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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是
对封建朝代官吏贪财的生动写照。历
史上的贪官虽比比皆是，但廉吏也不
乏其人，徐勉就是其中的一个。

徐勉（466 年－535 年），字修仁，
东海郡郯县（今山东省郯城县）人，是
南北朝时期南梁著名的政治家、文学
家。历任吏部尚书、左卫将军等要职，
可谓位高权重。徐勉虽身居要职，可
从不以权谋私，史书上说他“虽居显
位，不营产业，家无蓄积，俸禄分赡亲
族之穷乏者”。看到他家一贫如洗，有
朋友劝他为子孙后代着想，经营些家
产，而徐勉则说：“人遗子孙以财，我遗
之以清白。子孙才也，则自致辎軿（辎
和軿都是古代的车名，意指家产）；如
其不才，终为他有。”后世的林则徐也
说过类似的话。他们不仅称得上廉
吏，也算得上是明白人。

不仅如此，徐勉还谆谆告诫儿子，
要继承清白的家风，勿积累家财以免

招祸端。在《戒子菘书》中，他这样写
道：“吾家世清廉，故常居贫素，至于产
业之事，所未尝言，非直不经营而已。
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禄，可谓
备之。每念叨窃若斯，岂由才致?仰藉
先代风范及以福庆，故臻此耳。古人
所谓以清白遗子孙，不亦厚乎?”意思
是说，我家世代清白廉洁，所以日常生
活总是节俭朴素。至于积蓄家财、置
办产业的事不但不干，连谈也没有谈
过。我个人能力低微，能够达到今天
这样状况，担任了要职，享受着优厚待
遇，可以说该有的都有了。我有今天
的福报，仰仗的正是先辈遗传下来的
清白风范。古人说，要把清清白白的
官风家风遗传给下一代，这才是最重
要的！他还引古人之言，“夫孝者善继
古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语重心长地
告诫儿子徐菘“今且望汝全吾此志，则
无所恨矣。”徐家世代为官，其祖父徐
长宗，为宋高祖刘裕霸府行参军，其父

亲徐融，曾任南昌相，皆以清廉著称。
徐勉不想让儿孙辱没了祖上世代遗传
的良好家风。

在徐勉看来，“遗子黄金满籯，不
如一经”。南朝实行封建门阀制度，
可谓“正品为寒门，下品无士族”。在
这样的社会环境里，徐勉能视钱财如
粪土，教子以清，规子以正，实属难
得。古往今来，很多父母挖空心计，不
择手段地为子女聚敛财富，有的鞠躬
尽瘁，有的身败名裂，不仅害了自己，
也害了子孙，让他们养成骄奢淫逸、不
思进取的不良习气。徐勉正是清醒地
意识到了这一点，才要把清白的家风
留给后人，把光辉的人格风范传给子
女。

然而，现实中总有一些父母执迷
不悟，只知敛财，不知教子，有的甚至
不惜以身试法，不仅自己滑入犯罪的
深渊，也败坏了一门家风。作为父母，
究竟该给子孙留些什么，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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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贫困户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和你在一起

一天早上，我拿起了美国作家海伦·凯勒写的一本《假如给我三天光
明》。这本书是一本自传体小说，主要写了海伦·凯勒原来是一位健康活泼
的小女孩。在她19个月大时，因一场疾病，导致失明、失聪和失语了，从那
以后，一位健康活泼的小女孩就变成了一个暴躁、任性和孤独的小女孩。

直到七岁，她在充满爱心与耐心的 等待下，在只有20岁的莎莉文老师
费尽心思的引导下，她走出了黑暗与孤寂感受到了语言的神秘，领悟出了
知识的神奇。从此，海伦·凯勒求知若渴，凭着自己惊人的毅力，在莎莉文
老师的教育和帮助下，以优等的成绩完成了哈佛大学四年的学习，成为人
类历史上第一位获得文学学士的盲聋人。

