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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跑·提升
———改版致读者

�������亲爱的读者朋友，《周口日报·理
论版》开设以来，编者、作者齐心协力
共同耕耘这片“思想沃土”，研究探索重
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刊发了一批有思想
深度、内容广度、引领力度的优秀理论
作品，为推动全市改革发展提供了强劲
的智力支持，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新时代赋予新使命， 新征程要有
新提升。 面对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
向日趋活跃的新形势，巩固马克思主义
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全市人民
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迫切需要哲
学社会科学更好地发挥作用。 从今天
起，《周口日报·理论版》正式改版为《周
口日报·社科理论版》。新的版面将更加
专注地反映我市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
最新成果、研究路径、学科建设、意见建
议等，包括哲学、经济、文史、法律、伦理
等各个方面。更加注重学术研究成果的
表达与展示， 突出思想纸和观点纸特
性，打造我市社科理论研究高地。《周口
日报·社科理论版》拟设如下栏目：学术
前沿、思想观澜、视野纵横、学界动态
等。 每周五出版一期。

变的是版面形式， 不变的是思想
深度；变的是版面定位，不变的是清新
文风。 改版是在新征程上奔跑提升的
一个契机，站在新起点，我们将进一
步发挥阵地优势，助力全市社科理论
工作者加强理论研究、 适时自信发
声， 真正把这个专版办成让市委放
心、 人民满意的科学理论传播版面、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先进文化的
引领版面。

过去的岁月， 我们的版面得到了
社会各界尤其是社科理论界的关心和
支持。未来的日子，期望全市社科理论
界专家学者和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继
续给予我们支持和帮助，围绕“临港新
城、开放前沿”发展定位，着眼群众需
要解疑释惑、 阐明道理， 撰写态度鲜
明、观点准确、文字生动、理论联系实
际的好文章。 我们一定用心用情编发
好大家的作品，和广大作者、读者一起
描绘我市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
“全新风景”， 为我市向着国家区域中
心港口城市迈进营造环境、汇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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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道德名城、魅力周口”的微思考
王华荣

������在市委五届二次全体 （扩大）会
议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上，市委书记
张建慧提出擦亮“羲皇故都、老子故
里”文化品牌，打造“道德名城、魅力
周口”。 这是对周口文化特色和城市
品质的精确表达， 不仅丰富了周口
城市内涵， 也为周口文化指明了发
展方向。

一、“道德名城、魅力周口”所彰显
的重要意义

（一）“道德名城、魅力周口”是在
尊重传承历史的基础上对周口地域

精神特质的高度概括。 几千年来，历
代周口人民在这片土地上，一直用行
动阐释着、演绎着道德。 盘古开天辟
地，耗尽心血；女娲抟土造人，炼石补
天；伏羲正姓氏、制嫁娶，以龙纪官、
分理海内，造干戈、御外患，结网罟、
兴渔猎；神农氏教民稼穑、播种五谷。
在先辈的引领下、 向善精神的浸润
下， 春秋时期孕育出了伟大的思想
家———老子。 他经过一生的思考、实
践、升华，著成《道德经》。 无可争议，
周口是老子故里、 道德文化的发源
地，历代人民也在不断践行、弘扬、发
展这一精神。两汉时期，奉公守法、家
居贫寒的郑当时，仁厚爱民、清正廉
洁的黄霸；两晋时期，倚马千言、扬风
仁政的袁宏，带领家中女眷奋起杀贼
守城的谢道韫；宋金时期，清介醇谨、
烧乡邻借据的沈伦；明朝，刚直不挠、
吏民畏服的顾佐，居官廉洁、善恤民
事的王钝；近现代，抗日英雄吉鸿昌、
严图阁、 侯香山、 还有为国捐躯的
4700 多名烈士等等。 周口历史上高
风亮节、 德厚流光的人不胜枚举、灿
若繁星。 因此，当前周口市提出打造
道德名城，名副其实，众望所归，这是
历史赠予周口的财富，这是先辈留给
周口的传家宝。

