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进“第二个结合”
传承发展老子文化

宋涛

������6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
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表重要讲话时强

调，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
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 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
使命。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两个结合”
的科学产物， 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彼此契合、 相互
成就的产物；是经由“第二个结合”，在
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 充分运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 探索面向
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的产物。

周口是一方历史文化底蕴异常

厚重的热土。 伏羲“定都宛丘”“一画
开天”“卦道演德”，开启了中华先民
探讨天地之道的进程； 老子传承发
展 ，综合创造 ，形成涵天覆地 、博大
精深的以“道”“德”范畴为核心的精
妙， 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最高文化精
神和宏大辽阔、超迈脱俗、不同凡响
的精神谱系。 正因为如此， 周口市
委 、市政府明确提出 “道德名城 、魅
力周口”的城市名片，通过这一历史
文化标识的构筑，将伏羲文化、老子
文化的传承弘扬提升到新层次 ，发
展到新阶段。 这其实是 “第二个结
合”在周口的生动实践，老子研究院
应积极投身其中， 担当起老子文化
守护者、传承人角色，肩负起老子文
化开发弘扬职责，深入推进“第二个
结合”，以丰硕的实践成果，充实“道
德名城、魅力周口”的内涵。

一是打造 “道德名城、 魅力周
口”的学理支撑平台。充分发挥老子
研究院联系广泛的优势， 引入激励
机制， 调动老子智库特聘研究员积
极性，联合开展老子文化、道家文化
课题研究。 同时，激活内生机制，设
立院级课题， 开展富有老子出生地
特色、“接地气”的课题研究。外联合

作与内生机制相结合， 推出一批研
究成果，为“道德名城、魅力周口”建
设提供强大学理支撑。

二是打造“道德名城、魅力周口”
的人才培训平台。建设“道德名城、魅
力周口”关键在人。 老子研究院环境
优美， 设施齐全， 是理想的学道、悟
道、体道场所。 通过设立人才培训专
班，完善奖惩规定，多层面、多渠道联
系办班，合作办班，为“道德名城、魅
力周口”建设不断输送合格人才。

三是打造“道德名城、魅力周口”
的文化交流平台。 通过“走出去”，与
高层次社科研究院所、知名高校建立
稳定联系，密切合作关系，酝酿开展
“老子故里文化进北大”系列活动，积
极参加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开阔眼
界，提升认知水平。通过“请进来”，设
立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举办研究生
论坛，设立全国老子学研究会换届固
定会址，筹划第十届老子元典文化高
端论坛等 ，形成 “道德名城 、魅力周
口”的文化交流平台。

四是打造“道德名城、魅力周口”
的融合发展平台。 文旅文创相互融
合，是文化与旅游有机结合、互动发
展、实现共赢的大趋势。 要进一步完
善老子文化博物馆、 党史教育馆、河
南省中小学研学基地管理运行机制，
建成网红打卡地、文旅文创成果展示
地、非遗技艺传承地 ，成为 “道德名
城、魅力周口”的融合发展平台。

通过上述四个平台打造，在“道
德名城 、魅力周口 ”建设中 ，有效促
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
创新性发展， 发挥老子研究院在不
断实现“第二个结合”进程中的大平
台作用，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
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贡献老子研究

院的力量。 ③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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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躺平者的忠告
张君民

当前， 在广大党员领导干部
立足本职岗位， 以实际行动轰轰
烈烈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之际，仍有极少数党员领导干部，
不为形势所动，不思进取，甘于平
庸 ，在其位 ，不谋其政 ，选择了自
我边缘化的躺平。

他们有的是因为年龄问题 ，
有 “船到码头车到站 ”的倦怠 ；有
的是因为能力问题， 难以胜任工
作而选择了逃避； 有的是因为升
迁无望，有意消极怠工；有的是畏
首畏尾、惧怕担责任而推诿；甚至
有的因为对组织不满， 整天牢骚
满腹 ，怨天尤人 ，不仅躺平 ，还散
布负能量，影响十分恶劣。 总之，
躺平的原因很多，不一而足。只要
自己的工资福利不受影响， 他们
就心安理得、 甚至毫无顾忌地躺
平度日。

这些行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

造成了不良影响， 严重损害了我
们党的形象。 它不仅有违我党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
背离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还
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要求

