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全党深入展开“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活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喜迎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
际，河南省扶贫开发协会第
二次会员代表大会于2019年
8 月 12 日在河南省人民大会
堂举行。副省长武国定出席
会议并讲话。来自全省各省
辖市会员单位、扶贫办、扶
贫协会共 200 多人参加了本
次大会。

武国定指出，省扶贫开
发协会自成立以来，紧紧围
绕全省脱贫攻坚大局，立足
平台资源优势，充分发挥桥
梁纽带作用，大力开展扶贫
济困活动，已成为全省脱贫
攻坚工作中的一支重要力
量。同时，品牌塑造有声有
色，创立了“公益体彩
扶 贫 ” 等 扶 贫 公 益 品
牌，有效提升了协会自
身的影响力。

大会对先进个人、
集体分别进行了表彰。
省体彩中心被授予“河
南省社会扶贫优秀合作
单位”称号，省体彩中
心党支部书记王海新荣

获“河南省社会扶贫优秀合
作个人奖”。

据 王 海 新 介 绍 ， 2018
年，省体彩中心积极响应落
实省委、省政府号召，认真
落实省体育局的脱贫攻坚工
作部署，与省扶贫开发协会
联合实施了“公益体彩 精准
扶贫”体育器材捐赠活动，
为省派扶贫驻村第一书记所
在的225个贫困村捐赠450万
元，对每村捐赠 2 万元的体
育器材，所有捐赠购置的器
材已经全部到位，为满足贫
困村广大群众健身和健康需
要，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进一步诠释了中国体育彩票

“来之于民 用之于民”的发
行宗旨和“公益体彩 乐善人
生”的品牌理念。 凡高峰

省体彩中心荣获
“河南省社会扶贫优秀合作单位”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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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它是学习文史知识的重要途径之一
《弟子规》三字一句，易学易记，更重

要的是，它中间的许多准则可以和相关文
史知识、成语典故结合起来学习，这也正
是《弟子规》人文气息浓厚的重要原因。

例如，钱文忠教授在讲解“父母呼，应
勿缓”时，就讲到了曾子和他母亲之间的
感人故事，我们知道曾子以孝闻名，说有
一天，曾子进山采药，只有母亲在家，突
然，家里来了一个客人，老人家不知所措，
就咬自己的手指。母亲咬手指的时刻，曾
子的心突然一抽一疼，于是，根据以往的
经验，曾子马上想到是不是母亲有什么
事，所以他急忙跑回家，一问母亲，母亲说
有客人来，我没办法接待，就咬手指盼你

回来。表面上听起来，这个故事很玄，但
生活中这种心灵感应的巧事也不是没有，
我们更敬重的是曾子母子之间的那份声
息相通，那份心灵的默契，正如钱文忠教
授所言，我们宁愿相信这个故事是真实
的，母子之间心灵相通，彼此呼唤时，连声
音都不需用。

在讲“执虚器，如执盈，入虚室，如有
人”时，钱文忠教授讲了汉代杨震拒贿的
故事：杨震赴任途中，取道经过昌邑，他过
去在荆州曾推荐的秀才王密，当时正担任
昌邑县县令，前来拜见他，到了夜间，王密
怀里揣着十斤金子来送给杨震。杨震说：

“我了解你，你却不了解我，这是为什么
呢？”王密说：“送金这事在夜间是没人知

道的。”杨震回答说：“上天知道，神明知
道，你知道，我知道。怎么说没人知道
呢!”王密羞愧地拿着金子回去了。这个
故事在传诵中，演绎出更通俗的话——天
知，地知，你知，我知。

故事让我们知道了名言的出处，也让
我们懂得了成语“不欺暗室”的意思，懂得
了一个人是否能“慎独”是很关键的，如果
独自一人时都能严格要求自己的言行，那
便是真君子。在讲解“勿谄富，勿骄贫 勿
厌故，勿喜新”时，钱教授又给我们带来了
东汉宋弘“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
下堂”的名言，这些有深刻文化内涵的故
事及它所蕴含的道理都是很容易被人们
接受的。 （未完待续）

《弟子规》的现实意义

□刘 昊

近年来，安徽省宿州市搭
建自主创新平台，通过地方戏
曲、小品歌舞、情景短剧等群
众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将评
选出的身边好人事迹搬上舞
台，演绎好人故事、传播好人
精神。（宿州文明网）

传播好人事迹、弘扬好人
精神，不同的载体、不同的表
现形式，会产生不同的宣传效
果。宿州市将好人事迹搬上舞
台，群众在喜闻乐见的文艺表

演中，更容易记住好人事迹，
好人精神也更能入心。

好人事迹搬上舞台，能有
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
神文化需求。随着物质生活水
平日益提高，人们越来越注重
追求精神文化生活的满足，将
好人事迹搬上舞台，不仅能让
人们看到喜欢的文艺节目，还
为一些具有文艺才能的人提供
表现自己的机会。因为喜欢，
所以参与，更加深了人们对好
人的了解，从而让好人事迹更
加深入人心。

