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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桑榆·大作

阅读提示

《丽水日报》新年献词《看见心中的山水，走进向往的远方》，此文语言优
美，情感动人，散文诗般的致辞，回顾了我市人民群众奋力开辟“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新境界，写出了干群创建美丽大花园，大干巧干的情景，展望
了在新的一年深化改革，丽水更加富裕、更加美丽的场情。

情真意切妙文感动老年人

巧称黄金
有个皇帝派出 10 名使臣到

各地征收黄金， 限 10 天之内每
人征收 1000 两。

10 天后 ，10 名使臣都如期
回朝交差了。黄金都是按皇帝的
旨意装箱的：每个使臣交 10 箱，
每箱 100 两，1 两 1 块。 这时，皇
帝忽然收到一封密信，说有一位
使臣在每块黄金上都割去 1 钱，
但肉眼看不出来。皇帝吩咐内侍
取来一杆 10 斤的盘秤， 然后对
满朝文武官员说：“谁能 1 次称
出是哪个使臣的黄金不足，定有
重赏。 ”说罢命令那 10 名使臣各
自站在自己交出的 10 箱黄金
前。

满朝文武面面相觑，只称 1
次就要称出少 1 钱的黄金，这的
确是个难题。但有个大臣想了一
个办法， 居然解决了这个难题。
他是怎么做到的？

� � � �人性最大的恶， 是消耗别人
的善良。

（彭万贤）

有些事拿起来重若千斤，放
下去轻如鸿毛， 拿不起就要学会
放下。

（胡孟姣）

要财自己挣，要儿自己生，自
力更生才是王道。

（邓秀平）

征集：俗话说，“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推出 “老人言”专
栏， 专供老年朋友分享自己的一
句话感悟。 投稿可发送至电子邮
箱 ：627045246@qq.com 或邮寄：
丽水市中山街北 126 号（丽水日
报报业传媒集团 704 室）

� � � �元月 2 日， 我在手机朋
友圈中，看到晚报“桑榆情”
编辑刘英龄推荐的， 丽水日
报记者刘淑芳写的《丽水日
报》新年献词《看见心中的山
水，走进向往的远方》。

我想， 资深编辑推荐的
文章，定会有份量，有看头，
于是认真地拜读了。 一节节
的文字映入眼帘， 一段段充
满激情的描绘走进我的心，
我被感动了。 这是一篇思想
内容丰富， 文笔优美的抒情
散文诗呵！

面对少见的妙文， 我想
把它推荐给老年朋友， 分享
好文章的情趣。

元月 3 日上午， 我去社
区老年活动室看书读报，看
到我熟悉的退休中学教师老
吴正戴着老花眼镜看报。 他
一看到我，就招呼我：“老吴，
你来看， 这篇文章写得真感

人！ ”他把报夹上的《丽水日
报》递给我。 原来也是日报记
者刘淑芳写的《看见心中的
山水，走进向往的远方》。

老吴离开时， 还掏出手
机，“咔嚓” 一声拍下这篇献
词， 他说要把它推荐给家人
和老朋友看。 可见此文的感
染力和影响力不小。

思想内容丰富， 文笔流
畅， 语言优美的文章谁不爱
读！ 这篇献词生动感人，催人
奋进。

献词回顾了我市人民群
众奋力开辟“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新境界，写出了
干群创建美丽大花园， 大干
巧干的情景， 展望了在新的
一年深化改革， 丽水更加富
裕、更加美丽的场情。

这篇献词语言优美，措
词的韵味之浓，感人肺腑，例
如写一年中的新气象， 就像

“睛朗的日子里， 只要你肯抬
头，白天就能沐浴暖阳，晚上
就能看见星光”， 其比喻的贴
切， 前景的光明， 如诗似画。
献词以“请大声告诉自己，困
难的时候，加油，毕竟在时光
的脚步里，从来没有过不去的
坎”， 鼓励人们去克服前进中
的困难。 这些鼓励的言辞，给
人们增添前进的力量。 总之，
这致辞，避开“语言硬邦邦”的
说教，把道理娓娓道来，将希
望恳切提出来，把美好的未来
如诗画一般展现出来，其感染
力和说服力都很强。 我们深
信，这献词，将会鼓舞丽水人
民在大建设大发展中迈开大
步伐。

老年人普遍爱读书看报，
爱看有真情实感的文章。愿报
社推送更多语言优美内容情
真意切的妙文。

(市区 吴昭立 81 岁)

保持自己的水准
� � � �有一位教授， 带着儿子
在水果摊上挑选水果时，小
贩很不耐烦地说：“你到底买
不买？ ”教授礼貌地回道：“要
买。 要买。 ”小贩又不以为然
地说：“这可很贵， 你买得起
吗？ ”教授依旧礼貌地回答：

“买得起，买得起。 ”并把钱递
给小贩。

回家路上， 儿子一路沉
默， 快到家时， 他实在忍不
住， 便问道：“爸爸， 您是教
授，是学者，在我心目中是偶
像，是令我景仰的人，为什么

今天却让小贩如此吆喝？难道
您一点也不生气吗？ ”

教授回答道：“待人谦虚、
礼貌是我的水准，无礼、势利是
小贩的水准， 我不能因为一个
粗鲁人，而破坏自己的水准。 ”

（星云）

（市区 尤慧仙 61 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