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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
景

■ 下期话题预告

感受变与不变的春节温情

把老百姓的心焐热了，基层党

组织才能立起威信、凝聚力量。

去年 10 月，叶县仙台镇结合村

内留守妇女多这一特点，最先在全

镇 51 个村庄成立了巾帼志愿服务

队，并为她们授旗、发红马甲、配备

扫帚等。志愿者们在村两委会的指

导下，进行义务打扫卫生、粉刷墙体

等工作，并吸引越来越多的村民主

动加入，为该镇扶贫等多项工作开

创了新局面。

叶县及时总结仙台镇经验并加

以引导，“红马甲”很快“红”向该县

其他乡镇。

辛店镇东白庄村第一天出现的

19 名“红马甲”全是村“三委”干部

及家属，他们分 3 组拉着洗衣机为

贫困户、五保户洗衣服。此举在村里

引起了轰动，村民赵大梅爱打牌，她

加入志愿者服务队后，把四五个打

牌的姐妹也拉进了“红马甲”队伍。

仙台镇董寨村是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霸王鞭的传承培训基地，

该村的巾帼志愿服务队队员有着双

重身份：既身着红马甲参加义务劳

动，也参加演出。在霸王鞭表演队

的带动下，上到古稀之年的老人，下

到学校里的孩子，几乎都能手持鞭

儿舞上一曲。

…… ……

截至去年底，该县 554 个行政

村均成立了志愿服务队，志愿者最

多的村庄达到 200 多人，实现了全

县所有村庄“红马甲”全覆盖，为干

群共建、乡村振兴贡献了叶县智慧

和经验。（详见本报 1 月 5 日 2 版、1

月 15日 1版）

下周本报还将就此推出专题报

道，敬请关注。

下期话题：星星“红”火 燎原叶县

书 面 来 稿 请 寄 至 本 报 专 副 刊
部 。 电 子 信 箱 ：baixinghuati@qq.
com，请在邮件主题栏注明“话题”
字样。截稿日期为2019年1月24日。

星星“红”火 燎原叶县

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我院定于 2019 年 2 月 15 日 10 时至 2019 年 2 月 16 日 10 时，

在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平台第二次

公开拍卖河南华豫汽车用品制造有限公司所有的 CTL-2518

型龙门加工中心机器设备及 HDPE2500 型板材生产线（详见

评 估 报 告）。 有 意 竞 买 者 请 登 录 http://sf.taobao.com//0395/

02，搜索户名：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

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

2019年 1月 19日

今天是 2019 年 1 月 19 日，未及时清退
个人违法所得涉嫌犯罪的翠玉宫客户经
理，请及时清退个人违法所得，并于 2019
年 2 月 15 日前清退完毕！对不主动全额退
缴个人违法所得，也拒不投案自首的客户
经理，公安机关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平顶
山市“平中法【2017】4 号”文件，从严从重追
究刑事责任！

卫东区打击非法集资专业队
2019年 1月 19日

公

告

注销公告
河南荣昌盛置业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10400MA44N39L05）向 公 司 登

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债务

人于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到公司申

请登记，特此公告。

河南荣昌盛置业有限公司

2019 年 1 月 19 日

注销公告
平顶山市科昱医疗器械销售有

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104000638449059）向公司登记机

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债务人于见

报之日起 45 日内到公司申请登记，

特此公告。

平顶山市科昱医疗器械销售有限公司

2019 年 1 月 19 日

今天是 2019 年 1 月 19
日，未及时清退个人违法
所得涉嫌犯罪的平顶山

市旭龙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客户经
理，请及时清退个人违法所得，并于
2019年 2月 19日前清退完毕！对既
不主动全额退缴个人违法所得，也
拒不投案自首的客户经理，公安机
关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平顶山市

