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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文明新实践

用毕生精力向焦裕禄学习

“鼓励”应该贯穿于教
养孩子的全过程。对那些已
养成坏习惯的孩子，表扬就
更为重要。家长应留心孩子
的行为，尽可能地鼓励他偶
然的礼貌行为。

不过，要让孩子明白你
为什么表扬他。你应该在表
扬孩子的时候，具体说明你
表扬他的原因。家长们往往
只 说 “ 好 孩 子 ！”“ 真 不
错！”实际上，应该具体地
说：“你刚才要糖吃的时候
说了‘请！’，真是个好孩

子！”或者“你刚才排队等
其他小朋友领完冰淇淋才自
己领，做得真不错！”你的
表扬要具体明确，这样孩子
才知道自己的好表现会得到
你的肯定和鼓励，应该坚持
下去。

孩子礼仪教育（四）

表扬孩子要具体

山东沂水

免费办“身后事”
移风易俗树新风

□毛梓铭

12 月 5 日是第 34 个国际志
愿者日。数年来，在我国广大志
愿者的孜孜努力下，奉献、友爱、
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深入
人心，人人参与、互帮互助的良好
氛围日渐浓厚。截至今年 10 月
底，我国实名注册的志愿者总数

为 1.35 亿人，服务总时间达 16.7
亿小时。志愿者和志愿服务组织
已成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保
障和改善民生事业的重要力量。

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
重要标志，是广大志愿者奉献爱
心的重要渠道，有创新社会治理、
涵养文明风尚的积极效果。通过
志愿者们带头示范、身体力行，越
来越多的人就会加入进来、一起
参与，把文明友爱的同心圆越画
越大。

一名合格的志愿者，要有理
想信念。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
事。从事志愿服务，道理同样如
此。一名合格的志愿者，要有爱

心善意。志愿服务是一种服务，
却是花钱买不到的服务。其价值
和动机，系于爱心和善意。一名
合格的志愿者，还要有责任担
当。志愿服务不是做样子、走秀
场，要让每一项服务都能急人所
需，责任和担当必不可少。

雷锋精神，处处可学；奉献爱
心，处处可为。当有人需要帮助
时，大家搭把手、出份力，社会就
能更加美好。广大志愿者、志愿
服务组织、志愿服务工作者要立
足新时代、展现新作为，弘扬奉
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
继续以实际行动书写新时代的雷
锋故事。

“今天，我们在这里怀
着无比沉痛的心情，悼念平
凡而朴实、勤劳而善良的刘
顺兰老人……”近日，山东
省沂水县道托镇花沟村村民
刘顺兰去世，伴随着低沉肃
穆的哀乐，一场简约而又庄
重的追思会正在举行。

刘顺兰去世后，村红白
理事会前来帮忙，送来镇里
购买的白花、孝箍袖章，将
写有老人名字的追思会横幅
悬挂起来。镇干部致主持
词，村党支部书记致悼词，
在哀乐声中鞠躬送别老人。

刘顺兰的儿子孙同光
说：“以前村里有人去世，
买棺材、买孝服、砌坟等殡
葬费用得花两三万元。如今
村里安葬全部免费，葬礼也
办得体面，省钱、省心、省
时间，帮了我们大忙。”只
用了一天，老人的殡葬仪式
全部结束。

沂水县每年去世的人数
在 8000 人左右，丧葬中圈
地造坟、攀比排场等现象较
为普遍。散葬坟头造成土地
资源紧张，修坟墓、买棺材
开支较大，出殡讲究多、流
程长，群众对殡葬改革的呼
声越来越大。

2017年 5月起，沂水县
推出殡葬改革政策，对具有
当地户口、在沂水去世的居
民，其遗体运输费、火化
费、骨灰盒费等费用全部免
除。逝者统一免费安葬在公
益性墓地，相关费用由当地
财政承担，让群众不花一分
钱就能办好“身后事”。同
时移风易俗，推行以“播放
哀乐、宣读逝者生平、鞠躬
告别”为主要内容的“追思
会”丧事礼仪模式。