海伦·凯勒虽然身患残疾，但她的品性、人格却是美好的；虽然面对种
种在他人看来难以克服的困难，她以微笑面对厄运，以顽强的毅力克服困
难，以杰出的成就证明一个残疾人的生命价值。像海伦这样身残志坚，作
出了一个健全的人所没有的巨大成就，这样的例子在我们生活中还有很
多。从他们身上，我们悟出了生命的真谛：奉献、创造和奋斗。

莎莉文的性格和蔼可亲，有责任心、善良，她不嫌弃身体有缺陷的小孩
子，她也很宽容，她容忍海伦·凯勒对她发的脾气。

读完这本书使我久久不能忘记。
记得那是在一个下雨天，我没有带伞，孤独的走在路上，一阵冷风打在

了我的身上，我向身后的那所学校瞅了一眼，看见了一位老爷爷将自己的
雨伞给了孩子，自己却淋着雨；一位大妈把自己的雨衣和雨伞都给了孩子，
自己却淋着雨。我走着走着，一位阿姨过来了，她的手里拿着一把伞，另一
只手里举着一把伞，她把手里的那把伞给了我，说:“给你吧！小姑娘，别冻
着。”这是一次长辈给予晚辈的爱心接力，似乎有某种巧合，却是真实的存
在。因为在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叔叔姑姑、姨姨舅舅面前，我们无一例外
的被众星捧月，成为时代的宠儿。我在想，小孩子也要做爱的接力者。
一个小小的举动，可能是一句温暖的话语，可能是一阵清凉，可能一声问
候，可能一句承诺，或许我们不需要做到撕心裂肺惊天动地，只要把心里最
初的感动表达出来。爱即使它很委婉，但抒发的感情却总是能直接渗进心
里。

爱，无处不在！

爱，无处不在
■经棚镇中心完全小学 六年级四班高蕊 指导教师 程秀丽

西拉沐沦河南岸，苇塘河顺流而
下，沿着河道，五台山村就坐落在这
里。转眼间，我作为一名乡编村用人
员已经在这里驻村5月有余，从春寒料
峭到夏暑秋岚，青春伴着每一天的乡
村生活与这片土地一起收获成长。

惟行惟勤，在这片沃土上唱响逐
梦欢歌

殷殷嘱托，言犹在耳；谆谆教诲，
重若千钧。到土城子镇五台山村报到
的第一天，土城子镇镇党委副书记与
乡编村用人员座谈：“农村是磨炼你们
坚守初心的地方，更是让你们大展宏
图的舞台，老百姓需要你们，乡村建设
也需要你们。”这一席话让我渐渐忽略
了环境的艰苦，找到了未来前行的方
向。我到岗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脱贫攻
坚全面摸底排查工作，村“两委”及驻
村工作队根据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
务的工作方法，将五台山村 9 个村民
组，63户建档立卡贫困户，1户边缘户
分配到每个人负责，并连夜将建档立
卡贫困户的基础信息进行了系统录
入。在这次入户排查工作中，我总结

了两个驻村工作要点：一是要自己熟
悉扶贫相关政策，做好随时为村民宣
传解释的准备，什么是“两不愁三保
障”什么是“五个一批”“六个精准”，将
这些扶贫知识政策烂熟于心，才能保
证村民能听得明、信得过；二是熟悉村
情民意，做好入户调查的排头兵，掌握
好贫困户基本情况，我发现无论是第
一书记还是村“两委”，只要念出户主
的名字，他们就知道这是哪个村民组，
家庭成员的详细信息，工作不断向前
推进，我也渐渐熟悉这些基本情况。
事前学习和事后总结似乎已经成为我
的一种习惯，在“否定之否定”过程中，
我的工作能力也在曲折中逐渐取得进
步。

