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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善相劝，德皆建，过不规，道两亏。

———《弟子规》

【释义】互相劝善，良好的品德修养才能共建；如果

有错不能互相规劝，双方的品德道义都会亏欠。

【感悟】互相促进，相劝行善，是团队精神的基石。
140.凡取与，贵分晓，与宜多，取宜少。

———《弟子规》

【释义】取得或给予财物，贵在清楚分明；给予宜

多，取得宜少。

【感悟】多予少取，是达成和谐之道。

141.将加人，先问己，己不欲，即速已。

———《弟子规》

【释义】将要施加给别人时，先反躬自问，如果连自

己都不愿意，就应迅速停止。

【感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设身处地为别人想，

工作才能更加顺利。

142.恩欲报，怨欲忘，报怨短，报恩长。

———《弟子规》

【释义】受人之恩要想着报答，别人做了伤害自己

的事要想着忘掉；报怨是短期的，报恩是长期的。

【感悟】报怨应短，报恩应长。滴水之恩当涌泉相

报。远离仇怨，学会宽恕和包容。

143.同是人，类不齐，流俗众，仁者稀。

———《弟子规》

【释义】虽然同样是人，但是有善恶正邪，心智高低

之分，良莠不齐；流于世俗的人众多，仁德的贤者稀少。

【感悟】人多流俗，贤者稀少。人有十指，长短不一，

对同事的要求不可过高。

习近平谈扶贫：

必须多谋民生之利
多解民生之忧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最

艰巨的任务是脱贫攻坚，这是一个最大的短板，也是一

个标志性指标。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从党成立之日起就

确立了为天下劳苦人民谋幸福的目标。这就是我们的

初心。我们党一开始就是为改变穷苦人民命运而带领

他们进行革命的，当年打土豪、分田地，开展湖南农民

运动、发动秋收起义、上井冈山，都是为了穷苦人民。到

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到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时，如果还

没有解决贫困人口脱贫问题，那党的宗旨怎么体现、我

们的承诺怎么兑现呢？所以，抓好扶贫工作，打赢脱贫

攻坚战，解决好贫困人口生产生活问题，满足贫困人口

追求幸福的基本要求，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庄

严承诺，是国内外皆知的庄严承诺。我们一定要如期兑

现承诺。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二○一

六年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情况的汇

报〉时的讲话》（2017年3月23日）

我们必须看到，我国脱贫攻坚面临的任务仍然十

分艰巨。从总量上看，二○一六年底，全国农村贫困人

口还有四千三百多万人。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平

均每年需要减少贫困人口近一千一百万人，越往后脱

贫成本越高、难度越大。从结构上看，现有贫困大都是

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弱、贫困程度深的地区和群众，

是越来越难啃的硬骨头。在群体分布上，主要是残疾

人、孤寡老人、长期患病者等“无业可扶、无力脱贫”的

贫困人口以及部分教育文化水平低、缺乏技能的贫困

群众。在脱贫目标上，实现不愁吃、不愁穿“两不愁”相

对容易，实现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三

保障”难度较大。

———《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7年6月23日），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5-6页

