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茂名日报社全媒体报道，为弘扬
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近日，
袂花镇荔枝车村举办“九九重阳节，浓
浓敬老情，树敬老新风，促社会文明”为
主题的活动，热心乡贤用实际行动诠释
了尊老、敬老、爱老的崇高美德，为荔枝
车村户籍在册80岁以上的43位老人送
去了大米、花生油和糖，以及满载心意
的红包，每一份礼物都蕴含着对老人深
深的敬意与关怀。

重阳节是我国悠久的民间传统民
俗节日，“重阳，因日与月皆逢九，故为
重阳。”1989年农历九月九日被定为老
人节，2006 年重阳节被国务院列入首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着
时光变迁，重阳节逐渐衍生出了登高

“辞青”、出游赏景、赏菊、插茱萸等系
列民俗文化活动。今又是一年“金秋
送爽，丹桂飘香”的重阳时节，不妨让
我们一起在重阳节中感悟华夏“文化
韵味内涵”。

孝道是重阳节的内核。谈重阳节，
第一感受就是要崇尚孝善之道，常怀感
恩之心。魏晋人所作《西京杂记》中，曾
记载西汉民俗“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
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寿”。说的就是重
阳节对老年人的美好祝愿，祝福老年人
长寿。俗话说：“百行孝为先”。重阳
节之际，不妨让我们多看看家中的亲
人，和他们拉拉家常，送去自己最简单
的祝福和最诚挚的陪伴。连日来，我
市很多地方都组织开展爱老、敬老志
愿服务，就是对重阳节最好的践行。
其实，不仅是在节日，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也该把敬老、爱老服务常态化，变

成日常行动，常怀一颗诚挚的感恩之
心，让重阳节蕴含的孝善、感恩等理念
和情感深入人心，滋润道德精神之根，
涵养华夏精神家园之魂。

在重阳节中感悟深厚的文化自信
并发扬光大。庆祝重阳节就是对中国
传统文化的传承，更多的是一种深厚的
华夏文化自信。重阳节作为一个被沿
袭至今的中国传统节日，一种重要传统
文化符号，更是彰显了深刻的传统优秀

“文化自信”。进入新时代，不妨让传统
重阳节多点“文化韵味”，彰显华夏文明
与文化自信。时代在变迁与前进，我们
的民俗文化也应当展现新的时代内
涵。如当前互联网、短视频等日渐普
及，重阳文化也有了新的打开方式。网
络上许多幼儿园组织开展为老年人制
作手工贺卡；重阳节主题的剪印模板小
视频；网络上关于重阳节的一些小游戏
……都吸引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关
注。这也足以表明，时代的变迁，我们
的传统文化也适应时代发展，与时俱进
才会收到大众的热捧。“互联网+重阳
节”在赋予传统民俗新的时代内涵的同
时，也不断夯实着中华文明新的时代意
蕴。我们要把民俗文化力量融进文明
建设系列实践中，把尊老敬老的热情转
换成为不断砥砺奋进的新动能。

文化是根，民俗文化是魂，文化是
一个民族发展的精气神。重阳节是一
个承续着华夏民族优秀传统和文明美
好的节日，其中蕴含的文化传统、内涵
和价值文化更应为人所真正认知并深
深铭记。让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担当文
化使命，奋力写好茂名发展新篇章。

感悟重阳文化
坚定文化自信

王平生（电白）

新的征程，召唤新的进发。9
月26日，市委十二届八次全会胜利
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茂名
市委关于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茂名
实践的意见》，对茂名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作出系统谋划、统筹安
排。8大部分改革任务有机贯穿各
领域改革中，不仅有清晰的指向导
向，更有具体的战术打法，吹响了
守正创新、苦干实干的冲锋号角，
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茂
名实践。

仔细观察，全会找准契合茂名
实际的发力点、突破口，整体来看
呈现三方面突出特点：

注重全面承接和前后衔接相
统一。一方面，对标对表党中央重
大改革部署和省委重点改革事项，
在深刻总结茂名改革发展史和发
展实际基础上，坚持远近结合明确
了 2029 年和 2035 年两个时间节点
的改革目标，细化生成具有茂名特

色的改革项目和改革举措。另一
方面，迭代深化市委十二届七次全
会以来谋定的发展战略和布局，例
如，科学把握各地发展定位、方向、
路径的衔接递进，用改革的办法破
解产业、功能、文化、风貌等矛盾问
题，进一步释放改革的叠加、倍增
效应，体现了“跳起来摘桃子”的能
动性。

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求
突破。紧紧抓住重要机遇，立足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大场景”，以

