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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书香

在我的心中，国防一直都是我的身边事。

“这是我年轻时候的军装照”，爷爷总是望着

墙上的老照片出神，“这个时候我才18岁，那一张我

25岁……”小时候我总是求着爷爷给我讲他参军的

故事，生活在新时代的我，对爷爷和爷爷那个年代

的故事很感兴趣。

爷爷出生于1934年的四川，记忆里的童年充斥

着警报声，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看不下乡亲

受难，看不惯外敌入侵，看不了为了祖国拼死战斗而

倒下的军人，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16岁的爷爷

决心加入人民解放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许在每

一个难眠的夜晚，战争带来的痛苦都浮现在眼前，

在西南军区训练的他，一边艰苦提高战斗能力，一

边挑灯夜读地学医，并在1951年加入抗美援朝第三

救护队赶往前线支援，后来又参与了西南剿匪，“那

时候西南地区还没完全开发，全是原始森林，条件

十分艰苦，完全不熟悉地形地貌，当地老百姓对待

我们跟亲人一样，在衣食住行上离不开他们的全力

帮助，真是帮我们渡过了很多生存上的难关，也帮

我们开辟了很多剿匪的道路”，每次一说到这里，爷

爷眼里都闪着泪光，“枕戈待旦，辗转于原始莽林之

间；披星戴月，逡巡在崇山峻岭之上”，他喜欢用自

己的诗句形容那一段剿匪岁月……爷爷的退休生活

也忙得快乐，习得一身好医术的他成为了蒲黄榆大

队百姓眼中的“赤脚医生”，上门看病从不收费；能

讲上几句俄语和英语的他又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

的街道志愿者；经常在家开“党小组会”、带领全家

向党组织靠拢的他，在丰台区的双拥政策下，还当上

了社区党支部的老年工作者。我相信我的爷爷只是

祖国千千万万军人的缩影，他们为了保护人民、保护

祖国而奉献青春甚至奉献生命，我多希望他们能够

亲眼看到今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

是他们用鲜血、用脚印、用生命中的一点一滴汇集而

成的。

国防力量是国家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强

大的国防，就没有稳定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经济制

度；没有强大的国防，就没有人民生活的安定和幸

福。正如《孙子兵法》所言：“兵者，国之大事，死

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我想，国防从

来都应该是身边事。

在世界政治多极化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

国际冲突和动荡日益增加的今天，在和平与发展仍

然是世界主题的今天，作为建设和巩固新生人民

政权、维护全国人民利益、保卫祖国领土主权完整

的重要工作，国防不仅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安全保

障，更应该是全社会全民族共同的事业，须牢记“没

有国，哪有家”的鱼水之情—军从民中来，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人民军队始终与人民血肉

相连、鱼水相依，在任何时候都把人民利益放在第

一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保卫祖国、保卫人民和平

劳动的坚强柱石，还是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

平、履行国际义务的重要力量，更是中国人民的子

弟兵，在大量双拥政策提出的同时，作为公民的你

我，都有责任和义务去助力国防事业，保卫同胞和

祖国。随着科技发展，现在乃至未来的国防事业都

将不局限于打赢一场仗、守护一抔土，更多领域、更

多类型的“战场”将会到来，我们应该深刻认识到，

强军梦就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梦，强军之路就在我

们身边脚下，只有我们心怀天下，在各个领域为祖国

强军之路贡献自己的力量，才能强军强国。

读书的意义是什么？当我们开始读书，世界被拉近到眼前，在

知识的密林中，寻找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让我们一起乘着书籍之舟，

回溯历史中那些与应急安全相关的典故。

“安全”的由来
“安全”一词，在汉代就已出现。但“安”字却在许多场合下表

达着现代汉语中“安全”的意义，表达了人们通常理解的“安全”这

一概念。

在《周易·系辞下》中，“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

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安”是与“危”相对的，并

且如同“危”表达了现代汉语的“危险”一样，“安”所表达的就是

“安全”的概念。

“安全”作为现代汉语的一个基本语词，在各种现代汉语辞书

有着基本相同的解释。《现代汉语词典》对“安全”的解释是：“没

有危险；不受威胁；不出事故”。

《辞海》对“安”字的第一个释义就是“安全”，并在与国家安

全相关的含义上举了《国策·齐策六》的一句话作为例证：“今国已

定，而社稷已安矣。”

那些关于安全的典故
柴火堆还是隐患堆？

从前有户人家，灶上的烟囱笔直地冲着屋檐，灶口堆着许多

柴草。烧火煮饭时，浓烟夹着火星，直往屋檐上冒，椽子已经被熏

得又黑又焦。灶膛里的炭火掉在柴草上，就得赶快扑打弄灭。有人

看到这种情形，对那家主人说：“这样太危险了，弄不好要发生火

灾的。应当把烟囱改成弯的，不要冲着屋檐，这样火星就不会飞到

椽子上去了。要把灶口的柴草搬开，烧火时就是有炭火掉下来，也

不要紧了。” 

那家主人说：“我家的炉灶砌了好多年了，烟囱一直是这样，从

来没有什么事，用不着改。烧火的时候灶口总有人，就是有炭火掉下

来，马上就扑灭了。再说，改烟囱多费事，柴草不在灶口多不方便。”

