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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围绕非公企业发展，
开展提质增效劳动竞赛。在天水华天电子
集团和昊峰集团两家大型非公企业，开展
以“降成本、促安全、保订单”和“学技术、当
能手、创一流、提质量”为主要内容的生产
性劳动竞赛，引导广大职工学习知识，掌握
技能，增强本领，促进企业发展。昊峰集团
在天水中医药产业园建设项目中开展以

“比设计成果、比监理业绩、比施工工艺”劳
动竞赛，天水华天电子集团开展“锤炼技术
本领、争做一流团队、争当金牌工人”劳动
竞赛，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研、
以赛促干，使产品质量、生产效率、职工技
能大幅度提升，集团内部比、学、赶、超的氛
围更加浓厚。

——围绕优化发展环境，开展优质服
务劳动竞赛。会同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
在全市交通、市容环境、物业、医疗卫生、商
贸服务、餐饮服务等窗口服务单位，开展以

“优化环境促发展·转变作风树形象”为主
要内容的优质服务劳动竞赛。各单位、各
行业结合各自的特点和实际，以推动行业
职业道德建设、提升职工技能素质、提高服
务质量和管理水平为目标，制定方案、落实
责任、创新形式，全员动员，通过比形象、比
作风、比效率、比业绩，广泛汇聚优化发展
环境的正能量，为推动民生建设、改善发展
环境、提升机关效能作出了积极贡献。

客居京城的我，仰慕香山，于2009年元
旦，步先贤之后尘，从北大未名湖畔，举家迁
居京西香山之麓，转眼已经十周年。读万卷
书，行万里路，笔耕之余，踏遍香山。香山的
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人一事，一砖一瓦，
都浸染了我无限的深情！

京西香山，因著名散文家杨朔先生的一
篇美文《香山红叶》而名闻于世。踏入向往
已久的皇家园林，扑面而来的是一幅秀美绝
伦的山水画卷。巍峨庄严的亭台楼阁，装点
着优美迤逦的湖光山色，品种繁多的古老树
木，环抱形状各异的假山怪石，曲径通幽处，
别有一番情趣。游历仙境，让人平添几分敬
畏，路边的花花草草，都会让人浮想联翩。
仿佛看到，葛洪大师井边炼丹；乾隆皇帝吟
诗作赋；纳兰性德失意彷徨；曹雪芹穷困潦
倒做尽《红楼梦》；国父孙中山安厝于碧云
寺；大慈善家熊希龄抚育孤儿，“裸捐”办慈
善；一代伟人毛泽东指挥渡江战役，百万雄
师过大江……

穿越时空，钩沉历史，才发现香山魅力
所在。多少古圣先贤，仁人志士，问道香

山，流芳百世！香山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
厚，难怪乾隆皇帝感慨成诗“我到香山如读
书”！

2009年元旦，正式入住香山，家与学校
仅一墙之隔。初为“香山人”的那份激动与
欣喜，如今仍历历在目。游学北大，时时思
念家乡。每每读到元代大儒、先祖柳贯的诗
句：“我昔京城居，思山见山少”，不胜感慨。
是啊！京城难见家乡的青山绿水，巍峨的崇
山峻岭，先祖柳贯的思乡之情，何尝不是我
的怀乡之思！

初到香山，足迹遍及山野。晨起在北法
海寺山谷中，静坐冥想，思绪联翩，诗兴大
发，“满川鸟声起，一谷清风凉”，可谓写实
也！“新年始做香山人，柳父结庐为育人”，道
出了我迁居香山之初衷。

既然做香山人，就要了解香山。我上
网，去图书馆，跑街道，请教新认识的朋友，
香山的人与事慢慢了然于胸，心灵也得到强
烈震撼。民国总理熊希龄裸捐办慈善，创立
香山慈幼院，用毕生精力抚养孤儿数以千
计，为新中国培养了不少栋梁之才。在熊希

龄先生大爱精神的鼓舞下，我暗下决心，一
定要让自己的生命之花在香山绽放！

我发起成立了香山文化部落，定期举办
沙龙讲座，和香山文化人一起品茗论道，探
讨香山文化发展方向，参与协助熊希龄纪念
活动，做志愿者献爱心……边带孩子，边爬
格子养家，生活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但我痛
并快乐着，磨练的是肉体，升化的是人格。
爱出者爱返，福来者福往，我也得到许许多
多爱心人士的帮助与支持。在时任文联主
席、《中关村》杂志社长兼总编卫汉青的重视
下，中关村杂志曾对我们这群香山文化人做
过专题报道，我也被推荐当选为海淀文联理
事。

