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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拉·伊姆劳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简介：本书从什么才是情绪化孩子的真正需求、如
何捕捉和正确回应孩子的强烈情绪等方面娓娓讲述，
帮助家长了解、认识情绪化孩子的特点，发掘他们内在
的巨大潜力，成就孩子们的卓越天赋。

情绪化的孩子

【NO.1】

天地出版社

简介：抗美援朝老兵、共产党员罗洪珠的一生事
迹，反映出了中国革命历程，以及中国共产党带领穷苦
百姓站起来、富起来的百年奋斗史。

我是党员我是兵
罗范懿

简介：钱秀玲，一个出身江南望族的女子，在二战
期间于纳粹枪口下挽救了 110名比利时人质的生命，
被誉为“中国的辛德勒”。

【NO.4】

译林出版社

徐风

忘记我

【NO.5】
飞鸟和池鱼
张慧雯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简介：这本小说集可视为作者大洋彼岸回望故乡
的独特叙事文本，写的都是地道的、纯粹的中国故事，
而且大多数是故乡县城的故事，基本都包含着“还乡”
的主题，贯穿始终的是归来者面对故乡的复杂情绪，同
时为读者展现了中国式县城的现实生存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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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6】
唐
荣新江等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简介：如果中国历史有一个“黄金时代”，那么或许
就是唐朝。十位文史领域一线学者，全景式勾勒盛唐
文明地图，回望黄金时代的中国与中国人。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中国共产党人精
神世界的不朽丰碑。过去，这本书曾影响教
育了无数共产党人，让人获益匪浅；现在，它
仍然是每位共产党员必读的经典著作，为我
们加强党性修养提供着重要的理论指导。

加强党性修养是共产党员的人生必修
课，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始终是我们党最鲜
明的品格。1939 年 7 月，刘少奇同志应邀在
延安马克思列宁学院为党员干部作《论共产
党员的修养》演讲。是年 8月至 9月，演讲修
改稿分 3次公开发表在《解放》周刊上。时至
今日，《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历经了 4次修订，
并被译为几十种文字在国外发行。

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就将《论共产党员
的修养》选定为干部整风必读文件。著名爱
国军人续范亭，对此书大加赞赏，自己还出钱
印了上万册，发给周围的人和部下；很多战争
年代的党员干部回忆，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
这本书是他们的精神食粮；甚至，战士牺牲的
时候还紧紧怀揣着被鲜血染红的《论共产党
员的修养》。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多次谈到《论
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思想内涵、理论价值和现
实意义。2011年，他参观刘少奇同志纪念馆
后指出，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是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教科书，应该好好
学习、研究和宣传。

这本书在党内为何有如此重要的影响力
呢？因为它简明质朴地回答了三个“要”的问
题，对党员干部在加强党性修养上提供了根
本遵循。对新时代共产党员来说，它仍然具
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一个“要”，共产党员为什么要进行修
养？《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发表之初，是因为
1939 年时，共产党员的数量从抗战初期的 4
万多人急遽发展到 50余万。虽然延安根据地
革命力量和党员队伍得到了迅速壮大，但部
分新党员缺乏共产党员理论修养，有些党员
连基本政治常识都不知道。故而，刘少奇在
此书中列举了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的来
源，并指出消灭这些错误思想意识的重要方

法，“去检查自己的一切思想行动，纠正一切
错误的思想意识，同时，以此去观察问题，观
察其他同志”，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
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在党的建
设中发现，党性修养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
容，绝不仅仅是党员个人的修养问题，更是关
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政治问题；不仅仅
只是某一时期的共产党人需要重视的事情，
而是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都应当践行的使
命。党性修养永远不会随着党龄的增长和职
位的晋升而自发提高，一旦不加强修养和锤
炼，党性就会降低，甚至可能完全丧失。党性
修养的阵地一旦被突破，其他防线就很难守
住。加强党性修养，既是共产党员所承担的
历史使命决定的，也是共产党员自身成长的
需要。新时代的我们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重要力量，当我们重读《论共产党
员的修养》时，我们更要从中汲取党性修养榜
样的力量，不忘初心，对党忠诚，敢于担当，善
于作为。

