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爱冬青树
杜文 更

植树节来到了 ，我又
栽下了冬青树 。

抚摸 着 绿 绿 的 冬 青
树，我想起 了 六 年 前植树
节清 晨 去 世 的 母 亲 李 淑
静。

1949年 1月 ，母亲带着
我，曾随父亲 杜道时去过
台湾新竹 ，对父亲 的空军

“ 策反 ”工 作 ，尽 了不少
力。4月 17日 ，父亲和 山 东
同乡 郝子 仪叔叔 ，造了个
假入机场证明 ，偷 了 美制C
—46型大运输机 ，采取低
飞迂 回 的 战术 ，在 两 架敌
机追堵 的情况下 ，惊险地
在徐州着陆 。父亲起 义 后 ，
我们娘俩被软禁 、审 问 、
抄家 ，后 在地下党 的营救
下，被 “驱逐 出 境”，乘
民生轮船公 司 基隆 一上海
的最后一班船 ，于5月 2日
回到上海 。解放后 ，组织
上送我们到北京和父亲会
合。

1949年8月 ，母亲 在北
京参 了 军 ，光荣地加入了

开国 大典 上天安 门 广场的
空军行列。55年转业前立
小功三次 。之后 ，她曾在
长春 第 一汽车厂 、陕西兴
平408厂 工作 ，是厂 里 多 年
的三八红旗手。58年在长
春时 ，她和父亲 在空 军家
属院种 了 十二棵冬 青树 。
她教 育子女对事业要象冬
青树般四季长青 。

十年 浩劫 中 ，朱德 、
刘少奇 等 人被揪斗 ，她看
着天空 ，自 言 自 语地说 ：

“ 人家革 了 一辈子 命 ，怎
么成 了 反 革命？！”在那
一段时期 ，她本人又经受
了怎样 的压抑？1970年我
曾下 乡 三年 多 ，母亲 冒 着
风寒 ，到吉林省偏远 的 山
区去看我 。身材不 高 的 母
亲，在我心 中 永远象冬青
树那样坚强 、刚毅 。

1984年父亲 离休后 ，
我家 刚搬进西安空 军 干休
所，母亲就被诊断为肠癌 。
才动过大手术 的母亲 ，强
撑着虚弱 的 身体 ，忍着 巨

大的疼痛 ，会
见了 美 藉 华
人张 先 生 夫
妻，请他们转
达对 美 国 和
台湾 的 老 朋

友的 怀念 。她又让我和妹
妹，把院子 里种满冬青树 、
腊梅 、米兰 、君子兰 、八
宝树 等 ，她多 么喜欢绿色 ，
多么热爱生活啊 ！临终 ，
她对给 自 己治疗 的大夫 、
护士 ，连连致谢 ；对来看
望的 工 厂 领导 ，她一再表
示：“想 再 去 看 看 祖 国
的河 山 ！”她 一 次 又 一
次翻 看 我 们 在 新 竹 草 坪
上的照片 ，一遍遍念 叨 ：

“ 台 湾 早 日 回 归 ，祖 国
早日 统 一 ，我 还 能 见 上
你姨 一 面 ！”

今天 ，我 已 和 台 湾
姨姨 取 得 了 联 系 ，我 想
母亲 一定会含笑九泉 的 。
海峡 两 岸 人 民 的 友 谊 之
树，也象 母亲 栽下 的冬 青
树一样 ，一 年 比 一 年繁茂 ，
一年 比一 年 茁壮 ，我多 么
高兴啊 ！

冬青树 ，不怕风雨 ，
不畏严寒 ，给人 以希望和
春意 。我爱母亲 ，我爱冬
青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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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名”
高时阔