格格不入，是令人所不齿的。
子曰 ： “不在其位 ， 不谋其

政 。 ” 曾子曰 ： “君子思不出其
位。 ”（《论语·宪问篇 》）相反 ，在
其位，必谋其政。这是孔子对学生
们今后为官从政的忠告。 他要求
为官者各负其责，各司其职，脚踏
实地，做好本职分内的事情。曾子
也同样是这个意思。 要在自己的
职责范围内，思考未来和发展。每
一个职位都承担着一份职责 ，每
一份职责都是党和人民沉甸甸的

嘱托。 这是义务，更是本分，是一
个国家一个组织行稳致远的关

键。
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

难矣哉！ ”（《论语·阳货篇》）孔子
说：“整天吃得饱饱的， 什么心思
也不用， 这种人就实在难以教导
啊。 ”

许多人选择躺平后， 完全失
去了干事创业的劲头，安于现状，
不思进取 ，饱食终日 ，无所用心 ，
懒惰散漫，成天无所事事，无谓地
浪费时间，也不去学习提高。他们
如同行尸走肉一般生活， 丝毫不
顾自己是一个党员干部， 完全丧
失了一个党员干部最起码的尊

严。
子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

好行小慧，难矣哉 ! ”（《论语·卫灵
公篇 》）孔子说 ：“整天聚在一起 ，
言语都和义理不相关， 喜欢卖弄
小聪明，这种人很难教导。 ”终日

无所事事，有很多空余时间，靠闲
聊打发时间， 说些没有正义和道
理的话，对社会只有坏处，没有好
处。

闲来生事，许多躺平的人，自
己不但不去干事， 往往还东家长
西家短 ，说三道四 ，议论是非 ，尖
酸刻薄 ，“言不及义 ”， 满满的负
能量， 严重影响单位的团结与和
谐。这种人比上一种人更可怕，自
己不干事也就罢了， 还严重影响
其他干事业同志的积极性， 丧失
了一个党员干部的基本品德。

子曰 ：“事君 ，敬其事而后其
食 。 ” （《论语·卫灵公篇 》）孔子
说 ： “侍奉君王 ， 就应该认真做
事 ，把领取俸禄的事放在后面 。 ”

首先要诚敬地付出 ，然后再谦逊
地得到 ，这就是 “礼 ”。 在儒家看
来 ，食君之禄 ，担君之忧 ，要诚敬
地对待自己的职责 ，在自己有所
贡献之前不提酬报之事 。

然而这些躺平的人， 从来不
说自己做了多少工作， 对自己的
工资福利待遇却看得很重， 并且
享受得心安理得。 他们经常念叨
着自己的工资发了没有， 津贴该
涨了没有， 节日的福利少了没有
等等。丝毫没有意识到，我们因为
职业而有工资待遇， 这是一种契
约，是我们安身立命之本，我们至
少应该为这份工资待遇付出相应

的劳动，对得起这份待遇。
“在位贪鄙， 无功而受禄，君

子不得进仕尔 。 ”（《诗·魏风·伐
檀序 》）不出力而接受报酬 ，就是
像硕鼠一样的贪婪卑鄙之徒 ，这
样的人是不可以为官的。

最后，忠告躺平者：人总是要
有一点精神的。能力不足，要靠学
习来提高；退休年龄快到，也要站
好最后一班岗；惧怕担责，就依法
依规、公平合理地严谨工作；提拔
升迁受挫，要反求诸己。党员干部
是要有一定格局的。 要守得住初
心，恪守好使命，保持满满的正能
量 ，在其位 ，谋其政 ，心无旁骛地
履行好自己的工作职责， 这是一
名党员干部最起码的本分和职业

道德。 ①8

������◎子曰：“不在其位， 不谋其政。 ”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
位。 ”（《论语·宪问篇》）相反，在其位，必谋其政。 这是孔子对学
生们今后为官从政的忠告。 他要求为官者各负其责，各司其职，
脚踏实地，做好本职分内的事情。曾子也同样是这个意思。要在
自己的职责范围内，思考未来和发展。 每一个职位都承担着一
份职责，每一份职责都是党和人民沉甸甸的嘱托。 这是义务，更
是本分，是一个国家一个组织行稳致远的关键。

◎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能力不足，要靠学习来提高；退
休年龄快到，也要站好最后一班岗；惧怕担责，就依法依规、公
平合理地严谨工作；提拔升迁受挫，要反求诸己。 党员干部是要
有一定格局的。 要守得住初心，恪守好使命，保持满满的正能
量，在其位，谋其政，心无旁骛地履行好自己的工作职责，这是
一名党员干部最起码的本分和职业道德。

