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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汶上县城关帝庙西邻，
有一条仁义胡同，它只有2米
宽，200米长，就是这条看似寻
常的胡同，背后却有着一段不
同寻常的故事。

据清末马焕奎《三续汶上
县志·杂志》记载，明尚书路北
村任兵部尚书于南京，家居与
邻各欲筑墙，界址久不决。家
中禀尚书，欲其函告邑令，力
争之。公乃书一绝云：“千里
遗书为一墙，相让一墙又何
妨？长城万里依然在，不见当
年秦始皇”。家人遵训让于
邻，邻亦相让不居，遂成巷，人
皆为“仁义胡同”。

这个故事讲述了路迎迁
升兵部尚书后，族人认为光宗
耀祖，应重新修家。动工时，
主事人依势向东边胡同扩出
了一墙。事也凑巧，胡同东边
正在筹备修葺关帝庙，也想向
西扩出一墙。这样一来，本来
很窄的胡同就无法通行了。
附近居民见状，请求双方各让
出一墙之地。路家人觉得有
路尚书撑腰，自然不肯。修庙
的主事也不甘示弱，于是双方
发生了争执。

路家人连夜驰书北京，请
求路迎向修庙的主事施加压
力。路迎看完家书，淡然一
笑。当即提笔回信，并嘱咐家
人一定要按信行事。家人收
到回信，如获至宝，急忙拆开，
读完心中茅塞顿开，主动向西
移了一墙。修庙的主事见路
家让了一墙，赞叹大人有大
量，也主动让出一墙，这样就
出现了一个通往大街之南北
胡同。为纪念此事，人们给这
个胡同取名为“仁义胡同”。

“千里遗书为一墙，相让
一墙又何妨”，尚书的行为正
应了那句老话：“宰相肚里能
撑船”，这不禁令我们赞佩尚
书和家人的豁达大度。尚书
一家的行为，感动得修庙的主
事热泪盈眶，也随即主动让出一墙，正是由于他的理性
精神与合作态度，两家的纠纷才得以圆满化解。这个富
有哲理的故事，虽然已经过去数百年了，但它依然带给
我们很多的思索和启示。

纷争在所难免。人与人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但又总
离不开“利益”二字，即使贵如尚书之家，也难免会有与
平民打官司的时候。故事中，尚书家人首先失策，产生
了纠纷，想到了利用权力来维护自己，但尚书为人明白，
并没有以权谋私、以势凌人。邻居修庙的主事，也在理
性行使着、维护着自己的权利，才有了后来的谦让。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更应树立法治观念，权利的维
护必然与法治相联系，与程序相结合，而绝不是“为达目
的不择手段”，也不是“无所不用其极”，更不是为一己之
利而去破坏法律和规矩，而是需要一个理性的态度。

任何纠纷，都有发生之时，也有结束之日，绝不是无
限制的、无限期的。结束的标准就是法律和道德的判
断，而不应是当事人个人的判断。如果人人都以个人感
受作为标准，那么双方就不可能达成和解，纠纷也就不
会有结束之时。

谦恭礼让是和谐之道。从家风传承的角度来讲，我
们要学习尚书谦恭礼让的传统美德。“人家敬我一尺，我
要敬人家一丈”，这句古语反映的就是相互礼让、相互合
作的态度与胸怀。故事中，尚书的谦恭礼让，是解决邻
里纠纷、构建和谐邻里关系的关键所在。

俗话说得好，退一步海阔天空，让几分心平气和。
面对矛盾与摩擦，只要我们主动礼让，就不会升级，冲突
就可以避免。反之，如果凡事斤斤计较，或者爱贪小便
宜，很多可以避免的冲突就会爆发、升级，最终往往导致
两败俱伤。

清正廉洁作表率。从干部作风的角度来讲，我们要
学习尚书的那种为官清廉、不以权谋私的高贵品格。尚
书表现出的广阔胸怀，既让家人感到愧疚，也赢得了邻
居的尊重。当今时代，只有让这样的廉洁自律成为社会
的主流，我们党优良的干部作风才能得到保障，干部队
伍建设才会有坚实的基础。

反观现实生活中，我们的个别干部即便职位不高，也
要利用手中的职权为亲戚朋友“办事”，为自己和家人谋
取私利，不仅侵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也破坏了政治生
态，损害了干部队伍以及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

