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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力行，但学文，长浮华，成何
人。出自《弟子规·余力学文》

这句话所说的意思是：能身体力行
孝、悌、谨、信、泛爱众、亲仁这些道德
准则，一味死读书，纵然有些知识，也只
是增长自己浮华不实的习气，如此读书又
有何用？

话外音：一个读书人，如果没有了
孝、悌、谨、信、仁这些最基本的仁道，
纵使有天大的本事，也是绣花枕头，无所
用处。

二、财物轻，怨何生，言语忍，忿自
泯。出自《弟子规·出则弟》

这句警言的意思是说：兄弟间少计较
财物，怨恨就不会产生。言语包容忍让，
冲突、怨恨就会消失无踪。

话外音：兄弟间不计较财务得失、多
寡，兄弟间就会和谐相处，话语中互相包
容，怨恨就会无影无踪。大到一个单位、
一个企业也是一样，和谐发展、同心同
德，才能让家庭和谐相处，企业、单位快
速发展。

三、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愈思
勉。出自《弟子规·泛爱众》

这句话所说的意思是：赞美他人的善
行就是行善。当对方听到你的称赞后，必
定会更加勉励行善。

话外音：做好事是行动自己，感染别
人，带动大家。当看到别人做好事时，也
要积极赞美他，是给行善人的最大鼓励和
支持。这样才能让整个社会在一个正能量
的环境中成长，才能感染更多人参与。

四、见人恶，即内省，有则改，无加
警。出自《弟子规·信》

这句话说所的意思是：看见他人的缺
点或不良行为，先反省自己。有则改之，
如果没有就警醒不犯同样的过错。

话外音：我们常说“旁观者清”，所以
看见别人的缺点，要在内心反省自己，避
免犯同样的错误，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五、话说多，不如少，惟其是，勿佞
巧。出自《弟子规·信》

这句话的意思是：话说得多不如说的
少，应实实在在，不要讲些不合实际的花
言巧语。

话外音：要实实在在做事，清清白白
做人，我们的事业和生活才能向好的方面
发展。 （未完待续）

《弟子规》中的五句警言

一家四口热衷公益 设立“好人关爱日”
温暖礼遇好人群体

精神文明新实践

近年来，安徽省蚌埠市蚌
山区充分展示好人思想道德建
设的丰硕成果和全社会向上向
善的强大力量。通过设立“好
人关爱日”，不断擦亮“好人”
品牌，创新好人评选方式和宣
传形式积极打造“好人之区”，
让好人精神不断升华。

“好人关爱日”，温暖好人
群体。为了体现党和政府以及
社会各界对道德模范、身边好
人的关心关爱，树立好人有好
报的价值导向。自 2015 年起，
蚌山区将每年的 9 月 20 日定为

“好人关爱日”，已连续 5 年开
展了形式多样的好人关爱活
动，在2019年9月17日的蚌山
区“好人关爱日”活动中，邀
请了 6 位身边好人举办了“崇
德向善 共筑中国梦”主题演讲
会，6 位身边好人用自己真挚
的情感、朴实的话语、切身的
感受和现场观众分享了自己的
好人故事。在爱与感动的情感
交流中，让在场的每一位观众
都感受到了身边好人的魅力人

生。同时，蚌山区还为在场的
每一位身边好人赠送了免费洗
车和美发的《好人礼遇卡》。让

“好人关爱日”成为好人自己的
节日。

“好人故事会”，传递好人
精神。身边好人以平凡的语言
讲述的自己故事；淮河琴书、
音舞快板、话剧小品等，以文
艺节目还原道德模范和身边好
人的善行义举；蚌山区还在全
市开展中国好人漫画形象设计
大赛，以漫画的表现手法将好
人事迹向社会展现。

帮扶加礼遇，让德者有所
德。蚌山区出台了 《蚌山区礼
遇道德模范、“身边好人”和志
愿服务优秀典型实施办法》，建
立节日慰问、推荐进馆、表彰
奖励、社会礼遇、困难帮扶等
九项礼遇帮扶机制，通过这些
措施让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充
分感受到自身价值，更加坚定
了他们的信念，激发他们持之
以恒从善向上的力量。

据蚌埠文明网

社会需要更多“点灯人”
□刘 婵

天色已晚，郑州一辆公交
车上，一名小女孩趴在座椅上
写作业，司机见状，默默为她
开起厢灯。下车前，女孩给司
机行了少先队礼，并留下字
条：谢谢叔叔，我要回家照顾
妈妈，所以在车上写作业。谢
谢叔叔为我开灯。

体贴周到的公交车司机，
礼貌懂事的小女孩，两个素不
相识的人之间，“投我以木桃，
报之以琼瑶”式的暖心互动，
让人倍感温暖。

来自陌生人的善意，是可
以传染的。如果说公交车司机
是“1”，后面感恩的回应、爱
心的加码就是一个个“0”。如
同一条射线，始于小小善意的
端点，在众人助力下延续、辐
射、传递开来。

