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故乡的秋就这样悄没声地

到了袁不言语袁不显摆袁一下子就

把金黄尧火红尧黑紫尧橙红尧墨绿

都铺设在同一幅画卷上袁好不壮

美浴 望碧空袁一如水洗袁瓦蓝澄

澈袁一如水洗遥 一缕缕白云如同

调皮的孩子随意作画袁恣意却也

潇洒袁成为最自然最动人的美遥
秋 袁 向 我 们 走 来

了浴 如同一位丰满的少

妇 袁 着 色 彩 斑 斓 的 衣

裳袁 戴橙红橘绿石榴火

的头饰袁 怀抱芬芳香甜

的果实袁 迈着轻盈的步

子向我们走来了浴
她走过山野袁脚边

的草儿变得 金 黄柔 软 袁
豆 荚 摇 动 着 铃 铛 欢 迎

她曰 高粱举起了火把照

亮她曰 谷子深深地弯腰

跪拜她曰 玉米咧嘴露出

整 齐 的 牙 齿 笑 脸 迎 接

她曰人们欢天喜地地拥抱她浴 大

路上运粮食车来车往袁一个个农

家小院里谷仓饱满袁上架的玉米

整齐地竖在门前袁一串串辣椒如

同火红的爆竹袁一张张笑脸溢满

了幸福和甜蜜遥 炊烟里袁飘出了

烤红薯的甜蜜袁心底里袁洋溢着

丰收的喜悦浴

她走 过城 市 宏伟 的 广 场 袁
广场上鲜花盛开遥 各色的菊花争

芳吐蕊袁如丝如缕地倾诉着对春

天的思念曰不管是红得深沉还是

黄得灿烂袁每一朵花都在竞相开

放着自己的春秋遥 串串红如火焰

般地聚拢在一起袁 热烈奔放曰鸡

冠花挺直了腰杆傲视群雄遥 一阵

秋风吹过袁 法国梧桐树

叶子哗啦 啦 地鼓 掌 袁然

后优雅地 从 树上 落 下 袁
从容淡定地和世界挥手

告别袁生要尽力袁死方安

然袁结束也是新的开始遥
高大的银杏树换上了盛

装袁 一袭金黄的礼服让

人过目不忘袁 作为一棵

树袁 也要轰轰烈烈地走

过一生袁不畏严寒袁不畏

衰老浴
秋 走 过 每 个 人 的

心上袁 除了带给人视觉

的震撼袁 更带给人心灵的积淀遥
她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告诉我们院
时光匆匆袁付出才会有收获浴 只

有播下春的希望袁才会不负时光

不虚空 浴 只有经得起冰霜的历

练袁才能在世间留下顶天立地的

痕迹浴
我爱故乡的秋遥

故
乡
的
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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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合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结晶。学习这一重要著作，不仅要在系统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核心要义和精

神实质上下功夫，在及时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发展上下功夫，更要在学

深悟透党的创新理论、切实做到知行合一上下功夫。如何真正做到知信行的高度统一？党的创新理

论是科学的方法论，更是高远的思想境界。

科学的方法论是“金钥匙”，高远的思想境界呈现科学世界观，二者相辅相成、融为一体。《习

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涵盖习近平总书记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

领域各方面的重要思想，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运用马

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分析解决问题的科学思维。这些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

法，为广大党员、干部认识和把握当前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防范和化解各种风险挑战，在危机中

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提供了科学的行动指南。

理论是实践的指南遥 当前，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胜利在望，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将

圆满实现，我们即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我们

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一定要同个人所从事的工作结合起来，找到“过河的桥和船”，并

通过工作实效来检验“桥和船”是否得当、能否“过河”，以利于学深悟透党的创新理论、做到知行合

一，决不做“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中人。

高远的思想境界是觉悟，科学的方法论呈现高超的领导艺术，二者相互作用、相得益彰。《习

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集中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

族谋复兴的使命担当，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高尚的为民情怀和宽广的世界胸怀。中国共产党