第二个“要”，共产党员要在哪些方面加
强修养？刘少奇同志指出，每一位共产党员
不应只做“起码的够格的党员”，不应仅限于
承认党纲与党章并交纳党费，“都必须从各方
面加强自己的锻炼和修养”，应以马克思列宁
主义创始人作为“修养的模范”，“不断提高自
己的觉悟程度”，进而“提高革命品质和工作
能力”，努力做马克思和列宁“最忠实、最好的
学生”。因此，新时代的党员要着力在深化理
论武装上下苦功夫，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的修养，运用贯穿其中
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立志做
党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忠实传人；要着力
在提高执政本领上下苦功夫，有运用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和处理
各种问题的修养，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高
标准严要求做好各项工作；要着力在对党绝
对忠诚上下苦功夫，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
和道德品质的修养，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

者；着力在改进工作作风上下苦功夫，有艰苦
奋斗的工作作风的修养，反对“四风”，做到作
风过硬，树立为民、务实、清廉的良好形象；要
着力在敢于担当负责上下苦功夫，有善于联
系群众、坚持党内团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
评、遵守纪律的修养，深入基层加强调查研
究，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第三个“要”，共产党员要怎样进行党性
修养？首先，党性修养需要终身学习的态
度。党性修养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一
个漫长的、动态的自我改造过程，刘少奇同志
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指出，党性修养是
每一名共产党员“由一个幼稚的革命者，变成
一个成熟的、老练的、能够‘运用自如’地掌握
革命规律的革命家”的过程。其次，党性修养
需要知行合一的方法。要坚持理论联系实
际，刘少奇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方法
不是“闭门思过”，“革命者要改造和提高自
己，必须参加革命的实践，绝不能离开革命的
实践；同时，也离不开自己在实践中的主观努
力，离不开在实践中的自我修养和学习”。新
时代的党员既要做到加强理论学习，走在前
列，又要结合实践，干在实处。最后，党性修
养需要慎独慎微的品格。在 2007年 3月 25日
发表的《追求“慎独”的高境界》一文中，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
的修养》中就将‘慎独’作为党性修养的有效
形式和最高境界加以提倡。”共产党人要始终
以严格的立场和原则来约束自己，尤其要注
意生活“小节”，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时刻反
躬自省，注重修身养德。

当前，我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关键时期，但是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依
然面临着许多难题和挑战，党性修养一刻都
不得松懈。加强党性修养只有进行时，没有
完成时。只有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加强党性
修养、陶冶品格情操，做一个牢记初心使命、
始终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优秀共产党员，才能
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奋勇争先、建功立业，努力
书写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时代答卷。

党性修养一刻不得松懈
——重温《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胡琳玉

我的书桌上，有一本比较陈旧的商务印
书馆 1985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35年了，
它一直陪伴我学习、工作和生活。这本《现代
汉语词典》是 1986 年 5 月我参加缙云图书馆
举办的“读书求知”抢答赛中，获得一等奖的
奖品。

1985 年 9 月，我在缙云二中读书。听说
县城城隍山上有座图书馆，里面有很多书报
和杂志，而且都是免费阅读，我欣喜不已。于
是在一个周日的下午，我来到了缙云图书馆。

上世纪 80年代的缙云县城，是典型的“石
城”，房子是用条石砌的，路是用条石铺的，桥
是用条石建的，缙云图书馆也不例外。沿着
城隍山用条石铺就的台阶拾级而上，一座建
筑优美、设计独特的小楼映入眼帘，看见“缙
云图书馆”的门牌，我心生激动，这里就是书
的海洋，知识的世界？

站在图书馆门口朝东南面一看，远处，白
云山、风景山山山相连，绿意盎然；近处，清澈
的好溪水蜿蜒流转直往西南，半个缙云县城
尽收眼底，到处是石头建成的房子，石街石亭
石板路，矴步桥、石拱桥、五云桥亭全是风景；
正前方，隔好溪相望，是具有浓厚的民族地方
特色和现代建筑特点相融合、被上海同济大
学选为 80周年校庆优秀建筑设计的缙云标志
性建筑的缙云电影院；山脚下，是车流如织的
330国道，自北向南直达温州；旁边是缙云城
隍庙，这是缙云最早的庙宇之一，事后知道，
经专家考证，缙云城隍庙应该是全国最古老
的县级城隍庙。