《 红 楼 梦 》中 ，斗 大 的 字 识 不 了 几 升 的 王 熙

凤，忽 然 一朝 发迹 ，当 上 了 诗社 的 “监 察御史”。

这虽 是个 不 拿俸禄 （反 而 要倒 贴五十 两 银子 ）的

虚衔 ，却也 为 “凤 辣 子 ”平添 了 几 分善相 （起码

也算 是 关 心大 观 园 的 群 众文 化活 动吧）。后 来 这

位王 “监 察”在诗社 成 员 聚 会时 忽 来 “灵 感”，

竟也能吟 出 “一 夜 北 风 紧 ”那 既俗且雅 的 诗 句 。
看来 这 “名 位”二 字 还是 不 可 不 讲 的 。正如 古 圣

贤所 言：“名 不 正 ，则 言 不 顺 ；言 不 顺 ，则 事 不

成。”

“ 名 ”既诱人 ，自 然

会引 得 众 多 无名 之人 “竞

折腰”。“世人未会严 陵

志，不 钓 鲈 鱼 只 钓 名。”此风至今 不 衰 。于 是 ，

在前 几 年 的 评 职称 中 ，涌 现 出 一批看 不 懂 图 纸 的
“ 工程 师”，打 不 了 算 盘 的 “会计 师”、解 不 出

一元 一 次 方 程 的 “统计 师 ”以及从未讲过课 的 “讲

师”、不 知 “研 究 ”为 何物 的 “研 究 员 ”……在

各级 各 类 学 会 、协会 等 文 化 艺 术 团 体 中 ，也有许

多与 本专 业 毫 不 沾 边 的 这 “长”那 “长 ”们 堂 而

皇之地 成 为 “理事”、“顾 问”。至 于 那些花上

几千 元 买 张 “大 专 文 凭”，赞助 几

万、几 十 万 元 买 个“企 业 家”、“艺

术家 ”头衔 的 “暴发 户 ”们 ，怕 是

调动全 身 “灵 感 ”也挤 不 出 一 句 “一

夜北 风 紧 ”那 样 的 诗 句 来。“可 惜

人间 无 李 白 ，今人 多 少 贺 知章！”

如此众 多 的 “名 人”，对我们 两 个

文明 的 建设 究 竟有什 么 益 处呢 ？

古人信奉 “循 名 责 实”。倘若 一个人 的 名 位

与其 实 际 才 能相 去 甚远 ，

哪是 算 不 得什 么 光彩 荣 耀

的。“有 名 而 无 实 ，天 下

之大 患 也。”而 真正有 本

事的 人 ，往往 并 不 刻 意追 求名 声 ，即 所 谓 “上 士

忘名 ，中 士 立名 ，下 士 窃 名。”一 个人若 是 到 了

不择 手段“窃 名 ”的 地 步 ，也就 为 人们 所 不 齿 了 。

“ 虚名 不 值 一 文 钱 ，唤得呶呶 百 谤 生。”可

惜今人 多 对此 不 解 。为 了 谋得虚名 ，一 些人处 心积

虑，钻 营投机 ，乃 至 坐 卧 不 宁 ，寝 食 难安 ，活 得

真够 累 的 。何苦呢 ？

江山

万里
深圳的企业文化建设

薛海 春

深圳毗邻港澳 ，处于我国 对外
开放的前沿阵地和国 内 国外两个市
场、两种文化的交汇点上 ，各种文
化企业和文化市场相继 出现 。深圳
各级组织及文化管理部门 ，打破“文
不经商 、士不理财”的传统观念 ，
外引 内联 ，因势利导 ，加强管理 ，
大力发展文化企业 。

这座城市又是 由 许许多 多现代
化企业所构成的 ，而这些企业的发
展与企业文化建设有很大的关系 ，
因有后者的裨补 ，方使得企业展示
出其非凡的雄姿 。

企业文化是指人们在经营管理
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
富的总和 。由 企业的厂房等基础文
化设施构成它的表层 ，由 企业的厂
规厂纪、制度建设构成它 的 中 层 ，
由企业的 习俗惯例 、精神风貌构成
它的 内层 ，由 企业的思想观念 、价
值观念构成它的深层 。企业文化是
以物质产品为载体的精神产品 ，
是服务于企业贡献于社会的精神产
品。是一种组织 、粘合的力量 ，给
企业 员工灵魂上以慰藉 ，使社会发
展产生 巨大变革 。它力 图在原有管
理的层次上拓宽非管理 因素 ，即通