“平中法[2017]4号”文件，从严从重追
究刑事责任！

卫东区打击非法集资专业队
2019年 1月 19日

公告

这几天，“报复性熬夜”一词风靡网

络。意思是，大家白天太忙，晚上明明困

得厉害，也要吃夜宵、刷手机、玩游戏，非

熬到两三点睡觉才觉得“拥有了生活”。

许多人一听，纷纷跟帖“是我、是我”。

熬夜伤身。不管为什么，“熬”多了

都是拿自己的健康开玩笑。但上班族尤

其是年轻人深陷“报复性熬夜”，必须引

起足够的重视。说起来，这种现象源于

补偿心理：白天忙得喘不过气，就希冀在

深夜弥补遗憾。就像网友点评的那样，

“报复性熬夜”，是当代都市人被工作挤

压得失去生活后所做的“负隅顽抗”。

话题扎心，也很真实。当下，工作侵

蚀生活的现象相当普遍。无论是企业还

是机关、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点灯熬油乃

家常便饭。更要命的是，其中除了部分

确因时间紧任务重不得不为，很多加班

存在“被加班”之嫌。或因管理和安排不

科学，明明不是急活，非要临下班攒材

料，非要晚上八九点开大会，非要周末搞

调研。或因观念误区，将加班等同于积

极。明明任务已经完成、下班时间已到，

非要比拼看谁熬得久、走得晚，有的公开

提 出“5+2、白 加 黑 ”，甚 至“3516”工 作

法，每天三小时吃饭、五小时睡觉、十六

小时工作。如此疲劳战术形式主义，又

能收获几分实效呢？

不过，即便懂得了这些道理，许多人

依然无法好好享受法定公休时间。“局长

办公室的灯亮着，科长的灯没关”，你敢

踏 实 走 ？ 周 末 公 司 拨 来“ 连 环 夺 命

Call”，你敢不马上接？谁不想“看看世

界”，但公司明里暗里鼓励“全年不休”，

你敢休年假？在这样的氛围之下，大多

数 劳 动 者 的 话 语 权 很 小 ，没 有 多 少 说

“不”的空间，也没有说“不”的勇气。

从这个意义上说，呼吁上班族健康

生活，根本上需要改变工作侵蚀生活、侵

占公休的现状。这要靠体制机制的完

善，也靠法律法规的落地，以刚性力量给

劳动者撑腰。特别是领导干部、高层管

理者，得带头按标准休假，优化单位企业

的文化。当工作的归工作，生活的归生

活 ，人 们 才 不 会“ 报 复 性 ”搅 乱 生 活 节

奏。务实高效、张弛有度，也将不断激活

干事创业的续航能力。

汤华臻

熬夜“报复”的是什么

过年的内涵永远不变

庞振江 （平煤股份二矿）

提起过年，40 年前那件往事又浮现

在我的眼前：那年，学校有事，我放假得

晚，赶年集推到了年三十儿。年三十儿

叫“穷人集”，我拉个架子车，买了点儿萝

卜、白菜、粉条，挤一身汗也没买到肉。

大年初一中午，妻子做的揽锅菜，等给女

儿盛时，丸子没有了。女儿看到弟弟碗

里有丸子，自己碗里没有，哭了。父亲看

见，忙把她拉到怀里，把自己碗里的丸子

挑给孙女，说：“过年就是过孩子哩，大人

不吃也得让孩子吃……”说得我眼里涌

满了泪花。

后来，全家进城了，凭票过日子。我

一个同事的爱人在菜站上班，过年多给

了我几张菜票，我非常感激。

改革开放 40 年，如今，我家生活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平时，家里鸡鸭

鱼肉、蛋奶水果，堆天拥地，吃都吃不完，

天天跟过年一样，孩子们还经常网购后

直接寄到家里，谁还办年货呢？这几年

又时兴年夜饭去餐馆吃，儿孙们为我轮

番敬酒，几乎让我喝得酩酊大醉。今年

我又早早地准备了压岁钱，等我在外地

求学、工作的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回

来，发给他们。

春节，这个中国人心目中积淀最深

厚的传统节日，是任何节日都无法替代

的。尽管时下过年与往昔不同了，比如

网上购物、春节旅游、餐馆家宴、微信红

包……但过年的精神内涵——期待、敬

老、爱幼、和睦、喜悦、团圆、幸福、安康、

亲情、友情……会永远留在中国人心里！

团聚是不变的主题

崔应红 （鲁山县董周九小）

我们兄妹五人成人后相继离开了父

母，离开了老家，去了不同的地方工作，

有鲁山县城的，有平顶山市区的，有郑

州、洛阳的。五个人生活在四个地方，虽

称不上相隔千山万水，但由于平时各自