不到两个月，沂水县建

成 110处公益性公墓，并率
先将自收自支的殡仪馆改为
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截至
目前，沂水县共有 2万多户
逝者家庭享受到“殡葬全免
费”政策，新逝人员 100%
进公墓安葬。时间简短、仪
式感强、花费少的“追思
会”也受到欢迎。推广以
来，沂水县共举办“追思
会”1万多场，85%以上的
逝者家庭自觉自愿采用了新
的丧礼模式。

据沂水县民政部门统
计，2年多的殡葬改革，沂
水县居民户均减负 3万元左
右，为群众直接和间接节省
丧葬费用 5亿多元，而财政
投入仅为 2000 万元。在环
境保护、土地节约等方面也
产生了直观效益：节约土地
600 多 亩 、 节 地 率 90%以
上，节省木材 2 万多立方
米。

以惠民礼葬为主的殡葬
改革，使沂水县移风易俗成
效显现。沂水县委书记薛峰
说，骨灰盒替代了大棺，公
益性公墓替代了大坟头，黑
纱白花替代了孝衣孝服，丧
葬流程进一步简化，乱埋乱
葬现象得到了根治。丧事俭
办、喜事新办已成为群众的
行动自觉。

日前，在沂水县召开的
全国殡葬改革试点工作座谈
会上，山东省副省长凌文表
示，山东将认真总结推广殡
葬综合改革试点经验，进一
步深化移风易俗，大力弘扬
优秀殡葬文化，倡树文明节
俭新风，不断提升惠民便民
服务水平，让人民群众共享
更高质量的殡改成果。

据新华社

为志愿服务注入时代精神

10月23日，河南省新乡市97
岁的老党员申六兴一大早吃过
饭，佩戴好党徽，催促儿子申建军
用轮椅推着他，来到新乡市委组
织部。他要亲手缴纳一份15.2万
元的特殊党费，其中15万元是省
吃俭用多年的积蓄，2000元是今
年国庆节前新乡市委书记张国伟
看望他时送来的慰问金。

谈及缴纳这笔特殊党费的初
衷，申六兴动情地说：“我1922年
出生，1938年参加革命入党，党
龄 81 年了，我的一切都是党给
的，包括这些钱。缴纳党费支援
脱贫攻坚，让群众摆脱贫困，都过
上富裕的生活，这是我的梦想。
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
奋斗终身，也是我当初入党时的
铮铮誓言。”

在岗时处处对标焦裕禄

申六兴是和焦裕禄同时期的
县区主要领导干部。1963年，他
被党组织派到河南孟县（今孟州
市）担任县委副书记、县长时，焦
裕禄正在兰考县带领群众治理盐
碱和沙丘。

1964 年 5 月 14 日，焦裕禄
因病去世。1966 年 2 月，新华
社播发长篇通讯 《县委书记的
榜样——焦裕禄》，申六兴看了
好多遍，被深深地打动了：“我和
焦裕禄同龄，按月份我还大一个
月。我下定决心，要用毕生精力
向焦裕禄学习，践行一个共产党
员的誓言。”

知行合一，言出必诺。孟县
自古缺水，当时农业是“靠天
收”。干旱缺水是摆在申六兴和
县领导面前的一道绕不过去的难
题。

沁河发源于山西，是黄河一大
支流，在晋豫交界的太行峡谷紫柏
滩进入济源。但是，由于重重大山
的阻隔，眼看着沁河水流走，济源、
孟县人民只能望水兴叹。

群众所盼，政之所向。经过
地质勘探和集体科学决策，“引沁
济蟒”成为一号工程。为了彻底
改变农业生产落后状况，申六兴
和济源、孟县干部群众一道投入

“引沁济蟒”工程设计建设之中。
北水南调，北开太行，南开王

屋，30多万孟县人民全民参与、

全民支援，申六兴团结县委、县政
府一班人，带领党员干部和群众
不畏严寒酷暑，涉险滩、破难题，
最终穿山越岭，修通了沁河这条
福泽人民的生命之渠。孟县岭区
农业有史以来第一次摆脱了缺水
的桎梏，10多万亩农田尽享渠水
惠泽，通过直接灌溉和水库调蓄，
实现大幅增产，原来吃救济粮的
岭区人民，每年上缴国家公粮上
亿斤。这条清渠流淌至今，过去
的不毛之地，如今成了旱涝保收
的高产田。