“长城万里依然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我们每一个
干部的心中，都应该有一条“仁义胡同”，真正做到善解
民意，了解群众疾苦，“先天下之忧而忧”，不倚仗权势，
不以权谋私；真正做到以身作则，先正己，然后正人；真
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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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年34岁，比
复刊后的《济宁日报》
还小几岁。但我对她
的景仰、憧憬与向往，
以及她对我的激励与
影响，是贯穿了最近
这4年的。

我出生在泗水
县农村，童年时代，
除却课堂和书本以
外，接触最多的是泥
巴、锄头、小麦、玉
米、花生、地瓜等庄
稼禾苗，还有沙包、
溜溜球。不像县城
里的孩子，有机会走
进新华书店，甚至会
有 阅 读 报 刊 的 机
会。在那个时候，读
书，尤其是读报刊书
籍，是每一位渴望通
过知识改变命运的
孩子的梦想。

2012年，我通过
了山东省公务员考
试，进入乡镇工作。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9
月3日，我走进了泗
水县金庄镇党政办
公室的门，正式开启
了乡镇公务员职业
生涯。

我被安排在靠
近门口东侧的位置
办公，桌旁的空地
上，就是待分发的
《济宁日报》等报刊，
鲜红的“济宁日报”4
个大字映入眼帘，人称“三哥”的张长峰正忙
活着。我最深的感受是，终于能够读到报刊
了。也正是从这时起，读报纸、写通讯、练材
料，成了日常工作之一，“爬格子”的日子正
式开始了。

写材料的活，一干就是12年。其间，从
乡镇到了组织部，又到了纪委监委，现在来
到国资委，材料范围也在综合岗位、业务科
室里涉猎磨炼，断断续续间，每有机会在综
合科室看到《济宁日报》，总是无比的亲切。

最近的3个年头，我的工作范围从党政
部门逐渐到了经济单位，随着电子信息化
的迭代革新，读纸质报也逐渐成了看电子
报，网址“www.jn001.com”是电脑收藏夹
的常客，数字报链接是每天工作时必定浏览
的窗口。

从看稿，到写稿，再到发稿，是一个循
序渐进的过程。在完成工作文稿后，我开
始向报刊投稿，《济宁日报》自然不能例
外。稿子写得越来越多，投得也越来越多，
不同版面都有登载，内容也从国资监管、国
企改革，拓展到理论心得、文学生活等各个
方面。

每一篇稿件的写就与发表，都离不开报
社的信任、单位的重视，离不开个人的努力
与行家里手的推荐。这几年来，《时间线上
的港航变迁》《运河之都千帆满 风劲潮涌万
里船》先后登上头版头条，《市国资委系统性
激活干部队伍“一池春水”》《以煤为“媒”喜
看老树发新芽》《济宁市国资委发挥国有资
本优势赋能地方发展》《济宁市国资委凝聚
克难攻坚动力》《推进“混改+后评”激发企业
高质量发展活力》等陆陆续续刊载产经版，
这种以个人或联合通讯员的形式见诸报端，
极大地发挥了每个人的才能与作用。作为
供稿单位的济宁市国资委，也成了《济宁日
报》的重要支持者与参与者，济宁国资国企
改革发展成果成效，实现了极大程度的呈现
展现，可谓“头条头版，见证了济宁港航的波
澜壮阔；产经三版，记录下国资国企的发展
变迁”。

工作之余，我作为济宁市市直机关宣讲
团成员和济宁市作家协会会员，用晚上和
周末的时间，重拾个人思想理论和文学作
品创作，《读懂党的二十大报告里的信心、
信任与责任》一文，发表在《济宁日报》“理
论实践”专栏，当时正赶上指间关节疼痛，
敲击键盘的艰难，成了文章背后深刻的记
忆。《河流·风流·顶流》一文，发表在了《文
化周末》周刊，以“古老河流、运河之都风姿
绰约，乡土风流、孔孟之乡风韵卓绝，时代
顶流、济宁港航风采别致”3个方面，作为个
人收视《运河风流》的观后感，也让世人知
道，京杭大运河济宁段的前世今生，不仅仅
演绎在电视剧里，更存在于人世间的实践
中。这正是“理论实践，亲历着学思践悟的
交替螺旋；文化周末，触摸着诗意人生的烟
火温暖”。

