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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一语

核心观点

愿我们的教师珍惜“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荣称，以“春蚕到死丝方尽”的奉献，
奋发努力，做个为人爱为人敬的好教师。

身教重于言教

声明：本

报《念白勺·

杂谈》版倡导

百家争鸣，所

有 言 论 皆 为

一家之言，不

代 表 本 报 立

场。

核心观点

把本地优势用好，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撬开发展的一扇扇门，把共同富
裕推向前进。

共同富裕要用好“本地之宝”

“爱心食堂”的善意

核心观点

许多充满温情的爱老敬老服务
送到了老年人的家门口、帮到了老
年人的心坎里，成为“人间重晚晴”
的生动写照。

□ 青田 吴昭立

我国有数以千万计的忠诚于人民教育事业
的教师，他们在教书育人的岗位上，把感情化
作温暖，把微笑和知识化作乳汁，把心血化作
对学生的爱，倾注到孩子的心田。教师默默奉
献，情操高尚,值得社会的尊敬。

“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这是两千多年
前荀子说过的话。时至文明社会的今天，人们
更能感受到教师的巨大奉献，更懂得尊师。当
下，社会尊师的气氛愈来愈浓，有目共睹。社
会将教师喻为“人类灵魂工程师”，许多地位显
赫、功绩卓著的政要、著名企业家、学者、专家，
都终生不忘当年曾呕心沥血教育和培养过自
己的教师，一次又一次去看望、慰问自已当年
的恩师。每逢节假日，尤其是教师节，教师们
总会收到学生的贺卡和感恩的微信。这是一
枚枚学生报答师恩的奖章，这奖章凝聚着尊师
爱师之情，是对教师最恰如其分的褒奖。

人民在尊师，全社会在尊师。受人尊敬的
教师应该怎么办？回答只有一句话:珍惜教师
的荣誉，莫忘为人师表，教书育人再创佳绩。
一个人遇到一个好教师，是人生的最大幸福，

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教
师，是民族的希望。做一个好教师，要有理想
信念，要有良好的道德情操，要有扎实的文化
科学知识，要有一颗爱生如子的爱心，把自己
的温暖和情感注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用欣赏增
强学生的信心，用信任树立学生的自尊。总
之，我们的教师应勇担教书育人的重责，从严
要求自己，严于律己，自尊自爱，为人师表，做
个受学生尊重社会欢迎的好教师。

要做一个受学生尊敬和社会欢迎的好教
师，在当下最要紧的，就要加强师德建设。当
下，有个别老师在开学、毕业或节假日里，收受
礼物、红包，接受家长宴请或娱乐活动。有的
不认真上课、辅导，却要学生参加课外补课，收
取高额补课费。假如存在以上情况，其教师为
人师表将大打折扣。我们相信，在规范从教、
廉洁从教、风清气正的教育环境逐步形成的今
天，我们的教师定会恪守师德，受社会的尊重。

“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古人尚能懂
得身教重于言教的道理，何况今人呢？愿我们
的教师珍惜“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光荣称号，以

“春蚕到死丝方尽”的奉献，奋发努力，做个为
人爱为人敬的好教师。

□ 市直 一言

每周二中午，云和县崇头镇梅竹村的
留守老人们都会到村里的“爱心食堂”共
进爱心餐，老人们在享受美味佳肴的同
时，有说有笑，其乐融融。“自己一个人吃
饭，菜园里摘点菜就凑合了。爱心餐菜品
丰富，志愿者也很关心我们，像家人一样
贴心。”王张兰老人说，爱心餐对他们来说
不仅仅是吃一顿饭，更重要的是大家能在
一起聊聊天，话话家常。读罢《处州晚报》
近日刊发的这报道，我们感受到了“爱心
食堂”的善和爱、情和义。

谈及推出“爱心食堂”的初衷，云和梯
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说，梅竹村是
梯田景区的核心村，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外
出打工，留在村里的老人一日三餐都吃得
比较简单，从那时起，公司就开始不定期
组织老人吃爱心餐，并开展“爱心理发”

“爱心拍照”等系列暖心助老活动，受到老
人们的频频点赞。自今年 4月起，公司将
爱心餐的时间固定为每周二中午。这无
疑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

在农村，如何保证饮食的营养均衡，
成为摆在一些老人面前的现实问题，也直
接关乎他们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

