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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容聊斋

“老西藏精神”是我党我军优良传统与
西藏革命建设特殊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
支边援藏优秀干部孔繁森精神的体现，是
驻藏部队几代官兵同西藏各族人民一道前
仆后继、百折不挠、英勇奋斗凝结而成的宝
贵精神财富。这种精神，长期以来激励和
感召着一批又一批的驻藏干部、各方面的
仁人志士，为西藏的各项事业建设、为祖国
的繁荣昌盛攻坚克难、不懈奋斗。

我原籍保德县，1978年从农学院农田
水利系毕业，1979年进藏支援西藏边疆建
设，任职于仁布县农牧局，在技术员、工程
师、水电队长、局长岗位工作长达十年之
久。当时西藏基层部门设置少，农牧局包
含了农、林、牧、水、电、机等所有生产性的
行业。起初我主要从事农田水利工程建
设，常年在野外作业，风餐露宿，徒步行走，
骑马下乡，与藏族同胞一起住帐篷，喝酥油
茶，饮青稞酒，同吃同住，同甘共苦。我们
设计施工，竭尽所能，历经艰难，兴建了长
达45公里的友谊水渠和容量30万立方米
的江嘎水库。清澈甘甜的山泉水缓缓引入
了农田，流进了县城，实现了城乡居民生产
生活方便用水的百年之梦。在竣工剪彩仪
式上，藏族同胞献哈达，县领导紧握我的双
手，称赞我是仁布县的大功臣。

随着职务的变动，县里赋予我的职责
也更大了。要求组织农牧局各专业的科技
人员，对农、林、牧、水、电、机等各行业的生
产建设进行深入调研，为全县经济发展提
供决策依据。为了摸清农牧业的各种资
源，我和同事用脚步丈量过仁布县的山山
水水、田园草场；为了有效推广各项农业技
术，开展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我们长年累月
深入农牧区，奋战在田间地头，同农牧民群
众摸爬滚打在一起，进行田间实验、技术示
范。我们顶着烈日登高山，冒着严寒上牧
场，为牲畜防疫治病，进行畜种改良；我们
在兴修水利、农田基本建设、农牧区人工种
草、推广网围栏建设、林业生产苗木培育、
人工植树造林、农业机械化实验等方面，进
行技术指导。我们驻守在野外据点、雅鲁
江畔，观天象、测水情，积累水文资料。工
作生活条件极为简陋，靠牛粪取暖做饭，在
烛光下看书写作，甚至喝不上一口干净的
水，跨江过河就乘坐一个很危险的牛皮
筏。条件好一些的地方，爬个货车大箱，搭
个拖拉机，便也很知足了。通过一系列调
研、摸底、考察实践，为提高仁布县农业水
利化、农机电气化，种田、养畜科学化水平，
促进农牧业生产发展，农牧民脱贫致富，奉
献出个人的聪明才智，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88年，我的养父突患疾病，独自一人
生活无法自理，组织上调我返回原籍工
作。 而今，我已年逾古稀，回望过去，我始
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历经艰难，矢志不
渝。我用半生的经历，践行了党的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老西藏精神”。

◆王继光

难忘十年援藏岁月

“言不愿行”为汉语成语，意思
是言语和行为不相符合。《论语·子
路》中说：“言必信，行必果”。意思
是：说话一定要守信用，做事一定要
果断坚决，说到做到。“言必信，行必
果”不仅是一种道德准则，更是一种
积极的人生态度，故时至当今，在我
们的工作和生活中仍然具有重要的
指导意义。

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从古至今有许多一诺千金的故
事，体现的就是“言必信，行必果”。
但在现实生活中一些言行不一，甚
至是言不愿行、背信弃义的行为也
屡见不鲜。诸如一些因借贷违约、
背约的行为，登上了有关部门失信
人员黑名单，说明这些事例中的当
事人有的是主观上恶意逃避债务的

“老赖”，也有的是因为发生意外情

况，其自身实际经济状况不当导致还
款困难，这就是另一说了。还有在一
些民生问题上，有关人员常常是拍脑
袋、挺胸脯承诺，而往往话后就忘记
做了，言而无信，这样在群众中的威
信就会失去。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毛泽东
同志曾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
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讲认真
也是讲诚信，就如《论语·为政》载：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坚持诚
信为先，说到做到，这是对每一名党

员干部责任意识和使命担当的考
验。在现实中，尤其在一些关系民
生的问题上，实事求是，因地制宜，
切忌信口开河，更不能言不愿行、轻
诺寡信、失信于民。而应以诚信为
荣，将诚实守信的原则内化为忠诚
干净担当的行动，做到说了就办、定
了就干，咬定青山不放松，负责任、
守信誉。只有这样，才能根植于民、
情系于民、服务于民、取信于民，从
而赢得群众的信赖和支持，继往开
来，不断向前。

且说“言不愿行”
◆高峰毅

阳光，明媚起来了。洁白如棉
的朵朵白云，在湛蓝的天空中悠
闲地飘荡着，那放射出一缕缕万
丈光芒的金太阳，照耀着世间万
物，照映着山川、河流，露出了温
馨灿烂的笑意；风也勇毅地扛起
驱逐凛冽严寒的使命，带着一丝
丝暖意，轻轻吹拂着大地。