脚踏泥土，带领村民创造幸福美
好生活

五台山村主要经济作物是玉米和
谷子，种植业收入一直维持在较低的
水平。今年春天，我和驻村工作队创
新思路，到翁牛特旗格日僧苏木布日
敦嘎查实地考察后，决定在五台山村
选育一亩水稻试验田。从选址、育苗

到插秧，种水稻的每一个环节自己积
极参与，穿上水靴与村民和驻村工作
队一起下田干活，虽然一身泥巴，却十
分珍惜这种与村民们在一起挥洒汗水
的机会。如果将撂荒地种植水稻，不
但能增加经济增长模式，还能在一定
程度上提高村民的生活质量。无论是
带领村民脱贫致富奔小康，还是环保
健康产业升级，这片试验田都承载着
大家沉甸甸的期望和脱贫致富的初
心。如今的稻苗已经陆续开始吐穗，
相信不久这片水稻试验田是一副籽粒
饱满的景象。作为一名年轻的乡编村
用干部在丰收的稻田里将看到自己播
种的希望。

建设乡村，让奋斗的青春见证村
美人和村美人和不但体现在改善村居
环境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提振“精气
神”。当我得知旗乌兰牧骑是五台山
村的帮扶单位时，马上与第一书记沟
通，希望可以在入户帮扶时开展一次

“草原红色文艺轻骑兵”下基层慰问演
出活动，打通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
在她的积极协调下，5月12日，乌兰牧

骑在五台山村开展了主题为“致敬英
雄，建设家园”的文艺演出活动。演职
人员们为村民献上了舞蹈和歌曲，还
来到贫困户家中，与他们唠家常、话发
展，共同描述未来的美好生活，村民们
对这样的娱乐活动非常满意。农闲时
节，我还组织开展了五台山村“文明家
庭”的评选活动，组建农民秧歌队、广
场舞队，制定了独特的村规民约：“五
台山村最美的约定”，让文明家风吹进
家家户户，让五台山村真正实现乡风
文明心灵美、家庭和谐生活美。

年轻干部的青春热情需要绽放，
由此形成的经验需要总结，只有这样，
才能让青年人把朝气、锐气、才气渗透
到乡村的治理和服务中，使他们成为
乡村建设与创新的生力军。我作为乡
编村用基层锻炼者中的一员，用心耕
耘青春，坚守初心使命，牢记“人民至
上”的理念，让青春在党和人民最需要
的地方激情绽放。

我身边脱贫的故事

乡野守初心 青春勇耕耘
■刘天漪

母亲有一对儿梳妆匣子，外面是
红漆底色，每只匣子的正面画着两朵
莲花，莲花呈对称状，一朵略粉，一朵
呈白色，画工虽不精致，但这是母亲19
岁结婚时最珍贵的嫁妆了。据说，母
亲和父亲结婚时，嫁衣都是借邻家新
媳妇的，结婚典礼后马上纸包纸裹地
还给人家，千恩万谢自不必细说。父
亲根本没有婚衣，只穿了旧衣服拜堂
成亲。

母亲出嫁时没有像样的陪嫁，虽
然她是家中的老嘎达，但姥姥是单亲
母亲，又拉扯三个孩子，那个年代，一
个农村女性能守着孩子过日子且把孩
子拉扯成人就相当不容易了，根本没
有任何积蓄给出嫁的姑娘买嫁妆。

这对梳妆匣子是姥姥千辛万苦
“换工”赚来的，红漆匣子原本没有图
案，姥姥又攒了老母鸡蛋，把自己心爱
的棉袄面卖了，打了一斤烧酒，请来画
匠好吃好喝伺候着在匣子正面画上了
莲花。匣子上的莲花图虽不是出淤泥