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应该锲而不舍、驰而不息进行努力，不能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

想，也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正因为有协和万邦的博大胸怀，有通贯古今的历史思维，有为

了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的使命担当，我们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多边事务，维护中国人民利益和全

人类共同利益；坚持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理念，推进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创造

全人类共同发展的良好条件，共同推动世界各国发展繁荣；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向高质量发展转变，造福沿线国家人民。学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我们深深体会到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审视和把

握日益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发展大势、领导开展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展现出来的坚

定信仰信念、鲜明人民立场、非凡政治智慧、顽强意志品质、强烈历史担当、高超领导艺术等，充分

展现了大党大国领袖特有的强大真理力量和人格力量。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遥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局部冲突

和动荡频繁，特别是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但

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正在深入发展，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

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学深悟透党的创新理论、做到知行合一，亟须提高觉悟、志存高远，坚定信

心、敢于担当，着眼本国和世界，着眼全局和长远，切实担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决不当是非不清、

什么都同意的“点头人”，决不当好人主义、什么原则都不顾的“和事佬”，决不当自以为是、什么事

都不在乎的“糊涂官”。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以解决问题为导向，以科学

的方法论和高远的境界为指引，化解矛盾、破解难题。问题导向就是效果导向。《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第三卷一经出版发行，就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根本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接地气”，读起来“解渴”，用起来“好使”，行起来“有效”，不仅为国际社会读懂中国的发展成就、发

展动因、发展前景打开了一扇“思想之门”，而且牢牢占据人类文明制高点、人类道义制高点，为解

决世界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我们要以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为重要抓手，把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旗帜，高高举起、牢牢举稳，让闪耀思

想光芒的旗帜飘扬在中华大地上，辉映在干部群众的心坎里。渊据 2020 年 9 月 23 日叶学习时报曳冤
人民日报社理论部哲学窑科社室主编 欧阳辉

学深悟透党的创新理论要做到知行合一

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刚参加工作不

久，在当时晋东南地区教育学院任地理教师。教

育学院属成人大专院校，主要培养中小学在职教

师。当时中小学地理教师非常紧缺，为了弥补不

足，1984 年秋季开学，学院招了一个地理大专班，

我有幸成为这个班的班主任。全班共有学员五十

多人，均来自当时晋东南地区所属十四个县，其

中沁县来的学员就有十多人，占到全班同学的五

分之一。沁县来的学员不仅人数最多，而且还非

常抱团合群。他们来时一块来，回时一起走，大都

操着满口标准的沁县乡土话。他们说话声音非常

宏亮，语音拖得比较悠长，声腔吐字抑扬顿挫很

有韵味。沁县学员还有一个特别现象，好似他们

十几个人就像一家人，一人有事，大家都会帮腔

圆场，互相照应；一家有事，大家都能说清道明，

相互帮衬。感觉他们就像一个有组织的团体，这

一点和其它县的学员非常不同。这种现象背后是

否有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我不敢轻易下结论。

但沁县学员这种抱团亲和，遇事从容淡定，办事

自信满满，从不模仿别人，从不包装自己，说话办

事掷地有声的个性，我非常赞赏和钦佩。这种来

自乡土大地的自信，绝对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

认知。这是对家园故土和山川大地深爱的自信，

这是对耕读继世、忠厚传人传统文化眷恋的自

信。沁县有三宝：鸡蛋、瓜子和吴阁老，不正是对

耕读文化、书香文明最好的解读吗？而且这种自

信，向着古远，向着过去，向着未来，向着远方，永

远生生不息，流淌不止！

二
沁县人引以为傲的吴阁老吴琠，祖籍沁县

徐村，是清朝康熙年间的贤臣名相。他和祖籍晋

城的陈廷敬几乎同朝为官，两人年龄只差一岁，

及进士只相隔一年。吴琠历任康熙朝吏部主事、

郎中、都察院右都御史、湖北巡抚、湖广总督、都

察院左都御史，授保和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是

康熙帝的得力助手，内阁辅臣。

吴琠生前康熙帝对他屡有褒奖，称他“为人

宽厚，持自清廉。先任封疆，军民实受其惠。朝中

之事，面折廷争，必得其正。朕甚重之。”吴琠故后

康熙帝亲赐碑文，称他：“操履端方，性资凝重；休

休大度，尽清偏党之心，寄以腹心。”

