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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都是党的政策好，也是你们的帮扶办法好，给我找准
了产业发展路子，使我改变了往日的等靠要和懒惰思想，这
日子是越过越红火，越过越有奔头。”万合永镇中心村村民常
德祥嘴上扬、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

回想起脱贫前的生活，51岁的常德祥感慨万千，30多岁
时和妻子两人感情不和，妻子离异出走，剩下自己拉扯着一
个女儿维持着这个残缺的家，自此生活失去了色彩，每天愁
容满面，以至于整天借酒消愁，游手好闲，日子过得缺衣少
穿，破旧的三间土房也成为危房，女儿初中没毕业就辍学在
家……

2015年，常德祥家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为常德祥
家的生活打开了一扇窗，生活开始慢慢有了起色。扶贫先扶
志，要从根本上转变思想，改掉等靠要的懒汉毛病，必须做好
常德祥的思想工作。村两委班子和驻村工作队、帮扶责任人
针对其家庭情况因户施策，多次到常德祥家中调查探讨，深
入浅出，鼓励他要靠自身勤劳发展才能脱贫致富，在大家的
共同帮助下，常德祥利用产业引导资金购买3只绵羊，同时又
承包了50亩耕地，院子里顿时有了生机。为了种地养羊，常
德祥起早贪黑，没有耕作机械，完全靠自己人工耕耘这些作
物，在最忙的时候，中午饭都在山上吃，酒也戒了，烟也不抽
了，人也累得黑瘦……

四年的时间里，这群“宝贝疙瘩”在常德祥的精心饲养
下，快速繁殖，带给他一波又一波的惊喜，常德祥养羊规模达
到了100多只，保守估算，到年末养羊这一项收入可达8万多
元，成功实现了脱贫奔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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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声琅琅
本报刊登“我的爸爸刘广恒”一文后，社会上反响强烈。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大
计，教育为本。本报持续推广宣传刘广恒事迹，并征集教育方面的好故事，特开办专栏
“书声琅琅”，让崇文重教蔚然成风。

编者按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和你在一起

社会生活中，有的人因为得理不
饶人，非要纠缠个胜负、对错，让人与
人之间的矛盾越积越深，最后导致暴
发严重的冲突。而有的人得理且饶
人，不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浪费时间
和精力，迅速化解了矛盾，这种胸襟会
让对方心存感激之情，为以后的交往
打下很好的基础。

前几天，快递员把我的邮件送丢
了，在我这里从网络上只能查到寄出
的城市和收寄的人电话，而没有寄件
人的名字和电话。邮递员主动向我道
歉，并问我是什么东西，他愿意赔偿。
我说，没收到之前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东西，因为我长期写作投稿，一般都是
杂志社寄来的样刊。他这里是能查到
寄件人的名字和电话的。我就说叫他
查一下，我就知道是什么东西了，大不
了我再要求杂志社寄我一份就行。他
却说，他能查得到，但不能告诉我，要
是我告诉对方我没有收到，他就要被
公司处以200元的罚款。看着他真诚
的道歉，我一想，干脆算了，不就是一
两本杂志么，要他赔我一二十块钱也
没有多大意思，要是我投诉他丢失快
递，他可能要白干一两天的活。

不久前，网络上流传着这样的视
频，就是几个不懂事的小孩子把滑板
车滑进了跳广场舞的大妈中间，影响
了大妈的激情跳舞，有个大妈就故意
伸脚把小孩子连人带车的绊倒，这件
事引起了网络的热议。我认为，对于
这件事情，小孩子不懂安全，到处乱
闯，其作为监护人的家长有很大的责
任。但故意把人绊倒的大妈更没有道
德和良知，怎么能对这么小的孩子下
狠手呢？如果是她的孙子孙女，她会
这样做么？

其实，小孩子不懂事，在大街上横
冲直撞是常事，我就经常会遇到几岁
的小孩子在人行道上骑自行车、玩滑
轮或是乱跑的情况。每当遇到这种情
况，我要么是绕开，要是绕不开了，我
总是会不由自主的提前伸出双手，不
是怕他们撞到我，我知道他们即使撞
到我也撞不伤。我是怕他们撞到我后
肯定会摔倒，要么受伤，要么他们的家
长不知情，造成不必要的误会。所以
我提前伸出双手是为了扶住或者接住
他们。

