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们这个文明的国度、 和谐
的社会、美丽的校园，有这样一位特
殊的“老师”。

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能让人
深深地感受到她的谆谆教导， 因为
她行的是不言之教。 她是“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化身，教授的课程是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
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
善”。 虽然只有短短的 24 个字，却有
着十分丰富的内涵。

她教导我要做一名爱国者 ，为
中华崛起而读书。 从开学第一课，校
长为我们所做的爱国主义报告到清

明祭扫， 我们制作的一朵朵饱含敬
意的白花；从临危受命、夜以继日忙
碌在抗疫一线的钟南山院士， 到舍
己为人、 任劳任怨坚守在大街小巷
的大白，“老师”通过这些平凡的、伟
大的英雄事迹， 在我的心中种下了
爱国的种子。

她教导我要做一名守信者 ，诚
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 。 “老
师”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事例教导我，
诚实守信是无形的力量， 也是无形
的财富，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
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石。 在校园里，
我一定要认真踏实学习， 不弄虚作
假；在社会中，我一定要诚恳老实 、
安分守己。

她教导我要做一名友善者 ，互
相尊重、互相关心、互相帮助 。 “老
师”通过这一个个事例告诉我，爱人
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与
人相处，要互助互爱，和睦友好。

她教导我要做一名敬业者 ，忠
于职守、服务人民、服务社会。 现在，
我还是一名学生，主要任务是学习，
提高能力。 等长大工作以后才能够
更好地奉献社会。 到那时，我一定要
成为有用的人，在服务社会、建设国
家中实现自身的价值。 ②18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
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
友善”。我在心里默念着这 24 个字。
当我读到“诚信”这两个字时，我的
脑海中就浮现出那件难忘的事……

记得那是我上小学以来第一次

期中考试， 刚满 6 岁的我踏入了小
学的大门，在这半年的时间里，只知
道贪玩的我，并不知道学习是什么。

半年时光一闪而过， 老师说要
期中考试，我惊慌不已，“弱小无助”
的我，只能去面对。

考试的日子到了。 当我看到那
一道道陌生的题目时，我无从下手，
只能胡乱写， 还在试卷上点了个醒
目圆点，然后不停左顾右盼。看到旁
边的同学头也不抬地在书写 , 我才
知道过去的日子是多么浪费， 我的
眼睛一酸， 眼泪不住地流淌……我
垂头丧气离开考场。

几天过去了， 老师抱着卷子走
进教室，我心里害怕极了。一张张试

卷发下去，一张张快乐的脸、一声声
赞叹声音、 一阵阵热烈掌声……都
让我可望而不可即。

看着同学们手中都握着自己满

意的答卷，我十分内疚又十分疑惑，
我的卷子呢？ 这时老师说：“谁还没
有自己的卷子？ ”我和另一个同学同
时举了手，忐忑不安地走上讲台。

讲台上有两张卷子， 都没写名
字，一张 100 分，一张 59 分。哪个是
我的呢？那张 59 分的试卷上“语文”
两个大字旁点了一个圆点， 那是我
考试时点下的，我记得很清楚。我考
了 59 分！ 真是太丢人了。 我拿哪一
张呢？ 100 分的试卷也没有名字，我
犹豫着……扭过头， 看到那个同学
焦急的眼神，“诚信” 那两个大字在
我的脑海闪现。 我拿起 59 分的卷
子，走向了座位。

从那以后，我吸取教训，端正了
态度，好好学习，时时要求自己做到
“诚信”，这才是最好的成绩。

这才是最好的成绩
□李姝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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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在一碗面里的“友善”
□樊朴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
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
友善。 ”还记得上大学时，这 24 个字
出现在校园各处的展板上、大街小巷
的标牌上、 电视机里……但说来惭
愧，当时的我，并未真正沉下心来去
体会、去思考。 在期末考试前的备考
阶段，我一次次看到这几句：“一个国
家的强盛，离不开精神的支撑；一个
民族的进步， 有赖于文明的成长。 ”
“这 24 个字分别从国家、社会和个人
三个层面高度概括和凝练出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记住
了吗？ 记住了。

理解了吗？缺乏与实际联系的理
解，或许算不上真正地理解。何况，大
学时代的年轻人， 满脑子充斥的、渴
望的，不仅有诗，还有远方，不仅有星
辰与大海，还有山川与河流。所以，考
完试的我犹如脱笼之鹄，立马就开始
了“说走就走的旅行”。

“时隔三年，重走武当。 一天两
夜，时晴时雨。四时之景不同，而乐意
无穷。 ”这是重走武当山时发的朋友
圈。 又是几年过去了，对已经去过更
多、更远地方的我而言，当时武当山
的景致， 在我脑海中已经有些模糊
了。但在我记忆中始终清晰的是山上
的一对农家夫妇。

当时走上山， 已经疲惫不堪、饥
肠辘辘，看到旁边几个山间小馆子冒
着烟火气，传来阵阵香，忍不住择一
间小屋走了进去。或许因为还没到正
午，屋里只有一两位客人。 招呼客人
的老板是一名中年男人， 皮肤黑黑
的、个子矮矮的，一见我进门，就热情
地询问想吃些什么。我说，来碗面吧。
他就走到厨房门口，向里面吆喝了一
下，语气里，有着无需多言的默契。我
也找个地方落了座。

不等我坐稳，小屋里客人就渐渐
多了起来，“来碗面”“来份炒饭”……

老板接了几个单子后，好似想到了什
么，说：“不好意思啦，面没有了。 ”后
来的人就点了其他饭食。

不一会儿，一个同样皮肤黑黑、
脸上挂着汗珠的中年女人端着面从

屋里向我快步走来， 或许是屋小人
多 ，她有些心急 ，面往桌上放时 ，手
突然一抖 ， 整碗面都洒到桌上 ，汤
汤水水也难免溅到我身上了些 ，她
一脸紧张地去拿了抹布来收拾残

局。 我看她一路小跑、忙里忙外，感
觉到她的不易， 就走到她身边说了
一句“辛苦了”。 许是她没想到我会
这么说， 微微一愣， 之后便向厨房
走去。

没一会儿，她又空着手走到我身
边，轻轻拍了拍我的肩。我抬起头，她
微笑着摆了摆手，示意我进厨房。 一
进屋，只见她满脸笑容地指着旁边的
一大碗面对我说：“快吃吧！ ”她身旁
的老板也插话：“赶紧吃吧， 在山上，

下面条不方便，让外面的其他客人看
见了，我就不好办啦！ ”她随之点点
头，又转身出门去忙了。

看着那碗面时，我心里感觉特别
温暖。 吃着那碗面时，发现里面加了
很多肉丝……

吃饱喝足向他们告别之后，我继
续行走在山间。突然收到了室友的消
息：“政治成绩出来啦！ ”这让我想到
期末考试政治试卷的最后一题：“作
为新时代青年，应如何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我笑了。 或许，新时代
年轻人，不，不只是年轻人，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都已印在脑海中、刻在骨
子里、用在行为上。就像那碗面条里，
不仅藏着很多肉丝， 还藏着很多善
意。

如今回想起来，感觉这碗面里就
藏着试题的答案，藏着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中的两个字———友善。

一位特殊的“老师”
□王景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