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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县地处秦岭腹地，嘉陵江源头。风光雄奇

秀美，旅游资源独特。素有“月亮之上，凤凰之乡，

月光之城，水韵江南”之美誉。为了充分展示“七

彩凤县”之魅力，凤县县委、县政府将于 9 月 25

日至 10 月 10 日在凤县举办“魅力凤县”摄影展，

现面向社会征集参展摄影作品。相关要求如下：

1、参展作品必须紧扣“展示七彩凤县魅力”

的主题。

2、参展作品必须在凤县境内拍摄，以反映

凤县自然风光、风情民俗、历史古迹、城镇建设及

凤县人民的精神面貌为主。

3、参展作品形式、风格不限。彩色、黑白、胶

片、数码均可，数量不限。数码作品文件不小于

2MB，并禁止作任何形式的原拍影像的改变（即

严禁添加删减图像、合成、改变色彩），只允许对

图像反差、色彩饱和度及对比度进行调整。

4、参展作品勿装裱。长边不超过10寸。组照

不超过10张，不少于3张，并用透明胶带按序粘接。

5、参展作品均须在背面注明作品标题、作

者真实姓名、通讯地址、邮编及联系电话，并注明

拍摄时间、地点及资料。

6、参展作品请于 9 月 15 日前寄：凤县对外

宣传办公室

邮    编：721700
联 系 人：刘  涛 
电话：0917—4762717 
网上投稿邮箱：fxsyzh@163.com
投稿务请注明“魅力凤县影展”字样。

7、组委会将邀请专家从来稿中，最终评选

出 60 幅作品，统一调底制作后，进行展览。

8、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组委会将对所有入

选的参展作品，每幅支付作者稿费 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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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畔 听涛