（二）“道德名城、魅力周口”是进
一步引领群众崇德向善、推动周口发
展的强大动力。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
中有言：“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
帅也”。 德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是一
个城市的灵魂和根基。

当前，周口市提出打造 “道德名
城、魅力周口”，是培根铸魂的一个重

要举措。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
强 ”。物质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 ，需
要相应的精神文明相匹配 。 近年
来 ，周口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 ，周口城市面貌实现了精彩
蝶变 ，群众思想 、信仰 、道德也随之
需要提升 。道德是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的核心要义 。 当前 ，周口正在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 ，道德则是精神文
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民道德
水准提高到一定水平 ，一座城市的
文明之风才更清爽 。道德是凝聚力
量的需要 ，是发展动力之源 。 周口
新的蓝图已经绘就 ， 定位已经确
立 ，发展和目标的实现 ，需要每一
个公民热心参与 ，需要每一位周口
人全力拼搏 。而这种全力以赴的动
力 ，来源于每个人内心所秉持坚守
的道德 。 因此 ，提升道德 、弘扬道
德 、践行道德 ，是全体周口人齐心
协力的坚实基础 、团结一致的不竭
动力 ，也是魅力周口永保魅力的不
二法宝 。

（三）“道德名城、魅力周口”是周
口人守正创新、 增强自信的底气所
在。 自信是一种积极情感，有自信才会
有勇气、有力量、有毅力、有动力，有自
信才会有执着坚守、自觉践行。 “自信
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近年
来，周口涌现出了一个个英模、一个个
中国好人，周口人形象在不断提升，好
人现象已成为周口文化的特点、 周口
人的标签。 当前，周口擦亮道德名城这
一文化标识， 无疑是为周口人打造了
一张厚重、闪亮、骄傲的名片，周口人
需要一张这样的名片来提升自信，彰
显价值， 尤其是近 300万的在外务工
人员，更需要一张这样的名片，提升认
可度、信任度、知名度。

二、实现路径建议
（一）党建引领，提高全民政治意

识。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新冠
疫情不确定性等因素，每一个人、每一
个家庭、 每一个单位都不是一座孤岛，
也不可能成为一座孤岛，大家都是一个
命运共同体。 心怀国之大者，提高政治
意识，应对各种风险挑战，遵守国家法
律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 保障国家安

全、人民安全，不仅是国家、各级党委政
府、党员干部的事，也是每个公民的事。
各级党委（党组）要充分发挥党支部的
战斗堡垒作用， 不断加强党员教育、监
督、管理，让党员干部成为群众工作的
宣传者、推动者；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
作用， 让每名党员在赶考路上做表率、
走在前，让每名党员都是一面鲜红的旗
帜；组建市、县、乡、村四级宣讲团，围绕
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重大部署，长期开
展不同层次、不同规模、不同形式的宣
讲，真正让群众守牢政治规矩、提高政
治意识，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共同维护
维护社会秩序、国家安全、人民安全。

（二）加强阵地建设管理，牢牢把
握意识形态的主导权。 宣传部门、文
化部门等有关单位，要加强对出版物、
电影院、电视台、文化馆、博物馆、网
络、公共场所等方面的管理，对收录、
播放、展示、发布的各类信息，严格把
关， 奏响时代主旋律， 弘扬社会正能
量。网络管理部门要加强对各类网站、
新媒体平台的监管， 对于一些敏感性
的问题， 要正确引导， 对于一些苗头
性、倾向性的问题，要立即启动预警机
制，坚决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

（三）深入挖掘历史文化，整理出
版系列文化丛书。 过去，周口的历史
有听头、没看头，有碎片、无系统。 之
所以如此，就是缺乏专业人员系统研
究。 几千年文明史，有形无形的历史
遗迹遗存，数不胜数。 组建一支专业
研究队伍， 针对不同课题开展研究，
迫在眉睫。 编写一批系列文化丛书，
如周口历史遗址遗迹、 周口历代名
人、周口廉吏故事、周口乡镇村志、家
谱合辑等，势在必行。 通过系统研究、
挖掘、整理、编写，找寻历史痕迹，抢
救、保护即将消失的、永不可再生的
历史和文化遗产。

