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些年，有一首最火的流行

歌曲，叫《爱拼才会赢》。爱拼才

会赢，但爱拼不一定赢。其实，中

国的“赢”字，写着人生赢家的道

理。“赢”，上中下三个部分五字组

成：亡字当头知忧患，口字作中严

把关，下方三字月贝凡，明示世人

五签言。

一曰“亡”字签言：赢家做人

做事要把忧患意识放置首位。“人

当居高思下，居安思危，居荣思

辱，居成思败。”老子之言，

是也。“生于忧患，死于

安乐。”孟子之言，是

也。一个人如此，

一 个 国 家 ，亦

然。居安思危，

永不懈怠，兢兢

业业，如此才能

安身利国。“安而

不忘危，存而不忘

亡，治而不忘乱，是

以身安而国家可保

也。”孔子之言，是也。

二曰“口”字签言：口司二

职，一曰“食”，二曰“言”。“病从口

入，祸从口出。”《口铭》之言，是

也。把好入口关，健康的体魄，是

赢家最起码的本钱。学会说话的

艺术，是赢家最起码的素质。

三曰“月”字签言：日月如梭，

珍惜时间。“多少事，从来急，天地

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

夕。”伟人毛泽东之言，是也。明

月如镜，心如朗月。明月为我们

打开一扇看清时空和内心的门，

照明心底和超越时空的机遇。“身

似菩提树，心似明镜台，时时勤拂

拭，勿使惹尘埃。”《六祖坛经》之

言，是也。“月”是我们做人的明

镜，也是我们借光的机遇。“近水

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早逢春”之

语，是也。

四曰“贝”字签言：“贝”，钱

财也。贝写着人的两面性，成功

的标志或罪行的记录。“君子爱

财，取之有道。”孔子之言，是也。

面对钱财的诱惑，心有定力，

不妄取。心有所畏，不

敢取。心如止水，不

屑 取 。 如 此“ 三

不”，才能站稳赢

家的脚跟。贝字

还明示我们。做

人只有善于容忍

粗沙的磨难，才

能孕育出人生的

珍珠。

五曰“凡”字签

言：一切的非凡都源于平

凡。懂得如何在平凡中努力创

造非凡的人，才是真正的赢家。

“把每一件简单的事做好就是不

简单，把每一件平凡的事做好就

是不平凡。”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

之言，是也。

笔者有一“赢”字诗，放置文

后，共勉：危机意识牢记心头。用

好用活人生的各种关口。即是近

水楼前，依然弯下获取圆满的背

负。即便富贵荣华，一颗平常心

依然如初。 （卢恩俊）

赢

《民主协商报》编辑部：

我是一名甘肃籍的大学生，无时无刻关注着甘肃的发

展和变化。在贵报中读到多篇省政协有关发挥独特优势，

强化科技赋能，共谋甘肃工业发展的专题调研报道，感到

非常振奋与自豪。甘肃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如何加快产

业结构调整，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

发展，成为甘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环。通过阅

读贵报的报道，我浅谈一些关于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

新，加快构建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新

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的体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统筹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

新，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

业体系。”科技创新是引领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承载着先进生产力转化和新经济重构的使命，当前数字经