好人事迹搬上舞台，实现
了好人精神和艺术的深度融
合，通过多种艺术形式宣传好
人，更容易让好人精神在群众
心里生根，真正做到入眼更入
心，促进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社会氛围的形成。

“奶奶，能让我在这儿充
会儿电吗？”

“奶奶，81路公交站牌在
哪里啊？”

盛夏，郑州的上午，骄
阳似火，而在郑州火车站西
广场的一座红房子里，一位
老人正忙个不停，这边刚帮
旅客换零币，那边又赶紧为
旅客递上“指路条”……老
人名叫左春秀。70，不是她
的年龄，而是她的党龄。

1933年3月，左春秀出生
在一个革命家庭，父母都是
党的地下工作者。左春秀家
也因此成为党组织在村里的
一个活动点，地下工作者在
她家秘密会谈时，年仅 10 岁
的左春秀就站在门外盯岗放
哨。

16 岁时，左春秀正式加
入中国共产党。1950 年起，
左春秀参加郑州铁路工作，
在职 39 年间，不管在哪个岗
位 上 ， 左 春 秀 始 终 跟 着 党
走 、 始 终 心 系 旅 客 。 1978
年，左春秀担任售票车间党
支部书记，一干就是 7 个年
头，服务旅客成了她最快乐
的事。

“一抽票、二看号、三打
算盘、四贴条。”提起硬板票
的年代，左春秀记忆犹新。
当时正赶上改革开放，南下
务工流开始出现，车票一票
难 求 。 要 减 少 旅 客 等 待 时
间，售票员动作就要快。为
此，左春秀在每周二、四、
六都要组织售票员进行业务
学 习 ， 只 为 旅 客 少 等 一 分
钟，只为不少找旅客一分钱。

由过去谈到现在，左春
秀由衷地说，“比起从前的硬
板票，现在多好啊，电子车
票几秒钟就打出来了，有的
车站还能刷脸进站。”这些年
来车站的变化，左春秀看在
眼里、乐在心里。

1989 年，为铁路服务了
大 半 辈 子 的 左 春 秀 光 荣 离
休。那时恰逢全国铁路春运
大潮，看到出门在外的人有
难处，左春秀就有了想法，

“只要旅客需要我，我就不休
息。”为了这句承诺，她“离
而不休”，号召老同志志愿服
务春运。

1993 年，在左春秀的发
动下，十几名老同志成立了
老年义务服务队。队伍成立
之初，火车站广场上的两张
桌子、几条板凳就组成了他
们为旅客服务的“露天服务
站”。左春秀说，“刚来这儿
服务时，我们几个老同志凑
钱买了5个新水壶，每天来的
时候从家拎一壶开水，给过

往的旅客提供免费茶水，条
件 虽 苦 ， 但 大 家 都 没 有 怨
言。”无论是烈日炎炎的夏天
还是寒风凛冽的冬天，这些
老人就这样坚持了20多年。

2013年7月下旬，由郑州
市文明办牵头，在郑州火车
站东、西广场建立了两座学
雷锋志愿服务站，为志愿者
们提供更舒适的服务环境、
创造更完备的服务条件。

“我最难忘的是2014年10
月5日，当时开导了一位心情
不 好 的 中 年 旅 客 ， 说 话 之
余，他把我当成他的母亲。
临上车前 20 分钟，这位旅客
在我工作的‘红房子’外磕
头表示感谢。”左春秀说，

“别人并不知道你是谁，但他
们知道这是河南郑州，举手
之劳，帮助了别人，也给我
们郑州增光添彩”。

这份不求回报的志愿服
务，左春秀一干就是 20 多
年，在她的带动下，先后参
与义务服务人数共计 170 余
人，帮助旅客解决各类难题2
万多个，收到感谢信 200 余
封。

2012 年春运，左春秀身
患腰椎间盘突出，虽然手术
治疗后影响到日常行动，但
她依然每天坚持用 40 分钟时
间，手扶推车缓慢走到郑州
车站西广场服务站，进行2小
时志愿服务。因腿脚不便，
左春秀在做志愿服务工作期
间从不喝水，以减少去厕所
的次数。

互联网时代的巨大变化，
让左春秀感慨万分。她注意
到，充电、问路、供水……已
经满足不了旅客日常化服务需
求 。“ 咱 们 也 该 与 时 俱 进
啦！”左春秀对老伙伴们说。
自此，老年雷锋团平均年龄
67 岁 的 老 人 们 拿 起 智 能 手
机，下载电子支付、电子地
图、翻译工具等软件，为旅
客提供更加多元化的服务。

一面旗帜，映红百年火
车站；一个窗口，传播人间
真善美；一名党员，温暖旅
客出行路。 据《人民日报》

党龄七十年 奉献七十载

正在进行志愿服务的左春秀（右一）。

好人事迹搬上舞台 入眼又入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