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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文明新实践

四代人照顾“哑大伯”78年
江苏海安

打造“10分钟志愿服务圈”

做践德立信的时代新人

细节1
用手示意时注意别用

指头指。在工作中，人们
常会忽略手势礼仪，常常
因一个小动作而失礼，暴
露 出 自 己 礼 仪 修 养 的 不
足。其中，最常用的举手
示意手势却常被不规范使
用，显得对人有失敬意。
正确的示意手势应该是除
拇指外四指合拢，伸出手
掌 用 指 尖 所 指 的 方 向 示
意 ， 而 不 能 直 接 伸 出 食
指 、 用 一 个 指 头 进 行 指
示。尤其是在相互介绍的
场合，最忌讳用一个指头
指着人向第三方介绍。假
如用手指直接指向对方就
更加不礼貌了，甚至会引
起对方的反感。此外，一
些人习惯性地用手中正在
使用的笔指点对方或做示
意，也不符合礼仪规范。

细节2
在与人交谈时，如果

反复摆弄自己的手指，比
如 活 动 关 节 ， 甚 至 发 出

“嘎嘎”的声响，或者是手
指动来动去，会给人以不
舒服的感觉。

细节3
交谈中手的摆放。在

工作之中，若是将一只手
或双手插放在自己的口袋
之中，不论其姿势是否优
雅，通常都是不允许的。
正确的做法是双臂自然下
垂，双手掌心向内轻贴大
腿两侧。 据中国礼仪网

职场礼仪细节（二）

手势礼仪

目前，14 万志愿者活
跃在江苏海安，人均年服
务时长达 30 小时。海安整
合 资 源 ， 联 合 “ 五 大 平
台”、机关部门、社会组织
共同推进 400 多个服务群
众、扎根基层的优秀志愿
服务项目，打造群众身边
的“10分钟志愿服务圈”。

海 安 持 续 构 建 完 善
“市、镇、村、组”四级全
覆盖的志愿服务体系，精
准对接群众需求开展志愿
服务，让群众在家门口就
能享受到志愿服务带来的
温暖与便利。

围绕“四化”
构建“实践网”

海 安 坚 持 社 会 化 参
与、项目化设计、标准化
推 进 和 制 度 化 激 励 “ 四
化”并进。实践所充分发
挥承上启下作用，将中心
顶 层 设 计 要 求 传 导 到 基
层，将群众意愿转达区镇
和部门，组织并指导建立
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伍，
实施志愿服务项目，开展
文明实践活动。

实践所协调服务 231个
村 （居） 与 80 支部门专业
志愿服务队的结对活动，
协调整合辖区各种资源。

“六大动作”
构建“服务网”

“ 编 织 党 群 干 群 交 心
网 ” —— 开 展 “ 干 群 连
心”邻里会，在“我说你
听 、 你 问 我 答 、 我 述 你
评 ” 等 环 节 中 ， 宣 传 政
策 、 倾 听 心 声 、 答 疑 解
惑，鼓励群众参与议事。

“ 扮 靓 文 明 新 风 积 分
墙”——全面推行“乡风

文明积分制”，梳理正向行
为、负向行为清单，月度
评 议 积 分 、 季 度 排 名 公
示、年度表彰激励，引领
乡风文明。墩头镇毛庄村
出 台 《村 民 道 德 积 分 细
则》，围绕环境卫生、孝老
爱亲、诚实守信、遵纪守
法 、 邻 里 和 睦 、 勤 劳 节
俭、自强发展等内容，明
确赋分标准，真正让村民
道德行为建设有“镜子”
可照，有“尺子”可量。

“ 六 大 动 作 ” 还 包 括
“ 打 造 村 民 互 助 朋 友 圈 ”
“ 排 出 文 体 活 动 安 排 表 ”
等，将志愿服务切实送到
百姓身边，提升老百姓的
获得感和幸福感。

“五大功能定位”
构建“幸福网”