香山玉皇顶，民国辛亥志士、国民党“一
大”代表祁耿寰烈士墓碑，横卧在地，沦为游
客的餐桌，垃圾成堆，肆意践踏，触目惊心。
我撰文呼吁，引起政府重视，如今修缮一新，
足可告慰烈士在天之灵！民国教育家、北师
大老校长毛邦伟先生与夫人、北平妇女救济
院院长、同盟会会员伍崇敏女士合葬墓，新
民晚报创始人、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生父吴
竹似先生墓，北法海寺大震超地禅师寿藏，
抗日烈士康晓东墓等等，无不通过我和社会
爱心人士的共同努力，得到及时保护与广泛
宣传。

香山如高人，特立万物表！伟人先贤在
如诗如画的香山，妙笔绘神州，丹心写春秋，
天地存大爱，大道今如矢！路漫漫其修远
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新时代，香山留给人
们更多的思考，传承香山文化，实现大爱人
生，乃吾辈事业之归宿！

周末,载着
妻儿去郊游，
看到别人开得
忽快忽慢,心头
腾地升起一股
无名火,并下意
识地猛按喇叭
提 醒, 颇 有 点

“路怒一族”的
症状。妻子批
评我:“开得快
开得慢都能到,
你让一让他又
有 什 么 关 系
呢？”可我并没
有把妻子的话
放在心上。

如今,静下
心来想想,妻子
的 话 不 无 道
理。路上行车,
安全最重要,驾
驶员需要保持
一 个 好 的 心
情。反正只要
目的地明确,车

子总能抵达,开得快或者开得慢,不过是先
到后到的差别而已。如果赶时间,完全可以
早一点出发,实在没必要去争那路上的一秒
两秒。此外,我们在处理生活琐事时,也要
学会“让一让”。

在生活中,我们时常会遇到形形色色的
人群,有的人善良,有的人邪恶；有的人素质

高,有的人素质差,与人交往,没必要为了三
言两语、细枝末节起冲突。相反,做人应该
宽容一点。看见别人拖着很多行李过马路,
等一等他,看见有人着急赶路路又很窄,让
一让他,没什么大不了的。

亲朋好友间更无必要为了一句闲话、
一件小事而斗气,甚至绝交。俗话说,忍一
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面对亲情、
友情和爱情,我们不能有太多负面情绪,因
为负面情绪很容易让自己成为一个“垃圾
人”,于人无益,于己无益。学会“让一让”,路
就宽了,心就宽了,世界也就宽了。

安徽有个六尺巷,说的便是一段“礼让”
的故事。据史料记载,康熙年间,这条巷子
的南北两端分别住着张吴两户人家,某年吴
家造新房,想把巷子据为己有,张家自然不
同意,双方生了口角,起了争执,一时间闹得
不可开交。当时,张家的主事人张英正担任
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老夫人气急之
下给张尚书写了一封信,让他出面解决。数
日之后,老夫人收到了儿子的回信,信中只
有二十八个字:“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
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
皇。”老夫人阅罢,得晓其意,主动让出三尺
空地。吴家听说了这件事,臊得无地自容,
随即也主动让出三尺房基地,“六尺巷”由此
得名。

“六尺巷”的故事虽已过去了三百余年,
但“六尺巷”的精神不能在我们心中消失。
凡事让一让,你不恼,别人也开心,可以说是
一个双赢的结果。更何况,人心如秤,你放
了多少东西在上面,有多少分量,别人是能
感觉得出来的。

最近，在网上浏览视频新闻，无意中
在“梨视频”中看到几个兰州大学的学生，
手拿骆驼布艺玩具和“兰大骆驼驾驶证”，
接受媒体采访。标题叫“学生骑骆驼上
学？兰大骆驼证成网红”。一看采访拍摄
时间是2018年9月4日，兰大新生入学第
二天。画面中接受采访的学生说他们入
学前总有人开玩笑说兰大是骑着骆驼上
学的。开学一看，原来兰大并非别人介绍
的那样，觉得有意思，便买几个骆驼玩具
送给朋友，再留一个自己作纪念。