又记得十年前，我装修房子准备
搬进小区，可能是小孩子调皮、欺生的

原因，我门外的墙壁和楼梯道，装修工
一连续粉刷了三四次，都会一次次地
被人用粉笔、蜡笔、植物枝叶乱画乱
写，最后甚至有人拿着小锤来钉钉
子。我始终认为是小孩子不懂事做
的，还是奉行得饶人处且饶人的思想，
没想到他们对我的容忍不但没有悔
意，甚至还越来越肆无忌惮。

在调查了解后，这些事情居然是
几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做的，其中带头
的一个就住在我家楼上。我就和妻子
一家一家的去找。其实，我和妻子不
是想去找人吵架什么的，也不想要什
么赔偿，就只是让这些孩子的父母知
道情况，管好孩子，不要再无聊地糟蹋
别人的劳动成果。好在，我第四次粉
刷墙以后，再也没有人来破坏。现在
已经11年过去了，她们都已经长成了
大姑娘，我想也未必记得那件事了。

还有，8年前发生在湖北宣恩的一
个当街杀警案就很值得我们深思，起
因居然只是一个骑三轮车的中年农民
撞倒了一个路人，被作为被撞者亲戚
的一个警察、一个医生两人在泥地里
暴打，中年农民去报案又得不到公正
处理，最后导致了报复杀人的过激行

为，他在自首时说“我被人打了没得人
管，我把人杀了就有人管了”。本来只
是很小的交通事故，被撞的人也不是
很严重，但身为警察的人不按交通事
故报警处理，是造成矛盾升级的主要
原因。俗话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引
发了最后命案的，也有双方得理不饶
人的冲动，他们都得用生命或牢狱为
自己的行为买单。

以德服人、以礼或以理服人，得饶
人处且饶人，这是千年的古训。我们
的社会要维持正常有序的运转，除了
法律的制约以外，还需要更多道德层
次的约束，许多时候，我们需要讲道
理，更需要得理之后饶人的度量，用情
感化人的心态和化解矛盾的智慧。

有时候，宽容了别人，就是宽容自
己，社会和谐了，自己不是更安全自由
么？总之，给别人走好路，自己也就有
更宽敞的路可以走。

得 理 也 要 常 饶 人
■云南 汤云明

岁月无痕，当我们打开记忆的闸门，总有一段段记忆在生命中留下深深
的痕迹，无法忘却。每当我们拾起它时，心里总涌动着一丝久违的冲动，这
便是感动。其实，在记忆的长河中，每时每刻都有感动存在。

记得那一年的冬天刺骨的寒冷。放寒假回奶奶家时，进院一眼就看见
了穿着破布棉鞋干活的奶奶。奶奶看见我，扔下手里的活儿快步向我跑来，
高兴的说：“老孙儿，回来了，快进屋。”说着忙拿过我手里的东西。奶奶摸着
我的头，仿佛多久没见似的，心疼的说：“天这么冷，冻坏了吧。快上炕暖和
暖和，奶奶这就给你做好吃的去。”

吃饭时，奶奶把一块块鸡肉往我碗里夹。我说：“够了，您也吃吧。”奶
奶笑着说：“你不在家，我和你爷爷都吃过了。”奶奶就带着满面的笑容坐在
我对面看着我吃，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吃晚饭的时候想起老师给我们布
置的爱心作业——帮助家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并帮家人洗一次脚。虽然
心里很不情愿，可是我知道这次爱心作业必须做。吃过饭，我执意要帮奶奶
洗一次碗，在我强烈的要求下，奶奶终于答应了。奶奶说：“我老孙儿长大了
喽！”说时脸上满是幸福。

