子都骑在牛背上？岂有此理，欺牛太甚，朗
朗乾坤，如何容许这种荒唐的怪象存在！狮子
大王勃然大怒，喝斥道：

“该死的猴子，统统给我滚下来！往后谁再
敢欺负你们的牛哥哥，一律严惩不贷！”

猴儿们一个个跳下了牛背，颤栗不已，诚惶
诚恐地说：“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这时候，一头老牛走出队列，来到狮子大王
的脚下，噗嗵一声跪下，乞求道：“使不得呀，大
王啊，还是让猴子们都骑到牛背上吧。”

“大王，万万不能听信这个老东西的胡言乱
语。”牛儿们齐刷刷都给狮子大王跪下了，“世世
代代，我们受够了猴子的欺辱……”

老牛怒视着这些忤逆不孝的牛门后代，大
声诅咒道：“败类，败类哇，你们连老祖宗的规
矩都不要了！”然后，继续向狮子大王恳求：“牛
驮猴子，这是老祖宗留下的传统，万万不能废
除呀……”

“真是个老贱胚！”狮子大王暴怒，一脚把老
牛踢出好远。

从此以后，在这个山林里，猴子骑牛的现象
不见了。然而，那头老牛却实在忍受不了不被
骑压的精神痛苦，只好在自己的背上压一块青
石板，四处转悠，嘴里没完没了地叽咕：“挨压
好，挨压好，不被压着一天活不了……”

（石 飞）

戏画闲言

前不久，《澎湃新闻》的一篇报道引
发社会热议：一名刚入职某公司的女子，
才上十余天班就遭无故开除。经劳动仲
裁，公司需支付小兰工资及赔偿金共计1
万元。为此，公司老板指示员工通过多
家银行特意兑换1万元硬币，共重达122
斤以作赔付！长沙市开福区法院就其行
为予以惩处，对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
某罚款5000元。

且说这开除的理由，倘是“有故开
除”，而且此“故”还确实关乎公司“规矩”
甚至国家法律法规，则理所当然。可这

“无故开除”的待遇，不止是立马砸了饭
碗，还将在履历上蒙受一抹说不清道不
明的冤屈之色，简直相当于给今后的求
职之路埋下了一枚随时可能爆炸的“定
时炸弹”，谁会就此忍气吞声呢。

于是，该女子挺直了腰杆，求助劳动
仲裁，获得“公司需支付其工资及赔偿金

共计1万元”的裁决。没想到的是，老板
不敢公然违抗法庭裁决，却挖空心思想出
了报复被欺侮员工的歪点子：指示员工通
过多家银行特意兑换1万元面额为一角
至一元不等的硬币，总重量竟达122斤。
莫说是女子了，即便是身强力壮的男子
汉，将百余斤硬币背回家，也算不得一件
轻松事啊。不知这名老板是怎么想的，非
要折磨一番被他一脚踢开的女员工。

员工遭此羞辱，却激起法院愤然伸
出援手。法院执行干警来到这家公司，
就其蓄意兑换硬币以支付案款的行为予
以惩处，对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罚款5000
元。有道是：

老板报复出歪点：百斤硬币叫你搬；
法院仗义予惩处：蓄意兑换罚五千。

这老板何苦呢，到头来却是：以侮辱
别人的目的始，而以自己受辱的结局终，
屈指细算，大划不来啊。

百斤硬币：蓄意兑换罚五千
吴之如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