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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宇宙不停运转，人应效法天地，永

远不断地前进。人应该有坚强的意志，
永不止息的奋斗精神，努力加强自我修
养，完成并发展自己的学业或事业。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对任何一件事，不要因为它是很小

的、不显眼的坏事就去做；相反，对于
一些微小的，却有益于别人的好事，不
要因为它意义不大就不去做它。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干活抢重的，有过失主动承担主要

责任是“躬自厚”，对别人多谅解多宽
容，是“薄责于人”，这样的话，就不会
互相怨恨。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
反是。

君子总是从善良的或有利于他人的
愿望出发，全心全意促使别人实现良好
的意愿和正当的要求，不会用冷酷的眼
光看世界。或是唯恐天下不乱，不会在
别人有失败、错误或痛苦时推波助澜。
小人却相反，总是“成人之恶，不成人
之美”。

淡泊恬适，明心立志。
淡泊明志，此句最早出自西汉初年

刘安的《淮南子：主术训》。诸葛亮的
《诫子书》 也有引用：“非淡泊无以明
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淡泊”是一种古老的道家思想，

《老子》 就曾说“恬淡为上，胜而不
美”。不清心寡欲就不能使自己的志向明
确坚定，不安定清静就不能实现远大理
想而长期刻苦学习。

厚积薄发，以柔克刚。
厚积薄发源于“君子厚积而薄发”

一句。意思是经过长时间有准备的积累
即将大有可为，施展作为。苏轼尝在

《稼说送张琥》中说：“博观而约取，厚
积而薄发，吾告子止于此矣。”以柔克刚
的态度用柔软的去克制刚强的，暗合道
家主张的学说，顺其自然。万物相生相
克，刚劲的东西不一定要用更刚劲的征
服，有时最柔软的事物才恰恰是它的弱
点。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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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边疆 播撒法治阳光 教育精神中离不开“坚守”

□卢 文

平均海拔 5000 多米，
空气含氧量只有内地的
40％，全国海拔最高县——
西藏那曲市双湖县被称为
“人类生理极限试验场”。恶
劣的自然环境令很多人望而
却步，来自山东的杜安东和
曹晓花夫妻却扎根于此，坚
守三尺讲台十多年。（中国
文明网）

发展教育事业，广大教
师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有
了教师，才能支撑起整个教
育的完整链条；有了教师，
才有人为孩子们去传道、授
业、解惑。在千千万万的普
通教师身上，凝聚的不仅仅
是教育的未来和希望，更承
载着千百年来所积淀下来的
厚重的教育精神。这种精神
中，有探索、有理想，有敬
业、有奉献，有爱心、有责
任，还有难能可贵的执着与
坚守。

教师的坚守，能够让更
多的孩子获得公平受教育的
机会。在我国一些老少边穷
地区，教育资源相对比较紧
张。补齐贫困地区的教育短
板、促进教育公平，制度保
障、资金投入是一方面，还
有一个重要的软环境因素，
就是需要有更多的教师能够
争做教育扶贫的先行者，甘
于奉献、扎根贫困，用执着
的坚守为贫困地区教育事业

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教师的坚守，让更多孩

子学习到了书本之外更宝贵
的精神品质。学为人师，行
为示范，教师不只是教授知
识的“教书匠”，更是以人格
魅力引导学生心灵、塑造学生
品格品行品味的“大先生”。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这首歌唱出了一代又一代学
生的心声。

教师的坚守，让教育更
有温度、更有生命、更有色
彩。教育是有生命的，是一
个师与生的互动过程。这个
过程，不只是书本的更迭和
知识的累积，更是情感的交
流和思想的碰撞。教师的坚
守，使教育的过程更加鲜
活、立体。因为有了教师的
坚守，学生会更加珍惜得来
不易的学习机会，更加懂得
感恩的深刻内涵，这就是教
育带给我们的除书本知识以
外的人生智慧和思想启迪。

一个人的坚守，往往换
来的是一群人的命运转折和
幸福未来。教育是直接影响
未来的一项重要事业，发展
教育重在育人，真正的教育
人才应当在教育实践中不断
丰富和发展教育精神的内
涵，不背初心、不辱使命。

为他人作介绍，应该把
晚辈介绍给长辈，把地位低
的人介绍给地位高的人，把
男士介绍给女士。介绍人作
介绍时，应该使用敬语，
如：“王小姐，请允许我向你
介绍一下……”或者较为随
便的可以说：“张先生，我来
介绍一下，这位是……”

为他人介绍时，应该把
手掌伸出去（手心向上）向
着被介绍的一方，不可以用
手指指点点或去拍被介绍一

方的肩和背。
接待客人，把客人介绍

给主人之后，一般把晚到的
客人介绍给早到的客人。若
来宾很多，则只介绍给附近
的客人相识就行了。 晚综

如何介绍他人

“我愿发扬不怕吃苦、顽强
拼搏、无私奉献的精神，让法
治的阳光照亮雪域高原的每一
个角落。”安徽首位援藏女律师
陈贤，第一次报名参加“1+1”
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行动时发出
誓言。