而不染，但却成了我们小时候大姐制
止我们哭闹的最好的儿童画报:花骨朵
开啦，快去摘下来!快看，莲花变颜色
啦!吆?快看，花上怎么还有蜻蜓……

这对儿梳妆匣子母亲宝贝似的爱
护着，也舍不得使用，平时既不放化妆
品，也不盛洗漱用具。其实那时候哪
有化妆品和洗漱用品，这些词儿，母亲
连听都没听过，更别说用了。只有一
个绿盖儿白瓶身的大肚子雪花膏瓶放
在匣子上，匣子是红的，瓶是白的，盖
儿是绿的，这一组合放在红糖柜上特
别惹眼，成为柜上特殊的装饰品，但这
一系列组合大多时候都是空的。

只有遇到好年景，父亲去供销社
买东西时，提前拿上空瓶顺便给母亲
打一两散雪花膏，这时候母亲会把这
瓶放进匣子里，一来让雪花膏的余香
散到匣子里，二来防止小孩子祸害(偷
抹偷擦)她的雪花膏。母亲也不经常
擦，只有出远门儿或者去远处听大戏
才擦一点点。这时，我们就跑到母亲

身边让母亲蹲下来，不停地亲母亲的
脸，母亲总是笑着不揭穿我们，任孩子
们的唇印挂满额头和两腮。

随着日子越来越好，母亲的梳妆
匣子里又多了一样东西，那就是洋胰
子(香皂)，直到那块洋胰子的味道基本
跑没了，一家人才舍得使用。再后来，
为了让洋胰子发挥更大效用，母亲和
大姐会把过年杀猪时猪油里被称作猪
胰子的油摘出来，用刀把洋胰子和猪
油剁碎，再放食用碱、洗衣粉搅拌均
匀，模仿洋胰子的形状，或制成小方块
儿或弄成圆形，为了美观，我们在胰子
上歪歪扭扭地刻上字或划个图案，晾
干后，农家自制的猪胰子就做成了。
还真别说，用猪胰子洗手、洗脸既干净
又滋润，从来没有因为使用猪胰子而
使手、脸皴裂。这时候，母亲的梳妆匣
子里就又多了几块猪胰子，如果亲戚
或好姐妹没有胰子使用，母亲会送给
她们一块儿，猪胰子养手又耐用，所以
那时候家家户户都能见到自制的猪胰

子。
我上初中时，母亲的梳妆匣子基

本改变了用途，一只匣子里放户口本、
粱本、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房产证，还
有父亲用于记录每块地的庄稼个子数
的记事本以及一本毛主席语录，另一
只匣子里就放些母亲的针线用具，比
如:纳鞋底儿的锥子、顶针儿、骨头拨
锤、针线包等。只要拿出这些本本和
用具，都有雪花膏或者猪胰子的残留
香味儿。

“家有二匣，工虽不佳，已历数十
载，然彩色未甚败。”如今，母亲的梳妆
匣子已经光荣“退役”，它已伴随母亲
度过了63个春秋，我把它们珍藏了起
来，毕竟它们是母亲由贫寒生活向美
好生活过渡的最好见证，也是我记忆
深处最为亲切的老物件儿。

母 亲 的 梳 妆 匣 子
■涟漪

“从没想过日子还能好起来，也从未想过政府会给予我们如此大的帮扶，只
要自己不倒，日子就一定能好起来”。芝瑞镇党委书记白景文遍访贫困户时，富
盛永村贫困户吴云发紧紧握着白书记的手感慨的说。

吴云发，是芝瑞镇富盛永村东窑组的村民，今年61岁，是肢体、语言双重的
二级残疾，一直在河北等地务工支撑着生活，2018年其妻子张宗芬，又患上了直
肠癌，使本就拮据的家庭雪上加霜。

2019年初，夫妇俩商量：“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土窝，在哪儿也不如回家好。”
他们打包行囊，踏上返乡之路。回村的第二天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的同志就
来到他家，帮他们收拾屋子、置办家具、购买粮食和生活用品，原本杂乱无章的院
落又升起了袅袅炊烟。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的同志详细了解吴云发家的情
况，经研究按照建档立卡识别程序，把他纳入到建档立卡贫困户中，同时又为他
申请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此外，考虑到吴云发夫妇没有劳动能力，镇扶贫办又
为他们落实了旅游资产收益金项目960元做为生活补助，生活有了着落。

