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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子婆婆”蒸出一屉屉温馨的诚信
文 / 张培元

2013 年儿子去世，留下67万元巨额债

务，重庆市铜梁区巴川街道的李其云、陈

淑梅夫妇不顾年过花甲，毅然承诺：“儿

子的债，我们来还！绝不赖账！”他们靠

卖包子馒头。打工等替儿还债，4 年共卖

了近百万个包子馒头，用良心做出的好

包子深受欢迎，陈淑梅还被附近的孩子

们称为“包子婆婆”。11月17日，老两口

作为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诚实守信模范，

在人民大会堂和参加全国精神文明建设

表彰大会的代表一起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

亲切接见。（11 月 19 日《重庆日报》）

这是一个令人读来掉泪的真实故事。一

对花甲老人强忍丧子之痛，一边以老迈之躯

含辛茹苦把年幼的孙子拉扯着养大，一边努

力挣钱替儿偿还巨额债务。最让人感动的是

他们对诚信的理解和坚守，四年艰涩时光，

千余个日日夜夜，上百万个包子馒头，他们

蒸出的是一屉屉温馨四溢的“诚信”，为社会

输送的是弥足珍贵的道德营养。

大千世界，滚滚红尘，至美至善就蕴藏

在芸芸众生之中。我们身边其实就有很多像陈

淑梅、李其云这样的普通人，他们虽然不曾说

出过什么深奥道理，但都在身体力行地实践着

诚信理念、传递着诚信火炬、构筑着诚信大

堤。在口口相传中，诚信不仅内化为人的行为

自觉和价值追求，同时也成为很多家庭家训家

风家教的精髓与灵魂，代代传承并发扬光大。

我们都应当向“包子婆婆”致以深深敬

意！她和丈夫宁可过着最低标准的生活，也

要省吃俭用替儿还债。即便是自己亲手做馒

头包子挣钱，亦始终把良心放在首位，选用

放心食材、制成放心食品，让街坊邻居放心

购买。诚实守信四个字已经完完全全地融入

老两口的血脉深处，变为一种自然而然的举

动，感染熏陶并教育着身边每个人。他们所

挣的每一张钞票都打上了诚信的烙印，如此

“子债父（母）还”极大地放大了道德文明增量。

德不孤，必有邻。在“包子婆婆”的诚

信故事里，还有一个细节让人动容：经历丧

子之痛的陈淑梅、李其云，最为艰难之时得

益于街坊邻居的无私相助，当地政府及街道

社区积极为他们申请“低保”和“三无”救助，

免费提供经营场地，协调解决了其两个孙子

就近上小学及营养午餐等问题，很多热心人

宁愿绕路也要买他们的包子以支持其早日还

债。正是这种守望相助，极大地温暖了两位

老人的心，为其诚信坚守作了最有力支撑。

难怪从北京参加表彰会回来，陈淑梅、李其

云见到街坊邻居后深深鞠了一躬表示感谢。爱

与被爱，始终在进行温暖互动。作为道德楷模

的“包子婆婆”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也在于她

身边有这样一个充满爱与关怀的环境与土壤。

文 / 郭元鹏

11月17日，河南洛阳城气温走低。洛

阳师范学院学前教育16 级本科班 63 名同

学，利用手工课剩余的边角料、旧床单等

制作了棉坐垫，两周时间，分两批陆续投

放了200 多个棉坐垫，送到校外公交车上，

希望乘客们在寒日里都能坐上暖板凳。

（11 月 19 日《中国新闻网》）

冬季来了，气温降了。市民开始给私家

车套上棉坐垫，单位公车也换上了棉座套，

长途汽车、列车座椅，也都换上了冬装。可

是，我们却发现，唯独市民乘坐的公交车座

椅，一年四季都是一个样，多是普通的塑料

座椅。不管任何城市，公交车这种出行工具

的座椅，都不分季节，都是一样的“冷冰冰”。

河南洛阳师范学院的学生是有爱心的，

他们亲手制作了棉坐垫赠送给校外的公交

车，让市民在冬季乘车的时候能坐上暖板凳。

可是，仅仅依靠爱心，仅仅依靠奉献，也是

不可能实现“所有乘客都坐上暖板凳”的。

就像报道说的那样，制作了两个星期才制作

了200 多个坐垫，面对面广量大的公交车，

这些坐垫显然是不能满足需要的。

公交车的座椅不分春夏秋冬，是一种社

会现象。2016 年冬季，银川媒体曾开展过一