吴琠作为清朝康熙帝的心腹重臣，和同朝

为官的三晋名相于成龙、陈廷敬一样功勋卓著，

名垂青史。对这样一位以清正廉洁著称的一代名

相，沁县人妇儒皆知，尊为楷模。可惜吴琠没有给

沁县人留下像晋城皇城相府一样的历史遗存，至

今甚至连一部反映一代名相官身清廉的电视剧

都没有。沁县失去了像晋城皇城相府一样可以借

助名相声望恩泽后世的机遇。但沁县人更看重的

是吴琠清正为官，品行端正的千古美名。吴琠永

远是沁县人坚信耕读继世长，忠厚传家久的精神

寄托。吴琠永远是沁县人传承耕读文明和书香文

化的精神高地！

三
沁县除了一代贤臣名相吴琠，还有一大瑰

宝就是沁县南涅水石刻馆存放的古代石刻佛像

群雕。

1959 年，在沁县南涅水村发现了一批窖藏

文物石刻雕像，出土了从北魏永平年（510 年），历

经东魏、北齐、隋、唐、至北宋天圣九年（1031 年）

六个朝代的精美石刻群雕 1100 余件，其中以北

魏朝石刻占绝对多数。这批石刻群雕分造像佛

塔、单体造像、造像碑、碑碣等，其中以造像佛塔

居多，有 400 余件，多为北魏朝遗物。造像佛塔或

三、五节不等，每节雕刻内容中间以佛、菩萨为主

像，佛龛周边雕饰有建筑物、帷幔、飞天、杂技、鸟

兽、花卉、树木等，内容丰富多彩，形象生动逼真。

单体造像近 300 尊，多为佛、菩萨、罗汉，最大像

高 3 米，小则尺把，或坐或站，体态各异，栩栩如

生，楚楚动人。这批珍贵石刻雕像，为我国研究佛

教、雕塑、美术、建筑、书法等提供了丰富的实物

样本资料。无怪乎它一经发现，举世皆惊，专家学

者万分诧异，称它是无价之宝。中央美院教授称

它为我国古代石刻艺术的精品之作，其艺术成就

在于不拘一格，富于创造，用大胆而夸张的雕塑

语言，开辟了我国石雕艺术的崭新时代。它的部

分石雕精品已编入中央美院有关教材，进入中央

美院教学课堂。

沁县南涅水出土的石刻佛像群雕尽管定位

是全国少有的非常精美的民间石刻，但从时间上

来推算，它和洛阳龙门石窟（开凿于孝文帝迁都

洛阳第二年即 494 年，后经历东魏、西魏、

北齐、北周、到隋唐至北宋，总计 400 多年才凿刻

完成）几乎是同时代的石刻雕塑，而且二者在凿

刻营造的时间和前后历经的朝代上也几乎相同。

我们知道，北魏孝文帝（467 —499 年）大兴佛教

文化，大力倡导社会改革，积极推行汉化政策，并

冲破重重阻力，实现了由大同迁都洛阳（493 年）

并入主中原的雄心壮举。北魏在迁都洛阳的过程

中，大批官员和佛教传播者频频往返于大同和洛

阳之间，南太行的上党地区及沁县是他们的必经

之地，同时大批石刻工匠艺人也长途奔走其间，

轮番在大同云冈、洛阳龙门的巨大岩体上精雕细

琢，进行艺术再造，并相互间交流借鉴。这样一来

必然会在沿途留下大批石刻雕塑作品或石刻痕

迹。沁县南涅水石刻佛像群雕就集中反映了这一

历史事件和过程。由此推断，沁县南涅水石刻群

雕和大同云冈石窟（凿刻于 460 —524 年）也有密

不可分的传承关系。

沁县南涅水石刻群雕是窖藏文物，因为缺少

或没有母体岩壁，也让我们有了更大的想象空

间。或许这批石刻佛像群雕是从大同云冈石窟复

制和切割再造的石刻模型，将准备运往洛阳龙门

石窟进行仿制或存放，但运至沁县南涅水河畔不

知什么原因无法前行，只能在此深藏地下加以保

护了。后历朝历代守护者又雕刻加工了各个时代

的石雕作品，终于成就了今日沁县南涅水石刻群

雕现在的规模和式样。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历史上这批石刻佛

像群雕当然不是要深埋地下不为人知，筹划者、

设计者他们也许是想借助上党高地沁县这块风

水宝地，在南太行山上营造一座高高的佛塔，成