2020年，对生活重新燃起希望的吴云发看着老伴儿的病情有了好转，他觉得
自己身体也还可以能干点儿力所能及的活儿，于是主动找到村书记说：“我不能
总是让政府给我们补贴，我和老伴儿还能动，帮我们贷款养几只羊吧。”

根据吴云发的自身条件和要求，芝瑞镇党委政府多次协调金融机构为其办
理了“小额信贷”业务，申请全额贴息贷款1万元，帮助他们购买了5只基础母羊，
吴云发夫妇每天铡草、喂料、饮水、锄粪……虽然他们的步履蹒跚、行动不变，但
是每天都忙的不亦乐乎。现在这几只羊已产羔9只，预计今年能增收7000元以
上，实现自助增收、脱贫致富。

现在，张宗芬的身体也渐渐好起来，她每天拿着自己簪的花，跳跳自己编排
的广场舞，村里谁家办喜事她都组织姐妹们去演出，她说：“心态好了，身体就好
了，现在国家政策这么好，我得好好活着”。

夕阳西下，吴云发夫妇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
容，我们不由得感慨：只有他们对脱贫有信心，有
想法，内心充满干劲儿，才能撑起家庭的致富梦。

靠勤劳撑起残疾家庭的致富梦
■王岩

“刚才在录像的时候，我多年的心
里话，想说的都说了，谢谢你们，我的
心事也了了，没有一丝遗憾”，董先生
乐呵呵的说道。他在克什克腾旗公证
处的帮助下，通过“互联网+公证”的模
式，服解决了困扰已久的难题。

故事还得从头说起，当事人董先
生通过网络咨询表达了自己的意愿，
称其想办理遗嘱公证。公证员王栋对
当事人董先生进行了询问，通过询问
了解到：董先生的实际情况，公证员王
栋提出，当事人董先生的情况应该可
以符合法律援助的条件，告知了当事
人董先生可以向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
律援助，则公证处可免费为其办理所
申请的公证事项，并且因当事人行动
不便，公证处可以上门办理。

变线下咨询为“线上”咨询，是旗
司法行政系统主动适应新时代要求，
结合当地实际特点，向信息化要警力、
向大数据要战斗力，为群众精准提供
更优质法律服务产品的一个缩影。疫
情期间，旗司法局不断拓宽公共法律

服务思路，大胆创新新模式、采取新手
段，从“线上”“线下”等多个维度全面
提升基层公共法律服务能力和水平，
推动了公共法律服务与“互联网+”的
深度融合，引导“互联网+”法律服务的
触角向基层阵地延伸，更好地满足了
基层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法律服务需
求。

近年来，旗司法局全面推进公共
法律服务实体平台、网络平台、12348
热线平台建设，着力推行“互联网+公
共法律服务”，完善集热线、网站、微
博、微信为一体的“广东法律服务网”，
全面优化了覆盖城乡的半小时公共法
律服务圈，群众线上线下获取公共法
律服务均更加方便。

法治宣传智能化的推进，已经将
公共法律服务融入“指尖”。近年来，
克旗司法局陆续主导开设了“克旗掌
上12348”信公众号，占据抖音号、头条
号等舆论阵地，全旗大部分司法所均
建立普法微信平台，实现法治宣传从
纸面、桌面、摊前，走向网络，通过“指

尖”将公共法律服务送到群众心中、手
上。

2020 年，旗司法局还着力打造司
法行政系统微信品牌普法矩阵，通过
微信平台推送中山市法治宣传工作新
经验、好做法，针对社会热点、工作实
例进行法律解读，普及涉及民生的法
律知识，官方微信发布普法信息200多
条，阅读总量超5万次。以“指尖”法律
服务平台建设为起点，充分发挥“互联
网+”作用，不断创新公共法律服务方
式，克旗司法局致力于全面提升服务
智慧化，不断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对
法律服务的需求。

