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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 土 人 物

一面锦旗蕴藏着一段故事，凝聚
着一段真情。

近日，农民工田先生将一面绣着
“保障劳动权益 维护公民利益”的锦
旗送到旗劳动监察大队，感谢劳动监
察大队切实维护劳动者权益。

据了解，田先生等4人在经棚镇
区某饭店离职后，饭店老板拖欠其工

资。劳动监察大队接到投诉后立即
展开工作。经调查，用人单位确实存
在拖欠工资行为，经过劳动监察大队
工作人员的协调，用人单位现已全部
支付了拖欠的工资1.19万元。

今年以来，旗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共接待群众来访来电200余人次，累
计为农民工追讨工资64.875万元。

老板欠薪 劳动监察讨债

■ 郭旭 亢乐

李芯烊（十岁三年级）素描静物

我们都知道，孔老夫子有三千徒
众立，七十二贤人。这是民间的说
法。而《史记》中《仲尼弟子列传》载：
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司
马迁云：“皆异能之士。德行：颜渊、闵
子骞、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
言语》：宰我、子贡；文学：子游、子夏。
师也辟（颛孙师好偏激），参也鲁（曾参
反映迟钝），柴也思（高柴愚笨），由也
喭（仲由粗鲁），回也屡空（颜回经常穷
乏），赐也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
（端木赐不接教命而去经商谋利，预测
市场行情总是屡猜屡中）。”

孔子因材施教的思想，给后世留
下了深刻的影响。他客观而实际地评
价每一个弟子，赞美弟子的能力，批评
弟子的过错，从各个侧面全方位发现
弟子的长处和短处，及时提出批评和
表扬。现在举例说明（孔子最看重的
弟子是颜渊。关于颜渊，我们前边已
经有所表述，此文不再提。）：

例（1）《公冶长》篇。子谓公冶长
“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
以其子妻之。

公冶长——姓公冶名长，孔门弟
子。

缧绁——捆犯人的绳子，这里引
申为牢狱。

子——古时儿子、女儿均称子。
（孔子评价公冶长，说：“可以把女

儿嫁给他，他虽然被关在狱中，但这并
不是他的过错。”于是孔子把女儿嫁给
了他。）

例（2）《公冶长》篇。子谓南商，
说：“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
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商——姓南宫，名适（同括），字
子商。

（孔子平价南容，说：“国家政治清
明，他有官做，不会废弃不用；国家政
治混乱，他也可以免去刑戮。”于是把
侄女嫁给了他。）

例（3）《公冶长》篇。子谓子贱，
“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斯焉取
斯。”

子贱——姓宓名不齐，字子贱。
孔门弟子。

（孔子平价子贱，说：“这个人真是
个君子！如果鲁国没有君子的话，他
是从哪里学到的这种品德呢？”）

例（4）《公冶长》篇。子贡问曰：
“赐也如何？”子曰：“女，器也。”曰：“何
器？”曰：“瑚琏也。”

子贡——姓端木，名赐，字子贡。
孔门重要弟子。

瑚琏——古代祭祀时盛粮食的器
具。夏代曰瑚，商代曰琏，周代曰簠
簗。贵重而华美的玉器。宗庙内盛黍
稷之器，以示重要。

（子贡问孔子：“我这个人怎么
样？”孔子说：“你好比一个器具。”子贡
问：“什么器具？”孔子说：“是祭祀时盛
粮食用的器具。”）

通过孔子对子贡的赞美，可以看
出子贡在众弟子中的重要位置，也可
以看出子贡在孔子心中的地位是无可
取代的。

例（5）《公冶长》篇。子使漆雕开
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

漆雕开——孔门弟子，姓漆雕名
开，字子开。

（孔子让漆雕开出去做官。漆雕
开说：“我对做官这件事没信心。”孔子
听了很高兴。）

例（6）《公冶长》篇。孟武伯问子
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
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
不知其仁也。”

“求也如何？”子曰：“求也，千室之邑，

百乘之家，可使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
也。”