“头号工程”力度接续推进“百千万
工程”，提纲挈领谋划一批有茂名
特色、有创新突破的改革措施，与
时俱进推动“百千万工程”不断探
索新路径、积累新经验。更加注重
突出重点，从深化国资国企改革、
健全制造业当家体制机制、深化招
商引资改革等方面攻坚突破，力求
落下“关键子”、激活“满盘棋”。

坚持规划布局和系统落实相
结合。各领域改革之间关联性、互
动性越来越强，全会提出的改革举

措并非是简单“拼盘”，而是将经济
体制、文化体制、民生保障等 8 大
部分 33 个方面改革措施“打包”考
虑、一体推进，使各项改革彼此呼
应、相得益彰。同时，坚持以钉钉
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比如持续探
索“百千万工程”有效打法，在县域
发展、城镇提能、乡村振兴、城乡融
合上集聚更多更好要素，推动改革
任务落到实处、干出实效。

方向已明、部署已定，如何挺
进“深水区”，通过改革激活一池春
水？在笔者看来，还需做好以下三
点：

坚持“十个指头弹钢琴”的系
统观念。全面深化改革越深入，越
需要以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激发
整体效能，汇聚更大力量推动改
革。全会系统部署了全市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要求、具体内
容和着力点，与时俱进地解答了改
革标识如何擦亮、“在市域发展、县
域振兴中走在粤东粤西粤北前列”
重大使命如何担当等重大命题。

何以破题起势？唯有持续向改革
要动力、要活力、要效益。要坚持
全市“一盘棋”、上下一条心，摸透
茂名最大的“时”和“势”，抓住用好
省委接连部署实施“百千万工程”、
产业有序转移等多重叠加机遇，在
深化改革实践中更大程度激发潜
力、合力。要更加注重系统集成。
当前茂名的改革并非“一时一事”

“零敲碎打”的调整，而是各方面各
领域全局性的。面对“既要又要还
要”的改革追求，要加强改革的整
体谋划、系统实施，统筹好政策、方
案、力量、进度，推动各项改革彼此
呼应、相互促进，实现“1+1>2”的
叠加效果。

用好“一子落满盘活”的路径
方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一
项系统工程，不能“眉毛胡子一把
抓”，需要先搞清楚先手棋是什么、
当头炮打哪里。只有抓住七寸、精
准发力，才能打通堵点、激活全
盘。经济工作是中心工作，深化经
济体制改革是“重头戏”。当前茂

名正处在高质量发展爬坡过坎、攻
坚冲刺的关键期，还有制造业形成

“当家之势”、“百千万工程”走在前
列、新旧动能转换等高峰要攀登，
改革可谓“知重负重”。要坚定不
移打好事关改革全局的大仗硬仗，
集中力量在“五链共建”工程、招商
引资、国资国企改革等方面大胆探
索，聚焦“百千万工程”统筹好县的
优势、镇的特色、村的资源，对症下
药、持续用力，以主要矛盾的解决
牵引带动全市改革向纵深推进。
改革既需要大潮奔涌的“重头戏”，
也离不开浪花朵朵的“微改革”。
要谋深谋实农房管控“二十四字”
工作机制、“一张图”推广改革、“四
化”工作法抓落实等“17+9”“小切
口”改革，通过点上攻坚、长效施
策，打造更多突破性、标志性改革
成果，做到以点带面、活跃全局，推
动改革“星火”形成燎原之势。

践行“一贯到底见实效”的工
作作风。改革越是向纵深推进，有
待完成的任务和新提出的任务愈

交织叠加，越需要攻坚克难，如果
举棋不定、瞻前顾后，改革就可能
沦为口号、流于形式。纵览茂名的
发展历程，石化产业一马当先，城
市一路向前，“厂”与“城”互促共
生，就在于牢牢把握住了“改革”二
字。要始终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
一任接着一任干，乘势而上推动市
委全会提出的200多项改革任务落
实落地，尽快形成更多体现茂名特
色、彰显改革担当的实践成果。要
敢于打破固有的思维束缚、路径依
赖，在党中央明确的改革要求和框
架内，因地制宜做好调研摸底、需
求对接和前瞻谋划，使改革措施精
准管用，更好在两难三难甚至“N
难”的重重约束中实现有效突破。
抓落实既是要求、行动，更是改革
制胜之道。要埋头苦干，“多打粮
食”，构建改革全周期闭环管理体
系，抓好各项改革任务末端落实，
一步一个脚印推动改革任务出新
出彩、见到成效，奋力将全会“施工
图”绘成“实景图”。