过文化的感召 力 、渗透力 ，形成一种
氛围 ，使员工产生理应如此的心理定
势，把广大 员工 的想法统一到共同信
仰、共同事业 、共 同 目 标上来 ，形成
一种长久发展的凝聚的文化纽带和价
值取向 ，有力地排除了 员工的无力感
和孤独感 ，产生安全感和责任感 。

深圳的企业普遍重视企业文化建
设，而 内地企业则多重视思想政治工
作。它们之间既有相 同处 ，又有不同
处。相同 的是它们都把关心人、爱护
人、尊重人做为立 足点 ，把调动员工
的积极性作为 出发点 。不 同 的是企业
文化是为企业 的经营战略服务 ，直接
与生产过程相结合 ，而思想政治工作
则是为巩固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 、
完善社会风范 、建设社会精神文明服
务的 ；企 业 文化一 经 形成 ，有 相 对
的稳 定 性 ，而 思 想政治 工 作 则 要 根
据形 势任 务 的 变化随 时 调 整 自 己 的
视角 和 工 作 重 点 ；企业 文化具 有 一
定的 规 范 性和强 制性 ，它 要 求 思想
观念直接转换成为实际行为 ，要求企
业员工 自 觉按企业的文化传统规范 自
己的工作 、行动 、社交 ，而思想政治
工作则并无强制性 。但是 ，毫无疑问 ，
企业文化为思想政治工作开创了文化

氛围 ，改变了
思想政治工作
孤军作战的条
件，为进一步
加强企业思想
政治工作打开
了新的思路 。

本版编辑　杨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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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虎 门 炮 台
徐志诚

江水滔 滔 出 虎 门 ，炮 台 依 旧 锁 洋 魂 。
青松作伴丰碑在 ，名 同 日 月 炳乾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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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年间 ，孙 中 山 先生留学
日本归来 ，途经武 昌 总督府 ，去见
湖广总督张之洞 。他递上 “学者孙
文求见之洞兄”的名帖 ，门官随即
将名帖转呈张之洞 。张之洞一看很
不高兴 ，问来者是什么人？
门官回答是一书生 。张想
了一会 ，就叫 门官拿来纸
和笔 ，写了一副上联 ，命
门官交给孙中 山 。孙 中 山
一看 ，纸上写的这副上联
是：“持三 字帖 ，见 一 品
官，儒 生妄敢称 兄 弟 ；”
孙中 山看后微微一笑 ，对

出下联让门官转送 。张之洞见上书：“行
千里路 ，读 万 卷 书 ，布衣亦 可 傲王 侯。”
不觉 暗 吃 一 惊 ，亲 自 出 门 迎 接 孙 中
山。

人物春秋

志愿 军 烈 士 名 录上 的

第一 人——李 湘 将军
蒲德生

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都平壤市的友
谊塔内 ，保存着十本中 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名录 ，
其中第一本第 一名就是志愿军第67军代军长 李
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 ，他是我军所牺牲的指挥
员中任职最高的一位 。

李湘将军是江西永新人，1930年16岁时参加
中国 工农红军 ，次年加入中 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 ，
并转入中 国 共产党 。历任营长 、团长 、旅长 、师
长、军长等职。参加过二万五千 里长征 ，他作战
勇敢 ，屡建战功 ，多 次负伤。1951年5月 他 率志
愿军67军入朝 ，奋战在金城前线 。在 当 年粉碎敌
人发动的 “秋季攻势”中 ，他指挥的第67军威震
敌胆 ，从10月 13日 至16日 经三昼夜激战 ，歼敌1.7
万余人 ，迫使敌人前进不足二公里 ，创造了一个
军日 歼敌最高纪录 ，受到志愿军总部的高度赞扬 。

长期的军旅生活使李湘将军食无定时 ，居无
定所 ，风 餐 露 宿 ，积 劳成疾 ，
特别 是 多 次负 伤 ，使他 的 身体
更加虚 弱。1952年 7月 8日 ，正
在指挥作 战 的 李 湘将军 突 然 病
故在指挥所 的坑道里 ，时年仅37
岁。

夫妻峰　（张家界一景 ）　王 静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