优秀的作品雅俗共赏，既有阳春白雪，
也有下里巴人。这也是《济宁日报》始终不
变的坚守与秉承。这样的初心，给予了不
同行业、不同类型，但又共同热爱文字、钟
爱阅读的人们难能可贵的际遇与相逢。

从农村到机关，从乡镇到市直，从理论
到实践的“变”与“不变”中，《济宁日报》仿
佛“变”了，又好像“没变”，伴随了我的人生
启蒙和公职生涯，而且还将继续伴随下去，
成为一辈子爱不释手的经典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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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有多少个10年？闲暇之余，已过不惑之年的我也会常
问自己。其实人生中每一个10年都值得回忆，就像2014年到
2023年这个10年，我和济宁日报相识的10年。

2014年初，我开始在汶上县杨店镇宣传办工作。也是在那
时候起，我真正结识了《济宁日报》，开始学着写新闻，试着给《济
宁日报》投稿。

最初的最初，稿子没有激起一点水花。我想过放弃，作为一
名乡镇的通讯员，我应该是不合格的吧，没有新闻敏感，不知道稿
件的基本要素。

后来，同事告诉我，没事的时候多看看《济宁日报》，报纸里有
最新的新闻点，而且是我们本地的新闻，参考价值很高，先学会读
报纸再慢慢写稿件，一定会找到写稿的窍门。

就这样，我每天先收集当天的济宁日报，利用午休时间看报
纸，试着寻找新闻点。我发现《济宁日报》不但有时事新闻、民生
栏目，还有《文化周末》板块。我常想，这样的新闻，这样的民生故
事，我们身边也有呀，我为什么就不可以写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
杨店镇呢？

于是，我开始去田间地头看看谁家的农作物丰收了，走村入
户去寻找身边的好人好事，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素材。当我写的第

一篇稿件被《济宁日报》采用，我内心激动了许久许久。
那些日子，读《济宁日报》成了我每天的必修课，一来能迅速

地寻找新闻点，二来我怕自己的稿件发表了却不知道。现在回想
起来，我依然感到非常骄傲。

是的，《济宁日报》教会了我写稿；是的，《济宁日报》让我在工
作中找到了自信和力量。慢慢的，我写新闻稿件越来越顺手，被
《济宁日报》采用的稿件越来越多。

2019年11月6日，我写的《雨靴》被《济宁日报》“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我和新中国共成长”征文采用，我有了前所未有
的成就感和幸福感。《济宁日报》给了我继续写作的勇气和前行的
动力。

有人问我，写稿件累吗？累，但我乐意。我觉得写稿件不是
一种负担，而是一种爱好。这个爱好，已让我坚持了10年，我与
《济宁日报》的缘分也延续了10年。直到今天，我依然在宣传部
门工作，写稿投稿已经成为我工作的日常。

我希望在下一个10年，虽然我已退休，但我依然能在洒满阳
光的午后，读着《济宁日报》，回忆着与《济宁日报》相伴的日子；我
希望在以后的每个10年，《济宁日报》能越办越好，《济宁日报》一
定会越办越好。

《济宁日报》，相伴已10年
济宁市汶上县杨店镇宣传办公室 路焕英

江南的阳光里，我一次又一次捧起《倾听阳
光》品读欣赏，这是成岳老师赠给我的散文集，字
里行间，睿智博学，行文优美，滋润人心。

我与成岳老师第一次见面，他就赠送我厚厚
两本《济宁日报·文化周末2016阅读精选》上卷
和下卷。加了微信之后，立刻给我发了《中国国
家地理·济宁》，这是他做的国家重大出版工程、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项目，发给我的是学习强
国版，可以让我快速全方位地了解济宁。

因为单位有同事老家在济宁，所以听说过这
个城市。直到有幸认识成老师，我才了解济宁是
孔孟之乡、运河之都、文化济宁，既是一座沉淀漫
长的历史记忆的千年古城，又是一座充满时尚、
动感与活力的现代之城。

成老师是出色的济宁文化使者，他时时刻刻
都在推介济宁文化。富春江畔，郁达夫故居前，
成老师聊起泗水县，泗河发源地，伏羲制陶的地
方，面对富春江，成老师像孔子那样慨叹“逝者如
斯夫，不舍昼夜”。