实 践 点 以 位 置 适 中 、
人员适合、功能适用、传
播 适 时 、 活 动 适 意 “ 五
适”为基本原则，按照传
播创新理论、传颂文明新
风、传输文化体育、传授
科技科普、传承优秀文化
的“五大功能”定位，在
村 民 小 组 基 础 上 建 成 近
4500 个基层实践点，为群
众提供学习平台、服务载
体、交流驿站。

依托 782个科技科普传
授点，以种养殖专业技术
人员、科普志愿者作为活
动主力，为农民送技术到
田头；通过659个文艺体育
传输点，体艺爱好者将广
场舞、健身操等传输到农
民家庭，指导、建设、共
享“富足、健康、快乐”
的乡村品质生活，让健身
体育“动”起来。

据中国文明网

78 年的精心照料；78 年的
爱心接力；78年的不离不弃。

84 岁的鸡西聋哑老人艾国
来，与照顾他 78 年的艾家人，
没有半点儿血缘关系，却在艾家
幸福地生活了一辈子。

艾大爷 78 年前来到艾家，
那时收养他的是艾利新的太奶
奶。从那一天起，这场爱心接力
就开始了，一直持续了四代人。

“艾大爷不是外人，他是我们的
亲人！”今年 9月，艾家的第四
代人艾利新，因为照顾艾大爷的
事迹，登上了“龙江好人榜”。

香瓜换来的孩子

51 岁的鸡西市西郊乡新发
村村民艾利新，从记事儿起就知
道家里有个“哑大伯”，他是太
奶奶20世纪40年代捡回家的。

“我太奶奶在穆棱河河滩地
种了一片香瓜。”艾利新说，有
一天，一群流浪者经过太奶奶的
瓜地。吃过香瓜之后，其中的一
个人见太奶奶心眼挺好，就跟她
商量，想把孩子送给她。

这个孩子就是艾国来。当时
他年纪很小，已经奄奄一息。善
良的老太太不忍心看着这个小生
命夭折，便把他抱回家中抚养。
当时，艾家的两个孩子都已成
家，艾国来就由太奶奶抚养。老
太太用米汤把这个孩子救活了，
后来发现他是个聋哑人。

艾利新说，父亲和爷爷对
“哑大伯”很好，有好吃的总是
先给他吃。

爷爷说：“艾国来是我们家
的一分子，只要我们老艾家有一

口饭吃，就少不了他的！”

挣工分帮助艾家

1951 年，艾利新太奶奶因
病去世。按照现在的身份证推
算，“哑大伯”当时17岁。他几
天几夜不吃不睡，两眼直直地望
着天空，或许是在担心自己从此
没人管了。爷爷艾贵林将“哑大
伯”接到家中，给他取名叫“艾
国来”，还教他干农活。由于艾
国来是聋哑人，终身大事不好解
决，艾家人没少帮他张罗，但始
终没找到合适的，此后他便一直
住在艾家。

有件事让艾利新无法忘记。
上小学时，有一天他去果园摘果
子，不小心从树上摔了下来，小
伙伴们全都吓跑了，是“哑大
伯”把他背回了家。在“哑大
伯”的精心照顾下，艾利新恢复
得 很 快 ， 也 喜 欢 上 了 “ 哑 大
伯”，把他当成自己的父亲看待。

“别看‘哑大伯’不能说
话，但他聪明勤快。那个年代物
质比较匮乏，家里多一个壮劳
力，是多大的帮助啊！”艾利新
说，爷爷家里总共有六个孩子，
生活相当困难，“哑大伯”在生
产队里挣的工分全都“交给”奶

奶，保证全家人不饿肚子。“奶
奶去世之后我妈当家，他就交给
我妈”。

艾利新的爷爷在 20世纪 70
年代去世，此后“哑大伯”便和
艾利新的父亲一家生活。

“永远都是我们的亲人”

