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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抗疫一线，我市涌现出了许多抗疫的暖心故事、对抗疫尽心尽责的默默奉
献的战士，这是社会的大幸，是人民群众的福祉。

小我汇聚成的大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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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在漫长的还债路上，陈金英遇到的沟沟坎坎一言难尽。她选择坚持。因
为坚持，她没有被困难和诱惑击倒，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由“诚信奶奶”陈金英想到

核心观点

父母要抓住关键时机给孩子
做好榜样，用更多、更细、更硬的规
则，从小引领孩子成为一个更懂
礼，更贴心，更有才的接班人。

□ 本报评论员 洪盛勇

近日，由省委宣传部、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主办
的 2021年度“最美浙江人·浙江骄傲”人物颁奖仪
式在杭州举行。我市“诚信奶奶”陈金英当选 2021
年度“最美浙江人·浙江骄傲”，系我市唯一获得
者。

陈金英出生于 1931年 12月 24日，53岁那年，
她斥资 3000元创办了专门为老年人做羽绒服的服
装厂。2011年 9月，公司因股东撤资引发资金链
断裂。她说：“做人要诚信，不管怎样我都不能失
信于人，钱是一定会还的。”从 2011年到 2021年，
陈金英独自走了艰难而漫长的还债路。2021年 2
月 5日，90岁高龄的陈金英还清了她 2077万元债
务里的最后一笔。

陈金英老人的故事中，有一个关键词很重要，
那就是目标。从发生危机开始，她的目标是还
债。如果没有这个目标，她恐怕就没有了那感人
的奋斗，更没有了债务还清的那一天，也就没有可
能成为“浙江骄傲”。

人是要有目标的。有了目标，人生才会充满
生机。

作家史铁生的作品《命若琴弦》，讲了师徒两
个人的故事。他们都是盲人，每人带着一把三弦
琴，靠拉弹说书为生。徒儿茫然，不知自己辛苦活
着为什么。师父说，自己的师父告诉他，弹够了一
千根琴弦，就能拿着药方去抓药，眼睛就能好，就
能看见这个世界，但不能瞎弹，得好好弹。当然这

一切都是谎言。但因为这个目标，他们活下去
了。史铁生告诉我们，人活着，得有一个目标，有
了这个目标，生命的琴弦才能拉紧，拉紧了才能弹
好，弹好了也就够了。

陈金英老人的精彩人生就是因为有了目标。
除此，还有一个关键词是坚持。2011年，在卖厂还
债不到 2个月后，她的老伴去世。她深深记得在
当时，有人曾劝她申请破产，因为只要申请破产，
她剩下的债务就不用还了。也有善良的债主看她
年事已高，提出“还不上就算了”。在漫长的还债
路上，陈金英遇到的沟沟坎坎一言难尽。她选择
坚持。因为坚持，她没有被困难和诱惑击倒，最
终，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这让我想到另一位老人。他是缙云县双溪口
乡上周村 89岁的陈立勋。退休后，他连续 30多年
为村里出了 589期黑板报。这是怎么做到的？也
是因为坚持。一个老人，身体毛病也多，换了一般
人，早放弃了，但他不然。受痛风影响，陈立勋的
双手关节已经有些变形，写字时必须要用左手托
住右手才行。出一期黑板报，往往要花上两天时
间。每次出黑板报，陈立勋都要先拿放大镜仔细
查看报纸内容，揣摩提炼精华，然后抄写到本子
上，最后把本子上记录好的内容誊写到黑板上。
这就是坚持。坚持之下，一件小事被他做成了令
人仰望的大事。

确实，人要有目标，更要有坚持。只有坚持，
你才能跨过坎坷，一步步接近目标。

□ 青田 吴昭立

年前，处州晚报以两个版面刊发了《疫情防控
中，这些奋战在一线的身影》的报道。催人泪下的
报道，所叙写的战斗在抗疫一线的人们，以小我的
奉献汇聚成的大爱，值得点赞。