济已经成为科技创新中的“蓝海”。

甘肃拥有稳固的石化化工、有色冶金、煤炭建材、装备

制造基础，在经济结构上占比较高，资源型传统产业特别

突出。在推进新型工业化的进程中，要抢抓数字经济发展

新机，在生产要素上“借力”利用好5G通信、互联网、数据

中心等为代表的信息服务平台，把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

链等算力算法技术相关性产业应用在数字技术的创新上，

充分利用资源型产业的数字数据优势，加快形成数字技术

与传统产业融合的经济形态。加强区域合作，立足“一带

一路”合作平台，发展外向型经济，打造甘肃新型工业化和

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新业态。

甘肃新型工业化要在已有产业基础上，充分发挥7个

国家级开发区和47个省级开发区的产业先导作用，助推

传统产业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创新、商业模式创新，

实现传统产业改旧育新、转型升级。完善科技创新的体制

机制，依托数字信息技术的创新和发展，加快数字产业化

和产业数字化两大核心业态的攻关和研发，利用工业互联

网和工业云平台，打造重要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设备基地，

让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率先走向世界，构建

甘肃传统产业转型和新兴产业发展的数字经济新形态。

甘肃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关键是科技创新，而数字

经济又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的前沿阵地，高科技人才更

是科技创新的核心。甘肃要在“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

品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数字要素驱动业、数字化效率

提升业”五大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其中包含人工智能、大数

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领域，打造一支科技创新领

军人才和高技能人才队伍，实施更加积极的创新创业人才

激励政策，精准引进优秀人才，汇聚智慧资源，激发创新活

力，不断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引领甘肃新型工业化在数

字经济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

作者：杨丛语，现就读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2级马克思主义理论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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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岁月的长河中，总有一些

节点熠熠生辉，照亮着中华民族

前行的道路。今年，我们迎来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

周年的光辉时刻，这不仅是对过

去辉煌历程的回顾与致敬，更是

对未来协商民主新篇章的展望

与启航。作为一名公共文化服

务工作者，我深感荣幸能站在这

个历史与文化的交汇点，以“书

香润政协，共绘七十五载辉煌”

为主题，谈谈“我与人民政协”的

不解之缘，以及如何将这份情缘

融入全民阅读推广，助力打造书

香社会。

我与人民政协的情缘，始于

书香。公共图书馆，是知识的殿

堂，也是文化传承的重要阵地。

在这里，我与人民政协的故事悄

然展开。人民政协作为具有中

国特色的制度安排，始终坚持团

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汇聚着各界

精英的智慧和力量。而“书香政

协”是建设“书香社会”不可或缺

的重要力量，图书馆以书籍为媒

介，将政协的精神与理念传递给

各位委员和广大读者。

在图书馆的日常工作中，

我精心整理与政协相关的文献

资料、历史书籍和政策解读。

这些珍贵的资源犹如一座宝

库，承载着人民政协的光辉历

程和伟大成就。通过设立“委

员书架”、“悦读专栏”，参与“欢

乐悦读·共沐书香”、“书香政

协·同心筑梦”等读书分享活

动，和委员们同读书提升个人

修养、读好书提升履职本领，走

出一条读书和履职相互促进、

相得益彰的书香之路。让政协

的精神在书香中弥漫，在人们的

心中生根发芽。

人民政协的75年，是奋斗

的75年，是辉煌的75年。无数

政协委员以国家利益为重，以人

民福祉为念，用实际行动诠释着

“为国履职、为民尽责”的庄严承

诺。在全民阅读推广的过程中，

我积极收藏专家学者、艺术家作

品，开设“瓜州文化”展架，方便

公众全面了解瓜州，更好传承弘

扬瓜州历史文化。

同时，我还结合政协在推进

协商民主建设中的创新实践和

成功经验，精心挑选相关书籍和

文章，充实“政务服务专架”。为

市民提供了一个深入了解政协

工作的窗口，进一步增强了公众

对政协工作的认同感和支持度。

面向未来，人民政协将在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进程中继续发挥重要作

用。作为公共图书馆的工作者，

我们将以书香为纽带，深化与政

协的合作与交流，共同书写协商

民主的新篇章。

一方面，我们将持续加强政

协相关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和

保存工作，建立更加完善、系统

的政协知识库。为公众提供更

加便捷、高效的阅读服务，让人

们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政协的

历史、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另

一方面，我们将积极探索“互联

网+政协阅读”的新模式，利用

数字技术搭建线上平台，打破时

空限制，让政协精神传播得更

远、更广。

此外，我们还将充分发挥图

书馆作为文化交流中心的作用，

邀请政协委员、专家学者等走进

图书馆，开展讲座、论坛等活动。

促进思想的碰撞与智慧的交流，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贡献力

量。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将不断

创新活动形式，丰富活动内容，提

高活动的质量和影响力。

总之，“我与人民政协”的情

缘，是一段以书香为伴、以文化

为魂的旅程。在未来的日子里，

我们将继续携手前行，在全民阅

读的道路上播撒政协精神的种

子，共同绘制人民政协更加辉煌

的明天。

（作者系瓜州县政协委员、

瓜州县图书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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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石兰草图竹石兰草图》》

