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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一语

身边模范更可敬可信可学

□ 市直 一言

近日，我市举行了第六届道德模范
颁奖典礼，对“助人为乐模范”“见义勇
为模范”“诚实守信模范”“敬业奉献模
范”“孝老爱亲模范” 五个类别的道德
模范和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进行了
表彰。 这些鲜活的典型，与普通人一样
工作生活，但平凡中却彰显崇高。

今年 82 岁的任启年是一名退休干
部 ，退休后 ，他牵头设立 “梧桐乡崇学
向善奖励基金”，用乡贤力量助力人才
培养 ，7 年来该基金已发放 “崇学奖 ”
31.64 万元 ，“向善奖 ”9.55 万元。 浙江
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检验员吴立
新，长达十多年无偿献血，截至目前已
献血 132 次 ， 累计献血量 10.32 万毫
升， 相当于 26 位献血者全身的血液总
量。 青田县舒桥乡王岙村村民王金凤，
面对患重病不能自理的母亲和丈夫不
离不弃，20 多年如一日，每天为他们喂
饭、擦身、端屎端尿……自己累病了咬
牙坚持， 以一颗金子般的心默默地支
撑起这个家。 道德模范用静水深流的
精神力量， 告诉我们一个浅显易懂的
道理： 真实鲜活的身边典型更令人信
服，也更值得学习。

道德模范也是普通人，这次表彰的
道德模范最耀眼的闪光点， 就是用真
实的故事诠释美德，不加粉饰与雕琢，
平实中蕴含着感动人心的力量 ， 有温

度、有质感、有味道，让人们感到他们的人
生故事好看好听好学，形成了走心入脑的
强大势场。

道德模范之所以教育人，是因为他们
高举精神之旗、答好时代之问 、回应现实
之需 。 虽然他们年龄 、职业 、经历各不相
同， 但他们对于道德的追求却是相同的，
对善念的坚守也是一致的，他们的精神契
合时代主题，响应社会呼唤，形成了“曲高
和众”的良好效应。

个体的“1”很渺小，但无数个“1”的串
联却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化学反应”，迸发
出惊人的力量。 在推动文明向前走的旅程
中，我们不能满足于当看客，你 、我 、他共
同努力才能让这段旅途越走越顺。 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什么惊天之举，从
身边的小事小节做起，用细小的举动释放
无尽的善意 、表达应有的尊重 、传递动人
的力量 ，文明的 “盆景 ”将会连成“风景 ”，
呈现一片大好“风光”。

生涯注重规划 乐见孩子成长

□ 缙云 施星

日前，笔者旁听了一堂“生涯规划”
讲座， 老师系统地阐述了什么是生涯
规划、为什么要做生涯规划、怎样做生
涯规划。 听完讲座，深受启发。

启发一 ， 多借鉴些人家的成功经
验。 生涯规划是对自己一生具体的规
划，可以取人之长而补己之短。 “三人
行则必有我师”，身边有无数成功的人
士， 在人家的生涯规划中可以看见自
己的长处和短处。 我们不必生搬硬套，
但绝对可以模仿学习， 作自己的楷模
表率。

启发二，认识自我，树立信心。 正如李
宁擅长体操 ，而姚明擅长篮球 ，我们不必
要求全能 ， 但最好能选择适合自己的行
业，并为之艰苦奋斗。 马云有句名言：“一
个人要成功，首先要想好自己到底想干什
么，能干什么。 ”

启发三，成功没捷径，唯有靠努力。 学
习不能投机取巧，临时抱佛脚、匆忙应付、
不求甚解都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 马云就
经历过三次高考 ，前两次失败 ，最后才考
上杭州师范学院。 有了生涯规划，不去努
力实践，有了也白有。

只有正确认识自己 ， 树立理想和目
标 ，全力以赴奋斗打拼 ，成功路上才有更
多的同行者。 梦想总是要有的，万一它就
实现了呢？ 对于家长来说，要给予孩子自
由的空间 ， 让孩子去设定自己的生涯目
标，我们给孩子的最好礼物就是陪伴。