理琪 ：天福英雄 胶东之魂（二）

（上接第三版）
经上级主管部门同意， 陵园筹建委员会

决定， 将理琪墓作为陵园的第一主墓， 建造
在最显著的位置上。 1945年 11 月， 胶东区委
决定安排机动车辆和人员到 200 多里外的崔
家口村将理琪的棺木起出， 再快速运到新建
成的英灵山陵园重新安葬。

然而， 当地群众对理琪的感情实在太过
于深厚， 当棺木重新进行处理并准备装车启
程时， 当地许多人围上来， 主动要求放弃用
汽车运送棺木的做法， 而是按照当地农村安
葬亲人抬灵的传统习惯， 用八条大杠轮换着
运送理琪的棺木西行， 直接抬到英灵山。

崔家口百姓说 ， 理琪作为一个外乡人 ，
和咱非亲非故， 却为咱牺牲了， 不能让他孤
零零地走。 我们已经守护他七年了， 今天要
像对待自己的亲人那样， 护送他到新的墓地。

胶东大地一场特殊的葬礼开始了。
青山垂首， 松涛哀鸣。 起灵前， 现场的人

集体向理琪灵柩作最后告别。 见英烈就要离他
们而去， 乡亲们泪流满面、 泣不成声。 多名年
轻力壮的村民将灵柩抬上肩膀， 缓缓移步向前
走去。 沿途村庄的村民闻讯后， 早早地在村头
路边迎送， 不断有人加入送灵队伍。 200多里
蜿蜒的山间小路上， 大家换肩移步， 交替上
路， 你手换我手， 我肩替你肩。 英雄的灵柩始
终没有落地， 没沾一点土， 泪水却落下一路又
一路。 送葬队伍足有几里长， 这在当地历史上
极为罕见。

情深义重的胶东人民， 用血肉双肩抬起
了对英雄的爱戴， 用最高祭礼厚葬了英雄。

当胶东人民以较高规格厚葬理琪时， 家
人并不知道理琪传奇的革命历程。 他们相信，
某一天， 理琪一定会突然撞开家门， 高声喊
爹娘， 依然是个翩翩少年。 家人就这样满怀
希望地等着， 等着， 直到新中国成立， 也没

有看到他的人影， 哪怕能听到他一丁点儿消
息。 家人开始变得不安和焦急。

一家人终于等不下去了。 姐姐凭借理琪
到胶东前透露给她的一点信息， 千里迢迢来
到胶东寻找弟弟游建铎。 她走遍胶东的民政
部门和大小革命烈士陵园， 却无人知晓谁是
游建铎。 当姐姐在英灵山烈士纪念堂看到墙
上一幅画像， 认定画中人就是游建铎， 就是
理琪 ， 这才知弟弟牺牲多年 。 思念 、 悲痛 、
委屈的泪水夺眶而出： “姐姐终于知道你在
哪里了 。 你留在胶东吧 ， 姐姐以后还来看
你！”

英灵山巅 烈士千古

带着对英雄的仰慕， 带着家乡人的思念，
初夏时节， 记者专程来到英灵山胶东革命烈
士陵园， 拜谒从周口走出的抗日英雄理琪。

胶东革命烈士陵园大门东侧就是胶东革

命烈士纪念群雕。 群雕正面主要人物是理琪，
他肩挎公文包和枪支， 身着戎装， 英姿飒爽。
他是胶东党领导的化身。 英雄们身后的军旗
猎猎、 气势磅礴。

沿山脚下中心道路拾级而上， 过了纪念
广场就是革命烈士纪念堂。 这里陈列展出理
琪等胶东早期革命领导人遗物及资料。 继续
上行 152 个台阶， 就到了陵园中轴线上第一
座烈士墓， 也是陵园的主墓———理琪烈士墓。

理琪烈士墓设计庄重别致。 墓碑上， 党
徽、 红星是最美丽的装饰， 也是党和人民对
理琪一生的高度概括和赞誉 。 墓高 2.5 米 ，
用花岗岩砌成八棱形， 顶部由 12 块弧形石砌
成圆顶。

