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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文明新实践

站在河南省镇平县黑虎庙
村，举目四望，四周山连着山，
人仿佛立于杯底。走出大山，改
变命运，是生活在大山里的人世
世代代的梦想，张玉滚也不例
外。他曾经通过刻苦学习，成为
山里第一个“秀才”，成功走出
了大山，可当外面美好的世界正
朝他招手的时候，他却选择停下
脚步，转头扎进了那个养育了他
的大山，一待就是18年。

被“困”在大山里的大学生

作为一名“80后”，张玉滚
显得比同龄人沧桑许多。风华正
茂的年纪鬓角却已斑白，尽管眼
角布满皱纹，可只要提起孩子，
提起学校，他的眼中总有光。

2001 年，刚从师范学校毕
业，张玉滚本打算去城里谋个职
位。见过外面世界的张玉滚，对
于未来的规划并没有回山里教书
这一项，然而，他的人生，偏偏
被“困”在了这座大山里。

黑虎庙村又穷又偏，由于交
通不便，信息闭塞，经济基础
差，生活条件艰苦，年轻老师都
不愿到这里任教。

“外面的老师进不来，咱自
己培养的学生留不下，都走了，
山里的孩子咋办？”当张玉滚跟
着老校长吴龙奇走进自己当年上
课的教室，映入眼帘的依然是

“破桌子，破水泥台子，里面坐
着10来个‘土孩子’”。但是看
着孩子们稚嫩的脸庞上流露出的
期待，他陷入了沉思。随后，他
蹲到一个小女孩儿身旁问：“我
当你们的老师好不好？”周围孩
子们纷纷大声说好。于是，张玉
滚就留在黑虎庙小学，成了每月
拿 30 元补助、年底分 100 斤粮
食、没有编制的民办教师。

很长一段时间，张玉滚微薄
的收入连自己都养活不了，面对
微薄的工资、艰苦的环境，张玉
滚犹豫过。“前半夜想想自己，
后半夜想想孩子。都走了，孩子
们咋办？”如今，家长们提起
他，总会激动地说：“玉滚来
了，我们的孩子就有希望了。”

一根扁担挑出孩子读书梦

想要圆了大山里孩子们的读
书梦，先要有书。那时的黑虎庙
村并未通公路，书本只能靠人力
翻过尖顶山，用扁担沿着山脊上
的小道一趟趟地运进来。

挑书本教材、学具教具，挑
油盐酱醋、蔬菜大米，整整 5
年，身高只有1.60米左右的张玉
滚靠着一根从老校长手里接过的
扁担，为孩子们挑来学习生活用
品，也挑来了大山外面的世界。

2006 年，通往黑虎庙的公
路修好了，山里人的出行方式终
于有了改变。张玉滚省吃俭用置
办了一辆摩托车，十几年来，他
骑坏了4辆摩托车，轮胎更换的
次数更是数不清了。

为了让自己在学校的每一天
对得起学生和家长们，张玉滚从
各方面不断给自己“充电”。日

常做饭、缝缝补补、修理课桌椅
早已不在话下。学生们有个头疼
脑热，他总能第一时间发现；有
的孩子一时交不上餐费，他就悄
悄掏腰包垫上。

黑虎庙村党支部书记韩新焕
说：“玉滚收入微薄，可这十几年
来却资助过300多名学生。”

在张玉滚和其他老师的共同
努力下，黑虎庙小学顽强地生存
着。一年又一年，孩子们从这里
走出大山，有的考上大学，有的
还读了研究生。在张玉滚任教
前，黑虎庙村只有一个大学生，
现在已经有25人。

“千方百计上好每一节课”

“千方百计上好每一节课。”
这是张玉滚给自己定下的铁的纪
律。条件艰苦，师资不足，但决
不能让山里娃娃比别人差。没有
数学教具，张玉滚就和学生一起
用木头制作模型。没有体育器
械，树枝就是天然的接力棒。英
语教材变动大，张玉滚就自己找
来磁带、录音机，一遍遍地听、
抄、背。所有的教学内容，张玉
滚都要先学上一遍，他愣是把自
己“逼”成了精通小学每一门课
程的“全能型”教师。

“给学生一瓢水，老师要有
一桶水。”这是张玉滚的口头
禅。多年来，他在教中学、学中
教，“山里本来就闭塞，老师不
多学点，咋教好娃们？”

欣慰的是，在教育部门和社
会各界的关心下，黑虎庙小学也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旧有的
教学楼被粉刷成鲜嫩的明黄色，
学校盖起了新食堂，孩子们再不
用蹲在地上吃饭了……

大山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
是，受张玉滚的影响和感召，4
名退休教师决定返回山里继续教
书。如今通过社会招聘，学校老
师人数已经达到了 11 名。如
今，张玉滚期待的，是让山里的
孩子们享受到和大城市孩子同等
教育的目标，也在一点点靠近。

冬去春来，尖顶山上的麻栎
树绿了又黄，黄了又绿。张玉滚
依然在这座大山中坚守。当地人
说，他就像一颗启明星，照亮山
里孩子的未来。

据新华社

张玉滚：伏牛山区教育的启明星

在社会交往中，送花已越来
越成为一种时尚。鲜花是一种高
雅的礼品，鲜花象征着美好、吉
祥、幸福、友谊，赠送鲜花要特
别注重礼仪。

送花，在一般场合是送一
束，如探慰病人、拜会朋友、参
加宴会等。有一定的私交，而仅

仅只是表示友谊时，可以送一
枝。在比较重大或正式的场合
下，如对方开业典礼、庆祝仪式
等，可以送花篮，以示隆重。送
花既可以是自己亲自送，也可以
是请花店代送，附上你口授而请
花店代笔的贺信或贺卡。送时令
鲜花最好，也可以送绢花，但不
能送塑料做的假花。