宰——家臣总管。
赤——姓公西名赤，字子华。孔门

弟子。宾客——天子、诸侯的客人叫
宾，一般客人叫客。

（孟武伯问孔子：“子路做到仁了
吗？”孔子说：“我不知道。”孟武伯又
问。孔子说：“仲由嘛，在拥有一千辆
兵车的国家里，可以让他管理军事，但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做到了仁。”孟武伯
又问：“冉求怎么样？”孔子说：“冉求这
个人，可以让他在一个有千户人家的
公邑或有一百辆兵车的邑里当总管，
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做到了仁。”孟武
伯又问：“公孙赤怎么样？”孔子说：“公
孙赤嘛，可以让他穿着礼服站在朝廷
上接待宾客。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做
到了仁。”）

例（7）《公冶长》篇。子谓子贡曰：
“女与回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
回？回也闻一知十，赐也闻一知二。”
子曰：“弗如是！吾与女弗如也。”

（孔子对子贡说：“你和颜回谁更
好一些？”子贡回答说：“我怎么敢和颜
回相比呢？颜回听到一件事，就可以
推知十件事。我知道一件事只能推知
两件事。”孔子说：“我同意你的看法，
你是不如他呀。”）

这章书表现出子贡很有自知之
明，同时也看到颜回在孔子心里，有着
不可替代的形象。

例（8）《公冶长》篇。宰予昼寝。
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
圬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于人
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与人也，听
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

宰予——字子我。孔门弟子。
（宰予白天睡觉。孔子说：“腐朽

的木头经不起雕刻，粪土垒的墙无法
粉刷；对于宰予这个人，有什么责备
呢？”孔子说：“起初我对于人，听了他
的话，便相信了他的行为；现在我对于
人，听了他的话，还要观察他的行为。
由于宰予我改变了观察人的方法。”听
其言而信其行——听其言而观其行，
这的确是一个思维上的大转变。

例（9）《雍也》篇。子华使于齐，冉
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
益。曰：“与之庾。”冉子与之粟五秉。
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
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

釜——古代一釜等于六斗四升。
庾——一说，十六斗；另说，二斗

四升。
秉——十六斛。
斛——古时一说十斗一斛；另说

五斗一斛。
（子华出使齐国，冉有替他母亲向

孔子请求补助一些谷米。孔子说：“给
她六斗四升。”冉有请求再增加一些。
孔子说：“再给她二斗四升。”冉有却给
她八十斛。孔子说：“公西赤到齐国
去，乘坐着肥马驾的车，穿着又暖和又
轻便的皮袍。我听说，君子只是周济
急需救济的人，而不是为富人增加财
富。”）

老夫子言之有理：乘肥马，衣轻
裘，言其富也。

贫者，理应周济急需；富者，再周
济，则续有余。

道出了孔子心系贫穷的思想理
念。

读《论语》孔子如何评价弟子
■郭久良

在芝瑞镇永兴村有个村医叫郝爱
民，50多岁，医道好，服务好，心肠好，
加之他姓郝，村民都亲切地称他好大
夫。

郝大夫的好都好出了边的，这不，
芝瑞镇合胜村的患者都真切的感受到
了。武占金是合胜村的村民，患肺病
已有些年头了，近二年病情加重，由于
70多岁高龄，采取在家保守治疗，武占
金老人所住的吴家营子一是因为离郝
大夫的诊所相对较近，二是他相信郝
大夫的医道人品，在每个治疗周期他
都会给好大夫打电话，郝大夫每个治
疗周期也都没让她失望，从未爽约过，
自2018年6月份起至今，郝大夫都是
免费上门为武占金老人进行 2——3
周/年打针、输液的恢复性治疗，风雨
无阻，截止发稿时间，武占金老人病情
稳定向好，没有恶化的迹象。郝大夫
每个周期都驱车在诊所和武占金老人
家间往返奔波，每一次都是20余华里
的车程，车是自家的车，这么长时间以