墓前石碑设计尤其特别， 如同一轴长卷，
由上而下缓缓垂地。 石碑上刻有 “先烈 中国
共产党胶东特委书记 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
三军司令理琪同志之墓” 等字样。 卷轴垂下
一部分， 还有很长一段没有放开。 寓意理琪
的英雄事迹很多很广 ， 很丰富 ， 也很感人 ，
许多重要内容还深藏其中， 需要不断寻找下
去。

静静地伫立在理琪墓前， 凝视卷轴， 思
绪复杂。 那未放开的卷轴， 刺痛我们的心房。
17 岁入党 ， 30 岁牺牲 ， 一生短暂 ， 无限荣
光。 可是， 作为家乡人， 我们对你知之甚少。

卷轴里 ， 你还藏有多少故事需要挖掘 ？
还有多少秘密需要解开 ？ 你图的不是功名 ，
而是民族的复兴。 惟有传承你的精神， 讲好
你的故事， 才不愧为后来人， 才能接过你高
举过的民族复兴大旗。 请先辈放心， 家乡人
一定能够做到。

山风忽来 ， 松涛阵阵 。 在青山 、 鲜花 、
翠柏映衬下， 理琪墓后是大理石镌刻的 《理
琪传略》， 精炼概括了理琪的生平。 整座墓区
端庄、 肃穆。 人们走到这里， 驻足瞻仰， 重
温理琪战斗的一生。 在这里和英雄 “对话”，
是永远铭记， 更是传承希望。

沿着主路向上攀行， 直达山峰。 胶东抗
日烈士纪念塔位于山巅。 远远望去， 它如一
把巨型长剑， 直刺蓝天白云， 充满豪气威严。
英魂永驻 ， 光照千秋 。 塔身上刻有理琪等
5716 位抗日英烈的名字， 这是他们用生命铸

成的丰碑。
纪念塔塔身四周刻有长篇碑文， 其中对

理琪的伟业做了突出介绍 。 碑文第三段写
道： “三军成立不到两月， 即创造了胶东抗
战史上第一次胜利的雷神庙战役光复了牟平,
擒获了奸伪， 几十只东方法西斯疯犬找到了
坟墓。 然而这次战役最可惋惜的是我们山东
人民抗日军第三军的领导人、 中国共产党胶
东特委书记、 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子———理
琪同志等， 亦于是役壮烈牺牲。 但他们的血
是没有白流的， 他们的死， 给后来胶东八百
万人民指出了争取解放的道路， 鼓起了抗战
胜利的信心。” 谁说中国人民不能抵抗! 这就
是当时胶东人民从沮丧到反抗一个敌忾感情

的转折。
从理琪牺牲那时起， 胶东人民始终深深

铭记着他。 每当清明节、 国庆节等重要节日，
各地的人们总会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来到理

琪墓地前 ， 摆放一束鲜花 ， 洒下一杯美酒 ，
寄托哀思、 告慰先烈， 如今的和平盛世， 如
你所愿。

今天， 胶东各地仍与理琪家乡保持联系，
就像走亲戚一样常来常往。 理琪用过的物品，
常常送到胶东展览。 理琪的后人被邀请到胶
东参加纪念活动， 拜谒理琪战斗牺牲的地方，
祭奠先辈。

站在山巅远望 ， 群峰连绵 ， 林木参天 ，
满山松柏， 随风轻曳， 生生不息。 英灵山脚
下一列城际高铁飞驰而过， 乘客不约而同地
向高耸的胶东抗日烈士纪念塔， 深情地行上
注目礼。

水乳交融 情撼胶东

从 1936 年 1 月理琪来到胶东， 加上他被
捕后在济南国民党监狱的 11 个月 ， 到 1938
年 2 月 13 日雷神庙战斗壮烈牺牲， 只有短短
两年多一点的时间。 然而， 就在这较短时间
里， 他领导发动了天福山抗日武装起义， 创
建了一支人民军队， 带领胶东人民擎起武装
抗日的大旗， 从而开启了红色胶东时代。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 英雄的鲜血染红了
它。 为什么大地春常在， 英雄的生命开鲜花
……” 理琪已融入胶东的山山水水。 饮水思
源， 胶东人民永远怀念理琪。