自古以来，人们对教

师就有种种称呼，先秦时

称为师傅或师父，把师与

父并列。战国时代称之谓

传士，汉代有称为师资的。

西汉称太学教师为学官或

校官，东汉称讲郎，西晋称

国子监教师为助教，宋代

开始称教授，直呼老师始

于宋代，乃地方小学教师

的公共称呼，太学教师为

之学政，明代将掌管课试

之事的教师称为教习，清

代继续沿用此称。古代教

师还有司业、师保、教谕、

监学、学正等称。到现代人

们又赋予教师以种种誉称

或喻称，如人类灵魂工程

师及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

蜡烛，吐尽青丝的春蚕，培

桃育李的园丁等等。

立教师的节日自古就

有。很早时间就把孔子称

为万世师表，将“大成至圣

光师孔老夫子”列为师之

祖立牌塑像，顶礼膜拜，长

盛不衰。幼儿启蒙入学先

拜孔夫子，孔子生辰日焚

香祭祀。1931 年 5 月近代

教育家、南京中大教师程

其保等发起提议，将每年 6

月 6 日定为教师节。1937

年国民政府决定以农历八

月二十七日孔子诞辰为教

师节。1951 年教育部与

全国总工会商定同国际劳

动节合在一起过教师节。

1985 年 1 月 24 日第六届

全国人大九次会议通过议

案，决定 9 月 10 日为教师

节，今年则是第 24 个教师

节。

1966 年 10 月 5 日 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

劳工组织联合通过了《关

于教师地位的建议》。此后

设立教师节的国家日渐增

多。1994 年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

教育大会上宣布，每年的

10 月 5 日为国际教师节，

全世界许多国家都设立了

教师节。

教师称谓与

古今中外教师节
□张英贤

“文革”还没有开始，我就参加了工作，被分配到了一个门

上写着“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八个大字的商业单位，后来又被

调到其他部门工作。几十年来，我目睹了一个小县城改革开放

前后商品供应的巨大变化。

那时，凭票证供应成了一种“特色”。“文革”开始后，商品

供应就一年比一年紧缺，凡是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大都实行了

凭票、凭证供应，而且供应标准十分低。当时在粮、油、棉、布凭

证供应的先导下，又增加了只有“商品粮”人口才能享受的肉、

蛋、肥皂、洗衣粉、糖、烟、酒、豆腐、粉条、烤火煤等票证，甚至

连煤油、火柴也纳入了凭票供应的范围。居民家中的票证多得

连自己都搞不清了。

排队买商品人们已经司空见惯，街道上经常可以见到排得

不见头尾的长队，有一次，我在一个以往没有排过队的地方，发

现一个拐了几道弯的长队。于是，我连看都顾不得看也排在队

伍的后边，心想肯定是卖紧张商品。结果排到跟前，原来是卖每

人一次只能买两包的粗糙卫生纸。我一个小伙子，见此情景，只

好扫兴地悄悄离开。提起排队，县城还发生过一次惨景，七十年

代中期的一个春节前，食品公司的大肉供应处前，每天都有大

批拿着票而买不着肉的群众。年节临近，公司只好加班安排了

一次晚间供应，一位居民为了排个早队，晚饭后便往食品门市

部赶，结果走到一座楼房下，被大风从楼顶刮下来的宣传牌砸

在头上，失去了生命，成为当时最悲惨的事情。

批条子，走后门成了一部分人的特权。八十年代前，由于

商品的极度匮乏，大到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小到米面肉、烟

酒糖，副食品都是批条子的范畴。凡是掌握着紧俏商品的负责

人可谓权利不小，他们走到街上比县长还神气。消费者也形成

了等级，当时流行着“一等人送上门，二等人走后门，三等人没

有门。”我曾被抽调到商业局企业整顿工作组，进驻一个商店，

有一天副食组柜台前来了一位比女营业员年龄还大的农村妇

女，诉说自己的孩子小，没奶吃，给娃喂的是面糊糊，想让营业

员开恩买点白糖，当时营业员倒也是坚持原则，说糖是凭票供

应的，你没票不能卖，农村妇女无奈地离开了，但还在不远处

徘徊。过了一会，一个小孩走近营业员，叫了一声姨，营业员笑

着赶紧给小孩秤了一包糖，那位妇女将这一幕看在眼里，也凑

前来把营业员叫了一声姨，要买白糖，场面非常尴尬。还有一

个真实的笑话，那个年代大肉供应十分紧张，更不要说猪头猪

下水了。一个春节前，供应单位为了解决有关部门领导的后顾

之忧，提前就留了些猪头，并用纸条写上各领导的姓名，贴在

猪头上，而工作人员都习惯地说已经秤了某某领导的头。

回首过去，酸楚、尴尬、扫兴、啼笑都有，改革开放三十年

后的今天，还是这个小县城，但房子多了、楼高了、路平了、街

靓了、天蓝了、水绿了，超市、商场、摊位鳞次栉比，各类商品琳

琅满目，应有尽有。商家的促销活动此起彼伏，促销手段五花

八门，小商小贩们的叫卖声不绝于耳。市场一片繁荣，人们再

也无需排长队、找关系、批条子了。

三十年来商品供应日益丰富，见证着城乡差别在无声

的缩小，人格在无声

地迈向平等，改革开

放的魅力不由人不

叹服。

□ 张嘉寅

团圆，是用亲情搓成的一根红线，

贯穿在所有的传统节日中。在每一个

传统佳节到来之际，人们常用“每逢佳

节倍思亲”来表达期盼团圆的心情。而

圆月当空的中秋，人们对团圆的渴望

尤甚，天地间仿佛铺展着一张无形的

相思巨网，多少游子成为被亲情俘获

的无奈游鱼。回家团圆的渴望，成了人

们挥之不去的温馨梦想，正如诗中所

云：“万里无云镜九州，最团圆夜是中

秋。”

