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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做建筑工程的，上个月要给工人

们发工资，可我的银行卡前段时间被我老

婆拿去用把密码锁了，虽说现在好多业务

都是网上转账了，但工人们还是觉得拿现

金更踏实，所以今天要到银行把银行卡密

码解锁才能把钱取出来。

一大早我就来到工行的营业网点，准

备办理银行卡密码重置，开通网银业务，

这时网点还没有开门，可以看到里面的工

作人员正在打扫卫生，而此时门外已经排

起了长长的队伍。看着队伍前面的几十

个人，我想这下糟了，轮到我办业务那不

得大半天。正在犹豫要不要换一家工行

办理，这时网点开门了。

“存取现金、领取工资等现金业务请

来我这边叫号办理，非现金业务请到智能

设备区办理。”在大堂经理的引导下，队伍

很快分成了两拨。

“您好，请问您办什么业务？”

“我银行卡密码锁了，想解开，快给我

叫个号吧。”

“您这项业务不用排队办理，在我们

的智能设备上就能办，请跟我来。”

说着，大堂经理把我带到了智能设备

区，将我的卡片插入智能终端里，选择其

他业务—忘记密码，然后让我把身份证放

进终端机进行识别，紧接着是拍照，签

字。不一会，智能 终端提示：请设置新的

密码。

就这么简单！原本以为要很久才能

办完的业务，没想到两三分钟就搞定了。

当大堂经理得知我想开网银后，便带

我去了另一台机器：产品领取机。同样是

插卡—输入密码—验证手机号—拍照—

签字，密码器直接就从智能终端里吐了出

来，太厉害了。记得以前来银行办业务要

签好多字，等很长时间，现在只需几分钟，

签一次字就办好了，真是便捷高效啊

在办理过程中，大堂经理向我介绍了

智能设备的其他功能，比如查询余额明

细、转账汇款、挂失、销户、修改手机号、理

财等 40 多项功能。也就是说，以后这些

业务统统不用去柜台排队办理了，通过智

能设备分分钟就能搞定，高效便捷，为我

们客户节省了时间，工商银行不愧是国有

第一大行，实力雄厚，为工行智能网点点

赞。 （马千里）

为工行智能网点点赞

849.皇上吟诗

清朝皇帝都喜欢附庸风雅。
公元 1682年正月十五，康熙皇帝
在皇宫请众臣观灯并赐宴。席间，
皇上诗兴大发，要求各位大臣用柏
梁体赋诗，自己率先吟出第一句：

“丽日和风被万方……”所谓柏梁
体源于西汉，以七言为主，每句都
押韵，一韵到底。这种句句都押韵
的诗，感觉就像顺口溜一般。

850.台湾回归

公元 1683年八月，清朝大将
施琅攻克台湾。施琅本是郑成功
的部将，由于郑成功杀害其父兄，
施琅愤而降清。所以说，施琅收
复台湾很难说没有复仇之意。好
在施琅也算有大胸怀，收复台湾
后，对投降的郑成功后人以礼相
待。康熙为奖励收复台湾之功，
下诏封施琅为靖海侯，降清的郑
成功之孙郑克塽被封爵。

851.三更读书

公元 1684年十月，康熙开始
首次南巡（下江南），登泰山，渡淮
河，过扬子江。坐在渡江的御船
上，皇上对随从说：“这艘船从前
是战舰啊，峥嵘岁月不能忘。”十
一月，康熙抵达南京，特意祭奠明
朝皇陵。入夜，康熙皇帝“泊舟燕
子矶，读书至三鼓”。随从劝皇上
早点休息，皇上说：“朕自五龄受
书，诵读恒至夜分，乐此不为疲也
（我五岁开始读书，经常读至半
夜，乐此不疲）。”

852.声音洪亮

公元1685年正月癸酉日，康熙
皇帝去北京太庙祭祀祖先。仪式
结束后，皇上大为不满说：“赞礼郎
（主祭官员）念祭文时声音太小，尤
其是念到我的名字时根本听不清。
这让我咋在祖先面前表达心意？以
后宣读祭文声音必须洪亮。”

853.不惧沙俄

公元 1685年五月，清军将领
彭春攻克雅克萨城（现位于黑龙
江上游今俄罗斯境内，俄称阿尔
巴津镇）。六月，康熙下诏：“俄罗
斯入我边塞，侵扰鄂伦春、索伦、
赫哲、飞牙喀等处人众，盘踞雅克
萨四十年。今清军大获全胜，有
关人员一律记功。”要求有关部门
商议驻军事宜。

（老白）

我曾经以为，具备“工匠
精神”的人，都是高精尖领域
的佼佼者。他们专业过硬，
做事追求完美和极致，有着
我们一般人无法企及的境
界。

其实，“工匠精神”是一
个比较宽泛的概念，理解起
来也是见仁见智。做事精益
求精、追求卓越，应该都算得
上“工匠精神”。这样说来，
我们身边就有很多具备“工
匠精神”的人。