夏天，成老师发微信给我：“微山湖荷花正怒
放呢，来赏荷划船采莲蓬。”陕西朋友正在济宁，
成老师把桌上的微山湖毛刀鱼拍照片发给我，诱
得我嘴巴发酸。在富阳，成老师写了《梅雨·再和
宏春兄（癸卯年梅月）》赠给济宁朋友：“银珠江湾
玉，台门碎鼓声。燕语丝竹慢，幽庐弄歌屏。”

我强烈地感受到成老师对济宁文化的深深
热爱，历史典故娓娓道来，孔孟嘉言脱口而出。
他是一位儒雅的文化人。每次见他，头发梳得一
丝不苟，衣着清爽，言语温暖，让人如沐春风。

我想，是成老师成就了《文化周末》，还是《文
化周末》成就了成老师？在我眼里，成老师足堪
代表济宁文化，他与济宁日报《文化周末》似乎合
二为一。

成老师说，《文化周末》的“本真思辨”像北方
文化，“儒雅温暖”像江南的水墨烟雨和初晴的夏
日。精心编排的《文化周末》版面，简直是成老师
的孩子。出版后，成老师把每一期都发给我们欣
赏。看得出，无论是主题的确定、稿件的挑选、题

目的修改、版面的编排，成老师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获得好评，是必然的
了。我很赞同有位朋友对《文化周末》的评价：如酒香般醇厚，如茶香般悠
长；纵深版厚重，生活版烟火气浓。

在一期又一期的《文化周末》美文里，我逐渐了解了更丰富的济宁文
化。那里有始祖文化，是黄帝诞生地；有邹鲁文明，是元圣周公诞生地；有
儒家文化，是至圣孔子、亚圣孟子、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诞生
地，也是工匠祖师爷工圣鲁班诞生地。深切感受到济宁7000年文明史，感
受到东夷文化、华夏文明、水浒文化、运河文化迷人魅力。

在《文化周末》，我品尝到了“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孔府菜，诗礼银
杏、麒麟玉书、微山湖醉蟹、干贝绣球狮子头……甏肉干饭、马村煎包、熏豆
腐、煎饼、红三刀……“济宁夹饼，包容一切”。

在《文化周末》，我远眺了古运河畔杨柳低垂，绿树成荫，登临望湖楼俯
瞰舟楫如梭的运河，感受“水陆通衢，商贾云集”的繁华。

在《文化周末》，我去了微山湖赏鸬鹚捕鱼，看到了水清荷绿鸟飞翔。
原来，济宁是国际湿地城市，那里山清水秀、生态良好，湿地率达13.62%，
湿地保护率达77.38%。

在《文化周末》，我登情义满怀的水泊梁山，赴忠义堂、水浒寨、黑风口，
感受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水浒豪情。

成老师同时是一名深刻的文化思考者。他认为，媒体融合不应仅是报
纸和广电、网络在传播方式上的融合，纸媒有史以来的本真思辨、兼容并
包，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以及高端的顶层设计，资深的策划创意，百多
年来凝聚、传承的文化传统，足可壁立千仞，海纳百川，有着更多奥秘。纸
媒的严肃性和深刻性，是无法替代的。融媒体，关键是内容、风格、精神的
融合，以及整合之后的蝶变。

成老师甚至把一个版面比喻成一个村庄。他说，一个版面仿佛一个村
庄，每个村人也必定携带这个村子的底气与骨气以示人。四面八方的人，
组成一个村子，他们的锐气甚至元气，都将融入村子的灵魂，而蔚成部落的
风气。回到原点，也就印证了每个版面的形成，都不是个体与数量的累加，
而是精神的聚合。

有一回，成老师正在终审一个书评，他向我推荐了一段话，尤其对散文
创作者富有启发，那位作者写道：“每个作家都是个体性的存在。世界是个
大宇宙，人是一个小宇宙。因此，每个作家都有天赋气质、家庭出身、文化
修养、生活经历、环境遭遇等等方面的不同，这些个性化的东西，更直接决
定着作品的内容、形式与审美情感。这是文学上的通例，散文自然也不例
外”。

对于编刊及为文，成老师一直在思考，若无自己特质，放在哪个城市都
行，何以横空出世？《文化周末》正是多年坚持自身的特色，才芙蓉出水，期
期让读者惊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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