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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报为业，苦中有乐♥
中信机电制造集团有限公司的前

身是原兵器工业部 541 工程指挥部
（1988 年归中信公司后更名），始建于
1970 年年初，下辖铸造、锻造、冲压和
科研设计院等10余家单位。其位处山
区，点多、线长、面广、信息不太灵通是
其特点。

有鉴于此，《五四一报》适时而生。
秦建林 1994 年、2000 年担任《中

信机电》报副总编、总编后，在公司党
委领导下，一手抓通讯员队伍建设，一
手抓报纸采编排印。对一些重大题材
的新闻事件，他亲自深入车间班组生
产现场，了解一手素材，抓住关键点，
连夜写出通讯稿，然后精心设计版面，
在立意谋篇、字斟句酌中彰显企业发
展前景，在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中宣传
职工优秀事迹，以最短时间、最佳形
式，将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报纸发到职
工手中。同时，将企业的人和事在《山
西工人报》等省内外报刊广泛宣传。

由于工作突出，他先后被原兵工
记协、《中信人报》、山西省国防科技工
业授予“优秀新闻工作者”“优秀通讯
员”“优秀宣传干部”等荣誉。

♥以报为师，虚怀若谷♥
熟悉秦建林的人都知道，他的最

大爱好就是读报纸。
工作之余，他认真学习党报理论

文章，在潜心研读党的新思想、新理念

中凝心铸魂，提高政治站位，坚定理想
信念。闲暇时刻，他也手不离报，在心
无二用、目不它视的研习中强基固本，
拓宽知识视野，锤炼个人修养。

因公外出，火车、飞机、长途汽车
上，他随手拿出自己购买的报纸，如入
无人之境地学习起来；日常家居，他家
的餐桌、书房、卧室里，报纸随处可见，
随手可及，随时可读。

——他把报纸读在天空云彩上，
读入飞快车轮内，读进三餐佳肴里，读
到四季睡梦中。

单位一些同事谐趣地说：“秦建林
这家伙，一天不读报就像丢了魂似的，
报纸就是他的命根子。”

在日复一日的阅读中，国际国内
形势发展、人民幸福、职工生活……可
谓一报在手，知晓天下事。他的人生阅
历也因此不断充实，思想境界不断提
高。

报纸，成为秦建林一刻不离的良
师益友。

♥以报为珍，情有独钟♥
长期的读报、编报生涯，久久为

功，让秦建林对报纸产生深厚的感情。
对报纸那种特殊的情感，刻在了他的
骨子里，融入了他的血液中，收藏报纸
也成了他的一大爱好。

为了集报，他闲暇时会和一些兄
弟企业交换报纸，并加入一些收藏群，
和藏友互相交流。同时，他还利用出
差、旅游之际自己购买报纸，或者请他
人帮忙购买、邮寄一些国内外报纸。

一路走来，他先后累计投入1.5万
元，积攒了 8000 余种、1.2 万余份报
纸，尤其是中央、各省（市、自治区）的
党报、行业报和地方报、企业报等，可
谓门类齐全。

♥以报为友，乐在其中♥
因为与报纸有着特殊情结，前几

年秦建林退休后，心里还是丢不下报
纸。

2021 年，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秦建林收集资料，精心编
排，认真校对，印刷了 25 张报纸、100
个版，将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广泛宣
传；2022 年，党的二十大召开，他又花
费不少精力，查阅大量资料，反复核对
确认，编了 5 张报纸、20 个版的《二十
大精神特刊》，同时刊登了部分党史资
料，包括历次党代会召开时间、地点、
议程等。两次累计印刷报纸30000份/
张，个人花费2.4万余元。

秦建林的“壮举”在当地产生了不
小的影响，不少企业、学校闻讯后，纷
纷把他编排的报纸作为开展党的历史
展、红色报纸展和党史学习教育的重
要资料。他说：“咱是党员，只是利用一
己之长，为党做点事。”

除此之外，他还分别帮助或协助
山西铝厂、五四一总医院、五四一高级
技校等单位创办了内部报纸。

秦建林酷爱报纸，与报纸结下了
不解之缘，他痴迷读报、编报、集报，用
行动为热爱作了生动的注解。

这正是：以报为友，乐在其中。

秦建林秦建林：：
以报为友以报为友 乐在其中乐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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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乐善好施对我们的社会起到哪些
作用？

【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个人层
面来说，其中有诚信友善的要求。乐善好施
是社会的需要，就得靠全社会来参与，倡导
和培育爱人类、爱社会、爱他人、爱自然、爱
生命的善良意识和道德精神，形成人人为
我、我为人人，今天我为人、明天人为我的社
会氛围，丰富和提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
内涵。现代的乐善好施主体是全民化的，从
熟人行善走向公民行善。有一首歌这样唱：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
的人间。”我们应该多做一点减轻他人忧愁、
痛苦或是增进他人快乐、幸福的事，而且举
善应该是“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
为”，人人都应当为社会、为他人积德行善，
哪怕仅仅是力所能及的一点小小的善事。

善行，就是善举，是对社会、对他人符
合道德要求的、通常具有许多有益后果的
行为。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是善行，解人
急困、慈善募捐是善举，捐粮派米、赠医施
药、兴办义学也是善举。善举、善行不论大
小，统统都属于积德行善的范畴。