次关于“公交车座椅”的讨论，这场讨论是

由一位市民的社会调查引发的——他发现，

冬季公交车的座椅都是“冷冰冰”的，一些

老人乘坐公交车出行的时候，会刻意自带棉

坐垫，十分麻烦，他建议公交公司能够从人

性化角度出发，给公交车配上棉坐垫。媒体

讨论之后，当地一些公交车也安装了棉坐垫。

但是，坚持得并不好，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

公交车安装棉坐垫，其实不是多大的事，

关键在于要有民生情怀。一个坐垫值不了几

个钱，普通的棉坐垫市场上的价格也就是三

十多元，一辆公交车上全部安装棉坐垫或者

是棉坐套的话也就几百元。这样成本，所有

公交公司都有能力。我们不妨从制度层面，

让棉坐垫、棉坐套成为公交车座椅的标准配

置，用强制性的规定，让冬天的公交车座椅

不再是“冷冰冰”的。

当然，公交公司不愿安装棉坐垫、棉坐套，

也不仅是资金问题，而是担心打理起来麻烦，

棉坐垫、棉坐套容易藏污纳垢，需要定期清

洗，再加之一些乘客的不文明行为，更容易

肮脏。不过，这不是让公交车座椅一直“冷

冰冰”下去的理由。一方面，乘客应该养成

文明习惯，尽量爱护棉坐垫。一方面，公交

公司可以建立一个“清洗中心”定期清洗。

寒冬时节，公交车的座椅不能总是“冷

冰冰”，人的服装有四季之分，公交车的座

椅也需要穿上“棉衣裳”。

文 / 何勇海

日前，武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鱼门

拳项目在百灵幼儿园正式挂牌，意味着

全市首个鱼门拳幼儿社团项目正式启

动。然而在展示环节，一个由该园小

朋友表演的小品《七品芝麻官判案》却

接连上演幼儿“状告”父母的插曲。“我

爸爸一有时间就打‘王者荣耀’，我妈

妈喜欢用手机在网上买东西，他们没

时间看我打拳。”因无人欣赏，一个小

女孩深感郁闷。男生小毅也“告状”：

妈妈天天刷朋友圈，看到别的小朋友学

这学那都点赞，自己想学鱼门拳，她却

不搭理。爸爸说学打拳不如学弹钢琴，

不然他都不好意思晒朋友圈。（11 月 17

日《武汉晚报》）

不管是哪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

鱼门拳在内，都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瑰宝，

我们每一代人都应该善待珍视之。非物质

文化遗产具有厚重、悠久的历史文化内涵，

是我们民族的历史记忆；同时也具有丰富、

多样的精神养分，是我们民族的生命基

因。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相传，可以使

我们每一代人产生一种对本民族、本地

区的历史认同感。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

能得到创新性发展，也能使我们始终保

持文化多样性，能激发我们的文化创造

力。如果“非遗”消亡在无论哪一代人手里，

恐怕都是数典忘祖吧？

而传承“非遗”文化，就是要像武汉

在幼儿园推广鱼门拳一样，从娃娃抓起，

从幼儿园抓起。这是因为，社会上的成年

人即便有兴趣，也基本没有精力与时间来

学习“非遗”技艺，何况像打拳练武之类

的“非遗”，成年人是老胳膊老腿已经学不

了啦。而孩子的好奇心浓，更容易培养某

些方面的“非遗”兴趣，孩子的可塑性强，

更容易习得一手或几手“非遗”好技艺，

何况，童年的兴趣，会直接影响一个人的

身心发展，影响一个家庭的文化喜好，甚

至会影响一个民族的文化未来。而且，我

们的“非遗”行业还需要培养接班人呢！

一些家长之所以认为孩子学“非遗”老

“土”，实在是没有认识到“非遗”对国家、

民族、地区乃至家庭、个人的重要意义。

实际上，一些小“非遗”也可以玩出大名堂。

比如，据报道，最近，在北京非物质文化

遗产发展基金会主办、中国工艺美术协会

承办的首批“大国非遗工匠”评选活动中，

重庆人潘啟慧荣耀上榜。潘啟慧在4 根金

丝弦上刻出600多字的《琵琶行》，其他工

艺品大师则为这把琵琶打造了对应的琵琶

女、坐凳等。业内人士估计，这套作品价

值逾百万元。