远处，绵延起伏的群山披上了
绿色的戎装，那断垣残壁的明长
城，犹如一条巨龙横卧在青绿色的
群山上，依旧不失气势磅礴的雄伟
壮观，辽阔的大地不再沉睡。

近处，冰封的河面已融化，潺
潺流水弯弯曲曲流向远方。河沿
边的浅水处，有一小群约葵花子大

的小草鱼和几对小虾在自由自在
地游玩，它们互不干扰，那淘气的
小草鱼时而钻进河沙里，时而藏
到鹅卵石间的缝隙里，时而浮到
水面冒个水泡，又极快地潜入水
底。河流两岸，一行行杨柳树枝
头上的鸟儿在叽叽喳喳地歌唱，
那细长枝干上冒出的一颗颗含苞
欲放的新芽苞，像是急不可待地
想要挣脱花蕾的束缚，融入这个
鸟语花香的美丽季节。就连小草
也在争春斗艳，悄悄从松软而枯
黄的草丛里钻出了嫩绿色的小脑
袋。还有几只勤快的小燕子在河
边的泥土上跳来跳去，用那尖尖
的小嘴啄泥选材，忙着垒窝。俗话

说：“人勤春来早，功到秋华实。”
你瞧，那田地里，随处可见村

民们忙碌的身影，有几个年轻人正
开着耕地机翻耕土地，随着车轮反
复翻滚前行，一排排泥土被翻耕而
出，一幅生机勃勃的春耕画卷徐徐
展开。还有几位老农将翻耕的土
地平整成畦成垄，那一畦畦一垄垄
的田地里，散发出青草的芬芳和浓
浓土地的气息，承载着丰收的希
望。“一年之计在于春”，奋斗者从
不辜负这无限春光。

春光里
◆董海平

围绕乒乓球的“饭圈文化”，早
有批评在前。还想赘言几句，聊聊
欣赏者的“脾气”。

岂止乒乓球一项，其实旁及其
他球类。不仅国内，看国外，那叫

“山外有山”。旅欧友人道，那里的
极端足球迷，颇有“铁杆护卫”心仪
球星之传统。发生分歧咋办？直接
干架。有一年欧洲杯期间，法国马
赛爆发球迷酗酒缠斗，噼里啪啦周
遭街巷一团糟，出动大量警力才摆
平。嗨，好想给大脾气“铁杆”老兄
进一言，何不脑筋急转弯，不兴拳头
兴笔头？斯斯文文坐下开个足球技
艺研讨会，将钟爱的球星特色甲乙
丙丁写成论文上网宣读，这不比打
得头破血流再蹲大狱要强上百倍？

由球迷忆及戏迷。这也是咱的
亲身感受。有一回观看跨省越剧

“青年汇演”，看到台下若干戏迷为
各自偏爱的流派演员倾情叫好，对
不喜好的流派则报以嘘声和倒彩，
倒是没有打架，但吵架吵得厉害，
以致“某派就是好”“某派好个啥”
的舌战，不时冒起，直延伸到散场
路上。这实在有失体统。一座剧
院，你我入得场来，外在该是衣饰
雅洁，内在须有雍容雅量。“萝卜青

菜，各有所爱”，欣赏趣味各不同，
此事古难全。一定要斗个明白，让
你的趣味投降我的趣味，那真叫一
个犯傻。

最可笑的是连学术殿堂也未免
其俗。今夕何夕，信息充溢，文化普
及，“学在民间”由憧憬化为现实。
从前讨论《兰亭序》真伪之类课题，
是属于郭沫若、高二适等专业学者
的事；现在网络发达，键盘敲敲，鼠
标飘飘，就见不少人在网络上讨论
起某代书法家孰优孰次，某部古籍
主旨渊源所自……“何时一樽酒，重
与细论文”，我想线上线下，讨论规
则依然是，各方从容论道，共觅真
知，而非志在压服，相互起哄。

曾闻一对好友，就为了宋词豪
放派究竟谁居第一而产生“学术疙
瘩”，一位挺辛弃疾，一位尊苏轼，两
人竟一度见面爱搭不理。这又何苦
来着？自由发声，平等探讨，是多好

的欣赏研究环境？要欢迎不同声音
充分而文明的磋商、互补，方合乎辩
证法——承认个人认知的局限性，
正视差异化，不容绝对化。岂可盲
目自信到“我的意见总是对”，只许
我发声，不许你发言，要发言也须附
和我之声。这就忘了“百家争鸣”还
需提倡和坚持呢。

作为一种品格素养，在公共场
合和空间，公众容忍差异意见的心
态不可或缺，这也是自由讨论的伦
理基础。有己无人，不懂容忍，缺失
雅量，动辄吵架翻脸，从而人人见之
挠头、敬谢不敏，自由讨论环境安在
哉？行使自由的权利有边界，边界
即他人的自由和权利。

末了，凑出几句“打油诗”，以作
共勉，如何——

观球看戏论词章，各唱各调需
雅量。争鸣勿要伤友谊，包容差异
绽芬芳。

欣赏者，勿缺失了“雅量”
◆司徒伟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