（四）全面梳理境内遗址遗迹，纳
入项目分类分批建设。 一是恢复建设
一批遗址遗迹公园和博物馆，对于遗
址遗迹规模较大、有诸多历史资料记
载的，可以建成公园或博物馆，供群
众学习、参观、游览。 对于规模较小、
历史资料匮乏的，可以在建成一个小
的文化馆或展览馆、纪念点。 二是恢

复建设一批名人故居等， 古往今来，
周口境内英才辈出， 建设名人故居，
树立先贤丰碑，缅怀丰功伟绩，传承
高尚道德，弘扬名人精神。 对于资料
挖掘出来较多、 遗址遗迹保存完好
的，作为首批，可单独建馆，对于条件
不够成熟的， 要加快相关资料的研
究、挖掘、整理。三是建设县、乡、村三
级史馆，展陈当地历史文化。 各县市
区要把建设县级史馆、 乡镇史馆、村
史馆，列入议事日程，提供经费保障。
充分利用文化馆、文化站、文化中心、
村委会办公场所等， 展示当地历史、
当地特色、当地家族谱系、当地乡贤，
以及家族的美德、善行、辉煌。通过建
设史馆，让群众学习继承弘扬先辈的
优良传统，进而热爱家乡、建设家乡。

（五）评选道德模范 、行业楷模 ，
树立学习标杆。 市、县、乡、村四级要
开展全员参与的道德楷模评选活动，
以群众认可的道德楷模为标杆，让群
众学有榜样、行有示范、赶有目标。 如
开展最美志愿者、最美家庭，当地好
人、好媳妇、好婆婆、好丈夫等评选活
动。 各行业、各系统要公平公、正公开
地开展行业楷模评选活动，真正把最
能体现行业精神的人员评选出来，树
立典型、给予奖励，引领行业人员爱
岗敬业、履职尽责，从而实现行业高
质量发展。

（六）强化宣传，讲好周口故事 。
开展地情书籍进学校、进机关、进社
区活动， 让地情书籍成为普通百姓
的案头卷、床头书，让人人谈起地情
如数家珍。 通过报纸、电视等传统媒
介，以及抖音、快手等新媒体，讲述周
口故事、宣传道德模范。 开展地情线
上课堂，由了解地情的专家、学者，以
及了解某一段历史的老同志，讲述地
情知识， 还原真实故事 。 依托博物
馆、 文化馆开展各类地情文化研讨、
宣传、普及等活动。 利用虚拟现实技
术，增加沉浸式体验。 总之，通过多
种形式，宣传地方历史文化，弘扬优
良传统道德，引领社会新风尚，让崇
德向善在社会上成为一种荣耀 、成
为一种追求、成为一种自觉行动。
（作者单位：周口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周口精神”的内涵逻辑与时代价值
王伟

������地域精神作为地域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某一地域独具特色的精
神品格，与特定地域的历史、地理、民
情、观念等密不可分，是当地群众长
期实践的文化结晶， 具有启迪民智、
凝聚民心、汇集民力的重要作用。 一
言以蔽之，地域精神就是一个地域发
展的内生动力，是一个区域发展的定
海神针。

在政协周口市第四届委员会第

七次会议上，市委书记张建慧用“重
义守信、崇德向善，不甘落后、奋勇争
先，开拓创新、务实重干”二十四个字
对“周口精神”作了概括。 这二十四个
字，是千万周口人的人文画像，为周
口的区域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参
考尺度、促进了价值认同。

“周口精神”的内涵解读
在周口这片土地上，人文始祖伏

羲氏推演八卦、饲养六畜、定制姓氏，
带领中华民族从蛮荒走进文明；在周
口这片土地上，女娲福佑社稷，设立
婚配制度，为安民、保民、兴民和血脉
繁衍开创先河； 在周口这片土地上，
炎帝神农氏尝遍百草， 探索禾谷规
律，掀开稼穑之路，为农耕文明做出
了卓越贡献。