来，郝大夫没在武占金家吃过一顿饭，
每一次都只收取最基本的医药费，武
占金老人觉得过意不去，拿出 200元
来感谢郝大夫，被郝大夫微笑着谢绝
了：“大爷，你不要想多了，治病救人是
我们的天职。你把钱用在治病上，早
日康复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全心全意，热情为患者服务。从
医三十年来，他急患者之所急，忧患者
之所忧，想患者之所想，始终坚持“医
者父母心”的原则，对患者不分家庭状
况贫与富，社会地位高与低，始终把患
者的需求放到第一位，对待每一位病
人，自己都做到认认真真的检查，详详
细细的解说，兢兢业业的施诊，当遇到
家属不理解时，他不厌其烦的做好解
释工作，不管每天工作多累，对每一位

病人从检查到治疗，为患者精打细算，
随叫随到。

不断学习，努力提高医疗技术水
平。作为一名医生，他清楚只有通过
提高服务质量，才能赢得患者的信任，
于是自己在工作中不断学习，掌握专
业基本理论，基本操作，基本技能，学
习新知识，新技术，新疗法，累积经验，
随着医疗技术不断提高，加上强烈的
责任心和事业心，越来越受到患者的
信赖和上级的认可。

三十多年从事防疫工作，保质保
量的完成上级防疫部门交给的任务。
从注射到服药都要挨家挨户走，尽量
做到不漏一个儿童，三十多年上柜村
从没发生过一例计划免疫之内的传染
病。多年来，他还一直担任公共卫生

项目的服务，对每个慢性病患者进行
挨家挨户随访，对每一个高血压，糖尿
病患者进行面对面的指导，从饮食，戒
烟，限盐，限酒一一指导，做到定期随
访。

工作严谨，责任心强。他一直保
持着高度责任心，良好职业道德，牢记
救死扶伤的职责，严格要求自己加强
医患沟通，提高服务品质，三十多年来
从未出现医疗事故。

保持良好的职业操守。在工作
中，他踏实认真，待人真诚，勤劳朴实，
团结同志，宽厚待人，从不计较个人得
失，无论白天黑夜，病人利益第一，随
叫随到，合理用药，合理治疗，不谋私
不开无用药，在病人中树立了良好的
职业形象。他爱岗敬业，取信于民，在
竞争中求生存，在本职工作中，争创一
流，再攀高峰。

好大夫——郝爱民
■于国栋

本报讯（特约记者 段瑞淑）宇宙
地镇党委推进文明实践所（站）的建
设，打通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关心群
众、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多措并
举让文明实践活动落地生根。

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
镇党委书记担任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所长，村（社区）书记担任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站长，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
长从思想上高度重视，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充
分认识到文明实践所（站）是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满足群众精神文化生
活、凝聚民心的重要平台。

盘活现有资源，做到因地制宜。
当前，宇宙地镇已建成“一所两站”，
预计在12月中旬完成所有实践站的
建设。各村（社区）利用村综合文化
服务中心、党员活动室、文化乐园、文
化广场、农家书屋等现在资源，作为

文明实践站、志愿者服务站以及新时
代文明实践大讲堂等活动场所，开展
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

强化队伍建设，做好志愿服务。
实践所（站）整合辖区内党政干部、村
干部、“四会”成员、道德模范、文化艺
人等人力资源，实践所建立起涵盖理
论宣讲、移风易俗等 10支志愿小分
队；各实践站根据自身需求建立志愿
小分队为百姓提供上门服务。

突出载体创新，打造特色亮点。
宇宙地镇以建设美好乡村为契机，在
刘营子村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示
范点，并确立了“五五”工作思路，不
断延伸、拓展基层站点，采取“群众点
单”服务模式，形成长效化、常态化的
工作机制，真正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全镇人民心中
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宇宙地镇多措并举
助推文明实践落地生根

本报讯(通讯员 杨帆）应昌街道
石林社区传播传统文化，弘扬传统美
德，培养“齐家”理念，共建最美家庭，
12月11日，特邀“致良知四合院”旗
县区宣讲员进社区举办“共读一本
书 幸福一家人”公益讲座。