晚上睡觉前，我对奶奶说：“奶奶，让我给您洗一次脚吧。”奶奶愣了一
下，连忙说：“别，千万别......”没等奶奶说完，我抢着说:“老师还让我们写感
受呢。”奶奶无语。我把水端来，再把奶奶的鞋脱下来的一刹那，一股臭气
向我扑来，我差一点儿吐出来。奶奶看我这样，着急的说：“还是我自己来
吧，到时就说你洗了。”我不同意，在我的坚持下，奶奶不得不答应了。我屏
住呼吸又把奶奶的袜子脱下来，在那一刻，我的心仿佛被针刺了一下。奶奶
的脚跟上布满裂痕，我噙着泪水抬头望着奶奶问：“不疼吗？”这是我第一次
用心的看着疼爱我的奶奶，额角根根白发，双眼下淤青，脸上布满条条深浅
不一的皱纹，为什么显得这样苍老呢？仔细想想又在情理之中。

回想奶奶辛勤的劳作，天天土里来水里去，喂猪养羊，脚能不臭吗？大
冬天，穿着一双破布棉鞋，脚上怎会没有裂痕呢？整日辛勤劳作，风吹日晒，
脸上又怎能没有皱纹呢？想到这儿，我情不自禁地哭出了声。奶奶看出了
我的心思，急忙为我擦去眼泪。我第一次发自肺腑的对奶奶说：“奶奶，您辛
苦了！”还有藏在心地没有说出的：我爱您。奶奶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语重心
长地说：“唉！奶奶一辈子没有念过书，只要你将来有出息，奶奶吃点苦又算
啥呢？”听着奶奶的话，想着奶奶自己省吃俭用，却在我身上花钱毫不吝啬，
我又想起自己在学校的所作所为，心里比挨打挨骂还难受。

这来自于奶奶最平常的一句话，对我而言却影响很大，震撼、感动了我
的心灵。这份感动将激励我奋发图强，教育我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面对生
活中的一切。

感 动
■经棚镇中心完全小学 五年五班 王博 指导教师 吕红梅

小的时候，歌颂模范人物、先进工
作者、或者英雄的文章总是用“路标”
来形容。长大后见过的“路标”多了才
知道它的实际作用。路标也有大小，
城里的路标就比较高大上，乡村的就
只是一块小木牌了。但是在很多人的
心中，这块小木牌就是一座丰碑，他指
引的是你的前进方向，是你的人生之
路。当年书声总校校长刘广恒老人就
是一块乡间路上的路标，他指引千万
学子走上了人生的康庄大道。

几天前我的老师辛俊卿老人打电
话跟我谈起了老刘校长，对老校长赞
不绝口，同时也打听老校长的健康状
况，其殷殷同事之情溢于言表、感人至
深。跟辛老师通话后第三天就收到了
克什克腾信息报发表的文章——《我
的爸爸刘广恒》，连夜拜读，泪水盈
眶。文章中的事有的是我所亲历，有
的是有所耳闻，只是现在回想起来，心
潮难静。

我印象中的老刘校长总穿一件肥
大的蓝色中山装上衣，手中有只一刻
也不离开的旱烟袋，办公桌上经常有
一本翻开的厚厚的书，就是这样一个

“土八路”形象的老人，把一个不起眼
的乡村学校打造成全旗一流的学校，
使大批农家子弟走出山沟，为国家培
养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人材，在书

声教育史乃至全旗教育史书写了浓墨
重彩的一笔。

在老刘校长身边工作过的人都知
道，老人工作有几个特点，一个是眼界
高远，敢于人先。上世纪七十年代，当
时的书声中学是“开门办学”的典型，
当时有个口号叫“远学朝阳近学书
声”。老刘校长在书声总校任职其间
正是由“开门办学，半工半读”向正规
化转变的转型时期，老刘校长以敏锐
的目光判断出了学校的发展方向，他
坚持认为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必
须要保证教学质量，教学成绩将是学
校生存的根本，只有把教学成绩搞上
去，才能让老百姓的孩子走出山沟，才
能为国家培养更多的人才，才能完成
学校的使命。他认为要想提高教学质
量，必须要有制度保障，没有制度保
障，任凭喊破嗓子。他在几乎是零的
基础上建立起了一整套教育教学的管
理制度并形成自己的理念。例如周会
制和班主任跟班制。周会制就是周初
和周末组织全校教职工会议，周初布
置好本周工作，让所有人都明白本周
的工作重点是什么，什么时间完成，周
末对本周工作进行总结，并根据工作
情况及时提出建议。班主任跟班制当
时提倡的做法是“一竿子插到底”，班
主任跟早中间操，跟班级，跟劳动，跟

