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文物活起来动起来

日前，位于我区诸葛镇的中共豫西特委梁村旧址、司马村的许文正公祠，李村镇南宋村北侧

的北魏圜丘遗址（含禹宿谷堆石窟寺），庞村镇彭店寨村的王炳耀宅院，佃庄镇的相公庄黄氏祠

堂、吕蒙正读书窑旧址等6处被列为洛阳市文物保护单位。

区文化旅游局局长程新建告诉笔者，截至目前，全区共有不可移动文物515处，其中：国家级

文物保护单位3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4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4处，洛南

东汉帝陵82处，列入第三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名录文物点413处。

文物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是全体人民的珍贵财富。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文物合理适度利用，使文物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让文

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

对于一个国家来讲，让文物活起来可以激发人民群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认同和热

爱，坚定文化自信，汇聚发展力量。对于一个城市来讲，让文物活起来可以使居民找回历史记忆，

体现城市精神，提升城市品位，展现城市魅力。对于一个乡村来讲，让文物活起来可以彰显地域

特色，让村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近年来，我区正确处理好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保护和利用的关系，通过出台相关政策、推出

具体举措、推进重点工作，该修则修，该用则用，该建则建，做到城乡一体化建设与文物保护利用

监管并重，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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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国宝级文物 寇店镇水泉村水泉石窟

图② 省级文物 李村镇袁沟村李公神道碑

图③ 市级文物 佃庄镇相公庄村黄氏祠堂

图④ 市级文物 中共豫西特委梁村旧址

图⑤ 国宝级文物 佃庄镇东大郊村辟雍碑

图⑥ 晋辟雍碑拓片（瓦甓草堂主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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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安 山

1
前几天，参加了一场行业内的工作年会。同行

们聚在一起，私下讨论的话题自然离不开工作。李
亮算得上是我们当中特别健谈的一个，每次聊起工
作来都是头头是道的模样。但是没多久，我就发现，
他特别喜欢把“凑合”两个字挂在嘴上。

李亮告诉我们，他在现在这个职位上已经干了
整整六年。“这么多年，我的工作理念就是能凑合的
凑合，只要能让我每天完成任务，准时下班就好。”

“小事可以凑合，原则性的问题还是要认真对
待。”旁边一位同事笑着回应。

李亮不以为然地挥挥手：“那是你太想不开了，
你看我不是都应付得好好的。”

说到最后，看旁边的同事都不搭腔，李亮才自觉
无趣地收了口。

听完这翻话，我不禁仔细打量起坐在身旁的他
来。三十出头的年龄，头发却已经脱落得很严重了，
脸上也写满了斗志全无的疲态。虽说人不可貌相，
但可以想象，这些年他对工作的“凑合”，看似减轻了
他的压力，实则已经让他在不知不觉中输掉了自己
的人生。

一个始终以“凑合”的心态对待工作的人，人生
必定也只能在“凑合”中度过。

2
“凑合”先生的出现，让我想了另一位“将就”小

姐英子。
英子是我的前同事，在公司担任行政助理的她

在工作中有个常用的口头禅，那就是：将就着用吧。
英子每天都踩点下班，上班迟到更是常有的事，

原因是要忙着谈恋爱。
她的桌面永远是整个办公室最乱的，各种文件

资料堆放在一起，每次临时要找一份文件，都要花上
一番功夫。

为了这一点，我曾向她建议过，让她事先做好分
类整理，她却都是笑嘻嘻地略过，然后照例一到下班
时间就化好妆，踩着高跟鞋往外冲。经常是“再见”
的话音未落，就已经看不到她的人影了。

但即使如此，英子的恋爱还是失败了。因为沉
浸在失恋的自怜自伤中，她的工作开始越来越经常
地出现纰漏，直到有一天，把一位客户的协议书原件
不小心扔进了碎纸机里。

惊慌失措下，英子想到了拉上我壮胆，一起去找
部门经理解释。

经理是位十分优秀的职场女性，听完并没有马
上表达愤怒，而是叹了口气说：“你要明白，不是所有
的爱情付出都能有结果，但只要你足够努力，工作永
远不会辜负你。”

“碎纸机”事件在几经周折下，最终得到了解决，
英子不久之后也被调到了另一个部门。后来，她跟
我说，很感谢经理的那翻教诲，让她想明白了许多。

3
总是应付工作的人，大致都有这样一种心态：觉

得时间久了，每天都在重复做差不多性质的事情，既
找不到乐趣又看不到回报。与其那么辛苦，不如干
脆应付一天是一天。

殊不知，能把当下平凡的工作做好，本身就是一
种了不起的才华。因为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往
往并不是你所做的事情，而是你做事的态度。