理琪将全部心血留在胶东， 更印在胶东
人民的心中。

在胶东， 理琪留下许多故事， 至今仍广
为传颂。

1936 年 1 月， 理琪刚来胶东， 在张修己
家秘密藏身。 他换上当地农民服装， 把张修
己的母亲亲切地称为妈妈 。 按照传统习惯 ，
他每天早晨起来， 先给妈妈请安， 每次出远
门不忘给妈妈带回个小礼物。

由于理琪的口音与群众不同， 被人怀疑
是地下党。 一次， 敌人来搜查， 大家在张修
己院内一个小屋墙角堆了一堆草， 让理琪藏
在草堆下， 躲过了搜查……

血雨腥风中， 有胶东人民的掩护下， 理
琪多次躲过敌人的魔爪。

在百姓眼里， 理琪同样铁骨柔肠。 1936
年秋， 理琪在界石镇西院下村慰问， 听说村

里有一位因 “一一·四” 暴动 5 位亲人被杀导
致精神错乱的 “疯老人”。 理琪很震惊， 提出
见见这位烈属， 大家怕理琪身份暴露而拒绝。
自己是胶东党的领导人， 有责任向这位 “疯
老人” 表示诚挚的慰问， 尽管老人神志不清，
不知晓这份关爱 。 理琪坚持要见这位老人 ，
他从兜里掏出两个熟鸡蛋， 吩咐说： “你们
把老人找来， 我要看着他吃下去后再走。 可
以不让他看见我， 但我一定要见见他。” “疯
老人” 被连哄带骗叫来， 大家为他盛了碗饭，
剥了两个鸡蛋， 看着他自顾自地、 津津有味
地吃起来。 理琪躲在西厢房的门帘后偷偷看
着老人， 流下晶莹的泪花……

在战友的回忆中， 理琪是一个积极乐观
向上、 充满正能量的人。 张修己回忆说， 理
琪有胃病， 经常吐酸水， 身体很瘦弱， 但他
精力充沛、 干劲十足， 像一团炽热的火， 走
到哪里就给哪里带去朝气和活力、 希望和信
心， 基层同志都愿意和他接近。

石榴“长留” 楸树“千秋”

“天福英雄是理琪， 献身革命国忘私。 当
年猛打雷神庙， 今日高标星宿旗。 百代东风
吹海陆， 一方化雨仰宗师。 文登多少佳儿女，
接力还须步伐齐。” 1962年 8月 26日， 著名
文学家郭沫若写给理琪的这首赞歌， 就是胶
东人民的共同心声。

理琪的革命斗争故事还进入文学艺术作

品。
著名作家冯德英创作了 《苦菜花》 《迎

春花》 《山菊花》 胶东斗争三部曲。 在 《山
菊花》 中， 冯德英用大量的笔墨描写了理琪

不惧危险、 英勇斗争的革命者形象。
理琪短暂的一生中， 从事革命斗争， 生

死早已置之度外。 机要专业出身的他， 出于
身份保密的需要， 竟没有留下一张照片。 胶
东人民用画像、 雕塑， 来 “复活” 理琪光辉
的形象。

2014 年 9月， 理琪被列入全国第一批
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胶东， 有红色印记的地方， 就有理琪的英
名。

天福山中学校园内有理琪雕像， 天福山
起义纪念馆有理琪雕像， 威海红色胶东展馆
有理琪的画像和简历， 牟平革命历史展览馆
里有理琪的画像和简历， 英灵山烈士陵园有
“理琪路”。

在文登城市中心， 建有以理琪命名的城
市公园 “理琪园”。 “理琪园” 内有两棵特殊
的纪念树———石榴树、 楸树， 这是 2020年专
程从理琪家乡移植而来， 并特意带回一袋黄
土放在树根处。 楸树象征理琪的英雄事迹光
耀千秋， 石榴树代表着胶东人民永远把理琪
留在心间。

为了确保两棵树的成长， 有关部门特派
专人管理。 文登党史部门的同志主动通过照
片、 视频， 向理琪后人传递树木的生长情况。

石榴年年红， 楸树日日高。 如今， 来自
理琪家乡的两棵树深深扎根胶东大地， 在供
后人怀念英雄业绩的同时， 也见证着这里日
新月异的变化。

理琪， 一代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 红色
胶东的奠基人， 堪称 “胶东之魂” ……

理琪永远与胶东人民、 胶东的大地、 胶
东的大海融合在一起。 ②18（完）

栖霞英灵山胶东革命烈士陵园理琪墓

������从理琪家乡移植到文登“理琪园” 的
石榴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