笔者不禁心生好奇，继续查阅相关资
料，原来，“骆驼”一词早在2015年就让地

处大西北的兰州大学“火”了一把。看来
我的确孤陋寡闻，现在才发现兰大与“骆
驼”的渊源。据说让兰大“火”起来的原因
是因为每年兰大招生时，总有人问“听说
兰大上学都是骑骆驼的，是真的吗？”这一
让人尴尬又无奈的问题。于是兰大一帮
校友们在“兰大记忆”微信朋友圈设计出
带骆驼的校徽、骆驼驾驶证，还有人回忆
骑在骆驼上的爱情、编自己的骆驼往事，
这些图案和文章在微信公众平台一传播，
立即引来校友们的强烈共鸣，跟帖的越来

越多。一石激起千层浪，兰大学子们与骆
驼的情缘故事，引起了新闻媒体重视，相
继报道评论，同时也引起网民的热传和议
论。难怪直到如今，还被人拍成视频，在
网上传播。

看到这里，笔者十分感慨。其实，兰
州人到外地遇到这种尴尬的情况并非个
案。笔者有次到南方某城市出差，到商场
买东西时，一位年轻的女服务员问我从哪
儿来的，我说兰州。那位服务员眨巴着一
双美丽的大眼睛自言自语地说：“兰州是
哪儿啊？！”我从他神情判断她确实是不知
道，没有揶揄我的意思,便跟她开玩笑说：

“中国啊！”那位服务员听我的回答,很不好
意思,脸一下红了起来。我也觉得自己回
答有些过分，又给她从地理位置、风土人
情等方面作了简单描述，顺便把兰州使劲
夸赞了一番。回来与朋友聊起此事，没想
到他们当中也有人出差到外地遇到过类
似的情形，如“兰州在什么地方？”“你们住
在沙漠里吗？”“你们是不是骑骆驼上班”
等这些大同小异的问题。朋友们的回答
有充满火药味的，如“你上过学吗？”“你学
过地理吗？”“你看过电视吗？”“你还是中
国人吗？”有带有调侃味的，如“是啊！连
骆驼都没得骑，只能骑毛驴呢！”等等。当

然，结局要么是自己生一肚子闷气，要么
搞得对方莫名其妙，说大西北人就是粗
野，回答个问话都像吃了枪药似的。其实
仔细想来，主要是在我们的潜意识中，认
为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问这种幼稚的问
题？兰州虽属经济欠发达城市，但毕竟也
是一省会城市，是古“丝绸之路”重镇，而
且是全国唯一一座黄河穿城而过的城市，
全国乃至世界有名的《读者》杂志，就是在
咱兰州创办的，还有兰州牛肉面、黄河母
亲雕像等等，这些带有明显地域标记的我
们认为全国人应该知道的兰州。谁这样
问我们就会本能地认为对方要么故意欺
负咱兰州经济落后,瞧不起咱，要么就是无
知。受这种思维定势影响，必然对这样的
问话心存反感，回答自然就少了一份友
善，多了一份抵触。但兰大的学子们处理
问题不仅相当艺术，而且还很高明，能够
化无奈为幽默、变调侃为动力，的确值得
称道。

更值得称道的是兰大人将“兰大骆
驼”演化成了一种坚忍不拔、勇往直前的

“骆驼”精神，使“骆驼”具有了精神文化的
象征。每个兰大人心中都有一匹属于自
己精神上的“骆驼”，从兰州大学毕业的学
生杨佳佳就说，她心目中的“骆驼”就是陪
伴她的图书馆，她在图书馆看书学习，遨
游在知识的海洋，从本科读到研究生，正
是图书馆这匹“骆驼”伴她成长，给了她力
量。的确，骆驼吃苦耐劳、不达目的不罢
休的精神，不正是兰大学子们顽强拼搏、
默默奉献精神的写照吗？

正是兰大人这种坚忍不拔的“骆驼”
精神，才使得兰大成为教育部直属的全国
重点综合性大学、国家“985 工程”和“211
工程”重点建设高校之一。这种对“骆驼”
一词巧妙利用，变成既有地域特色、又有
精神内涵的兰大精神，的确值得各行各业
学习和借鉴。如果兰州人都能像兰大人
一样，发扬“骆驼”精神，众志成城，发愤图
强，顽强拼搏，无私奉献，假以时日，一定
能把兰州建设得更加美好，成为甘肃乃至
全国一张响亮的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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