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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马甲”美了一座城

精神文明新实践

祖孙三代从军路

“这是爷爷 1959年 7月 27日
写下的日记。当我 2010年穿上
军装时，1977 年入伍的爸爸将
爷爷 11 本日记交到了我的手
上，希望我记住爷爷的话，做一
个合格的军人。”

其曼古力·艾尼瓦尔，陆军
边海防学院乌鲁木齐校区维吾尔
族女讲师。爷爷买买提·纳赛尔
是新中国第一代维吾尔族解放军
战士，父亲艾尼瓦尔·买买提是
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考入大学的少
数民族战士，而今她在军校任
教。一家三代笃定初心跟党走，
坚定信仰保边疆，感动无数人。

从军报国的世代初心

“爷爷买买提·纳赛尔出生
在和田地区皮山县一个世代穷苦
的农牧民家，吃不饱穿不暖，受
尽‘巴依’（维吾尔语：地主）
剥削压迫。新疆和平解放后，爷
爷看到党和军队帮助百姓开展减
租反霸、土地改革和助民生产运
动，坚定了跟党走的信念。”

受尽了旧社会的苦，更懂得
新 社 会 的 甜 。 1952 年 ， 买 买
提·纳赛尔报名参军。入伍两年

后，他就成为基层部队的一名优
秀少数民族干部。

“我从小就受到父亲的影
响，1977 年参军入伍。军校毕
业时，先后有 4 家单位‘挖’
我，我都拒绝了——父亲是军
人，我也要跟随他的脚印，当一
名合格的军人。”艾尼瓦尔·买
买提笑着说。

回忆自己入伍的情景，其曼
古力·艾尼瓦尔说：“我家受党
的恩情很深，爷爷和爸爸一辈子
报党恩，我也应该像他们那样当
兵报国。参军入伍时，爸爸担心
我适应不了高负荷的军事训练。
但我告诉他，上两代都能行，我
为什么就不行呢？”

强边固防的不变初心

翻开买买提·纳赛尔发黄的
日记，1968 年 4 月 14 日这天，
他这样写道：像我这样贫下中农
的孩子能够加入这样的人民军队
是多么幸福与自豪的事。我将努
力做一个忠诚的战士。

他是这样写的，更是这样做
的。1993年 10月病故时，他还
不到 60岁，没有给后代留下一

分财产，只留下 11本记满心里
话的日记本。

“我在部队做了多年的群工
工作，经常上高原，下边防，走
基层。”艾尼瓦尔·买买提说。

2009 年，正在读大三的其
曼古力·艾尼瓦尔跟随父亲参与
工作队的工作。

“这次跟随父亲工作，我终
于明白了爷爷爸爸的行动，明白
了他们为什么如此不忘自己入伍
的初心。也让我思想有了一次深
刻的洗礼。当时我就想：我将如
何接过他们的枪呢？”其曼古
力·艾尼瓦尔说。

增进团结的使命初心

1974年1月，买买提·纳赛
尔在赴轮台县草湖农场工作途
中，突遇特大暴风雪。看到一名
汉族群众衣着单薄，他立即脱下
身上棉袄，给汉族群众穿上。

艾尼瓦尔·买买提则用少数
民族群众最受“欢迎”的方式宣
传党的政策，创办牧场文化夜
校、社区阅览室，宣扬拥政爱民
典型，增强党在边疆民族群众中
的凝聚力。

2016年2月，其曼古力·艾
尼瓦尔所在单位转业干部严永军
前往喀什地区岳普湖县托万艾西
曼村工作，负责给村民开展技能
培训。这让不懂维吾尔语的他犯
了难，其曼古力·艾尼瓦尔知道
后，马上提供帮助。她的讲解打
开了群众的视野，点燃了村民学
习热情，缩短了民族之间的距
离。

这就是其曼古力·艾尼瓦尔
一家三代笃定初心守疆固边的故
事。 据《光明日报》

其曼古力（左）与父亲、奶奶一起翻看爷爷留下的11本日记，
感受爷爷“跟着共产党走”的初心。

“穿上‘红马甲’，我
们为城市更美好代言。”这
是海州 16 万志愿者用实际
行动吐露的心声。行走在
海州的道路，驻足在闹市
的 广 场 ， 总 有 一 批 批 的

“红马甲”，染红了民心，
点缀了忙碌，把“志愿服
务”和“好人”文化带到
大街小巷。

2018 年，海州深入实
施 “ 海 州 好 人 ” 文 化 工
程，广泛开展“寻找海州
好人”活动，打造 105 处

“海州好人”文化铸造工
程。如今，“学好人、存好
心、有好报”已经成为海
州人的广泛共识。截至目
前，累计推选出 13 位“中
国好人”、14 位“江苏好
人”、5 位省级道德模范、
17 位 市 道 德 模 范 、 18 支

“好人团队”和 167 位“海
州好人”，海州女子清掏班
入选第五批全国学雷锋活
动示范点，“海州好人”团
体日益壮大。

海州累计注册志愿者
接近 16 万，他们分散在大
街小巷，深入城市主次干

道、游园广场、繁华商业
街 等 地 ， 利 用 “ 文 明 驿
站”“志愿服务夜市”等志
愿服务载体，常态化开展
治安巡逻、文明劝导、保
护环境、敬老爱老等一系
列志愿服务活动，涌现出
020先锋联盟、春暖人间志
愿者服务中心、啄木鸟巡
防队等多个优秀志愿服务
组织，服务项目涉及美化
环境、清洁家园、治安巡
逻等多个领域。