为洛阳龙门石窟和大同云冈石窟之间可以呼应

和联系的沟通机制。或许他们把佛塔的名字都起

好了，就叫龙冈佛塔。但不知出现了什么事变和

拐点，最终让这批石刻佛像群雕只能深埋地下一

千多年不见天日，使沁县尽管拥有这批稀世珍

宝，却不能像大同云冈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一样

名扬天下了。而沁县人也没有过分地去惊动它、

渲染它。他们自信“深山俊鸟必自鸣，酒香不怕巷

子深”。

不管历史的真相如何，沁县南涅水石刻佛像

群雕是佛教在我国南北朝盛传高峰时的文化遗

产，它和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有必然的联系，它

和云冈石窟、龙门石窟有必然的传承关系。我们

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发掘力度的跟进，

沁县南涅水石刻佛像群雕的历史研究价值、雕刻

艺术成就和社会知名度终究有大放光彩的一天！

四
沁县是周边五县唯一不产煤的县，面对这一

先天秉赋，沁县人是怨、是叹？是庆、是幸？我们不

得而知。但万事万物存在发展没有绝对的优劣，

有利就有弊，福中孕祸，短中有长。因为无煤可

采，沁县没有经受开肠破肚式的私挖乱采或大规

模的工业开采，沁县的地下水资源和自然生态环

境没有遭遇掠夺式的破坏。沁县境内至今仍然是

百眼清泉涓涓涌动，地表活水哗哗流淌，万顷碧

波随处荡漾。

沁县地处太行、太岳两山断裂带上，因而在

沁县小盆地四周，成千上百处上升泉沿着地缝冒

出地面。目前全县境内有源头泉水 270 多处，其

中形成河流的上升涌泉有 76 处，大小河流 126

条，径长 633 公里。湖泊湿地 62 处，面积 34865

亩，使得沁县成为北方山区少有的富水县，有“千

泉之县”的美誉。人们形容沁县境内的河流都是

来自地下喷涌而出自由奔放的活水。沁县山川大

地到处绿树成荫，水草丰美，颇有江南水乡的韵

味和情调。

由于无煤可采，沁县山川大地的血脉免受了

被污染破坏和断流改道的灭顶之灾。反过来讲，

如果沁县有煤可挖，那么沁县境内到处涌动的泉

水和地表径流将万劫不复。得失之间，长远和眼

前之间，此一时彼一时之间，但愿沁县人能继续

保持理性的思维和笃定的自信。

如今，沁县境内以漳河源头为代表的地下涌

泉正浇灌着秀美的山川良田，正滋润着大地的花

木菜香。这绿水青山就是沁县的金山银山。山西

不缺有煤的县，但水资源丰沛的县却少之又少。

大自然也许是最公平的，赋予你万顷碧波，就不

敢让你乌金滚滚了。

水是沁县的绿色命根和后发之本。

五
沁县历史上曾置过州府，曾经是上党地区北

四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原来也是中原地区经

南太行通往太原及口外的必经之地和交通要冲。

这块古老的文化之乡，自信的精神高地，必将继

续以厚重的耕读情怀，乘改革开放之东风，借清

代名相之美名、佛塔群雕之灵光、绿水青山之秀

丽、鱼米之乡之芬芳，在建设美丽乡村，发展循环

经济，打造宜居怡养福地，共建绿色美好家园的

征程上展示新形象重塑新辉煌！

刘沁平

2020 年 9 月 9 日，连庆丰、张贵成相约 15 位老友，文化好

友在县残联会议室特邀晋东南著名教授、晋城市党校原校长、

沁县老乡王守信举办了别开生面的“做人做事话人生″座谈

会。会前我曾拜读了王老写的《说古道今鉴古训，东拉西扯话人

生》。仅从第二部分“我对人生的体验、体会与感知”就以 25 个

小标题祥实的点画出人生的真缔和做人应注意那些问题。

我有幸参加 了这次座谈会，王老会上并没有照文宣读，而