宿舍（当时称为“四跟制度”），对学生
的日常生活全方位负责，要求哪里有
学生，哪里就得有老师。老刘校长经
常要求班主任工作要做到“三勤”，即

“嘴勤”多要求多提醒，“腿勤”多深入
班级、宿舍，“眼勤”善于观察，及时了
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学习动态、安全状
况等。工作体系建立起来后，为了使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有志青年有机会考
学，八零年学校成立初中补习班，他集
中了辖区的优质教育资源用在了补习
班上，让学生通过补习功课走上升学
深造之路，同时也给全体师生一风向
标：不能耽误孩子。事实证明这些决
定都是正确的，当时确实考走了不少
大中专生，现在工作在各行各业许多
人都得益于那时的政策措施。讲原
则、树正气是老刘校长的第二个工作
特点。他常说，学校工作，原则在先，
无论什么事，什么人都不能违背原
则。他本人办事一直公正无私，不搞
人情化。所以学校里也一直是风清气
正。老刘校长最反感请客送礼这一俗
事。形象的把互相请客喝酒这一现象
称之为“摽穷”。学校的大小事儿一律
透明处理，全体教职工都心知肚明。
老刘校长的第三个特点是会过日子。
他广开渠道筹集资金改善办学条件，
改善教职工生活。他任职其间，学校

有羊群，有猪场，有果园，有校田地，还
有卡车。教职工只带米面，没有伙食
费。学校每年为教职工拉一车煤，解
除了教职工们的后顾之忧。他倡导节
约，反对浪费，学校的一砖一瓦他都管
得很紧。每天早上自习他都亲自检查
哪些班级还沒有及时关灯，哪些教室
又打破了玻璃。正是这样精打细算地
过日子，学校面貌才有很大改观，工作
热情也节节攀升。

老刘校长己经退休很多年了。书
声总校也面貌全非了。很多人，很多
事在人们的记忆中正在淡忘。但老刘
校长的品格、事迹却仍在口口相传。
一个人点燃一根火柴照亮的是自己，
点燃一把火柴照亮的是周围的人，如
果有燎原之火那照亮的就是天空。被
一个人记得那是恩人，被十个人记得
那是亲人，被千万人记得那是伟人。
老刘校长虽然称不上伟人，但是他是
书声众多莘莘学子的恩人，是书声广
大人民群众的亲人，书声有个刘广恒
必将是书声教育史上的永久佳话。

老校长刘广恒，就是我们前进道
路上的路标，是我们乘风破浪的灯塔，
永远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

路 标
■姜学聪

秋天来了，万物发生很大的变化。道路两旁高大的树换了新装，树干
开始变白，树叶慢慢变黄，当它变成金黄色的时候，随着秋风的吹拂，最后
像一只金色蝴蝶打着旋儿悠然飞离了大树。树下的小草也换了秋装，银白
色的、金黄色的，煞是好看。

路上的行人也换上了厚厚的衣服，脖子上围着五颜六色的围巾，手上
戴着暖暖的的手套，匆匆的走着。

我和妈妈走在路上，欣赏着路上的美景，听着妈妈说秋天的故事。我
心里想着：“秋天真是一个多彩的季节。”稻田里的麦子熟了，低着沉甸甸的
头，让秋天变成了金黄色；果园里的苹果熟了，露出红红的笑脸，让秋天变
成了红色；公园里其他的花儿都凋谢了，菊花却争奇斗艳、芬芳扑鼻。它向
人们绽开了美丽的笑脸，有紫红的、淡黄的、雪白的、火红的……姹紫嫣红，
眼花缭乱！让这个秋天五彩纷呈。

我喜欢秋天。

秋天来了
■经棚民族实验小学 三年三班 赵与同

五六十年代，我家乡经棚每到严
冬季节那是出奇的冷，气温通常会降
到零下近三十度，家家户户取暖，做饭
的唯一希望，就是灶膛里的火旺旺的，
到外面一看，一排排屋顶上的小烟囱，
真是拼着劲翻滚着炊烟，仿佛在奋力
让袅袅炊烟阻隔严寒的世界，如此一
来，炊烟就成了冬日里的一道独特风
景线。