活动通过讲文化、看视频、读书
刊的形式围绕家庭中子女教育、夫妻
关系、婆媳相处等方面的问题，讲解

家庭中的处事理念和方法。视频听
名师讲述发人深省的小故事，学习维
持家庭幸福的小技巧；听催人泪下的
励志女孩经历，激励每个人有爱、有
责任，感染全社会关爱特殊家庭；观
看情景剧，学习社区促家庭幸福的先
进工作方法；共读一本书，激发家庭
文化氛围和社区集体归属感。

共读一本书 幸福一家人

本报讯（特约记者 薛艳明）土城
子镇聚焦乡村振兴，以“六传六习”为
统领，通过形式多样的载体，开展志
愿服务活动，以风化俗，厚植厚培文
化文明，有序推进建设新时代文明实
践工作。

传思想习理论。宣传科学理论，
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坚定不移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围绕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累
计开展书记讲党课21次。

传政策习富路。阐释方针政策，
帮助群众用好用活有关政策，理清发
展思路和举措。通过学习讲堂、“草
原学习轻骑兵”志愿服务宣讲员开展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脱贫攻坚、两会
精神知识宣讲54场次。

传道德习品行。围绕大力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讲社
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
德，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校园签
名活动1次。今年共培树推荐十星级
文明户1户，道德模范6人，市级最美
家庭1户，巾帼示范基地1处。

传文化习新风。突出以文化人，
成风化俗，立足土城子社火文化，开
展健康理念宣讲 15场次、广场舞大
赛1次，群众自发文化汇演1次、舞龙
表演3次等形式多样的活动。

传法律习法治。弘扬社会主义
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营造遵法、信
法、守法、用法、护法浓厚氛围，在镇
政府院内设“政法宣传文化长廊”，集
中展示24块宣传橱窗。常态化组织
法宣在线学习，开展春节普法宣传进
农村1次。在以乌兰牧骑惠民演出为
契机，将扫黑除恶、扫黄打非、安全生
产等知识有奖问答穿插进活动中，寓
教于乐。

传科技习兴业。实施科技兴业，
普及推广绿色发展、低碳环保、食品
安全等科技知识，提升广大群众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
和致富技能。在土城子村中草药种
植基地、十里铺村扶贫产业园及甜菜
特色示范种植基地、八里庄组葡萄园
等示范基地为群众传授种植经验、推
广新品种及科学种植各类志愿服务
活动30余场次。

土城子镇：“六传六习”
育新时代文明新风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的老家经
棚各街巷卖东西的吆喝声真是南腔北
调，五花八门，不但有当年的时代特
色，还富有小镇居民的文化内蕴，如今
回忆起来，饱含着那一代人为生计奔
忙的酸甜苦辣。

当年，经济是很落后的，民以食为
天，一天到晚，不同的时辰就有不同的
小吃担子在街上叫卖。早晨有卖烧
饼、油条、豆腐脑的，中午就有人站在
小饭店门口喊起了养面饸饹、莜面鱼
子、棒子面的大窝头……老家豆腐坊
生产的豆腐非常好，有一位卖豆腐的
老人挑着担子，扯着嗓子拉长声音叫
卖“豆——腐——豆——腐”，因为他
吐字不清，人们听到的豆腐变成了“都
好”，所以一群小孩围着他喊：都是谁
好呀？他就又来一声“都——好”。逗
得人们哈哈大笑。

我的邻居有位姓丁的盲人，是回
族，吹拉弹唱，样样精通，晚上他去旗
评剧团拉二胡，帮人伴奏，白天和母亲

一起卖凉粉，他的吆喝声会在你耳边
久久回响，拉着长调：“凉粉哎——酸
辣哎”，一个哎字可停顿半分钟，洪亮
悦耳，生意很兴隆。

小镇上还有位专门走街串巷钉茶
壶钉碗的，俗话说，没有金刚钻，甭揽
瓷器活，当年游走在大街小巷的手艺
人，不乏胆正技绝的高人。他喊一声

“钉茶壶…钉碗咧……外加修理瓷器
大花瓶、、、、、、、、”，真是有韵味，钉茶
壶钉碗，顾名思义就是把破了的、有裂
缝的瓷器，如壶、碗、盘子、花瓶、罐罐
等，用金刚钻钻几个小眼，再在两边用
卡子钉住，接在一起，继续使用。还有
一种吆喝声是，锔锅——锔碗——锔
大缸，什么钢精锅、铁锅、洋瓷脸盆，那
年月，修锅、换盆底的人家还真不少。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磨剪子来炝
菜刀的师傳拉着长声：“磨剪子来——