重义守信、崇德向善是周口的历
史标识。 老子上究道、下崇德，写出五
千言 《道德经 》，成就了东方文明的
智慧荣光， 奠定了中国人思想与行
动的典范 ； 叶绍颐夫妇勤劳持家 ，
信守商道， 不为钱财所动 ， 留下一
世美名 ， 成就了邓城百年商业传
奇； 著名收藏家张伯驹及其夫人潘
素痴迷字画收藏 ， 捐宝给国家 ，家
国情怀令人敬仰……诸如此类的故
事在周口还有很多 。 时代流转 ，岁
月变迁， 周口人重义守信 、 崇德向
善的性格从未改变。

不甘落后、奋勇争先是周口的发
展基因。 作为内陆河运，周口因水而
兴却又备受水灾困扰，沙颍河有证可
查的决口达 180 余次，周口人不等不
靠、与水抗争、靠水吃水，最终绘就了
大河奔涌、 鹰潜鱼丰的壮美景象，还
留下了项城六万群众挖运河的感人

故事。 排球运动员朱婷，伤了手腕也
不退缩，为新时代女排精神打上了周

口印记。 一桶沥青打开一条防水产业
路， 一条渔网成就一片产业集聚，一
位艺人演绎成一方杂技星空。 一代代
周口人从人生定位、 时代价值出发，
变汗水为力量、变热血为使命、变追
求为现实，争当时代弄潮儿。

开拓创新、务实重干是周口的群
体映像。 周口人学习牛的稳重、学习
牛的踏实、 学习牛的勤勉，“大铁牛”
一度成为周口的象征。 周口人学习水
的精神———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
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 洪
占辉携妹求学， 感动了万千中国人；
太康县清集镇二郎庙小学校长张鹏

程，常年操劳，致力于乡村教育，被网
友戏称为“白发校长”；沈丘物流、西
华的哥、郸城制药、商水绿化，诸如此
类的产业，不一而足，都深刻反映出
周口人开拓创新、务实重干的人本心
理。 周口人利用这些精神开就了新产
业、创造了新机遇，书写了周口故事
和周口传奇。

“周口精神”的时代逻辑
区域精神反映了一个区域群众

的精神气质和性格，是百姓生活质量
的考量依据。 它涵盖了道德风格、审美
风格、情绪寄托等，映射了群众心里与
生活态度， 揭示了所拥有的价值观与
秩序意义的关系，是对历史、风俗、文
化的多维反映。 区域精神与区域文化
密不可分， 对传承传统具有鲜明的镜
鉴意义。

历史根脉是“周口精神 ”的最好
见证。 四十年看深圳，改革开放满园
春；一百年看上海，民族运动响起来；
一千年看北京， 走过繁华望明清；三
千年看西安，华夏统一美名传；六千
年看周口，羲皇女娲全都有。伏羲、女
娲、 神农在周口都留下了很多传说。
在近六千年的历史文脉中，周口无疑
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是根脉
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周口一草一木都
见证着历史、述说着历史。 时代发展
到今天，昔日的文人画家、富商巨贾、
能人巧匠已难寻踪觅影，但寻常的市
井生活却在一日日发展。历史根脉已
在周口人的意识中刻下了先民的印

痕，并赋予了周口这座城市以鲜明的
历史特征，续写着根脉烟火，展示了

周口人遵从历史、守护传统的态度。
文化传承是“周口精神 ”最好诠

释。 文化是一个城市的根与魂。 作为
黄河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传统文
化对周口影响深远。 周口思想家辈
出，以老子和二程为代表；周口诗人
众多，以谢氏家族和建安七子之一的
应玚为代表；文化学者众多，以周兴
嗣、张伯驹为代表。到了近现代，以吉
鸿昌为代表的红色文化是马克思主

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而形

成的一种文化形态，绽放出新时代的
光芒。周口大地上，一句长情的问候、
一声温暖的关怀、一个久违的微笑无
不透露着“周式”淳朴；一碗胡辣汤、
一碗手擀面就能瞬间串其周口人骨