刚毕业女大学生求职遭遇性骚扰

初入职场，保持辨别能力

刚从丽水学院毕业的女生小胡想找一份文员工作，
在一个网络招聘平台提交了个人信息及求职意向后，有
一男子添加小胡微信，起初联系她去面试，随后便发起语
言性骚扰，内容不堪入目。 目前，小胡及男友小王已向警
方报案。 （据本报 7 月 16 日 6 版）

人生路虽长，但几个节点上的选择具有重要意义。刚
毕业的第一份工作，对今后的职业生涯有着深远的影响。
假如小胡真的被不法分子得逞， 对其造成的心理阴影将
许久难以抹去。即使是没有上当，也对小胡的心理造成了
干扰， 使其会相当谨慎地面对下一份求职， 从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一个应届毕业生拥抱社会的积极向上的心态。
因此希望警方能够及时抓住这个变态， 对其作出应有的
惩戒，防止他再去骚扰其他人。 当然，这个案例对初入职
场的年轻人也起到了警示作用， 不要因为求职心切而丧
失起码的辨别能力。

与老伴争吵，75 岁留守老人放火烧家

对老年人多付出关爱

75 岁的青田老人徐某因家庭琐事与老伴发生激烈
争吵，女儿闻讯赶来将母亲接走。徐某心情跌落谷底产生
自杀念头，在家中点火，所幸火势不大，被邻居及时发现
并扑灭。 青田县检察院受理案件后，多方了解情况、征求
意见后，决定网开一面，不批准逮捕。 （据本报 7 月 17 日
5 版）

为什么针对老年人的骗局会层出不穷， 就是因为骗
子抓住了老年人缺乏关爱这个命门。 只要对老年人生活
和身体上给予适当的关心， 把孤独的老年人组织起来一
起参加活动，骗子们就轻松赢得老年人的信任了。所以对
于老年人，子女们首先要改善的就是多付出关爱；其次对
于父母就要像对待小孩一样，不能有丝毫偏心；最后解决
争吵问题不能简单就事论事。在父母争吵后，接走母亲而
将父亲孤立，这无异于一次家庭冷暴力。 75 岁的老人有
个老伴拌拌嘴可能还有些存在感， 被子女和老伴孤立就
会胡思乱想觉得生无可恋了。吵架本身可能会有个对错，
但发生争吵的本质可能是多个事情积累的宣泄。 所以情
感问题不是数学问题，可以计算对错的。

看到女儿债清，67 岁父亲安然离世

必须坚守的信用

67 岁的丽水人老叶躺在病房里，他的生命即将走到
尽头，但执意要等法院给他送一份裁定书。老叶的女儿叶
女士 8 年前和丈夫向蔡某借了 20 万元，到期未还，被告
上法庭， 而此时叶女士已经离婚， 前夫逃之夭夭。 多年
来，老叶一直鼓励女儿省吃俭用还款，临终前也留着这份
执念。最终叶女士在姑姑的帮助下偿还全部欠款，老叶看
到裁定书后安然离世。 （据本报 7 月 19 日 3 版）

老人的临终遗愿看得我热泪盈眶， 真心为老人的执
意坚守感动。这是一份生来倔强，走也要走得没有牵挂和
亏欠。 20 万可能在有钱人看来并不是什么大数字，但对
于一个普通工薪家庭来说， 要在保障日常开销之外拿出
这 20 万实在有些为难，何况叶女士还有个离婚逃债的前
夫，只能靠她一个人的微博收入还债。相信叶女士也会坚
守老父亲的这份倔强，最终会把欠姑姑的债也还清的。这
份信用，是我们遭遇再大的挫折也必须要坚守的，这是做
人的本分。希望各类平台也将此类事件纳入征信范围，调
高当事人的信用等级，与一些生活中的老赖拉大差距。

核心观点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什么惊天之举， 从身
边的小事小节做起，你、我、他共同努力，让推动文明向前
走的旅程越走越顺。

核心观点

给予孩子自由的空间，让孩子去设定生涯目标，正确
认识自己，树立理想和目标，全力以赴奋斗打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