是从一个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娓娓道来。如数家珍、他以六十年

工作经历、人生阅历，和他孜孜不倦深读圣人书得益的经验和

別教训，特 是他又经历了：土地革命、从单干到互助组、合作化、

人民公社公有制，到改革改放、土地下户、公有私有并存。在经

过土改、肃反、反右、四清、文革许多政治风波，从底层县一级晋

升到地区、市级党政机构担任重要职务。又从事文秘多年，自然

会比任何人多好多机遇和体会，今天从他随口而谈，如拉家常、

如知音叙述、如朋友交心，没有官腔、没有描写、没有文气十分

贴心。无不为在座人敬仰、感动。他这次演讲既是做人做事醒世

言，更是一篇后代人成人、成才的教科书。我在关工委任职己 17

年，零距离和当代青少年接触，更感到王教授所言、所悟不仅有

历史价值，更有现实取向。从我身边接触到青年人特别是刚加

入共产党组织的，对党的宗旨、方向、目的、信仰不能说懂的不

多，可以说知之甚少，因他们很少读书，很少学习。党组织对他

们教育补课也不多。我听到看到的多数说是工作忙没时间学

习，可星期天多忙在朋友聚会，打朴克、玩麻将上。对人生信仰、

確走什么路考虑并不很周全。更谈不上树立正 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了。

我亲身经历过做“三实 " 人的艰难，自然也看到说假话围着

领导呵庾奉承的得到许多好。我又经历了讲真话、办好事被上司责

难，因犯颜直谏，还扣上反县委的帽子。只因在党组识培养几十年、

学习毛主席著作、在毛泽东思想哺下成长起来的我，坚信党是光

荣、正确、伟大的党，坚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

的真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是每个真正革命者的奋斗目标和方

向，所以我没有倒下。退休十多年，参加社团组织，在一老(老年学

会)一小(关工委) 別工作中，多次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特 是习

总书记指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

总书记的教导说明人生坐标、人生信仰尤为重要。当代青少年若忘

记共产党领导穷人打天下，忘掉新中国诞生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换

来的，党就会变质、国家就会变色。王守信先生做人做事演讲正是

当前对青少年进行党史、国史教育的必修课，更具有现实教育意

义，也为我当前工作弥补了教材之不足。一位哲人曾经说过，基础

不牢，地动山摇。王老先生正揭示了人生奋斗方向的大主题。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王老己八八高龄，六十年工龄，学

揚富五车，著作等身，名 三晋，还在学习，还在为老百姓奔小康费心

操劳，我们还不应该以他为榜样，学习到老、工作到老、奉献到老。

王老这一课，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史教育，社会主义爱党、爱

国、爱家乡教育课。就我们退休人来说，也很有意义，想想走过的
暢路，那些顺 、那些坎坷，问题出在哪里，经验教训又是什么。反思

过去就是经验。我和他交往五十年之多，他对我影响最深了，是我

学习的榜样、楷模。

听君一席话 胜读十年书
田兆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