5年来，陈贤放弃高薪，不
顾病痛，辗转西藏、内蒙古、
新疆偏远地区，为困难群众提
供法律援助，共计办结法援案
件 600 余件，为当事人挽回经
济损失 1000 余万元。2015 年 7
月，她的丈夫曹旭也加入支边
队伍，成为“1+1”法援行动参
与律师中的首对夫妇律师。

放弃高薪 边陲为家

今年47岁的陈贤，读高中
时因父亲早逝面临辍学，靠学
校师生捐款闯过难关。成为律
师后，回报社会成为她的心
愿。2014 年 7 月，陈贤舍弃内
地高薪收入，奔赴边陲。

陈贤首次援助的西藏昌都
市卡若区平均海拔3500米。她
刚到时鼻子出血，受过敏折
磨，双腿被抓得鲜血淋淋，留
下十几处疤痕。

“最难克服的是想家。”“移
师”新疆后，陈贤从老家背来
多肉植物，摆放在宿舍窗台

前。“想家了就和它们说说话。”
“这样无偿的志愿活动，一

干就是5年多，了不起。”新疆
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 （头
屯河区）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院长陈勤说，在陈贤来之前，
虽然院里设有法援岗位，但因
位置偏、收入少，长年没有律
师愿意前来。

法援期间，陈贤还经常自
掏腰包帮助贫弱群体。“看见几
个农民工被欠薪，身无分文回
不了老家，陈贤当时就拿出
3000块钱给他们。”西藏昌都市
卡若区司法局局长向秋回忆。

争分夺秒 源头化解

“ 我 能 为 他 们 多 做 点 什
么？”陈贤不断问自己。

一位藏族少年因没钱上网
抢劫被抓，虽在陈贤的帮助下
被判缓刑，但却被学校拒之门
外。得知消息后，陈贤坐了40
多分钟车来到学校，“盯着校长
不放”，劝说3个多小时，校方
终于答应接收。得知儿子能重
返校园，少年的母亲激动地给
陈贤献上哈达。

法援律师主要责任是提供
法律咨询与诉讼代理，陈贤不
仅解决案件本身，还处处为当
事人着想，尽力从源头化解纠
纷。

一次，在办理内蒙古乌拉
特中旗一位老人被继子侵占房
屋案件时，开庭前两天，陈贤
失眠了，“一旦开庭，将更加激
化这个家庭的矛盾”。琢磨再
三，她找到庭审法官，选择了

反复调解。“多亏陈律师，要是
闹上法庭，家就散了。”这位80
多岁的老人回忆起往事，感激
地说。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为了帮助更多人，陈贤

“与时间赛跑”，上班时甚至尽
量不喝水，“去一趟厕所几分
钟，几次下来浪费咨询时间。”
一年 365 天，回家探亲时间不
足15天。靠着这些“抢来”的
时间，陈贤援藏 1 年间，办结
案件58件。

不忘初心 播撒阳光

作为汉族律师，如何赢得
需求法援的少数民族同胞认可？

在西藏时，陈贤曾为一位
叫次里巨丁的藏族农民工提供
法援。接案时，她分析，所掌
握的决算单不能作为欠条证
据，次里巨丁对这个汉族律师
产生了误解，一度想放弃法
援。但是，陈贤不仅认真写好
诉状、反复调查取证，还多次
劝说次里巨丁配合上交所需材
料。最终，赢得了官司，也赢
得了次里巨丁的信任。

陈贤强烈感到，要用办理
的每一起案件告诉少数民族兄
弟姐妹，法律不分民族，只有
公平正义。

在法援的日子里，陈贤发
现，不少边疆百姓法律意识淡
薄，更不知道如何保护自我权
益，开始像着了魔一样下乡普
法。“西藏路之险在昌都，只容
一辆车通过，路的另一边就是
万丈悬崖，我常吓得不敢睁
眼。”陈贤回想。

普法是无偿的，没有办案
补贴，也不容易凸显工作量，
陈贤不在意，经常周末跑多个
乡。5年多来，共开展法治宣传
与讲座60余场，解答法律咨询
5200余人次。

边疆长年高强度工作，加
上艰苦的生活条件，陈贤患上
痛风、双肾结晶、双眼白内障
等疾病，近视加重到 1000 余
度。但她坚定地说：“只要身体
允许，我会一直援助下去，把
法治的阳光播撒到祖国边疆。”

据新华社

陈贤陈贤（（左一左一））在新疆乌鲁木齐入户宣传法律知识在新疆乌鲁木齐入户宣传法律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