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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规·谨》 第一段教给我们
的是：“为人子，早上要尽量早起，晚
上要晚点睡觉，因为人生的岁月很有
限，光阴容易消逝，少年人一转眼就
是老年人了，所以我们要珍惜现在宝
贵的时光。”

谨为何意？意为慎重，小心。生活
中的言行举止，穿着习惯，都要谨慎，像

“冠必正，钮必结；袜与履，俱紧切”就告
诉我们平时的穿衣习惯要整洁，大方，
谨慎，不要穿一些花花衣服，这样就会
显得你很不得体。

另外，生活中的言，是非常重要的，
在你的说话中人们就可以看出你的道
德品质，如句句吉言，人们就可以断定
你的道德品质高，如果出口成脏，那么
人们就会厌恶你，导致以后人生道路上
的失败。

谨言慎行，言，必定谨慎，它固然重
要。但行，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
众人面前的表现，往往能反映出一个人
的行为习惯，如从开关门中就可以知道
你以后的人生道路，关门轻则小心谨
慎，重则鲁莽大胆，“举止”“同”“行”，

也是一个道理，三者缺一不可，唯有三
者合一，才能真正地表现好自己，给人
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人就应当这样，无论做什么事，都
要格外小心，这样就不会有苏嘉的自杀
身亡；也不会有马谡的街亭失守，更不
会有隋朝的衰败灭亡……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我
们只有经过认真的思考，小心地去办
事，才能真正地做一个谨慎而明智的
人。

（未完待续）

《弟子规·谨》读后感

□久久泰平

“人在外遇到困难是难免
的，如果你真有需要，请你小
声告诉我，我能解决你一顿温
饱。不求回报，只希望你有能
力的时候再去帮助他人。”近
日，江苏省扬州市一家超市成
了人们口中的“网红店”，店主
潘在芳张贴出的一张暖心“小
纸条”，感动了整座扬城。
（《现代快报》）

如果说“人在外遇到困难
是难免的”是一种同情心，那
么“我能解决你一顿温饱”则
是一种乐于助人的爱心，而

“不求回报，只希望你有能力的
时候再去帮助他人”更是一种
社会道德风尚的传递。潘在芳
所以有这样的同情心、爱心，
缘于从小父母的教诲“面对有
困难的人，能帮一定要帮一
把”。就是这个“能帮则帮”，
让她深深记在心中，并令她做
善事上了“瘾”。构建文明和谐
的美好社会，需要“能帮则帮”这
种“做好事上瘾”的精神。

“能帮则帮”是一种朴素的
社会责任感。潘在芳做好事的
理念是：有求必应，力所能

及，不求回报。这其中最闪光
的是能为他人着想，这就是慈
善的本意。虽不图回报，但终
会有回报的。这种回报，往往
体现在社会层面，也就是潘在
芳提到的“有能力的时候再去
帮助他人”的良性循环。

潘在芳“能帮则帮”的背
后，折射的是一种社会责任
感，这种社会责任感不光让她

“做好事上瘾”，也温暖着其他
社会成员，进而在营造“能帮
则帮”上形成“蝴蝶效应”，传
递更广泛的善爱。

从“能帮则帮”到“做好
事上瘾”，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
志，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深入人心的一种体现。美好生
活需要营造良好社会风尚，需
要每个人从“能帮则帮”做
起，让做好事成为一种生活习
惯。“做好事上瘾”如果能够成
为社会的主流，我们的生活就
会更加充满阳光。

只为一个承诺
连续献血9年

江苏宿迁

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崔世宽，男，1966年5月
出生，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
陈集镇联建村村民，沈阳务
工人员。儿子患病去世，出
于对儿子患病期间收到的帮
助与温暖的感恩，9年来，崔
世宽一直坚持无偿献血。这
位质朴的父亲用滚烫的热血
诠释着感恩与奉献，他的事
迹感动无数人。

只为替已逝儿子报恩

崔世宽在沈阳待了将近9
年，忙忙碌碌的生活重复了9
年。可是，即便如此，他依旧
很欣慰，因为他觉得，每多待
一天，就能多还一份恩情。

2010 年之前，崔世宽只
去 过 沈 阳 一 次 。 那 是 2008
年，大儿子崔学军考上中国
医科大学 7 年制本硕连读时，
他来送行。2010 年大儿子生
病后，他很少回老家。因为
就 是 从 那 时 起 ， 他 开 始 献
血，“血站随时可能缺血小
板，所以不能离开沈阳，怕
耽误患者用。”崔世宽说。