面对孩子学“非遗”，不管是主动还

是被动，家长最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充分

创造条件，温情陪伴加上真诚鼓励。家

长如果表现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只

会打击他们的积极性与信心，甚至影响

他们学习其他技能技艺乃至于课堂学业。

孩子学“非遗”与学钢琴，其实并不矛盾。

据说现在一些学校的幼升小、小升初招

生，已经从钢琴等，向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方向倾斜，比如京

剧和剪纸等。所以，家长大可坦然将学“非

遗”的孩子晒于朋友圈。

文 / 张西流

目前学前教育面临哪些困难？学前教

育究竟应该教什么？在解决“好入园”的

同时如何破解“入好园”难题？学前教育

立法是否有必要？在日前由北京卓亚经济

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等联合举办的“学前教

育改革与发展论坛暨中国学前教育专题研

讨会”上，专家学者围绕“学前教育”这

一关键词展开深入探讨。（11 月 19 日《光

明日报》）

近年来，学前儿童“入园难”、“入园贵”

问题日益突出。投入不足、资源短缺、城乡

发展不平衡等因素，长期制约我国学前教

育的健康发展。众所周知，基础教育是国

家教育体系的基础，由学前教育、义务教育、

高中教育三方面组成，学前教育是基础的基

础，如果基础不牢，会影响整个基础教育

的质量。因此，学前教育也是目前最亟待

加强的部分。特别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幼有所育”“办好学前教育”，与幼儿园相

关的新闻近期频见报端，人们对学前教育的

关注也再度高涨。

不可否认，学前教育作为对孩子的启蒙

教育，却一直被义务教育拒之门外，已产生

了诸多问题，严重制约了学前教育的健康发

展。比如，由于学前教育没有纳入义务教育

的体系，造成由地方财政投入的公办幼儿园

屈指可数，资源奇缺，多由公务员系统和教

育系统的子女所享受。大多数家庭的子女被

推向私立幼儿园，高昂的收费令家长不堪重

负。以至于，“入园难”和“入园贵”，已成

为子女教育“第一难”。

近年来，每逢全国“两会”，都有代表委

员建议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畴，受到

了教育界和孩子家长的广泛关注，可以说，也

代表了全体国民的共同诉求。只有在立法上

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才能监督和

激励地方政府重视和支持学前教育。事实上，

这个问题也获得了政府重视和政策呼应。在

《教育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加大政府

投入，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积极扶持民办

幼儿园”。问题是，纲要并未明确将学前教育

纳入义务教育范畴，这也导致一些地方在重

视和支持幼儿园建设上打了折扣。

可见，只有“幼教入法”，方能实现“幼

有所育”。具体来讲，只有修改教育立法，

改革学前教育投入体制，扭转幼儿园资源紧

缺的现状，才能从根本上破解子女教育“第

一难”。换言之，只有从根本上解决学前教

育的制度定位问题，才能够为幼儿园创造良

性发展的环境。比如，公办与民办并存的幼

教资源，可供公众自由选择，既可以让绝大

多数家庭的孩子共享公办园提供的“免费蛋

糕”，又可以让少数富家子弟享受到由民办园

提供的“收费薯条”。特别是，当公办园不

再稀缺时，大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共享

教育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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