子里的亲情、邻情、乡情，他们都在诉
说着周口的沧桑巨变，传递着一个时
代的温情，让人格魅力与时代命运相
交融，引领着文化的发展，促进了文
化的繁荣。

地域风俗是精神气质最好的表

达。 地域造就行为标准、价值准则、理
论体系，是一个城市、地域枝繁叶茂
的根基。 明清时期，周家口与朱仙镇、
道口镇、 赊旗镇合称河南四大名镇，
享有北有张家口、南有周家口（南皮
都）之美称。 到了近现代，随着以火车
为代表的陆上交通的兴起，漕运的功
能弱化， 周家口结束了近五百年繁
华、一度沉寂，经济衰退也带来政治
上的疏离。 但周口人的地域文化因子
没有变，不怕输的精神没有变。 水城
周口依据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又打
造了新时代的周口港。 目前，周口港
已成为我省重要的内河港口 。 2021
年，周口港被列为全国 36个内河主要
港口，实现质变。 周口乡风、民俗、美
食、话语无不是周口人的内在灵魂表
达。 从扶贫战场到抗疫前线，周口人
始终站在了时代前沿，形成了新时代
周口名片。

“周口精神”的实践价值
“周口精神”是助力周口经济发

展的原动力、孵化器、加油仓，继承和
发扬“周口精神”，对推进新时期周口
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
义。

要把“周口精神”理解好。 理论学

习是解决精神“饥饿”问题的第一步，
在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

程中，我们要广泛汲取、深刻阐释“周
口精神”在促进人的自我成长和社会
价值规范中的作用，要把中国传统文
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红色文
化结合起来， 用先进文化武装头脑。
围绕其理论依据、逻辑内涵、现实启
示，用好绣花功夫，汲取思想伟力，确
保我们的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答好
周口答卷。 要把“周口精神”的内涵、
周口人的气质禀赋根植于文化宣传

之中， 推动区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要把“周口精神”学习好。 理论之
于精神，如同五谷之于身体，要细嚼
慢咽，万不可囫囵吞枣。 2022 年，我省
明确提出开展 “能力作风建设年”活
动。 我们要坚持开拓能力、转变作风，
瞄准“临港新城、开放前沿”的发展定
位，擦亮“道德名城、魅力周口”的文
化标识，树立服务周口、建设周口、助
力周口的理念。 要通过对“周口精神”
的学习，懂得失、明荣辱、知进退、守
底线，为能力作风建设年画上浓墨重
彩的一笔。

要把“周口精神”发扬好。 从理论
学习到实践运用，我们要向周口的英
雄榜样致敬、向英雄榜样学习。 让学习
成为一种习惯，让优秀成为一种信仰。
要正确看待周口定位，不把“底子薄”
当借口，不把“人口多”当理由，不把
“产业缺”当推脱，通过“学”武装头脑、
通过“思”认清大势、通过“践”知行合
一。 “悟”修身正己、补“精神之钙、强
“信仰之修”、铸“理想之魂”，把思想变
思路、思路变举措、举措变成效的实践
链路，以能力作风提升政治眼力、理论
功力和工作能力。

精神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
的指南。 “周口精神”的时代标识来源
于历史，根植于现实，必定可以跨越时
空，引领未来。 传承发扬“周口精神”，
不但可以把艰难险阻转化为周口大发

展、大跨越、大赶超的攻坚意志，更可
以成为推动我市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

内生力量， 为迈向国家区域中心港口
城市交上圆满的“周口答卷”。

（作者单位：中共周口市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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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续悬鱼”的故事，说的是羊续在南阳郡任太守时，一位
下属给他送来一条当地有名的特产———白河鲤鱼， 羊续拒收，
下属硬是把鱼放在了他家, 羊续便将鱼挂在屋外的柱子上，风
吹日晒,成为鱼干。 后来，这位下属又送来一条更大的鱼。 羊续
指着柱子上悬挂的鱼干说：“这是你上次拿来的， 请你一并拿
走。 ”这位下属很羞愧，只好把鱼取走。 自此以后，南阳郡的官
员、百姓再无人给羊续送礼。 “清身太守旧悬鱼”便成为官吏廉
洁的美谈。“羊续悬鱼”的精神，为党员干部保持思想纯洁性、先
进性提供了应遵循的价值。