用车灯照亮孩子回家路的
司机，撑起伞为交警遮雨的中
学生，脱去冬衣趴在冰面上救
孩子的好心人……人民日报官
方微博曾经发布了一组主题为

“感谢你，陌生人”的照片，引
发网友共鸣。陌生人社会需要
更多“点灯人”。每一句温暖的
鼓励、每一笔饱含关爱的善
款、每一束守护安全的亮光，
都能给人前行的力量，更能在
无形中感染他人。你我的温
度，就是城市的温度，就是社
会的温度。让我们努力温暖身
边人，做下一个“手有余香”
的陌生人！

乐于助人，热心公益，
帮助众多周边的困难群体走
出困境……在广西桂林兴安
县 湘 漓 镇 ， 提 起 王 助 成 一
家 ， 很 多 人 都 会 竖 起 大 拇
指。孝敬长辈，见人有困难
就帮，在王助成的带动下，
妻子、儿女也经常尽自己所
能参与志愿活动，全家形成
一种尊老爱幼、助人为乐、
热心公益的好家风。近日，
记者来到兴安县湘漓镇洲上
村委，采访了这一家人。

父母的教诲铭记在心

记者见到 42 岁的王助成
时，他正在村委会忙碌。谈
起与志愿服务结缘的缘由，
他说这离不开家风的熏陶。

王 助 成 小 时 候 家 里 很
穷，父母靠务农养活三个孩
子，家里可以说是“家徒四
壁”。因为家里实在太穷，他
很小就被送到外婆家，由外
婆照顾。“在外婆家里，乡邻
们都知道我家的情况，吃饭
时总是主动叫我。”王助成
说，他是吃“百家饭”长大
的，从小就得到了很多人的
帮助。

最让王助成铭记在心的
是父亲患重病期间，亲友和
乡邻们无私的帮助。他说，
在他幼年时期，父亲突然患
上了肝化脓的重病，不仅不
能 做 农 活 ， 还 欠 下 了 不 少
钱。在父亲想要放弃治疗的
时候，亲友们主动给父亲四
处抓草药，并坚持给父亲服
用。家里的顶梁柱病了，很
多重活没法做，不少热心邻
居主动上门帮忙。靠着大家
的帮助，父亲的病奇迹般的
好了，现在依然身体健康。

“太多太多的人帮助过我
们，为此，父母总是跟我们

说：‘以后有能力了，一定要
帮助别人。’”王助成说，父
母的这些教诲，深深地印在
了他的脑子里。后来，他亲
眼看到，父母有能力时总是
给陷入困境的亲友、乡邻提
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这样的
家风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用行动践行好家风

长大成人后，王助成总
是尽己所能，为需要的人提
供帮助。但是在他心里，总
觉得这样做还不够。

2017 年 10 月，王助成在
微信朋友圈看到一则兴安本
地志愿者队伍开展公益活动
的报道，他的内心久久无法
平静。“志愿者能去帮助别
人，我也要成为志愿者。”怀
着这个初衷，王助成通过朋
友介绍，加入了兴安县本地
的同心志愿者服务队。

成为志愿者后，王助成
想办法抽出更多时间参加各
种志愿服务活动。当时，王
助成和妻子在兴安县城经营
一家烧烤夜宵摊，每天从下
午四点忙到次日凌晨三四点
才收摊。为了参加志愿者活
动，尽管凌晨刚合眼休息没
几个小时，他依然坚持清早
起床，与其他志愿者会合开
展志愿者活动。

2017 年下半年，王助成
进入洲上村委会工作。因为
工作的缘故，他了解到本地
一些乡亲遇到了一些困难，

急需帮助。为了更好地服务
本地的乡亲，王助成决定成
立一支属于湘漓镇的志愿者
服务队。通过与一些志同道
合的朋友商量，2018 年上半
年，湘漓镇爱心志愿服务队
成立，牵头者王助成被推选
为队长。

一年多来，王助成和队
友 们 做 过 很 多 志 愿 服 务 活
动，给孤残儿童募捐，慰问
贫困家庭，帮因贫困面临辍
学的孩子筹集学费……随着
系列志愿活动的开展，王助
成和他带领的湘漓镇爱心志
愿服务队得到了当地政府和
百姓的认可。最让王助成开
心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加入
志愿服务队。2019年8月，王
助成被湘漓镇政府评为“十
佳志愿者”。

一家四口热衷公益

多年来坚持做好事，让
王助成付出了很多，也得到
了很多。最令他感到自豪的
是，不仅妻子加入了志愿者
的行列，正在读幼师的女儿
和读小学的儿子，也都成了
志愿者。一家四口一起参与
各种公益活动，足迹踏遍湘
漓镇很多地方。

采访过程中，王助成给
记者展示了一些照片。在照
片里，记者看到王助成带着
儿子，举着志愿服务队的队
旗，到不同的地方开展公益
活动。他说，自从儿女跟着
他做志愿者后，每次只要有
时间，他们都积极参加。有
时候需要捐款，孩子们就掏
出零花钱，主动参与。

“帮助别人，我心里感到
很快乐。做志愿者，是值得
我和家人坚持做下去的事。”
王助成坚定地说，留给子孙
家产并不是最重要的，好的
家风传承才能让子孙后代受
益，“我希望通过一家人的努
力，传递社会正能量，让越
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志愿者队
伍 中 来 ， 一 起 献 爱 心 做 好
事。”

据《桂林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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