炝菜刀。”一条板凳，两头分别挑着金
刚磨石和自制工具。磨石直接镶嵌在
板凳上，配以手摇砂轮及炝水毛刷等，
两袖套与围裙几乎是他们的统一工
服，干活时往往先在两个手掌心中啐
上两口唾沫，摩擦发热，之后便开始剔
刀磨剪子了。过去家家用的都是铁
刀，易钝易生锈，而且一户一把刀，旧
了也舍不得扔，于是乎，磨一磨剔一
剔，切菜剁肉又三年。刀锈了开新刃，
全套下来一角钱，一把剪子三分钱。
磨完后，在刀口上放两根头发，轻轻一
吹就断，就算大功告成。

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前后，每当
元旦春节来临之际，除了国营书店卖
年画，还有骑自行车或三轮车沿街卖
年画、日历等宣传品的，那吆喝声也很
好听，“一张年画一毛钱，贴到墙上看
一年”。还有：“李铁梅，举红灯，下面

站着个红卫兵。”
吆喝声中还有卖护肤品的，都编

成了顺口溜的：例如有“凡士林，雪花
膏，买的买来捎的捎，没有瓶子用纸
包。”

当年大街小巷还有无处不在的爆
米花的，一个黑炸弹一样的铁疙痦，放
进一小缸大米，加盖密封起来放在炭
火上转着烧，烧够 20分钟左右，把盖
头对着一麻袋口，解盖放气，只听嘣一
声巨响，小缸米就变成满脸盆的“米
花”了。七十年代初，有人开玩笑说，
几个爆米花师傳到了美国白宫前“表
演”，一下子把美国人给震住了，赶紧
让基辛格到北京和中国建交，中国掌
握了叫粮食膨大器的高科技、、、、、、、

许多吆喝声早已远去，老人爱回
忆，有时陡然间回想到小时候、穷时候
的吆喝声，不知那些走街串巷的师傳
又在哪里？

那年那月的经棚吆喝声
马守喜

本报讯（通讯员 鲁瑛姣）12月3
日，庆宁社区区域联合党委的 10家
共建单位将 800册图书捐赠给庆宁
社区。从而营造好读书、读好书、读
书好的社区文化氛围。

捐赠的图书涉及政治、历史、健
康、科普等内容，进一步充实了社区
图书室的藏书量，丰富了社区图书资
源 ，为书香社区建设打下良好基
础。

庆宁社区区域联合党委举行图书捐赠仪式

本报讯（通讯员 史文杰）以志愿
之名，用真情服务。12月15日，赛罕
社区如期迎来了辖区居民自己的节
日。白雪纷纷，寒气袭人，赛罕社区
却是人气爆棚、热闹非凡，90余人参
加了本次活动。

义务理发暖人心，爱心从“头”开
始。每个月的理发是老人们最喜欢
的服务项目，也是“马路天使”环卫工
人的期盼。本次义务理发 68人，其
中9位环卫工人，并为2位行动不便
的老人上门理发，真正实现志愿服务
送到家。

关爱居民健康，你不去我一定
来。为满足辖区居民不用挂号就能
享受高质量卫生健康服务的需求，提
升群众就医获得感、幸福感，旗蒙中
医院的“流动专家”门诊走进社区为
居民提供零距离贴心诊治，进行义
诊、健康知识宣教活动，做好服务群
众的“最后一公里”。

赛罕社区传承志愿精神，服务行
动一直在路上，“15便民公益日”引进
专业志愿服务队伍，不断探索和挖掘
服务新项目，努力打造贴心、暖心、满
意型社区。

志愿赛罕 有你有我

大
锅
菜
飘
香

摄
影

原
国
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