改革开放 40年高考掠影
———一个老招生工作者的高考记忆

●贾顺卿

谈及高考，不得不提及一个世纪伟人———

邓小平同志。

1977年7月，邓小平同志复出，分管文教

工作；8月，在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

邓小平同志果断决策，恢复了中断10年之久

的高考制度，高考的大门重新打开。无数个体

命运和家国民族命运由此而改变，中国重新

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科技发展的春

天。

谈及高考，也不得不提及一个年份，那就

是1978年。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吹

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这是党和国家历史上的

重要拐点，也是高考历史上极不寻常的一年。春

天，27万新生经历了1977年冬天的激烈竞争，以

4.7%的录取率从570多万考生中脱颖而出，成为

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批大学生；秋天，62.7万

新生从1180万考生中搏杀而出，怀揣希望和梦

想迈进了大学的殿堂。这一年，高校迎来了两届

大学新生，这是我国高考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特

例，更蕴含着“文革”十年后百废待举的共和国

对人才的迫切渴求。

是年，我在临汝县五七大学 (原临汝县高

中)上学，目睹了当时的激情画面，亲身见证了

那段难忘的岁月。

恢复高考政策突然出台并迅速招生，大家

都毫无心理准备，引起了知识分子、年轻学生

的极大震动。广大工人、在职干部、下乡知青、

回乡知青、复员军人、老三届初、高中毕业生以

及应届高中毕业生像干旱的禾苗遇到了甘霖，

以饱满的精神、百倍的努力全身心地投入备

考。他们找回昔日的旧课本，买来铅印或刻印

的复习资料，夜以继日地进行读写、演算———

读书人的春天来了。

临汝五七大学，临汝县城关高中的教室、

礼堂、校园，不论白天、夜晚，时常都安排有名

师讲大课、讲辅导课。“文革”十年，老师们戴

了十年的“臭老九”帽子，当党和国家拨乱反

正、摘掉帽子后，他们从十年的禁锢中解放出

来，迸发出了巨大的激情和力量。一群中老年

教师青春焕发，不计任何报酬，自觉预约讲课

时间，义务为青年学子讲课。讲课时连茶水也

顾不上喝，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他们恨不得

把自己掌握的知识一下子全部装进学生的脑

袋。辅导数学、物理、化学老师们的口袋里、抽

屉中经常有一些学生求解的难题。五七大学

的校园里，每次讲辅导课，黑压压一片，好多

学生都是立着听讲、站着记录；城关高中的礼

堂里没有凳子，有的搬来土坯坐，有的坐在砖

头上，有的坐在木头柱上，有的放张报纸席地

而坐。虽然条件差，但都在安静听讲，没人来

回走动，没人迟到旷课。那种求知的欲望，求知

的眼神，求知的力量，求知的心情，动人、感

人。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简直无法想象那种

激动人心的画面，无法体会那种劲头。今天讲

来一定也会有不少人质疑。

据有关资料介绍，由于当时印刷试卷的纸

张缺乏，高层决定直接把印刷毛选五卷用纸借

用过来。当年，河南考区共有70余万人报考，共

录取8224名，录取率不到1.2%，录取工作持续

到1978年2月底完成。当年，也是汝州考区历史

上考点最多的一年，除在临汝县城区部分中学

设考点外，14个公社高中全部设有考点，县里

统一派主考，统一派车接送考卷。全县共报考

5880人，实考 5777人，录取 36人，录取率

0.623%。当年，在偏僻的农村乡下，在临汝县城

区，考上大学的学子们都成了一个家庭、一个

地区的荣耀，父母、亲朋、乡邻都会引以为豪、

引以为荣。比如，1979、1980年大峪高中的陈兆

祥、杨俊昌分别考上华中工学院和河南大学

时，在信息不发达的情况下，大峪地区妇孺皆

知，成了当地学生的榜样和家长教育孩子的范

例。

刚恢复高考的前几年，上大学是很多高中

学生的一个梦想，高考之难，难于上青天，汝州

每年录取的考生不超过两位数字。临汝县是一

个人口大县，参加高考的人数较多，但录取的

数额又相对较少。那时在洛阳地区排名总在偃

师、孟津县之后。即便到了1982年，高考录取人

数才达到183人。当时，临汝县教育局的领导在

洛阳行署高招会议上，壮着胆表态第二年的目

标要突破200人大关。从1984年起，每年录取人

数一般增加10到20多人，直到1989年才有了较

大的突破，全县各科报考人数1983人，录取302

人，录取绝对数首次突破300人大关，以后呈逐

年递增态势（如右上表）。

1993年之前的大学生，毕业后多分配回原

籍工作。汝州学子多数分配归来建设家乡、回

报家乡，也有一些周边县（市）毕业生分配到我

市工作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外地的大学生有

些留下来了，有些为照顾家庭想方设法调回原

籍，一度出现了人才外流现象，使汝州的经济

发展受到不同程度的困扰。扎根汝州的大学生

们，有的进入政府机关成为领导干部，有的成

为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厂长、经理，有的做了教

师、当了医生。作为新时期的大学生，他们有文

化、有思想、有能力，不管在哪条战线，都成为

当时推动汝州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为汝

州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

献，立下了汗马功劳。

40年来，高等教育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异军

突起，砥砺前行，飞速发展。从1993年提出的

“211工程”，到1998年的“985工程”，再到2015年

提出的“双一流”建设，中国高校教育质量赶上

或超越了世界一流大学；从1999年扩大高校招

生规模，到2001年放开高校招生年龄限制，再到

201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突破

4%，国家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

高度，高等教育真正成为每个公民都能公平享

受的社会公益平台。

40年，高考制度在改革开放大潮中不断改

进和完善。高考不再有“千军万马同挤独木桥”