遇见板桥的大段独白——

“终日作字作画，不得休歇，

便要骂人。三日不画，又想一幅

纸笔来，以舒其沉闷之气，此亦吾

曹人之贱相也。今日客中早起，

洗面漱口啜茗，即以洗面之水涤

砚中滞墨，而友人之纸适至，欣然

命笔。先写石，次写竹，次写兰，

又以小竹点缀于兰石之旁。有得

时，得笔之乐，总以数日不画故

也。索我画，偏不画，不索我画，

偏要画，极是不可解处。然解人

于此，但笑而听之。乾隆甲申冬

日，板桥老人郑燮。”

你读过之后，不管是否莞尔，

我却不禁。

是自嘲，也是调侃，更是任

性。这是板桥的一惯作派，别人

拿他没办法。此中率真，非率真

之人无法体味，甚或不能理喻。

我要说的不仅是此番题款，

还包括那画中的瘦竹和陋岩——

与众不同，特立独行。人，字，画，

亦然。

板桥跟冬心一样，怪而不群，

群而类之。就说写画吧——注

意，我说的是写画，不是画画，他

们都喜欢在画面上写一大堆文

字，好像画专门配这文字似的。

事实上，他们许多画都是写出来

的，如同写字，里面蕴含着深刻的

寓意，又怕别人看不懂，只好题大

段的文字进行诠释，又往往王顾

左右而言他，卖关子，却在关子里

留下“纰漏”，包袱还是由读者去

解。

大多画家，画画就是画画，然

后题几个字，留个款而已。喜欢

不喜欢是你的事，解读当然也是

你事，管我何干——我就是一个

画画的。

板桥和冬心写画，写的是心

情，是性情，不是意境，即便题诗

也不是为了意境，为的是表达此

时此刻的心境。正如板桥题画

云：“素心兰与赤心兰，总把芳心

与人看；岂是春风能酿得，曾经霜

雪十分寒。”

板桥绘画，少不了危岩陋

石。非窠石，多为柱状。画如其

人。

又偶然看到《云林画谱册》中

的一幅画，心犹戚戚，为之所动。

几块看上去互不关联的巨

石，光秃秃的，卧于不毛之地。大

石有二，上下居中，上者斜，下者

正。小石散落左上和大石之右

侧，杂乱无章却内在有序，至少让

画面不呆板。风化的痕迹历历在

目，石心未变，改变的只是它们的

外形。同时，时光也改变时光。

右上端题了四个字：“居然磐

石。”

目光扫过，又往复之。剔除

印章的红，还原了字的本色。迟

疑片刻，竟然觉得这四个字有点

意思，可能令人产生歧义般的遐

想。譬如这“居然”是出乎意料

呢，还是安稳若泰？是云林先生

野游时突然看到几块巨石感到意

外呢，还是心里遇到什么事儿，不

想改变自己，心如磐石呢？

嗯，居然磐石。左顾右看，目

光仍然缠绕在画面上。它们表面

上互不相关，各自为政，而实际上

在地下可能是连成一体的，有如

一母所生的子女，各自独立，安身

立命，却有着永远无法割舍的血

缘的牵挂。

看不见的，并非不存在。被

大地遮掩的，譬如根。

再读到元代画家吴镇的“我

亦有亭深竹里，也思归去听秋

声”，感慨不已。即便老包有钱，

也无处造个亭子啊，何况还是一

介穷儒。

何处有桃源？终究是个梦。

无数次遐想，择一处终老。

此处有修篁依依，水光荡漾，亭阁

翼然；斑斑点点的秋阳撒落地上，

红叶烂漫，落叶翻卷，空间为之倏

然而变。风飒飒兮虫唧唧，一声

鸣，众声应，有如天籁充斥遐迩，

双耳顿时生动。持一本亲手制作

的线装书，退避世俗的纷扰，非熙

熙为名，也不攘攘为利，只为此刻

一片暖暖的心……该有多好！

何以终老？修竹风动，一亭

翼然；写一大堆文字，最终只剩下

“居然磐石”。

居然
磐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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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在农村，人们除了住窑洞外，房屋基