“羊续悬鱼”来自他的主观能动性。 对党员而言，保持思想
的纯洁性、先进性，要从内因上抓。在无人监管的情况下，“羊续
悬鱼”在于他的自觉性和主观能动性，一种系统对外作用既有
组织性，又有主观能动性，说到底是内因在起作用。 对事物而
言，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
用。保持党员思想的纯洁性、先进性，特别是在无人监督的情况
下，羊续做到悬鱼，是从主观能动性上着眼，唯有在内因上下功
夫才能守住底线。 共产党人应像羊续那样自立、自强、自尊，不
为世俗所媚，不为流行所扰，不为名利所累，不为浮华所惑，少
一些物欲狂热，多一些精神追求，少一些金钱崇拜、多一份真情
馈赠。 “为民谋福祉，当效商汤祷雨；执政尚清廉，应学羊续悬
鱼”，只有这样才能做生活的主人、时代的强者。

“羊续悬鱼”有着鲜明的得失观。 对党员来说，保持思想的
纯洁性、先进性，要算好“道德成本”。 “羊续悬鱼”，在于明白了
得与失的辩证关系。 在他看来，别人给自己送鱼、得了有鱼吃，
但失了官德，就会被罢官，以后也就没有鱼吃了。 表面是得，实
质是失。“悬鱼”拒吃，这是失，但以德从政、为民谋利，得的是民
心、是百姓的爱戴，得了合法薪水就永远有鱼吃。党员保持思想
上的纯洁性、先进性，要正确对待德、得、失。 以德而得，会有永
久性的得；以得失德，就会丢得。 百行德为首。 古人云：“德者事业之基，未有基不
固而栋宇坚久者。 ”“羊续悬鱼”本质是计算了“道德成本”中的经济成本、政治成
本、事业成本、家庭成本、精神成本、名誉成本、生命成本。古有贤臣，身清若水；今
当赤子，品峻如山。党员干部保持思想的纯洁性、先进性，应得亦淡然，失亦坦然，
只有像羊续那样守好思想阵地，严防感情贿赂，加强官德修养，才能避免在大是
大非面前迷失自我、抛弃自我、毁掉自我。

“羊续悬鱼”坚守了防止量变到质变的法则。对党员干部而讲，保持党员纯洁
性、先进性，要严把“第一次”绝不“开口子”的人生底线。 下属给羊续送鱼，他一
开始就“悬鱼”拒之，不破规矩、坚守原则，也就有了当他人第二次送鱼时，明白
是真拒，也就自觉把第一次、第二次送的鱼全拿走。 这也体现了量变与质变的辩
证关系。 一个人今日收一条鱼，明日会收一条金，久而久之，由量变到质变，最终
会成为腐败分子。 在钱物和贿赂面前，收了第一次，就容易有第二次，第三次
……事实证明，许多党员干部在未违纪违法之前都是严格要求自己的，一旦突
破了“第一次”这道防线，人生的“管涌”就难以堵住，直到滑向犯罪深渊。 慎初是
理智思考、是防患于未然的“预防针”、是自省的“长鸣钟”。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
物的发展是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恶小不注意，任其发展，
必将酿成大祸。 所以，保持党员思想的纯洁性、先进性，要切记“守身如玉要慎
初”。 每当一些“投来所好”和“可乘之机”向你纷至沓来时，切记要把握住“第一
次”关口，防止坠入欲壑难填的境地，在任何时候，都要把住第一关，守住第一防
线，堵住第一个决口，把好人生之舵。

（作者单位：华电郑州机械设计研究院）

������9月是“中华慈善日”主体活动月，我市民政部门围绕“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
美”主题，开展“平安进校园”等活动。近日，在沈丘县民政部门指导下，沈丘县阳光爱
心社工服务中心将一堂堂内容丰富、活泼有趣的安全自救课送进校园。 这正是：

你我携手做慈善，
善美甘露洒人间。
安全教育进校园，
护航少年好成长。

孙靖 文 张丹 摄

视 野 纵 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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