不久前，一位包干我家所在片区的快递小哥，在
送快递的时候郑重地跟我道别，说下周起就要去另
一家大型的快递公司做区域负责人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有一瞬间的惊讶，但仔细一
想，又觉得再合理不过。

虽然只是一份普通快递员的工作，他却从不应
付了事。每次送快递的时候，都会面带微笑地先核
实签收人的身份，然后等客户打开验收，确认物品无
误后再走。

因为工作认真敬业、为人友善，很多客户寄快递
的时候都会第一时间想到要找他，他因此成了片区
内最受欢迎的快递员。

我笑着问他是不是被别的公司高薪挖走的，他
腼腆地点了头，说那家公司确实是因为听说了他在
行业内的口碑才找上他的。

你看，生活其实很公平。你在工作上所投入的
每一份精力，不仅是在为自己积攒信誉，更是在为自
己缔造价值。而这些综合起来，就是一个人未来所
可能有的模样。

4
网上曾经特别流行一句话：8小时以外的时间，

决定了一个人的成就。
说实话，我觉得这话要想起作用，还必须得加上

一个前提条件：请先把 8 小时以内的工作干好。否
则，你说一个对8小时以内的工作时间都敷衍的人，
8小时以外又能有多大成就可言？

一位日本哲学家曾说过：人哪里需要远离凡
尘？工作场所就是修炼精神的最佳场所，工作本身
就是一种修行。说的也正是这个道理。

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份工作是容易的，更没有
任何一份工作在一开始就能许你光明前途。任何
成就都是需要你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才能走
出来的。

而人与人之间之所以差距会越拉越大，无非是
有的人一开始就深谙尽心做事的意义，有的人却
一直把应付当聪明，结果一不小心就输掉了自己
的未来。

曾听过这样一句名言：人生如同道路，最近的捷
径通常是最坏的路。

永远不要试图敷衍你的工作。你用什么样的态
度对待工作，就会收获什么样的人生。

（摘自《人民日报》）

对待工作的态度，藏着你的未来
□ 念一

“磨砺以须，问天下头颅几许；及锋而试，看老夫手段如何。”
这是一副剃头匠最喜欢的古联。

老话说“有钱没钱剃头过年”，再穷的人在农历新年之前都
要理发，图个好兆头。日常生活中，理发是与普通百姓关系很密
切的一件事，先前散落在大街小巷的剃头铺、剃头挑子，他们从
事的行当虽说是“毫末技艺”，但却是“顶上功夫”，见证了人们追
求美的过程。

我上小学时，街上有个剃头摊，主人肥头大耳，腆着肚子，留
长发，唇上蓄一撮花白髭须，不知其名，人们都喊他绰号“狗黑
子”。他给人剃头，手法很特别，那把精钢打造的剃刀拿在他的
手上，时而正刀，时而反刀，“刷刷刷刷”上下翻飞，犹如龙飞凤
舞，有时还玩点噱头，把刀子撩起，再顺手接住继续剃，唬得客人
心惊肉跳。刮脸时，再次把剃刀在一块鹿皮上来回篦，使刀子光
亮照人，吹毛立断，然后用三根手指捏起剃刀，小指翘起，犹如女
人捏起的兰花指，那样子竟有些妩媚，接着将剃刀凑近客人已被
热毛巾捂热的面部，凝视片刻，突然发力，“嚓嚓嚓嚓”在凸凸凹
凹角角落落游走，有时还把锋利的剃刀在客人的脸颊上拍几下，
啪啪有声，不长时间就刮完一个脸，如果你脸上有青春痘，绝不
会割破一个。

“狗黑子”一人吃饱，全家不饥，遇事没个帮手。有一回，他
有急事脱不开身，正好有客人来剃头，他给人家剃了半拉子，说
要上个厕所，一走大半天，让客人义务替他守了半天摊。他虽有
一技之长，但很可怜。有年春节，他请人给自己住的草房写了副
春联，道出了内心的酸楚：一人一户一口锅，无儿无女无老婆；横
批：实在难过。

我那时花不起上街理发的钱，经常让邻居一位大婶用手动推
剪理发，完事后大婶顺手在地上抓些浮土在头上揉揉，以清除碎

发，自己回家再用洗衣粉洗头。女孩子讲究些，多用皂荚水洗头。
到了该刮胡子的年龄，我真正体会到了刮脸的妙处：半躺在

专用椅子上，惬意地闭上双目，剃刀走在脸上，感觉就像一只温
柔的小手在抚摸，又像是春风拂过面颊，尤其是当刀锋掠过眼
皮、耳轮时，阵阵酥麻从头顶直贯足心，那感觉太舒服、太奇妙
了！脸上的死皮也刮得一点不剩，最后还给你按捏一番。走出
店门，自己都觉得很有精神，做起事来信心满满。理发师说，男
人刮一回脸相当于女人做了一次面膜，对此我深以为然。