融入“指尖”的公共法律服务体
系，也正在与日益完善的立体化公共
法律服务实体平台形成互补。

近年来，我旗不断加强旗、乡镇
（苏木）、村（嘎查）三级公共法律服务
实体平台规范化建设，旗司法局着力
推动公共法律服务资源向基层倾斜，
在16个苏木乡镇司法所设置公共法律
服务平台，依托公安、检察院、法院等

部门建立了18个专业性法律援助工作
站，还在基层嘎查、村（居）委会设立了
134个法律援助联络点，实现全旗公共
法律服务实体平台建设全覆盖。整合
集成公共法律服务职能要素，设立法
律咨询、法律援助、人民调解、法治宣
传等综合法律服务窗口，实行信息共
享，服务联动，为群众提供“窗口化”

“一站式”便民法律服务。2020 年以
来，克旗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共处
理人民调解矛盾纠纷160余件、接待各
类法律咨询约300余人次、办理各类法
律援助200余件。

“线上+线下”的深度融合理念，推
动了“点对点”“一对一”公共法律服务
的升级，将司法行政政策宣传及各项
业务服务更直接地送达群众家门口，
多渠道满足基层群众的法律服务需
求，打通了公共法律服务“最后一公
里”。

融入“指尖”的公共法律服务
■特约记者牛颖倩

今年47岁的尚学艳是新开地乡政府一名普通女干部，工
作一向积极主动，不怕苦和累的她，在脱贫攻坚战中，更是冲锋
在前，想方设法帮助高地村三连河组因残致贫户王振宇一家走
出了贫困，被干部群众誉为帮困助残的半边天。

王振宇十多年前，在外地煤矿打工，因意外受伤致使高位
截瘫，失去劳动能力。一家四口，两个女儿念书，靠妻子郭艳春
一人种地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日子过得捉襟见肘，成了村里的
低保户。精准扶贫工作中，王振宇家不仅被乡村识别为建档立
卡贫困户，还成为尚学艳的包扶对象。她自包扶王振宇家以
来，工作之余及节假日都到他家看望，了解生产生活情况，给钱
或送去米面油、衣物等生活用品进行资助，千方百计进行帮助，
力争早日脱贫。

2018年春季开学前，她在乡计生协为王振宇的二女儿张新
淼争取到500元助学金，亲自送到家中，并叮嘱她安心上学，将
来做个有用的人。不仅如此，她还动员王振宇妻子郭艳春参加
旗就业局在乡里举办的手工编织培训班。郭艳春通过学习，不
但自己学会了编拖鞋，且教会了王振宇。编出拖鞋后，由于他
们居住的地方偏僻，产品销售又出现困难，造成滞销。尚学艳
找到在市邮政部门上班的丈夫帮忙，以每双30元的价格，一次
销了40双，实现收入1200元。她还倡议乡直机关干部们购买，
此举，一下子把他家积压的200余双拖鞋全部售出。仅此一项，
王振宇一家人均增收近2000元，实现了脱贫。今年春耕前，她
又自掏腰包买了两袋化肥，送到王振宇家中，帮助解决了他家
春耕困难。今年5月，王振宇在旗里念高中的二女儿张新淼患
上了甲亢病，吃药治疗花费较大。尚学艳得知后，买东西给钱
到家去看望，把王振宇夫妇感动的不知说什么好。今年7月，
王振宇的大女儿幼师毕业，尚学艳不仅四处帮她联系工作单
位，还鼓励她坚持复习，准备考取事业编。

尚学艳虽是一名女性，一家三口，儿子读高中，她和丈夫工
资都不高，日子也不宽裕，但在脱贫攻坚战中，她巾帼不让须
眉，敢打敢冲，勇当排头兵，发挥了半边天作用，让王振宇一家
如期实现了脱贫，无不让人竖起大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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