守正创新苦干实干 激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一池春水”
段玉昆（市区）

“老幼共托”
图/文 朱慧卿 童戈

一处设计温馨的现代化园区内，在孩童
的欢声笑语中，老人们聊天、散步，怡然自得
……像这样“一老一小”和谐共处的“老幼共
托”新场景，在一些城市越来越多。当前，不
少幼儿园遭遇“入园难”变“招生荒”的经营困
境。部分民营幼儿园瞄准养老服务，“老本
行”和“新趋势”一起抓，“老幼共托”应运而
生，也成为解决“一老一小”照护难题的新答
案。（新闻来源：新华社）

“一老一小”连接千家万户，关系民生大
计。“老幼共托”模式的出现无疑可以盘活空
置的幼儿园，为无数“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
解决后顾之忧，值得尝试，值得期待。不过作
为新兴转型行业，养老托育一体化仍有待完
善。毕竟老幼共处一园，设施设备、照护管理
等各方面的要求不同，共处还可能存在一定
安全风险，需要我们循序渐进、因地制宜，精
准施策，才能确保“老幼共托”模式的可行性、
长久性，实现同在屋檐下的双龄共养。

多年以前，曾读林清玄
先生的一篇关于“惜福”的文
章，言其外祖母之所以长寿
而且健康，大抵是因为惜福
——“由于珍惜自己的福气，
才能福寿绵长。”这是我第一
回接触到惜福的概念，当时
不太明白其中的意思，也未
留下很深的印象。及至后来
随着阅历的增长，看到社会
上许多人的起落沉浮，目睹
许多家庭的悲欢离合，我才
开始渐渐体会到惜福所蕴含
的哲理及对人生的意义。前
不久，一位书法家朋友欲给我
的新居客厅题一幅字，妻子问
我写什么内容好，我若有所思
地说，那就写“惜福”吧。

惜福，顾名思义，就是指
珍视自己的福气，不过分享
受，不随意挥霍。惜福是有
度的，即使你有十分福气，却
如弘一法师所说只受三分，
此后你的福气便如细水长流
一般绵绵不绝；惜福当有方，
有人总结惜福的四个方法为

“昼行当惜阴、日用当惜物、
说话当惜言、遇人当惜缘”；
惜福更有道，曾国藩平日最
好昔人“花未全开月未圆”七
字，将其作为惜福之道、保泰
之法力行倡导。花全开则
谢，月满则亏，水满则溢。故
而，人生得意是小满。小满
者，满而不损，满而不盈，满
而不溢。此为人生之最佳境
界。季羡林先生感言：“不完
满才是人生，这是一个平凡
的真理。”

惜 福 ，是 对 过 往 的 感
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过

往，或顺利或挫折，或成功或
失落，或快乐或痛苦。正是
这些成败得失、苦乐悲欢，构
成了我们生活的真实，塑造
了我们壮丽的人生，让你我
成为更好的自己。因为惜
福，我们常怀感恩，所有的过
往都成了美好的回忆；因为
惜福，我们总能在细微之处
发现美好，也能激发更多的
正能量。每一句感谢的话
语，每一个感恩的行动，都是
对自己和他人福气的积累。
我们应该珍惜这些过往，感
恩这些过往带给我们的成长
——那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
人，那些带给我们教训的事，
甚至是那些人生低谷中看似
挫折与困难、令人极度痛苦
与失望的时刻，都是生命不
可多得的阅历，激励着我们
向着更加坚韧与成熟的自己
迈进。以惜福之心回首过
往，无论是幸与不幸，都是生
活的一部分，是对生命旅途
中点点滴滴的温习与感恩。
正如普希金的诗所写的：“一
切都是瞬间，一切都会过去，
而那过去了的，都会成为美
好的回忆！”。

惜 福 ，是 对 当 下 的 珍
惜。曾读革命领袖列宁的故
事，知道他在生命最后的时
刻，对其夫人克鲁普斯卡娅
说：“请读杰克·伦敦的《热爱
生命》给我听吧。”他就这样
听着听着，在对生命和事业
的无比热爱中，平静而安详
地离开了人世。在这个世界
上，每一个生命都是独一无
二的，都值得我们全身心地

去珍惜和热爱，即使这个生
命正活在痛苦之中。因为活
着就是幸福，就是对生命的
尊重。这让我想起了余华的

《活着》，书中的主人公福贵
经历了人世间难以想象的诸
多的苦难，失去了生命中所
有至爱的亲人，最后只剩下
一头大水牛与他相依为命，
但他依然坚强而乐观地活
着，依然没有放弃对生活的
热爱。惜福，就要懂得珍惜
这个世界上我们拥有的一
切，发现生活中时时演绎处
处呈现的美好的瞬间，感受
那一朵花儿的绽放、那一片
天空的湛蓝、那一缕阳光的
温暖，享受生活赐予我们的
每一份美好与福气。活在当
下，珍惜拥有，就是对我们追
求幸福生活的最好的诠释。