本上是土木结构。往往是墙上架大梁，大梁上

立檩，檩上放椽子，然后再铺上细竹子、小木棍、

细硬柴等，再用大渣泥盖严，最后铺上一层青瓦

或红机瓦。这样的房屋，从里面一看，泥墙、大

梁、檩子、椽子等都裸露在外，既不美观，还容易

落灰尘、不卫生。

不管是窑洞还是房屋，天长日久烟熏火燎，

屋顶和墙面积满污垢后，黑乎乎的，影响屋内的

光线，就不得不找人收拾，因此，糊顶棚这个行

当便逐渐兴起了。人们把用纸或布等材料，糊

饰房间内部墙壁顶棚并以此为业的匠人，统称

为裱糊匠，有的地方也简称为“糊匠”。

秋天冷风吹来的时候，很多人家都要换窗

纸、糊顶棚，尤其是进入腊月，很多地方都有扫

尘除旧的习俗，旧的顶棚、墙纸要揭下来重裱，

裱糊匠就常常忙得不着家，为了生计，有些人就

连大年三十还在外忙活。特别是有子女

结婚，婚前不可忽视的一件事就是裱糊新房。

裱糊匠的主要工具有刷糨糊用的手笤帚、

裁纸刀、排刷。这些工具中，就数手笤帚关键，

最好是用质地较软的谷子或小米的秸秆做成。

裱糊一个房间，还得用四五百张毛边纸、100多

根高粱秸秆、四五斤白面、二斤左右二寸铁钉，

以及一些线麻绳和少量细铁丝。

正式进入裱糊工序时，先糊顶棚，再糊墙

面。糊第一张纸最重要，这也是考验裱糊匠手

艺好坏的关键。这时的裱糊匠，小心翼翼地在

秸秆上抹好糨糊，拿着纸张反复比量，先把纸张

的一边与秸秆平行贴好，再拿笤帚轻轻一扫，第

一张纸就平展展地糊在了顶棚上。糊好第一

张，后边就顺利了，一个人在前面抹糨糊，另一

个人两手拎着纸，两端里口对准上一张纸的边

缘，轻轻平粘到棚顶的秸秆上，一张张、一排排

紧挨着裱糊，糊完第一层再糊第二层，最后裱糊

墙壁。裱糊第二层时，一个人先在桌子上把切

好的纸张刷好糨糊，师傅用牙叼着笤帚背儿，一

手拎着纸的一角，对正前一张纸的左侧外沿，另

一只手用笤帚往上托送的瞬间轻轻用嘴一吹，

纸张随即冉冉飘起，再迅速用笤帚往外连扫几

下，一张白纸就裱糊在了顶棚上。

糊顶棚不光是个技术活，还非常辛苦。工

作时要仰面朝天，颈椎相当费力。和纸张打交

道，必须细心才能确保垂直方正，漂亮美观。动

作要麻利、准确，不然刷上糨糊的纸张就会脱落

或起皱。一些技艺不好的裱糊匠，在生意不景

气时，为了生计，还不得不兼做灯笼、风筝和丧

葬祭祀品等零活，以补贴家用。

在裱糊匠的精心努力下，一间洁白、整齐的

房屋就收拾出来了，临走时，裱糊匠还会根据主

人的喜好，用红纸剪上囍字、鸟雀、动物等剪纸，

贴在屋子的正中央，顿时整个房屋都变得亮堂

又喜庆。那时的裱糊匠，是备受人们尊重的手

艺人之一，即便裱糊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用了

主人家里新买的桌子，主人也不会流露出不高

兴，相反还会赔着笑脸，给裱糊匠打打下手。

现如今，随着城市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

的提高，裱糊匠在不知不觉中便淡出了人们的

视野，成为生活的过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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