缙云图书馆，就点缀在秀山丽水间。
进去一看，眼前的景象让我激动不已，这

么多书！对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孩子而
言，一排排的书籍、杂志，该是何等的震撼

啊！整个阅览室里静悄悄的，有好多读者在
看书看报，其中还有的带着笔记本在抄写书
中的内容。一时间，我不知所措，先看什么
呢？是《中国青年报》《人民文学》《中学语文
教学参考》，还是中外名著之类的图书？这些
可都是我喜欢看的。

从此，我与缙云图书馆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缙云二中读书的三年，每个星期天下

午，只要没有课业安排，我就会去图书馆看看
书，特别是那些和我的学习有关的教育辅导
类的杂志。1986 年 5 月，我得知缙云图书馆
要举办一次“读书求知”知识抢答赛，便积极
报名参加。几天后，比赛如期进行，经过紧张
激烈的知识抢答，我获得了一等奖，奖品是我
早就想买的《现代汉语词典》。到 2021年 5月
我写这篇文章时，正好 35周年。

1988 年年初的一天，我在缙云图书馆看
报，因《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的同
一篇长篇报道陷入深深的沉思之中：青海省
果洛藏族自治州一个四年级学生夏斐，只因
期末考试两门功课成绩低于 90分并向家长隐
瞒，就被亲生母亲毒打 4小时之久，最终重伤
不治身亡。其母亲受到全国媒体和舆论的批
评，后来因悔恨万分，自杀身亡。这一事件涉
及未成年保护、亲子关系、教育制度等诸多话
题，引发社会长时间的广泛关注。这一人间
惨剧，同样也震动了我，也警觉了我。

回学校后，我围绕夏斐事件，写了一篇
1000 多字的议论文《夏斐之死留给我的思
考》，放在课桌里。过了一段时间，我在缙云
图书馆看到一年一届的华东六省一市中学生
作文比赛又要举办的信息，便把《夏斐之死留
给我的思考》一文经过反复修改，题目改为

《夏斐走后》投了出去。

1988 年 9 月，我到杭州读书，同样，一到
杭州，我有空就去浙江图书馆看书。和缙云
图书馆相比，浙江图书馆可谓真正的高大上，
无论是规模、藏书、面积都是天壤之别，可我
依然留恋那掩映在绿水青山之间的缙云图书
馆看书作笔记的美好时光。10月份的一天，
在浙江图书馆看到上海《青年报》公布了华东
六省一市中学生作文比赛获奖名单，我写的

《夏斐走后》获得了一等奖。华东六省一市中
学生作文比赛的获奖，在当时中学生的作文
比赛中是很高的荣誉，连当时的《丽水报》、缙
云广播站等媒体都发了我的获奖消息。这篇
作文的获奖，其素材和信息均和缙云图书馆
息息相关。

记得高尔基曾说：“读了一本书，就像对生
活打开了一扇窗户。”回到缙云工作后，缙云图
书馆依然是我经常去的地方。几年后，缙云图
书馆新建了馆舍，坐落于县城溪滨南路，馆舍
面积达 1500平方米，旁边就是缙云有名的风
景山，和城隍庙时的缙云图书馆旧馆相比，这
里依山傍水、规模更大、位置更佳，置身其中，
多读书、读好书的良好阅读氛围充盈其间。

1986年 5月至今，无论我走到哪里，身在
何方，缙云图书馆的奖品《现代汉语词典》一
直带在身边，而且放在书桌的醒目位置，每当
读书看报时遇到读不懂弄不通的字和词，我
会第一时间查阅，让它为我释疑解惑，从中汲
取知识的营养。现在，词典虽然有些陈旧，但
我却愈加珍惜，因为每次翻看，就会想起缙云
图书馆，想起在那里求知学习的点点滴滴。

一本《现代汉语词典》，犹如我无言的朋
友，让我知道知识的海洋有多浩瀚，书籍的世
界有多精彩。它更是见证了我 30多年的人生
旅程，让我永远回想和怀念！

无言的朋友
谢盛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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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

上海文艺出版社

简介：这是“刘勃说书”系列的第二部。解读三国
的常见套路，是用史料纠错演义；本书反其道而行之，
探究史实如何被大众审美和文人趣味塑造成型。

天下英雄谁敌手
刘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