主人不听那人的劝告，依然照旧。没过多少天，那家人家果然

失火了，左邻右舍赶快来救火，生怕火势蔓延开。幸亏发现得早，大

家救得及时，终于把火扑灭了。 

那家人家置办了酒席，感谢邻居们奋力相救。伤势最重的人坐

在首席，其他人也按功劳大小依次就座，就是没有邀请建议他把烟

囱改弯、把柴草从灶口搬开的人。有人提醒主人：“当初要是听了他

的意见，及时采取措施，就不会发生火灾了。要是不发生火灾，大伙

儿不会受伤，你家也不会受损失，更不用破费钱财置办酒席。要说

功劳，数他的功劳最大，你为什么把他忘了？” 

主人听了这番话，觉得很有道理，连忙恭恭敬敬地把他请来，

向他表示感谢，让他坐在首席。 

这就是成语“曲突徙薪”的由来，该典故最早出自于东汉·班固

《汉书·霍光传》，寓意对可能发生的事故应防患于未然，消除产生

事故的因素。

神医扁鹊治病有方

魏文王问扁鹊：“你们兄弟三人谁的医术更高明？”

扁鹊言道：“大哥医术最高，二哥次之，自己最差。”

魏文王好奇道：“何出此言？”

扁鹊答：“大哥治病，常常通过望闻问切，诊断隐患，善于在病

害形成之前就能事先铲除病因。可一般人并不知道他的高明，是以

大哥声名不显。二哥治病，往往治于病情起初之时，一般人就以为

他只能看看小病，所以他的名气只及于乡里，而我是治于病情严重

之时，用针刺、用猛药，救人于危重之时，所以大家都以为我医术最

高明，名气因此传遍天下。”

这就是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扁鹊三兄弟的故事。寓意安全工

作事后控制不如事中控制，事中控制不如事前控制。

中国历史里的安全成语
居安思危─出于《左传·襄公十一年》：“居安思危，思则有

备，有备无患。”正如孔子所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安全生

产工作千头万绪，必须要牢固树立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切实消除

麻痹思想，提高安全工作主动性，筑牢安全思想防线。

有备无患─出于《左传·襄公十一年》：“居安思危，思则有

备，有备无患。”只有预先准备，才能遇事安然，成竹在胸，泰然处

之。安全生产只有建立风险预警机制，配齐各类安全遇险设备、器

材，加大安全教育和自救互救、安全避险专项训练力度，才能做到

有效应对各种突发事件。

防微杜渐─源于《元史·张桢传》：“有不尽者，亦宜防微杜

渐而禁于未然。”从微小之事抓起，重视事物之“苗头”，使事故和

灾祸刚一冒头就及时被制止。从培养员工于细微处抓安全的能力入

手，发扬严而又严、细而又细的工作作风，紧紧抓住容易发生问题

的部位和末端环节，力争把事故案件消灭在“未发之萌”。

文/玉泉营街道市场所 周子琦

涓涓鱼水情 共筑强军梦 
 —“强军梦 我的梦”主题征文

回溯历史中的安全典故 《丰台风情咏》诗歌选登

编者按：“军爱民、民拥军，军民鱼水一家亲。”今年是我区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八连冠”迎检验收之年。本报将陆续刊登双拥故事、“强军梦 我的梦”主题征文，着

力描写各驻区部队积极参与丰台区经济社会发展，倾力助推丰台生态文明、环境卫生等方面建设等景象。鱼水新歌

本报讯 记者从北京银座和谐广场了解到，句象

书店北京首店即将于4月28日在丰台区银座和谐广

场二层惊艳亮相，店内有近2万种、10万余册图书。

句象书店是一家复合型的城市文化空间，集图书销

售、共享阅读、免费借阅、儿童成长、咖啡文创、文

化沙龙空间租赁等文化业态于一体，打造最具人文

与品质的沉浸式文化消费空间。

在这里，你可以抛却繁杂的想法，在阅读中提

炼生活的美好；你可以回归阅读的本意，让想象和

思考在这个空间内碰撞出无数可能的火花。

商家介绍，2023年4月28日-6月28日到店注

册即可0元获得价值198元的图书“季度借阅卡”，

享受会员9.8折购物优惠，并获得每次2本总计价值

150元的书目10天的借阅权限。

据了解，句象书店将打造集共享阅读、文创、文

化沙龙、儿童成长等多元文化业态于一体的复合型

文化空间，通过各色的内容情景赋予人们沉浸式文

化体验，搭建读者与实体书店之间最纯粹的空间桥

梁，让全年龄段阅读都变得有趣与乐在其中。在这

人与人之间日渐疏远的赛博社交时代，聆听一场讲

座，参加一场文化沙龙，与书为友、以书会友。

句象书店地址：丰台区银座和谐广场二层

句象书店北京首店
即将亮相银座和谐广场

匏瓜亭诗
王恽

君家匏瓜尽樽彝，金玉虽良适用齐。

为报主人多酿酒，葫芦从此大家提。

来源：《长安客话》

秋日宴廉园清露堂和韵诗
 王恽

何处新秋乐事嘉？相君丝竹宴芳华。

高云锦席翻凉吹，翠盖红妆簇藕花。

照眼东山人未老，举头西日手频遮。

宾筵醉里闻佳语，喜动金柈五色瓜。

                  来源：《日下旧闻考》

韩氏南庄
王恽

重城鞍马压红尘，春草池塘发兴新。

自拟啸歌知道在，不分宾主更情亲。

青山似喜谈时事，白发空惭满领巾。

默数向来投辖饮，不应惊座独陈遵。

来源：《析津志·秋涧集》

【注释】

韩氏南庄：《析津志》注，韩氏即指金朝天庆进

士韩昉，在城南建别墅名曰“远风台”。

投辖：辖，古时车轴之键。投辖，把车辖投入井

中，使客人不能离去，喻主人殷切留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