忙碌工作生活，想团聚也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父母在世时，每到春节，我们兄妹

几人都会在节前或节后回老家看望父

母，每个人回家前也不忘与兄妹联系，最

好能赶在一起。大伙儿都尽量抽出时间

往家里赶，看望父母，兄妹相聚，一边吃

一边聊，其乐融融，欢声笑语飘荡在整个

院落。看到满屋满院的儿孙说笑嬉闹，

父母脸上始终洋溢着幸福和满足。

十八年前母亲去世，留下父亲一人，

让他和我们生活，可他说习惯了农村，住

不惯城市，说什么也不和我们同住。知

道他故土难离，没办法，我们只能留下他

一人在老家生活，我们能感受他的孤独、

寂寞。这期间我们经常回去看望，兄妹

们相聚的机会也就多了。十五年前父亲

也离开了我们，老家突然变得了无牵挂，

我们几个也就很少回去了，大家相聚的

也就少了，老家也慢慢地从我们的记忆

中淡去了。

血浓于水，亲情不能被距离隔断。

不能相厮守，就只能多团聚。为了增进

兄妹之间的感情，不让下一代彼此之间

感到陌生，八年前由大哥提议每年正月

初三轮着去兄妹五人家里相聚，提议得

到了大家的一致赞成。以后每年正月初

三就成了我们大家庭雷打不动的团聚

日，不论再远，不论再忙，不论再大困难，

也都会提前处理好手边的事按时参加，

远在美国留学的侄子也不忘视频送上祝

福。几年的相互走动，因距离疏远的亲

情被拉近了，不仅我们兄妹几个感情更

浓了，孩子们之间也好得不得了，如果多

天不见就会电话联系，嘘寒问暖。

过年不变的是团聚，团聚让心与心

靠得更近。

不变的是那份浓浓的亲情

刘勤 （市第二高级中学）

才过了腊八，女儿就嚷嚷着说：“妈

妈，咱们该回老家看外婆了！”前几天弟

弟在微信上说，全家已驱车从粤返豫，顺

便把年货都置办齐了。老母亲每天倚门

眺望，自言自语地说：“孩子该回来了。”

有母亲的地方就有爱，有母亲的地方就

是家。不管多忙，无论多远，除了平常节

假日，每到春节，我和弟弟必定抛开杂务

琐事，回到家乡，回到母亲身边，让老人

家享受子孙绕膝的天伦之乐，分享那浓

得化不开的亲情。

过去家里条件不很宽裕，我每次回

家，总带些钱贴补家用，母亲养育我们姐

弟几个不易，总希望她手头宽裕些。后

来家里条件好多了，给母亲的钱她又当

作压岁钱发给了孩子们，我就给母亲买

衣服，买好吃的。母亲跟老姐妹一起，被

夸穿得好看时，她总会有些炫耀地说：

“闺女给买的！”现在母亲啥也不让买了，

说衣服多得可以穿几辈子了。

母亲总说，啥都不用带，人回来就

好。物质丰裕了，不需要拿钱带物，我就

抽时间尽量多陪母亲说说话，忆陈年往

事，聊我们姐弟小时候的调皮淘气；天气

暖和的时候陪母亲外出走走，看到街坊

邻居了，母亲总说：“闺女回来看我了！”

感觉得出，母亲很开心。老人家不需要

更多的物质，儿女能陪伴在身边，就知足

了。母亲养我小，我陪伴母亲老，是我们

家春节团圆的主要意义。

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人们的生

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包括春节的形

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无论形式怎么

变，不变的依然是那份浓浓的亲情。

2018 年春节期间，平煤神马集团工会组织该集团豫剧一团、豫剧二团深入矿区

举行展演，为煤矿职工及其家属送上一份精彩的戏曲年礼（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王尧 摄

张超 （河南港发新型建材有限公
司）：临近春节，不能不提的就是央视春

晚。众所周知，1983 年央视第一次直播

春晚，将近 40 年来央视春晚也在变：演

播室从 600 平方米变到如今的一号演播

大厅，舞台布景由过去的窄小简单到现

在的多媒体控制，演员由几十人增加到

上千人……尽管观众对春晚由众口称赞

变为万人吐槽，但不变的是大家每年对

春晚依旧的期待，是演职人员为春晚所

付出的努力。

2018 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40 年里，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年的方式也在悄