“爱心食堂”的出现，让留守老人吃上了
“幸福饭”，更书写着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
动人篇章。事实上，近年来从有关部门到
社会各界，类似的关心爱护老年人、为他
们排忧解难的举措和行动层出不穷。比
如，一些街道办起“公益食堂”，有的社区
建立了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许多充
满温情的爱老敬老服务送到了老年人的
家门口、帮到了老年人的心坎里，成为“人
间重晚晴”的生动写照。

一些看似普通的举动，于己而言可能
是小事，于对方而言却充满感谢和感激。
将心比心、以心换心，这种设身处地为他
人着想的善意，就像暖手炉，为你我驱散
寒凉。助人精神，人人可学；奉献爱心，处
处可为。积小善为大善，善莫大焉。当有
人需要帮助时，大家搭把手、出份力，主动
送上善意，社会将变得更加美好。

“善人者，人亦善之。”那些温暖了我
们的行善之人，大多是普通人，他们有工
作生活的忧愁，有柴米油盐的烦恼。但正
是他们，用最质朴的行动、最自然的选择
告诉每一个人：善意是每个人心底的珍
藏，是每个人触手可及的目标。涵养一点
一滴的善意，经由不懈的品质修行和漫长
的时间沉淀，就一定能达到不一样的人生
境界，整个社会也将更具温情、更有温度。

□ 本报评论员 洪盛勇

共同富裕的征程上，云和跑在了前面。本
报报道，2020年，云和城镇化率达 73.1%，高于
全省平均水平，地区生产总值增幅连续 3年居
山区 26县第一。

共同富裕，要用力于用好“本地之宝”上。
何为本地之宝？就是本地的优势。把本地优
势用好，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撬开发
展的一扇扇门，把共同富裕推向前进。

云和雪梨是云和传统名果，据史料记载距
今已有 570年的栽培历史，1915年，云和雪梨荣
获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铜质奖。显然这是云和
之宝，也是云和各个村之宝。1999年，在外经
商的云和县元和街道梨庄村村民雷宗明瞄准
家乡雪梨资源，返回家乡梨庄村创业种植老雪
梨，成功将老雪梨树与早熟梨“翠冠”等品种进
行嫁接，矮化种植后，雪梨价格也从 2元一斤飞
涨到 10多元一斤。在他的带领下，如今，这个
村家家户户种植雪梨，钱袋子鼓了，村民们的
生活也好了。

云和石塘镇长汀村除了绿水青山，可谓
“家徒四壁”。但他们发现，这绿水青山就是宝
贝，于是从外地运来海沙，开辟了长汀沙滩景
观，与这些一起出现的，还有一家家民宿。目
前，长汀村从无到有孵化了 15家生意红火的民
宿，原本 80%的村民外出打工，如今 80%的村民
返乡创业就业，成了远近闻名的“网红村”“致
富村”，村民人均收入从 2016年的 14000多元跃
升至 2020年的 35000多元。

像两个村一样，用好本地之宝，你会发现，
宝会生宝，最终，换来的是喜人的共同富裕之
果。

怎么用好本地之宝？最关键的，就是要发
现宝贝。首先就必须了解自己家乡到底有什
么。不管是山水、农产品、人还是什么文化遗
迹，先摸摸底。其次，再和别人比一比，哪些东
西是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这一比，就能比
出宝贝来。经过这一番努力，宝贝多半就现身
了。这样一来，你就可以想办法，拿方案，集中
人力物力，把宝贝真正用好，在共同富裕上发
挥作用。

青田县祯旺乡仙峡村今年卖了 100万瓶矿
泉水，村集体经济增收 20 万元。一个非水源
地、没有水厂的小山村如何卖水致富？原来，
2019年，从宁波市慈溪供销社调到青田县祯旺
乡挂职乡党委副书记的吕红范在青田起源矿
泉水厂调研时，看到了矿泉水的商机，“很多企
业单位都需要接待用水，为什么不能把青田的
优质矿泉水卖到慈溪呢？”他将水取名为“致富
爱心水”，后改为“振兴帮富水”，还让慈溪的企
事业单位在外包装上“打广告”，一下就打开了
慈溪市场。初一看，仙峡村缺优势，但吕红范
通过摸底比较，发现别人的优势也是自己的优
势，落后还是一种优势。发现宝贝后，他最终
想出办法，吸引市场，把宝贝用活，实在发人深
省。

愿更多地方，也能早日发现自己的宝贝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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