送 花 时 需 要 考 虑 “ 花 卉
语”，即花卉及其色彩、香味的
象征和含义，所送的鲜花应当符
合你所要表达的感情。

此外，送花还需要了解一
些习俗与禁忌。我国的风俗一

般 忌 送 单 一 黄 色 或 白 色 的 花
束。而在欧美，白色的花一般
代表礼花，无论婚、丧均可赠
送，只是喜事用红缎带扎，丧
事用白缎带扎。男胸花以白色
康 乃 馨 为 好 ； 女 士 参 加 宴 会
时，白天佩带一朵花，晚上则
以两朵为好。

事实上花卉语也有“一语”
多义的现象，而且不同民族和国
家花卉的寓意也不尽相同。因
此，在送花时一定要精心选择，
因人因事而异，做到恰到好处地
组合，使鲜花作为美丽的使者，
准确地表情达意。 晚综

前不久，家住安徽省广
德市桃州镇升平社区老粮油
厂院内的孤寡老人李清秀家
里 来 了 几 位 特 殊 的 “ 客
人”，他们是升平社区幸福
365志愿服务队的陈伟等四
名志愿者，原来社区工作
人员在日常走访中得知李
阿姨家空调坏了，志愿者
就急忙联系会修空调的志
愿者陈伟。检查线路、清
洗过滤网……大家忙活了一
个多小时候，空调终于可以
正常工作了。

“ 我 们 社 区 地 处 老 城
区，辖区内福利巷、后湾等
老旧小区大多住着老年人，
有些老年人子女不在身边，
生活上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难
题，为此，以爱心商户、社
区好人等‘社区能人’为
主体的幸福 365志愿服务队
应运而生。”说起当初组建
幸福 365 志愿服务队的初
衷，升平社区党委副书记郑
西锋说。

在广德市，不管是调解
邻里纠纷、还是居民家中的
小修小补，或是搭建平台丰
富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像
幸福 365志愿服务队一样的

志愿服务组织活跃在城市乡
间的每一个角落，为广大群
众提供最便捷的服务。

“起初，我们也是摸着
石头过河，经过不断学习借
鉴好的经验做法，通过入户
走访、座谈交流、问卷调查
等方式，多种形式摸排群众
所需所盼，根据群众意见，
开展相应的新时代文明实践
活动。”广德市桃州镇党委
委员吴建红谈起刚开始探索
文明实践工作时这样说道。

如今遍布在桃州镇的
26 个 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 所
站，都会根据辖区群众的需
求，提供专项、精准、多元
化的服务。桃州镇新时代文
明实践做法只是该市推进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一
个缩影。

如今，在广德的城市和
乡村，新时代文明实践之花
竞相绽放。“下一步，我们
将精准设计文明实践活动菜
单，围绕群众需求开展志愿
服务，让新时代文明实践活
动更接地气，实现服务群众

‘零距离’”。广德市委宣传
部副部长夏元平说道。

据人民网

送花的礼仪

安徽广德

志愿者零距离服务群众

□晁 星

爷爷去世 30 余年，孙
子却张罗为其办寿宴。近
日，发生在某地的这则荒诞
事令人直呼“刷新三观”。
奇葩操作，是“孝顺”还是
敛财，一看即明。但别人有
请，村民们又不得不来。最
后，当地干部多番劝阻，这
场寿宴才草草收场。

其实，这也算不得稀奇
事。在一些地方，宴请之风
已让很多人不堪重负，除了
婚丧嫁娶等常规事宜，各种

“无事酒”名目繁多，升
学、搬家、修房都要摆宴。
酒席多不说，礼金也与日俱
增，少则一百，多则上千。
尤其是一些偏远农村，举债
送礼的大有人在，一句“人情
大于债、头顶锅儿卖”道出了
个中苦涩。久而久之，“办
酒”也从自家小事，变成了棘
手难题。近些年，很多地方
都出台了具体政策、乡规民
约，歪风虽有遏制，但顶风办

“无事酒”的仍有不少。
人情不应成负累，道理

人人都懂。可奇怪的是，很
多人一边在抱怨，一边又深
陷其中。其间的纠结，除了
好面子、爱攀比，还源于算不
清的“人情账”。深陷这种人
情消费的循环链，想脱身不
是易事。可是，酒席年复一
年办下来，推杯换盏间又能
体会到多少人情味儿？更重

要的是，传统宴席本是乡土
风情，是维持熟人社会的纽
带。如今却异化成一门生
意，不仅束缚着人们的正常
生活，更败坏着乡土民风。

“ 变 成 法 易 ，变 世 风
难”。精神的成长、文化的发
展、风气的变化，相比物质文
明进步而言是一个艰难而又
缓慢的过程。因而，移风易
俗既需要重视方式方法，也
考验定力耐力。弘扬新风
尚，取代旧风俗，才能治标
又治本。

近年来，许多地方大力
推进喜事新办、丧事简办、
厚养薄葬。过去一家有喜
事，全村忙活，表面风光、
内心叫苦；如今，随礼不坐
席，礼金最多 50 块，轻松
愉快。当移风易俗持续推
进，乡村风气不断净化，人
们就能从人情支出中解脱出
来，实现“良币驱逐劣币”。

“社会治理一定程度是
人心治理，制度对人产生刚
性约束，文化调适人的心灵
和精神。”我们期待在各方
努力下，更多乡村能构建起
一个更健康、更文明、更现
代的文化环境，让大家在良
风善俗中实现美好生活。

人情成负担 随礼酒宴何时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