过去，理发店里通常只有一面镜子和几把椅子，工具就是推
剪、剪刀、梳子和剃刀；现在，传统的理发店被遍地开花的什么美
容美发店、发型设计室、工作室所取代，门店变得高档豁亮，美发
用具多得叫不出名字，洗护用品的种类也让人眼花缭乱。过去，
人们上理发店只是为了把头发剪短，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美
的追求越来越高，各种烫，各种染，把直发烫卷，把卷发拉直，在
头上造出图案，还流行起渐变色、不对称和厚重感等反差强烈的
夸张发型。一些职业技术院校甚至开设了发型设计专业，专门
培养创造美的使者，服务理念也从以往的千篇一律发展为现在
的个性化服务，他们根据客人的头形、脸形、体型、发质、年龄、职
业等特点，为其进行毛发护理、发型设计、化妆造型。

国人素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古训，满清入关
后汉人留了几千年的头发被剃掉，辛亥革命后，辫子被剪掉，人
们开始留起了短发。理发对于以前的人来说，只是生活需求的
一部分，而现在则成了一种追求时尚和美丽的生活方式，很多人
还根据自己一段时间内的状态和需求来改变发型，一些理发店
顺势推出会员卡消费模式以吸引顾客。

让很多人遗憾的是，如今多数理发师不会剃头、刮脸了，不
是这技艺难掌握，是因为做一个发型可收入几十、上百甚至几百
元，来钱快。每逢李村会期，科技大道路口会出现几个老剃头师
傅，一把椅子、一个脸盆、一条毛巾、一个煤炉，构成了路边剃头
摊的全部，成为难得一见的风景。

又是一年芳草绿，依然十里杏花红。戊戌春节将至，您剃头
——不，您美发了吗？

顶上功夫
□ 杨群灿

“令节清晨煮粥忙，炊烟风散万家香”。农历十二月初八，俗
称“腊八”节，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要吃腊八粥，沁人心脾的粥香
飘在亘古悠长的民俗里，人们煮粥、吃粥，消灾祈福，喜迎新春，
其乐融融。

儿时的记忆中，一进入腊月，便闻到浓浓的年味了，母亲此
时也常会在我们的耳边念叨：“腊八节快来了，又要给你们兄妹
煮一锅香甜可口的的腊八粥喝了……”那时家庭条件不富裕，买
不起桂圆、核桃等果仁，母亲就用自家地里种的花生、栗子、糯
米、绿豆、红豆、大枣、萝卜、白菜之类加上白糖熬成热腾腾的粥，
在我眼里，那曾经是不可多得的美食。

每到腊八这天，母亲总是天刚蒙蒙亮，就起床开始忙碌，淘
米、泡果、剥皮、去核，然后煮腊八粥。听母亲说，“腊八、腊八”就
是在配料时要配齐八种五谷杂粮掺和在一起做最好，其米温润，
其果甘甜，其香浓郁，其味悠长，它不仅是御寒的佳品，也是滋养
身体的优质补品。在天寒地冻的时节，全家人吃上一碗象征吉
祥美满而又热气腾腾的腊八粥，既暖身，又有营养，还寓意着全
家来年五谷丰登。

熬粥是个慢工活，母亲是个性子很好的人，她先把不易煮烂的
红豆、绿豆、花生、莲子下锅，用大火煨煮，待它们开花笑了，再加入
糯米、小米、栗子、青菜。粥沸腾后改为小火，不急不躁耐心地熬

着。听着锅内咕嘟咕嘟的欢快歌唱，孩提时的我总感到心里一片
暖意融融，袅袅的粥香在氤氲的蒸汽中愈加浓郁，时常馋得我无心
写作业、无心玩耍，只是傻乎乎地等着那香喷喷的粥出锅了。

刚出锅的腊八粥热气腾腾、粒粒晶莹、香气四溢，颜色温暖
多彩，红的是红豆、花生；黄的是小米、栗子；白的是糯米、莲子；
绿的是绿豆、青菜；红白黄绿交相浸染、相得益彰，未尝其味，色
已夺人。性急的我顾不得烫，赶紧舀上一碗，呼噜呼噜地大口吃
着，常常喝得小脸通红，肚皮溜圆。母亲见状，一脸慈祥地笑着
说：“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

母亲年年腊八节都煮粥喝，过去只有在腊八节时才能吃到
的腊八粥，现在几乎想什么时候想吃都能吃到，平常超市里也有
许多配好了原料的腊八粥卖。但我总觉得这些腊八粥与母亲的
腊八粥比起来有着天壤之别，没什么味道。我知道，那是母亲浓
浓的爱，融化在里面，很粘稠，很幸福，很绵长。

盛满母爱的腊八粥
□ 钟芳

流年碎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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