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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文明新实践

辽宁：“生命通道”正在变宽
生命通道够不够通畅，消防

车说了算。辽宁省消防救援总队
近日在全省范围内集中展开了一
次消防车通道夜查测试统一行
动，测试出动的都是尺寸最大、
举架最高的消防车，对高层住宅

小区、高层公共建筑以及大型商
业综合体周边的消防车通道进行
实地通过测试。在这次共出动了
1688 名消防指战员，418 台消防
救援车辆的测试中，共发现消防
车通道堵塞占用以及消防设施损

坏等消防安全问题 1131处，责令
当场整改 634 处，警告违法行为
人135人。

打通消防通道不是一个部门
的战斗。沈阳房产部门对 6个城
区 的 11 个 小 区 进 行 了 “ 过 筛
子”，遇到隐患坚决整治。城乡建
设部门则把检查重点放在了在建
工地上，全市 92个标段的在建工
地设置了消防车通道，一旦工地
起火，消防车可以长驱直入进入
火场，再无阻碍。 据新华社

莫言家风故事

春节色调 非“暖”莫属

□□王王 菲菲

农历春节将至，城乡
各地都沉浸在欢乐喜庆迎
新春、过大年的氛围中。
我国的传统节日各具特
色，所蕴含的文化也各有
不同。如果说用一个关键
词来定义春节的模样，笔
者以为，非“暖”莫属。

春节，从时间上来
看，虽然是几个传统节日
里最寒冷日子的节日，但
却也是最具暖意的节日。

暖，是春节独有的色
彩。在所有的色彩中，红
色是温暖、最火热的，而
红色也恰恰是春节的专属
色，这也就使得春节总是
透着红火和喜庆，即便在
寒冬，也焕发着火热。春
联、福字、窗花……只要
与春节牵手，所有的人和
物都会披着红、挂着绿。
春节，无论从哪个角度远
观和近赏，都是满眼的暖
色调。

除了暖在眼里，春节
更是暖在心里的节日。中
国人过年讲究团圆，有钱
没钱、回家过年，这就是
春节的曲调和节奏。在当
今社会，“回家”早已不
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
一个情感概念。所谓回
家，并非是指一定要回到
家乡，而是象征着一种团
圆，是对团圆的期待、对
团圆的向往。对于很多因
工作等原因与父母、子
女、亲人长期分隔两地的
家庭而言，春节让他们期
待团圆的心得以安放。回

家，团圆，这是春节带给
人们的最大的温暖。

春节，还有一种温暖
是我们年年可见的，那就
是来自陌生人给予的温
暖。为了确保千家万户能
够过一年幸福、快乐、平
安、健康的春节，很多人
都要在春节期间以牺牲小
我、顾全大局的奉献精神
坚守岗位、服务群众。正
是有了他们的坚守，我们
更多人才得以安心享受节
日的快乐时光。还有那些
我们不知道姓名的志愿
者，他们同样的春节里最
忙碌的群体之一。春节，
不是一个人的节日，也不
是几个人的节日，而是中
国人共同的节日。互助是
一种温暖，坚守是一种温
暖，正是因为有了身边人
的坚守和帮助，我们才能
过上温暖、舒适的春节。

最寒冷的季节，我们
却拥有最温暖的节日。这
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文
化，也是中国人独有的情
结。这个春节，给亲朋好
友一个拥抱、给坚守岗位
的人一个微笑、给帮助你
的人道一声“感谢”……
这些小小的温暖之举，都
会为节日注入更多暖流，
让自己感受温暖节日里的
幸福与温馨。

5元理发店 20多年不涨价

作家莫言 （本名管谟业） 的
爷爷叫管嵩峰，干了一辈子木
匠。虽然识字少，话不多，但他
却懂得诚信做人的道理，在家具
用料上十分讲究，哪怕很小的瑕
疵也会告诉主家。

在管嵩峰的影响下，担任大
队会计的莫言的父亲工作起来也
一丝不苟，将每笔账目记得清清
楚楚。有一次，因为一分钱没有
对起账来，其父反复计算了好几
天，终于找出了差错。莫言至今
还记得，每次去大队会计室叫父
亲吃饭，他都不让家人进屋，说
如果少了钱，无论是谁都要负责
任。

对待他人，莫言的父母非常
仁慈，但对自家孩子，父母却十
分严厉。莫言12 岁那年下地干活
时，因为太饿拔了生产队的一个
萝卜。其父得知后，揪着他就是
一顿狠打，直到其爷爷赶来才将
他“救”下来。这件事让莫言刻
骨铭心，尤其是父亲的那番话：

“我们祖祖辈辈劳苦勤俭，偷抢扒
拿的事坚决不能干！”

2012年，莫言荣获了诺贝尔
文学奖，成为第一个获此殊荣的
中国籍作家。

正当莫言站上世界文坛最高
峰、被众多媒体追捧和亿万读者
崇拜的时候，其父却告诫他：“获

奖之前，你和别人一样高；但获
奖之后，你要比别人矮半头。”