崔世宽第一次献血，是大

儿子生病期间。“孩子生病，
我去市红十字会咨询造血干细
胞，他们问我是否愿意当献血
志愿者，是否愿意加入中华骨
髓库，我都答应了。”崔世宽
回忆起最初献血的缘由。

此后，大儿子在医院住了
四年，治疗期间得到众多人帮
助。遗憾的是，大儿子最终
没能救过来，2014年3月，他
永远地离开了崔世宽夫妇。

尽管孩子离开了，但崔
世宽没有忘记这份恩情。他
许下两个心愿：这辈子捐献
全血量至少达到 10 万毫升；
尽可能多地陪伴救助过儿子
的好心人。

献血随叫随到

“欠的债、欠的情得还，
恩情不能忘。”崔世宽说。自
己没有技术，也没有知识，
能做的东西很少，但能做一
点是一点，这是自己的心意。

由于岳母身体不好，儿
子去世后，妻子回到老家帮
忙照顾，但崔世宽留在了沈
阳。他在沈阳和别人合租了
一小套房子，平时做点建筑
活 ， 活 少 的 时 候 ， 收 点 废
品，“还欠点债没还完，岳母
看病也需要钱。”崔世宽说

只是，无论再忙，只要
血站打电话来，崔世宽一定

在最短时间内赶到。
有一次，正在脚手架上

刷墙，血站打电话来了，他
就 跟 工 头 说 ， 少 要 半 天 工
钱，让他先过去献血。

根据当地血站提供的数
据，至 2016 年底的 6 年里，
崔世宽献的最多的是“成分
血”，也就是经过分离后的血
小板，已经达到101个治疗单
位，相当于捐献全血8万毫升
（一个正常体重的成年人全身
血液约为4000毫升）。

签订器官捐献协议

2017年4月，崔世宽完成
了捐献全血量 10 万毫升的承
诺，如今已进入第 9 个年头，
他依然在坚持献血。

事实上，对每一位帮助
过儿子的好心人，崔世宽都
不曾忘记。

当年给儿子捐献造血干
细胞的李磊，崔世宽每年过
年时，都会让人从老家寄点
粉丝、香油，给他送过去。
曾经陪伴过儿子的同学、老
师、好心人，他都记在本子
上，每到过年，就会发个祝
福短信。他时刻都在兑现他
许下的心愿，崔世宽说，好
心人的恩情，是他献多少血
都还不完的，但无论在哪，
他都会把献血坚持下去。

“我想填写器官捐献协
议，等哪一天不在了，也能最
后做点贡献。”崔世宽说，他
打听过，做这个登记，必须回
户籍所在地，2018 年春节期
间，崔世宽来到阜阳临泉红十
字会，填写了器官捐献协议。

“我没什么钱，但血液是
可以再生的，我要用它回报社
会。”他说，献血不是为了出
名，只是为了兑现诺言。2019
年春节过后，崔世宽再次踏上
返回沈阳的列车。路上，他翻
看着手机上的日历，提醒自己
不 要 忘 记 下 一 次 献 血 的 时
间。 据中国文明网

作为全国首批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示范城市，江苏宿迁始
终围绕社会管理信用化、信用
管理社会化方向，着力发挥信
用在改革发展大局中的助推器
作用，已连续五年在全省社会
信用体系建设综合考评中获得
一等奖。

宿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成
效到底如何？市民最有发言
权。“人人讲诚信，买菜不用担
心缺斤少两，交际不用担心上
当受骗，信用好还能积分享受
各种优质便利的生活服务。”家
住市区恒大华府小区的市民马
洁高兴地说，“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绝对是一项民生工程，让我
们的生活变得简单、幸福。”

更可喜的是，宿迁通过开
展政民互动、人大代表专题询
问、征文、演讲比赛、知识竞
赛、标识征集、红黑名单进社
区、万人诚信签名等专题活
动，依托公共场所、办公场
所、乡镇村居、公交站台、户
外大屏、小区专栏、部门网站
等宣传载体和点位，多维度、
常态化开展诚信宣传，不断提
高社会诚信意识。在宿迁，人
人支持、参与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热情高涨。

据宿迁网

精神文明新实践

让做好事成为一种生活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