我的同学大李早在十年
前就开了一家蛋糕店。大李
做事很认真，他的口号是“做
世界上最好吃的蛋糕”，当时
大 家 还 嘲 笑 大 李“ 野 心 太
大”。世界上最好吃的蛋糕
如何界定呢？人们口味各
异，再说了，蛋糕无非就是那
几 种 口 味 ，还 能 做 出 花 儿
来？大李却说：“很难说世界
上有没有最好吃的蛋糕，我
追求的是一种做蛋糕的境
界，永远朝着最好奋斗！”有
一段时间，大李致力于做出
一种怀旧风味的蛋糕，说是
要让人们回忆起上世纪六七
十年代的蛋糕味道。他四处
走访，不仅拜师学艺，还记录
那个年代的故事，后来做出

了“最有故事的蛋糕”，受到
大家欢迎。那味道，真的是
纯正的旧时风味，有质朴纯
粹的味道。大李做蛋糕，特
别注重细节，精心打磨、力求
完美。他继承传统又积极创
新，所以做出的蛋糕口味独
特，大受好评。很快，大李在
小城里开了一家分店，生意
越来越红火。

就在大家以为大李会把
分店一家家开下去时，大李
却宣布：此生不会再开第三
家分店。他说：“以我的精力
和实力，打理好这两家店已
经很不容易。如果分店遍地
开花，势必会形成多而滥的
局 面 ，蛋 糕 的 质 量 很 难 保
证。”十年时间很快过去了，
大李做蛋糕依旧精益求精，
不会因为有那么多顾客光顾
而有丝毫马虎。大李的两家
蛋糕店，依旧在小城里屹立
不倒。大李没有发大财，却
也生活殷实，他说这是他最
想要的生活状态。

我理解了大李的毕生追
求，他真的是在努力做“世界
上最好吃的蛋糕”。他享受
的是做蛋糕的过程，在追求
尽善尽美的过程中，付出自
己创造性的劳动，从而获得

成就感和幸福感。所以，利
益的获取已经不重要了。

在我的生活中，还有不
少像大李这样的人。美发师
小张曾是我的学生，高中毕
业就去学美发。如今他虽然
没有自己的店面，在为别人
打工，但他在技术上的追求
是令人敬佩的。从他身上，
我看到了什么叫作“一丝不
苟”，我很欣慰有这样的学
生。还有在银行工作的朋友
小孙，能把单调枯燥的工作
做得有滋有味，有时我觉得
她点钞的动作都那么富有韵
律感。小孙工作起来非常专
注，连续多年零差错，受到大
家的好评。她说，这个世界
上没有单调的工作，你觉得
单调只是因为你还没发现其
中的趣味。

你的身边，也一定有不
少这种有着“工匠精神”的普
通人。他们专注，敬业，即使
从事最平凡的工作也会把每
个细节做到最好，他们对待
工作有责任感和使命感，能
把最简单的事做到完美极
致。我觉得，工匠精神，其实
是一种品质。当一个民族拥
有了这种品质时，这个民族是
了不起的！

“真正有趣的人，一碗粥也
能喝出玫瑰的气息。”今天看到
这样一句话，感触颇深。然而
什么样才算是有趣呢？会讲很
多段子的人，不一定就是有趣
的人，有时反而让人厌烦，感觉
无聊。现象上，“有趣”是一种
令人惊喜的意料之外；本质上，

“有趣”是对精神世界深远的探
求。我们以有趣的灵魂展示给
世界，世界也以有趣的面貌展
示给我们。一个真正有趣的
人，不但是让人觉得自己有趣，
也能让人对自己产生兴趣。

在我看来，“有趣”通俗一
些讲，就是幽默浪漫知识面
广。生活中，不乏这样一类人，
你本来是想和她聊两性的意识
形态，她们却会说她们家老公
是怎样怎样辜负她的；你想和
她扯下地理历史，她们却会告
诉你巷子口第三家店铺的老板
是多么多么的龌龊，把垃圾堆
门口还天天打老婆。《红楼梦》
里，林黛玉是一个有趣的人，像
葬花这种事，一般人是想不出
来的，更别说做了；史湘云也是
一个有趣的人，喝醉酒大石头
上就躺着睡着了，拿铁架子大
块烤肉，够豪迈的。一个真正
有趣的人，是需要有很多经历
的，且要够勇敢，不能太瞻前顾
后，过于追求安逸与舒适，就没
有勇气去尝试新事物，那么也
便与有趣无缘了。

恋爱，更需要与一个有趣
的人谈。之前曾看过一篇文
章，说女人与男人离婚的原因
竟然是男人朝女人养的兰花里
弹烟灰，这让很多人不解，感觉
是小题大做，其实不然，两个人
在细节上的不同，足以挫败一
段婚姻，毕竟朝夕相处，日久生
厌。浪漫有趣的男人会时不时
地给女人制造些小惊喜，比如
把戒指藏在菜里，留个言也不
忘画一朵玫瑰花，即使闹矛盾，
也会用幽默的方式把女人逗
笑。与有趣的男人在一起，永
远也不会让矛盾升级。

余生很长也很短，愿我们
都能和有趣的人在一起。

和有趣的人
在一起

□梁秋红（河南新密）

“工匠精神”在身边
□王国梁（河北保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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