报道说，为了筑牢我市疫情防控网，在新一轮
疫情袭来之时，我市的广大医务人员、基层干部、志
愿者、社区工作者默默奋战在防控一线，夜以继日
地工作着。他们以一个个善举，似寒冬腊月中涌动
的暖流，温暖了无数人的心。例如市区接官亭社区
的党委书记徐晓宁，带领干部群众做防控工作，尽
心尽责。“大家都辛苦，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他的
话语朴实，却感人。青田县人民医院仁庄分院的医
生汤梦菲，去年 l2月27日，她第5次进隔离点工作，
工作到凌晨两三点是常态，但她却笑着说，早已习
惯这样高强度的工作。前段日子，夜间气温接近零
下，汤梦菲和同事常常在冷风中等候病人到凌晨三
四点，“实在冷得受不了，就在没人时跳一跳能暖和
一些。”汤梦菲说，有的同事手冻得像馒头，但也没
抱怨过一句。

这些奋战抗疫一线的人们，其言其行，多么感
人！

法国的作家罗曼·罗兰说:“人类应当努力减少
痛苦与残忍，这是我们的最重要责任。”

这些奋战抗疫一线的人们，为减少人民群众患
上新冠肺炎的痛苦，知责任，明责任，负责任，以积
极奉献的小我汇聚成人间的大爱，精神感天动地。

为做好疫情防控，为进一步保障人民群众的生
命健康安全，我市涌现出了许多抗疫的暖心故事、
对抗疫尽心尽责的默默奉献的战士，这是社会的大
幸，是人民群众的福祉。

战斗在抗疫一线的人们，他们对抗疫有着坚强
决心，他们尽心尽责，筑好防疫之网和防控的堤坝
的感人之言之行，将会在社会起着重大的示范和引
领作用。全社会共同努力，同心战疫的局面就会形
成。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
到来。我们坚信，抗疫的胜利定会到来。

当下，我们应向这些抗疫一线无私奉献的人们
学习，打起精神，慎终如始，全面加大常态化疫情防
控力度，做到“外防输入，内防扩散”。我们应唱响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之歌，把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都做严做实做到
位，使防控网越织越密，共同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
击战。

让好家风
滋养出好礼节

□ 莲都 林华斌

过年时节，中国的老百姓都喜
欢举家共团圆。一家人围坐在一
起，做做美食，聊聊家常，话话健康，
叙叙亲情，共享新春佳节这份美好
时光。

春节作为中国民间最隆重盛大
的传统节日，透射出中华民族灿烂
的文化，同时也是一个家族好家风
好家训闪亮登场，滋养出更“身动”
礼节的关键时刻。

春节来临前，一些媒体纷纷发
文提醒，在大过年这样的美好时刻，
大家要注意言行举止，多做文明事，
为这个年增添几分融洽与愉悦。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中
国是一个礼仪之邦，数以万计遵纪
守法、知书达理、精忠报国的文明家
庭成就出一个巍然屹立的礼仪大
国、文化大国。好家风是一个家庭
的风气、风格，当一个家庭的家规、
家训形成家庭的公众行为习惯时，
即构成了家风。良好家风就是一个
家庭或一个家族的家文化。当年周
成王“一饭三吐哺”，开创了“周公吐
哺，天下归心”的盛世之治。他亲自
把这好品德谆谆教导给儿子伯禽，
延续鲁国礼仪之邦。欧阳修教育儿
子时写下“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
不知道”的至理名言。朱柏庐以“一
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
恒念物力维艰”“宜未雨而绸缪，毋
临渴而掘井”“自奉必须俭约，宴客
切勿流连”等精典警句教育子女。
古往今来，优秀的家训家教不胜枚
举。正因如此，其后世方能光耀门
庭。

好家风需要传承，更需要后辈
们发扬光大。过年期间，孩子们都
要面对众多长辈，十亲九故，大家趁
着春节走动走动，相互问候祝福，增
进彼此间的亲情与友谊。孩子是大
人的一面镜子，一个具有好家风的
家庭出来的孩子，肯定是“懂礼”“守
礼”的文明人。

该教的为人处世之道要好好
教，该传授的文明礼仪要言传身教，
不论是吃饭还是做客、待客，父母要
抓住关键时机给孩子做好榜样，用
更多、更细、更硬的规则，从小引领
孩子成为一个更懂礼，更贴心，更有
才的接班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