然改变。年夜饭从“吃饱”到“吃好”，再到现在“吃健康”；从买年货需要粮票、布票、油票，领年货排

长队，到如今团购年货、网购年货；从硬币到纸币，从只够买包糖果的几角钱到动辄成百上千元，从

现金到网络红包，压岁钱的形式在变，金额在变，用途也在变……

可是，无论城乡面貌如何变换、家庭结构怎样变化，过年那份有关幸福团圆的温情暖意和平凡

期许，都在中国社会真实涌动着。

这两天，《国家宝藏》节目中聂耳

小提琴的故事，感动众多国人。看完

“前世今生”的故事，当《义勇军进行

曲》的 旋 律 响 起 ，场 内 观 众 全 体 起 立

高唱国歌，场外观众也情不自禁发起

了弹幕，“起来，起来，起来”“此生不

悔入华夏，来世还生中华家”……许多

人感慨，原来光看弹幕也能让人眼泪

汪汪。

一把琴，一曲词，一首歌，似乎穿

越了悠悠岁月，将人带回到上世纪 30

年代。彼时，神州陆沉、山河破碎，国

家已到最危难的关头。亲历存亡绝续

的屈辱岁月，目睹“风云儿女”慷慨赴

死，两位“音乐战士”，以笔和乐器为

枪，用音乐唤起国人的斗志。

一心抗日救亡的田汉，在身陷囹

圄前，写下了这火一般的诗句；满腔热

忱的聂耳主动接力，在颠沛流离中谱

出了凝聚国魂的中华强音。“起来，不

愿做奴隶的人们……”歌词鼓舞人心、

旋 律 高 昂 激 越 ，这“ 痛 苦 和 愤 怒 的 呐

喊”迅速席卷全国，成为“中国革命之

号角，人民解放之鼙鼓”。

时光流转，沧海桑田，今日之景早

已不同于歌词中所写，但仁人志士救

亡图存的不灭意志，我们当永矢弗谖。

知史方更爱国。一档节目引来弹

幕刷屏，许多观众都表示对国歌又多

了几分理解，几许敬意。这最直接不

过地说明，那真切、滚烫的爱国热忱仍

然存在于中国人的血脉之中，根本无

需刻意渲染与说教，只需回顾历史、奏

响乐曲，这份朴素情感便会自然而然

地喷涌而出。

仅以国歌为例，即便今天我们已

经 远 离 了 流 血 牺 牲 、生 死 考 验 ，这 拳

拳赤诚的乐章同样力量万钧，同样是

“ 闻 其 声 者 ，莫 不 油 然 而 兴 爱 国 之

思”。1989 年，中国南极中山站建成，

国 歌 奏 响 的 瞬 间 ，所 有 人 哭 成 一 片 ；

2011 年，利比亚时局动荡，丢失护照的

海外游子，靠唱国歌自证身份，多少人

为之动容……

“国家宝藏”激起的爱国与自豪之

情 毋 庸 置 疑 ，然 而 放 眼 当 下 ，仍 有 一

些 错 误 思 潮 不 时 沉 渣 泛 起 。 有 人 戏

唱国歌侮辱国旗，有人调侃烈士诋毁

英雄，甚至还有人曲解历史 、否 定 来

路 …… 诸 如 此 类 的 奇 谈 怪 论 、杂 音

噪声，反映出一些人对历史缺乏敬畏

之心。

戏谑解构或许只是一个针眼大的

窟窿，却可能透过斗大的风。如若任

由其弥散发展，慢慢被吹倒吹散的就

可能是党史军史国史，甚至是国家民

族的主流意识和共同价值。不论到什

么时候，有些底线不能触碰，有些原则

必须坚守。

为此，国家陆续出台了《国歌法》

《英烈保护法》等，呼唤全体国民守护

国歌、守护英烈，守护我们共同的精神

血 脉 ，守 护 爱 国 赤 诚 这 一 最 坚 固 的

“长城”。

国宝在魂，不在器。聂耳小提琴

虽很朴素，却承载着中华民族的赤子

国 魂 ，唤 起 中 华 儿 女 的 共 同 情 感 ，无

疑 是 当 之 无 愧 的 国 家 宝 藏 。 如 鲁 迅

所 言 ，“ 惟 有 民 魂 是 值 得 宝 贵 的 ，惟

有 他 发 扬 起 来 ，中 国 才 有 真 进 步 ”。

今天我们守护“国家宝藏”，既要护好

器 物 ，更 要 汲 取 其 中 最 精 华 、最 宝 贵

的精神力量，代代相传，注入新的时代

叙事中。

晁星

我们该怎样守护“国家宝藏”

配图：李嘉

改革开放 40 年来，春节在年复

一年的轮回中，越来越给人带来别

样的感受。

从过去的无肉不欢、排长队置

办年货，到现在的注重健康、随吃

随买，过年的吃文化发生了巨大变

化 ；从 过 去 的 挤 火 车 骑 摩 托 车 回

家，到现在的高铁四通八达、私家

车广泛普及，返乡越来越便利；从

过去单一的围炉守岁看春晚，到现

在的举家观影、举家远游，过年的

打开方式越来越丰富……经济在

发展、文化更多彩、科技在飞跃、社

会心理有变迁，春节也在习俗的演

变中被赋予了更多时代特色。

然而，我们终归要和亲人们守

在一起共享天伦，终归会在钟声敲

响的那一刻，许下于小家、于大家

的祝福。无论形式怎样改变，春节

内核却始终如一——它所蕴含的

团圆情结与家国观念始终不渝，它

体现的长幼尊序和与人为善自始

至终，它在除旧布新之时的迎新祈

福一如既往。春节是中国人对时

间的独特认知，在这特殊的时候，

人们重新回到熟悉的环境，体味着

亲情的温暖，在整顿心情的同时，

也再次汲取了面向未来的力量和

信心。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随着小康

社会的全面建成、社会发展和居民

收入水平的提升，随着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不断追求，传统春节将

也会被注入更多时代元素，而这，

不仅不是对春节的否定，反而会因

团聚、因收获、因梦想，更加给予我

们一份可以生发无限可能的精神

力量。 （榴莲）

在不变的内核中寻找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