的无奈，再也不是少数人的“奢侈品”；上大学

不再是痴人说梦，也不再有“难于上青天”感

慨。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不管社会怎

样发展，高考制度永远是国家选拔人才、重用

人才、实现科教兴国的重要途径，是青年学子

施展才华、公平竞争的平台。一代代莘莘学子，

一个个工农子弟，通过高考，改变个人命运、家

庭命运，获取精彩的人生，实现理想抱负和自

我价值，为祖国的发展和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

更大贡献。

份年 ）人（数考报 录取数（人） 录取率

9891 1983 302 15.23%

2991 2267 439 19.36%

5991 1963 495 25.22%

8991 1966 467 23.75%

0002 2208 1052 47.65%

1002 2383 1283 53.84%

4002 4310 2840 65.90%

5002 4625 3118 67.42%

6102 4879 3953 81.02%

7102 5629 4541 80.67%

8102 6850 5390 78.69%

汝州市1989年至今部分年份
普通高校录取情况一览表

荫王振芳 范随州

汝窑和钧窑同为北宋时五大

名窑，因时代相近，地域相连，原料

脉络相同，人员、工匠往来频繁，故

而自古有“钧汝不分”之说。这期我

们继续来谈谈汝窑与钧窑的区别。

地域相连，原料相连。钧台窑

位于禹州城的北门里钧台附近，根

据考古发现，这里是宋钧窑的官窑

场，当时的窑业繁荣昌盛，除了烧

制紫红釉和天蓝釉的钧瓷而兴盛

于世外，这里还兼烧白地黑花、黑

釉瓷和青釉汝瓷。青釉汝瓷中有印

花和素面无纹两种。印花有缠枝花

卉，水波游鱼等纹饰，另外还有刻

花工艺，产品中多碗、盘等生活用

品，也有少量的圆鼓形的粉盒，器

表刻有菊花图案。在上下扣合的边

沿处有鼓钉纹装饰点缀，更显得造

型别致，图案清晰，成为具有使用

价值的装饰品。

钧台窑烧制汝瓷的窑炉，皆为

马蹄形，长方形的窑室前有半圆的

火膛，后壁有三个烟囱，分置于两

角和中间，两侧的烟囱从底部收

起，逐渐弧形内收，向中间烟囱合

拢伸向地面。窑炉全系就地建筑，

建造简易，但适于保温，这种构造

对汝瓷的还原气氛有其特殊的功

效。

钧瓷、汝瓷同用还原火，铜红

铁青风格各异。钧瓷的釉色除天

青、豆青、天蓝、月白与汝瓷相近的

釉色外，还有以氧化铜还原而产生

的紫红、大红、米黄。造型以日用

瓷、花盆为主。钧瓷率先在胎体上

施铜红釉，铜红釉的烧制成功是我

国古代制瓷艺人继铁还原后的又

一大创新，形成各种窑变色泽，亦

为其他窑口所不及，是钧窑的独特

成就。 （九十一）

作者简介：
王振芳，中国工美行业艺术大

师，非物质文化遗产（汝瓷烧制技

艺）代表性传承人，弘宝汝瓷艺术

总监。

范随州，工艺美术大师、汝州

市陶瓷协会名誉会长。

汝窑与钧窑（下）

汝瓷作品：宇宙精灵

监考培训会在汝州市宾馆三楼大厅举行（资料图）

汝州考区市一高考点（资料图）

·连载·

主席听了后皱皱眉头，严肃指出：“越剧不能

砸烂，好的还是要用。”

在听了所谓“改革越剧”《红灯记》以后，毛主

席说：“我不赞成把越剧改成不像越剧。”

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浙江的文艺工作者，开

始批判民族虚无主义，扭转戏曲改革中走偏的方

向。

浙江的地方剧种改革，逐步从民族虚无主义

的错误轨道上拉回来。是毛主席亲自关心，批判

了江青的胡作非为、谬种流传的结果。人们还清

楚地记得，在1969年主席到杭州的那一次，当一

位演员提到，江青创造了革命样板戏时，主席严

肃地说：“不是，戏原来就有，经过加工提高，是文

艺工作者的劳动成果。”说到“不是”的时候，毛主

席有力地摆了摆手。