中秋圆月的自然之圆和平安团圆

的人文之圆，经过人们诗意的引伸和

阐释，早已相互包容、合二为一了。包

含着丰盈、完美和团聚之意的“圆”，早

已成为人们心中吉祥、幸福和安康的

象征。在团聚欢庆的气氛中，八月十五

是一个重要且值得开怀畅饮的日子。

这种传统的提醒，使人们在匆迫的生

活中能够驻足小憩，品味人与自然之

间的那种长存不灭的联系；使人们能

够掸去一身风尘，以一种澄明平和的

心境，在宇宙天地和人情世故之间捕

捉到稍纵即逝的美丽善良和朴素坚

执。正是千山万水、海角天涯的阻隔，

正是人有旦夕祸福的疾病灾难和人生

无常的感受，正是生命有限的无可奈

何和生死轮回的不可抗拒，人们才倍

加珍惜生命的快乐，珍视至美的人间

亲情，珍爱团圆的甜蜜和温馨。这种朴

素的情感，总让我们以一种感恩的心

态来拥抱生活，让我们在平淡的生活中获得激情的满

足和享受。

传统古典的团圆，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模式。不管

路途多么遥远，身处异乡的游子都要千里迢迢、风尘仆

仆地赶回家里，与家人围坐一桌，尽享天伦之乐。那种

人流脉脉的回归图，那种几代相聚的合家欢，那种其乐

融融的欢声与笑语，曾经是团圆惟一而合理的注脚。如

今，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和

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团圆的认识和团圆

方式的选择也体现了现代社会的特点。远在异乡的游

子往往摒弃那种刻板的返乡模式，免去了辗转奔波的

仓促与舟车劳顿，代之以电话、电子邮件、礼仪电报等

现代通讯手段来诠释团圆的含义。心与心的团圆，跨越

了空间的距离，同样能够给人一种温暖实在的感觉。还

有一些热爱交际的人们，突破了中秋团圆的血缘束缚，

在更为广泛的人缘空间里扩展了团圆的内涵。这体现

了我们社会兼容并收的时代特征，也体现了现代人丰

富多彩的精神需求。

中秋夜，团圆的梦想散发出圆月一般的光彩，浪漫

圣洁又充满迷人的诱惑。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现为《渝西都市报》

专副刊部编辑、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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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6 日，话剧《百姓书记》在我县

体育馆隆重上演。它真实再现了山西省

运城市原纪检委副书记、现任山西省信

访局局长梁玉润的感人事迹，相信对所

有观看话剧的人都是一次良好的思想

教育，教育大家如何处理事关群众利益

的大事小事，如何为官、如何执法。

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

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

得失。《百姓书记》就是一面多面镜，它

照出了一个人的高尚，也照出了一些人

的丑陋，同时也反映了老百姓的心声。

高   尚
梁玉润的高尚在于它怀着对劳动

人民的深厚感情来工作，它始终不忘党

的宗旨。面对邪恶、强势，多少人退却了，

躲避了。这样的事情在生活中也屡见不

鲜，许多人遇到难缠事、棘手事也会退

却、躲避，“多栽花、少栽刺”，“多条朋友

多条路”成为一些领导干部的信条。在

恐吓面前、在说情面前梁玉润选择了尊

重事实，选择了迎难而上。他曾对工作

人员这样说道：“面对老人，你就把他们

看成是你的父母；面对年轻的，你就把

他们看成是你的兄弟姐妹。”这样感同

身受为他们着想，怎能不让大众动容，

老百姓又怎能不夸赞呢？

丑   陋
与梁玉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位曾经立下许多战功的刑警

队长，在握有实权后却居功自傲，干起了欺压百姓的事情。他的人

生观、权力观已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蜕变。这名刑警队长的所作

所为，在生活中也不难找到这样的影子，只是轻重不同罢了。为什

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时位之移人也”。地位变了，对老百姓的感

情淡了，权力欲望膨胀了。这样导致的后果就是“有的人活着，他

已经死了”，他的灵魂在老百姓心中死了。但愿我们执法部门的有

些人看后能有所感悟，思想能够受到触动，受到教育。

心   声   

两起上访事件，久久得不到处理。一个家庭妻子疯了，一

个家庭丈夫和儿子死了，棺材还摆在屋子里达 13 年。梁玉润入

情入理、依法解决了这两件事，在老百姓的心中，党和政府的执

政地位得到了巩固，形象得到了提升。老百姓更相信党、相信政

府、相信正义了。

其实，在我们身边不乏梁玉润这样对老百姓充满深厚感情

的领导干部，不乏敬业爱岗、默默奉献的好同志，在社会矛盾中

生活，他们虽无梁玉润做得这样轰轰烈烈，但他们一样通过自

己平凡的工作，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树立了良好的口碑，他们也

是令我们敬仰的人。

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

品鼓舞人。我想《百姓书记》这部

话剧达到了这样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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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丛 花 · 园 丁 颂

春华秋实苦耕耘，精心浇灌勤。

呕心沥血育新人，蜡泪干，情愫忠纯。

为人师表，铸造灵魂，国事记心中。

敬业奉献扬新风，四海皆欢欣。

科教兴国固邦本，万民悦，学子莘莘。

香花碧草，春蚕烛光，处处散芳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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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怀

频频回首忆当年，培桃育李登教坛。

岁月坎坷寻常事，风雨沧桑渺如烟。

八秋年华不言老，百龄西霞亦等闲。

谁云盛世桑榆晚，枝头果硕乐陶然。

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

（书法）  王朗坤 

★成功源自您的栽培，

优秀出自您的耕耘。为今天

喝彩的同时，我们永远铭记

您当初的教诲和箴言!

★心血育桃李，辛勤

扶栋梁。节日快乐，敬爱的

老师！

★面对讲台，背靠黑

板，在时光长河里，老师是

您把一个个 45 分钟，用辛

劳汗水和智慧编织成无数

耀眼的光环

★将来, 无论我会成

为挺拔的乔木, 还是低矮

的灌木, 老师, 我都将以

生命的翠绿向您致敬!

教师节祝福语

商品供应看凤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