艾利新的爷爷病重时，曾把
全家人召集到一起，说他最放心
不下的就是艾国来。年幼的艾利
新牢牢记住了爷爷的嘱托。

年复一年，从太奶奶、爷
爷、父亲再到艾利新，“哑大
伯”在艾家生活了七八十年。最
让艾利新欣慰的是，妻子朱凤珍
对“哑大伯”没有一点儿嫌弃，
平日里缝缝补补，洗衣做饭，照
顾得无微不至。他的儿子也很喜
欢“哑大伯”，让他相信这个约
定将会一直延续下去。

艾利新说：“‘哑大伯’一
直和我一起生活。别看他八十多
岁了，但身子骨还很硬朗，行动
也还算方便。”为了让“哑大
伯”有事可做，艾利新养了一条
狗和5只鸡。老人每天喂狗、养
鸡、看屋子，日子充实而快乐。

2012年，“哑大伯”的身体
出现了问题，得了急性前列腺
炎。因为语言障碍，医生无法给
他插尿管，这项重任就落在了艾
利新头上。经过反复练习，艾利
新硬是学会了给“哑大伯”插尿
管。此外，他还细致入微地照顾
病床上的“哑大伯”。

今年 7 月 10 日，“哑大伯”
闭上了眼睛。艾利新选了一块墓
地将老人安葬。

艾利新告诉记者，他的儿子
已 经 28 岁 ， 孙 女 也 两 岁 了 。
“‘哑大伯’在我们家见证了六
代人，与艾家人一起生活了 78
年，我们不会忘记他，他不是外
人，永远都是我们的亲人！”

据中国文明网

艾利新喂艾利新喂““哑大伯哑大伯””吃饭吃饭。。

□李慧勇

人 无 德 不 立 ， 国 无 德 不
兴。道德之于个人、之于社会，
都具有基础性意义。在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
代化的关键节点，加强公民道德
建设显得尤为重要。近日中共中
央、国务院印发《新时代公民道
德建设实施纲要》，明确阐释新
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总体要求、
重点任务，为培养担当复兴重任
的时代新人吹响了嘹亮号角。

人都是生活在社会之中，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由
道德义务规范支撑着。正因此，
社会公德不仅是公共场合的“注
意事项”、出行出游的“文明守

则”、与人往来的“交际法则”，
更是对全社会“公共意识”深层
次、系统性的理解与守护。近年
来发生的无视公德、漠视规则、
公然挑战公序良俗的事件，一再
表明，每个人都不是一座孤岛。
维护文明和谐的公共秩序是每个
人的分内之事。没有个体文明素
养的提升，就没有全社会文明程
度的跨越。

人无常心，习以成性；国无
常俗，教则移风。道德的养成，
绝非一时之功、一事之力，需要
绵绵用力，久久为功。

大力推进公民道德建设，既
需要教育引导，也需要有效治
理。一个社会的文明素养，既是
历史演进的结果，也是正向激
励、不断涵养、持续管理的结
果。坚持自律与他律相结合，扶
正祛邪、惩恶扬善，让外在的道
德规范内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
行动自觉和行为习惯，无论是在
公共场合，还是在个人空间，每
个人都争做文明道德的传播者、

践行者和维护者。
每个时代都有相匹配的时代

精神与文明风尚。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正是当代中国在价值观念
上的最大公约数，凝结着人民共
群众的价值追求。成事兴业，关
键在人。推进新时代公民道德建
设，重在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
的时代新人。把实现个人理想融
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
民幸福的伟大梦想之中，把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明德修身、
立德树人的根本遵循，让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成为每一个中国人
的信念理念。人民有信仰，民族
有希望，国家有力量。每个人有
了理想信念和信念理念，精神上
才知所趋向，行动上才知其所为。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
以自行。从自身做起，从点滴着
力，崇德向善，知行合一，把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血液、刻
入骨髓、注入灵魂，让以德立
身、践德立信真正成为人们共同
推崇的新时代新风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