9月11日，周恩来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

金在北京机场举行会谈，双方达成“维持边界现

状、避免武装冲突”的临时谅解协议。会谈中，

周恩来就最近苏方对中方进行核威胁一事向柯

西金提出严词责问，柯西金无言以对。两天以

后，周恩来将会谈情况向在外地的毛泽东作了

汇报。

9月间，召开了全军战备工作会议，传达毛泽

东“军队不要松懈”和林彪“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

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指示，防止对手发动

突然袭击，作好精神、组织和物质上的准备。

9月，毛泽东修改《人民日报》社论《世界革命

人民胜利的航向》初稿，几乎把所有提到毛泽东

思想的地方都删掉了，还删掉以下一段话：“毛泽

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

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

了一个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是理论联系实际的

伟大的典范。”他并且写了一个重要批示：“把离

开主题的一些空话删掉。不要向外国人自吹自

擂。”

9月16日晚，新华社发表经毛泽东审定的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口号》，其

中第二十二条是他加上的，即：“全世界人民团

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

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

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

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

备！”

18日，毛泽东离开杭州返京，他先到了上海。

9月21日，毛泽东离开上海。

专列途经南京。毛泽东在南京军区司令员许

世友陪同下，视察了南京长江大桥并接见了守桥

部队的部分干部、战士。

当晚，专列途经济南。

22日11时35分至13时15分，毛泽东在专列上

听取了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委袁升平、山

东省革委主任王效禹的汇报。毛泽东就正确处理

“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组织，坚持文斗，不要武

斗，工农业生产，落实政策等作了指示。

当天，专列离开济南到了天津。

23日，毛泽东在天津专列停靠站与随行的干

部、战士、乘务员合影。

当天，毛泽东回到北京。

五十五 战备疏散到武汉
1969年9月11日，中苏总理在北京机场进行了

缓和局势的会谈，达成了若干口头谅解，但苏联

总理柯西金回国后，苏方却拒绝换文。

9月下旬，毛泽东回到北京，很快召开了有各

大军区司令员、政委、作战部长以及各总部、各军

兵种领导人参加的作战会议，研究加强“三北”

（东北、华北、西北）战备问题。27日会议结束。晚

上，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及在京的全体政治局委

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全体与会人员并合影。接

见结束后，毛泽东表示：

“不留同志们在北京过国庆了。大家早点回

去抓紧做好战备工作。”

1969年首都国庆活动，是在外松内紧的气氛

中进行的。

（未完待续）

汝瓷作品：律 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