望着各家升腾的炊烟，仿佛看到
了千姿百态的壮美图画，有的似万马
奔腾，有的像巨龙升起，有的似云朵翻
腾，时而轻盈，时而妩媚，时而委婉而
又奔放，美好的东西往往是短暂的，望
着变幻无穷的炊烟，往往像流星划过
天空，转瞬即逝，给人一种昙花一现的
感觉，那情那景总会时时浮现在我眼
前。

炊烟，让屋暖了，让炕热了，让饭
熟了，土炕的屋子里，有点土星子味，
有点阳光味儿，有点草木味，其实就是
家的味道，其实就是娘的味儿，温暖，
而又贴心贴肺，什么也不想吃的人，坐
在这炕上，就会胃口大开，总是睡不着
的人，睡在这大炕上，会一觉睡到大天
亮。

这就是炊烟的力量，一盘土炕的
魅力。

那时候，“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
孩子热炕头”是人们感到最美满的生
活，室外，北风呼啸，打着旋的白毛风，
大雪飘飘，而炕上则是热气腾腾，家家
有个小火盆，从灶膛中取出来燃尽的

柴禾扒进小火盆里，屋里虽然有些烟
熏火燎，但也顿时暖意融融，晚上大人
盘坐在烧的热热的土炕上，点一盏煤
油灯，老人们噙着长长的烟袋锅，就着
火筷子夹起火盆里的红红小木块，抽
着有点呛嗓子的老旱烟讲过去的故
事，女人做着针线活儿，孩子们或在油
灯下做作业，或依偎在奶奶，姥姥的怀
里，听歌谣，讲故事。其情切切，其乐
融融，有一种快意，一种温馨，神仙一
般。

五六十年代，许多在外地念书，工
作或转业复员军人，在外漂泊多年又
回到家乡，没进家门就远远望见自家
大院里升腾的炊烟，感觉真是到家了，
是那样激动，想起小时候抢热炕头，依
偎在母亲身边，让肠胃筋骨轻松舒展，
真是一盘土炕挨娘坐，多少心里话，多
少思乡曲，在热炕上有笑，有哭，有感
动。过去总是说：“爹亲娘亲，不如炕
头亲，”炕头就是热的。长大后，又觉
得爹亲娘亲好比炕头亲，炕头总是热
的。看着窗外雪花飘落，树木的树梢，
被老北风摁倒，再爬起来，然后又呼啸
着摁倒，便觉得，挨着老母亲，即使窗
外再大的风，再冷的天，都是好的，都
是美的，因为有娘的日子，温暖得不得
了，幸福得不得了。

一 缕 炊 烟 ，一 方 土
炕，便是一方天地，一种
情感，一个世界，它成就
了一个家庭，一方村落，
一个小镇，一个民族繁衍

与延续，一个老屋，一方土炕，睡过几
代人，睡过男人女人，睡过老人小孩，
也睡过名扬四方的教授，在家乡的土
炕上，著名作家张长弓写出了《边城风
雪》等几部长篇小说，写出过上了小学
语文课本的长诗《手拍胸膛想一想》，
诗人马达在土炕上写出了传遍四方的
诗歌《西沙窝今昔》。土炕上也睡过空
军飞行员，海军舰长，陆军师长，也睡
过那么多执政一方，造福百姓的官员，
天南地北的家乡人，有哪位没睡过家
乡热烘烘的土炕呢？这里容纳了太多
的激情与委屈，成长与艰辛。

如今，家乡小镇上楼房林立，平房
大多消失，尤其是我住了多年的河西
老房子，也在轰鸣的钩机声中都消失
了，再也见不到炊烟在河西升起，再也
没有在热炕上挨娘坐的镜头，炊烟与
土炕已成为历史，土炕上的岁月，土炕
上的情感，土炕上的思想，土炕上的文
化，还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

像光阴，像流水，像静静飘去的炊
烟。对于家乡经棚有着故乡情怀，这
就是乡愁，每当看到赤峰农村一些乡
村，房上飘起的炊烟，我常常就会想起
家乡，那些往事，在岁月的风里便倏忽
而至，那是一道多么难忘的风景。

袅
袅
炊
烟
思
故
乡

■
马
守
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