惜 福 ，是 对 未 来 的 期
许。在珍惜当下的同时，我
们更应以一颗平和而充满期
待 的 心 ，去 迎 接 美 好 的 明
天。当我们在不经意间种下
希望，种下对未来的期待，那
么，在我们面对人生困难、挫
折甚至牺牲的时候，便不会
丧失信心、失魂落魄，不会无
所适从、迷失方向，一切的希
望与期待，都会在善待自己、
悦 纳 万 物 、坚 韧 奋 斗 中 获
得。鲁迅在创作《药》时，有
感于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
悲哀，心情极度痛苦彷徨，但
还是“不恤用了曲笔，在《药》
的瑜儿的坟上凭空添上了一
个花环”，表达了对革命更深
切的期待；革命烈士李卡在
黎明前的黑暗中预感到生命

即将结束，仍热切地期盼着
光明与未来，他在致战友的
遗书中写道：“我走了，太阳
我带不走，你跟着它呀，永远
地跟着它呀！天一亮，你就
会看见太阳微笑。”相比那个
时代，今天我们的生活是何
等幸福。我们应知福惜福，
面对未来要保持信心，做好
自己，无愧于心，如此定能拥
有最美的收获，抵达那幸福
的彼岸。

在这个世界上，人们常
被物质和欲望所迷惑，忽略
了生活中的底线。殊不知祸
福相倚，福不可滥用，滥用的
结果将变为祸。我的同学和
朋友有几位曾都是政坛新
秀，都有幸福的家庭和令人
羡慕的事业，领导赏识，有为
有位。可他们就是缺少惜福
观念，不知足亦不知止，以致
走上了贪腐之路，毁灭了自
身的美好前程与幸福。惜福
让人有收敛之心，面对诱惑时
则会常常提醒自己收敛而不
可放肆。惜福还能使人有知
足之感，能够意识到自己是身
在福中，懂得珍惜。“知足不
辱，知止不殆”，作为现实生活
中从政为官者，务必要常怀知
足惜福之心，常抱为民造福之
志，方能不逾底线，不负韶华，
走好自己的人生路。

新居落成之际，我把朋
友送来的“惜福”二字装裱上
墙，伫立良久，不由引起我心
中深远的遐思，觉得有写一
点东西的必要，以提醒人们
放慢脚步，去发现和珍惜你
所拥有的美好与幸福！

“惜福”小议
李光龙（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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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高气爽，丹桂飘香，又是一年重
阳节。喜值重阳齐敬老，欣逢盛世共尊
贤。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尊重老年人，就是尊重历史，尊重中华
民族的光荣传统，就是尊重我们自己。
因为每个人都会变老，都希望老来受尊
重受人敬。

重阳的源头可追溯到先秦之前，当
时，已有在秋天九月农作物丰收之时祭
天祭祖，谢天地、谢祖先的活动。相传，
到西汉又有了重阳节求寿之俗，同时还
有大型饮宴活动，是由先秦时庆丰收之
宴饮发展而来的。所以，求长寿及宴
饮，构成了重阳节的基础，后来又发展
到重阳“踏青”、重阳“辞青”等活动。而
真正有史记载重阳节的是在魏晋时
代。据曹丕《九月与钟鲧书》中载：“岁
往月来，思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
日月并立，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
以享宴高会”。到了晋代，又由大文豪
陶渊明发起重阳赏菊饮酒之俗。直到
唐朝时，重阳节才被定为正式节日。从
此以后，宫廷、民间一起庆祝重阳节，并
且在节日期间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重阳敬老活动得到
进一步提倡和加强。到本世纪80年代

始，我国一些地方把农历九月九日定
为老人节，倡导全社会树立尊老、敬
老、爱老、助老的风气。中国政府在
1989 年将每年的这一天定为“老人
节”、“敬老节”。并且通过修改《老年
人权益保障法》，将“老人节”以法律的
形式确定下来。

如今，在每年的重阳节来临之际，
我市各级党委、政府和民间组织纷纷
举办“九九重阳节，浓浓敬老情”活动，
对老人进行关爱慰问、送温暖、组织外
出参观等，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传递
广大市民对老人的爱心和温暖。通过
开展这些活动，教育我们的后生一辈懂
得知恩图报，使尊老敬老蔚然成风，代
代相传。

自己身为老人，亦要有长者风范，
做到“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老当
益壮，难移白首之心”。为社会为家庭
继续发光发热，尤唱夕阳无限好，焕发
青春再续航。同时希望各级政府多为
老年人办好事、办实事、解难事。把尊
老尊老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让老年人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学、老有所
乐，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老年人的心
坎上，让老人安享幸福快乐的晚年。

重阳敬老，弘扬美德
王如晓（市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