海州区志愿者组织开
展“每天一小时，文明随
我行”“传承好家训、培育
好家风”“核心价值观进社
区”等主题活动，协助实
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农
贸市场整治、便民道路提
升 、 文 体 设 施 建 设 等 工
程，自发配合有关部门解
决 背 街 小 巷 、 无 物 管 小
区、流动摊点、夜间大排
档等管理顽疾……

文明城市创建已然成
为“红马甲”们的自觉行
动 ， 点 滴 志 愿 凝 聚 了 文
明，美了一座城。

据中国文明网

□文 清

“没想到这也要罚款！”最
近，广东肇庆市广宁县城管局针
对“车窗抛物”行为开出了一张
罚单，涉事驾驶人被罚款 20
元。虽然罚款金额不多，但传递
出对“车窗抛物”这一不文明行
为说不的鲜明态度，彰显了有错
必究、有错必罚的治理力度。
（《人民日报》）

车窗抛物，并不是什么新鲜
话题，媒体曾有过许多报道，社
会舆论也有着一致的谴责基调。

可令人奇怪的是，就是这样一个
被各方诟病的陋习，却如“楼道
里的牛皮癣”一般，不时地出现
在公众的视野里。“随手习惯”，
是一些人面对媒体曝光时最常用
的托词，认为向车外丢张废纸
巾、扔个饮料瓶不过是个习惯动
作罢了，并非故意为之，实在没
有必要过多谴责，这应该也代表
了社会上一部分人的看法。

车窗抛物看起来是件小事，
实则是破坏环境整洁、威胁行车
安全和生命安全的大问题。当此
之时，对车窗抛物进行处罚，一
方面能够约束大家的行为，自觉
遵守社会公德，形成良好的行为
习惯，促进社会进步；另一方
面，人们自觉爱护环境卫生，我
们的城市“美容师”就能够轻松
一些，路上工作的危险也会少一
些。因清扫马路垃圾而被路过的
机车车辆撞伤的环卫工人不在少
数，有时我们的一个举动，就能
让他们的人身安全得到保障，何

乐而不为呢？
诚然，罚款不是最佳的措

施，至少不是最理想的选项。但
是，如果每一个公民都有公共秩
序的内省和公共道德的自觉，都
能发自内心地遵守交规，那还需
要罚款的手段弥补管理不足吗？
在公民驾乘车辆文明出行、自觉
遵守交规还不能成为全民自觉的
当下，我们还是有必要用处罚来
规范，用规则制度来倒逼公民形
成文明的出行习惯。

车窗抛物脏了城市、丢了文
明，危害极大。治理车窗抛物，
决心信心必不可少，责任心更是
不可或缺。勿以善小而不为，勿
以恶小而为之。车窗抛物，与垃
圾一起扔掉的还有羞耻心、文明
修养和基本道德。告别车窗抛
物，让我们以法治手段倒逼全社
会敬畏法律、尊崇文明，强化自
我约束，养成良好习惯。唯有如
此，车窗抛物现象才能逐渐消
弭。

眼 睛 是 心 灵 的 窗 户 ，
那是因为它是人体传递信
息最有效的器官之一。所
以，我们在与人进行交往
时，务必要注意眼神的运
用。

在 普 通 的 社 交 谈 话
中，礼仪要求之一就是目
光一定要注视谈话者。通
常认为，在别人讲话时眼
睛东张西望、心不在焉、
玩弄东西或者不停地看手
表是很不礼貌的行为，也
难以得到他人的尊重和信
赖。

一 个 良 好 的 交 际 形
象，目光是坦然、亲切、
和蔼、有神的。特别是在
与人交谈时，目光应该是
注视对方，不应该躲闪或
游移不定。在整个谈话过
程中，目光与对方接触累
计应达到全部交谈时间的
三分之二。

人 际 交 往 中 诸 如 呆
滞、漠然、疲倦、冰冷、

惊慌、敌视、轻蔑、左顾
右盼的目光都是应该避免
的 ， 更 不 要 对 人 上 下 打
量、挤眉弄眼。交谈时要
将目光转向交谈人，以示
自己在倾听，这时应将目
光放虚相对集中于对方某
个 区 域 上 ， 切 忌 “ 聚
焦” ，死盯着对方眼睛或
脸上的某个部位，因为这
样会使对方难受、不安。

当与人交谈时，目光
应正视对方的眼、鼻三角
区，以示尊重；当对方沉
默不语时，就不要盯着对
方，以免加剧他不安的尴
尬局面。在整个交流过程
中，还要特别注意不要使
用向上看的目光，因为这
种目光常常会给人一种目
中 无 人 、 骄 傲 自 大 的 感
觉；当然更不能有东张西
望的目光，给人以缺乏修
养、不懂得尊重别人的印
象。

据中国礼仪网

“小罚单”为城市文明定出“大目标”
眼神中的礼仪

“娘家人”调解工作室志愿者总结讨论近期调解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