简简单单一句话，投射出了
父爱的深沉和做人的道理，让莫
言明白：人，越是取得了耀眼的
成绩，越要比人“矮半头”，秉承
着一颗谦和之心，让一切归于平
静，才能继续全身心投入到创作
中去。 晚综

20世纪 90年代，大米 8角钱
一斤、理发 5 元一次……随着经
济的飞速发展，如今的社会消费
水平已大幅提高。广东中山却有
一位老匠人林以忠，坚守初心 33
载，将 5元理发的价格一直延续
到今天。

在中山市石岐区太平老街，
顺着一条窄窄的巷口走进去，就
会看到一家名为“忠记理发”的
铺子。

这是一间很小的理发店。一
个简单的理发招牌，一张古董式
理发椅，一排老式工具，几个座
椅就是全部摆设。

“忠记理发店”坚持每天开门
迎客，营业时间从早上 8点到下
午 6点，即使是下雨天也从不缺
席，街坊们亲切地将其称呼为

“忠记”。从 1986年开店至今，林
以忠已经服务街坊33年。

老店里有一张充满年代感的
椅子，是“镇店之宝”。它涂着黄
漆，如今已经斑驳，唯有脚座被
蹬磨得锃亮。据林以忠介绍，这
把椅子是他 20 世纪 90 年代花了
120元“重金”，从一位80多岁的
理发老师傅那里“淘”来的。

每次刮面前，林以忠总要先
用酒精灯对一把“古董”折叠式
刮胡刀的刀片进行消毒，然后用
肥皂水对顾客脸部稍作护理，再

用刮胡刀进行刮脸。他力争用最
细致周到的服务，让每一位顾客
都感到舒服、满意。

很多街坊家中有婴儿满月，
都会请林以忠上门理发。除此之
外，他还会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提
供上门理发服务。

林以忠最初学习理发源自在
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经历。
当时军区每年接收超过 10000 名
知青，后勤保障供应不足，理发
也成了问题，经常几百号人排队
等候理发。

林以忠就到集市上买了工
具，自学理发。1986年，他返乡
创办“忠记理发店”，用自己的手
艺服务社区邻里。

“忠记理发”的定价也从最初
的 3毛钱，随着物价的提升逐步
上涨，20世纪 90年代提高到 5块
钱。从那以后，20多年来再未涨
价，男女老少，理发一律五元，
被街坊称为“五元理发店”。

林以忠说：“5 元是很便宜，
但只要客人多，自己勤快些，生
活是没问题的。每天能和客人们
聊聊天，也开心。”

街坊邻居和妻子女儿有时忍
不住劝说，5元理发怎么能养家糊
口呢？林以忠却坚持认为，物价
虽然高了，但是还有不少老街坊
收入并不高。自己靠着理发手
艺，能够帮助别人就尽力帮忙，
让大家“能省就省”，不必太过斤
斤计较。一天多剪几个，就好
了。如此说来，“5元”是林以忠
对街坊的一个承诺。

除了过年休息三天，忠记理
发店其余时间基本不打烊，是老
街坊心中靠谱的理发店。

64岁的林以忠见证了中山从
一穷二白到跨越发展的历程，而

“忠记理发店”也用 20年不变的
价格见证了林以忠的一份承诺和
不变的初心。

据中国文明网

林以忠在给顾客理发林以忠在给顾客理发。。

春节即将来临，又到
了一年一度欢聚团圆、走
亲访友的时候了。让孩子
通晓人情世故，没有比春
节更好的时机了。

待客礼仪 有 客 人
时，家长要引导和鼓励孩
子亲切、主动地和客人打
招呼，客人进屋后，大一
点的孩子，可以做些简单
的招待工作，如：招呼客
人坐下、给客人倒茶水
等。要让孩子知道：在大
人谈话时，安静地做自己
的事，来回走动和随便插
话是对客人的不尊重。

做客礼仪 领着孩子
去别人家做客，进门后，
家长要引导孩子在问好之
后主动把脱下的鞋子排整
齐。当孩子受到招待时记
着让孩子说声“谢谢”。
一定要告诉孩子随便乱动
别人的东西是不礼貌的，
如果想玩玩具或看书，一
定要经过主人的同意。

餐桌礼仪 大人一般
都比较惯孩子：孩子爱吃
的东西会有意让孩子多
吃。但是有客人在场的话
就要教育孩子讲究礼貌。
家长们要记得告诉孩子：
吃饭时取菜要取自己面前
的，看准那块就夹，不要
翻来覆去抄，那是非常没
礼貌的表现。带汤汁的肉
菜要小心夹，以免溅脏了
衣服。

孩子的教养都是在一
点一滴中形成的，家长要
从现在开始，抓住春节这
个契机，教给孩子应该遵
守的规矩，帮助他们成为
举止得当、彬彬有礼的孩
子。 晚综

孩子应懂的春节礼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