1972年，申六兴担任黄河大
桥接线公路指挥部指挥长，负责
修通黄河大桥的 50公里接线公
路。接线公路工程 1976 年完
成。4年时间里，他几乎每天都
吃住在工地上，和大家同吃同住
同劳动。

“焦裕禄是我一生的榜样。”
他常对妻子王翼荣说，尽管自己
也为党做了一些工作，但是与焦
书记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
比起来，还差十万八千里呢！

离休后继续学习焦裕禄

离家五十载。1990年，离休
7年之后，申六兴回到家乡林州
市姚村镇邢家墁村，看到乡亲们
生活还是那么贫困，心里不是滋
味。他暗暗立下志向，继续学习
焦裕禄，要在村里扶贫，帮助乡亲
们过上富裕的好日子。

申六兴首先找到村“两委”班
子领导，和大家一起分析家乡地
域特点，提出找准症结、因地制宜
的工作思路。他认为，家乡地处
山区，办企业面临诸多限制，应考
虑靠山吃山、吃山养山，靠发展种
植和养殖来改变穷困面貌。

邢家墁村与太行山之间多年
闲置着一块栗园，因长期疏于管
理，园内杂草丛生，沙子遍地，而
且村里每年还要拿出一部分钱雇
人看管。1997 年，村里又开价
2000元找人承包，然而一堆乱石
荒坡令人望而却步，连问都没人
问。1998年，申六兴找到村支书
邢土金，郑重地交了 2500元钱，
说：“见困难就上，这是共产党员
的本色。就是拼上我这把老骨头
也要把这块栗园救活，为乡亲们
蹚出一条致富路。”

“当时我 76岁，正能干呢。”
老人豪迈地说，“开始是住在村
里，每天去山中劳动，后来干脆就
住在山里的两间旧茅草房子里。
就这样挺过来了。”

一天一天，一年一年，在栗园
和村子之间崎岖的山路上，申六
兴早出晚归、披星戴月、风雨无
阻。喝口凉水、啃口干粮，就是一
顿饭；几块石头并在一起，算是有
了张床。

申六兴自己出钱，先后雇了
一些助手，帮助打理栗园。他还
投入数十万元，补种了山楂、柿
子、桃树、李树、梨树等果树。投
资筑起近 2000米的围堰，修成 3
个大水渠。功夫不负有心人，果
园终于挂果了。丰收时节，看着
漫山遍野“五果俱全”，申六兴笑
了，乡亲们也被打动了，农闲时也
积极加入到植树绿化的行列。

在申六兴的带领下，李家墁、
田家沟、杨家庄等几个村都开始
在坡岭上下种植果树。为鼓励和
帮助家乡群众发展养殖业，他请
来技术专家，帮助本村10多户村
民建起了不同规模的养殖场。一
个个养殖场成为一道亮丽的致富
风景线。

荒坡，终于如愿变成花果
园。2011年，已89岁高龄的申六
兴，在决定回新乡跟随儿女居住
之前，亲手把这块个人投资数十
万元、价值已达百万元、凝聚着自
己无数心血的果园无偿捐给了村
集体。

一次誓言，一生坚守。虽然
已经97岁高龄，但申六兴初心永
铭，老人浑身上下依然洋溢着 16
岁入党时的蓬勃朝气与活力。人
们都说，“他是活着的焦裕禄”。

据《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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