【问】乐善好施是一种美德，孩子是祖
国未来的花朵，把这种美德传承给孩子，父
母应该从哪些方面来培养呢？

【答】1.助邻敬老。很多家庭会定期在
自家附近的社区服务站里做义工，维护社
区环境，给社区里的老人买菜、读报、整理
庭院。父母在做这些事时，可以把孩子带在
身边。这样既可以拉近邻里间的距离，又能
培养孩子帮助弱者、尊敬老人的品德。

2. 捐赠物资。孩子们可将自己穿过的
衣物和用过的玩具，在父母的指导下，捐给
当地的慈善机构或慈善商店。父母可以捐
自己的各种物件，给孩子们做个榜样，并讲
解捐赠流程，更多地把主动权留给孩子。这
种方式能让孩子们清楚自己有多少“财
物”，应该怎样有序管理和处理。

3. 善待动物。父母可以把在路边捡回
来的一只流浪狗作为小礼物送给孩子，这
不仅会让孩子多了一个小伙伴，也会让孩
子有了一颗救助之心。数据显示，从小有小
动物陪伴的孩子长大以后80%都会有爱护
动物的意识，57%的孩子在为人处事方面
相比于没养过动物的孩子更有亲和力。

4. 积极献血。家长可以让孩子了解自
己的血型和健康状况，消除孩子对献血的
误解和恐惧。然后，要选择正规安全的献血
机构，帮孩子实现献血的愿望。

5. 参与慈善活动。家长在给孩子提出
这样的建议后，可以让孩子自主选择慈善
活动的主题和形式。如在孩子生日时办一
个小慈善派对，邀请小朋友来参加，提前告
知每人需带一份生日小礼物，这份小礼物
会在生日过后由小主人捐赠给慈善机构。

每个人都要面对不确定的未来，你永
远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需要帮助，舍得舍
得，有舍才有得，你先舍得，先付出，先利益
别人，别人才会感激你，报答你，回馈你。乐
善好施就是大爱，让我们一起努力，用我们
微弱的光，去点燃更多爱的心灵，让更多有
爱的心灵去点燃更多爱的火焰。

乐善好施有健康（下）

嘉宾王水成：全国食疗养生大会高级
顾问，国家一级健康管理师。

□吴佳佳

邻居得了孙子后，开心得像得了
祖宗，从不打骂他，不论孙子做什么做
得怎么样，他一律表扬：“你真棒！”“你
真了不起！”有时候，孩子明明做得不
对，他也说好。

我奇怪邻居为什么会不分青红皂
白说好，不分是非地表扬孩子、鼓励孩
子，邻居说他是在保护孩子的自信心，
让他没有障碍地迈出对世界探索、对
未来寻求的前进步伐。邻居的孙子聪
明活泼，脑子灵，上学后成绩优异，奖
状不断，让人羡慕，也似乎验证了邻居
的做法对孩子成长有好处。

今年春节期间，我们一家人从外
地回来过春节，去他家串门，邻居的孙
子不再像以前那样礼貌地跟我打招
呼。我开玩笑地问他：“怎么才一年不
见，就不认识啦？”他明显对我不屑，转

身时，还听到他轻声说“无聊”。
我怔住了，这个从小在邻居用赞

美编织的保护网中长大的孩子，怎么
对批评的话那么敏感呢！闲聊时，邻居
大吐苦水：“这孩子聪明是聪明，就是
太骄傲，自从上学期在班上拿了个奥
数冠军，就骄傲得不行了，不但瞧不起
同学，也不把爷爷奶奶放在眼里了。”
邻居还告诉我，上学期末，孙子三科成
绩上游，本来稳拿三好学生奖状，可他
跟同学一言不合就动手，总骂别人，老
师才给他评了个优秀少先队员，并写
了带警告的评语。

我想，应该是过度赞美让他骄傲
了，过度的保护让他不知天高地厚了。
邻居无原则赞美孩子的行为，导致孩
子是非不分，慢慢养成了骄横跋扈的
坏习惯。赞美可以激发孩子的自信心，
可以培养孩子的发散思维。但是，父母
对孩子的称赞和表扬，要适可而止。那

种不分时间场合、不论对错的赞美，会
给孩子营造出虚假的光环，从而养成
自负的心性，对别人的批评不能接受。
如果哪天孩子遭遇到了挫折和打击，
后果将不堪设想。

父母对孩子表扬和赞赏，一定要
坚持原则，该表扬表扬，该批评批评。
当孩子顺利完成了某件事，父母及时
对孩子进行表扬和赞美，如果忘了，也
要想法补上。赞美的时候，最好当着别
人的面进行，效果会不一样。这样一
来，孩子会考虑到公众影响，以后在做
事待人方面，总会主动维持这种品质
或行为。但家长赞赏后，就不要再提，
特别当孩子已养成良好的习惯后，更
要适当减少这方面的赞美。

对孩子幼小心灵的保护，适当合
理的赞美和夸赞只是辅助，正视缺点
及时改正错误，高标准严要求，才能让
孩子成长得更优秀。（《现代家庭报》）

过度保护孩子不可取过度保护孩子不可取

□张兴平

5月27日，在闻喜县东镇原五四一总部机关大院老干部
活动中心，一位颇有学者风范的60多岁老同志正戴着眼镜专
心读报纸，还不时地在小本上记录着。

这位老同志名叫秦建林，是中信机电制造集团有限公司
《中信机电》报社原总编。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事报纸工
作，一直到2020年退休，这期间他以报为业、以报为友、以报为
珍，在读报、编报、集报中书写着人生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