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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留言。欢迎赐稿，

我 们 期 待 您 的 参 与

（注：投稿请写详细地

址，并请留下电话便于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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啄木鸟

互动版微信群二维码
（8 月 13 日前有效，以

后有更新）

对“夕阳正红”版
开设小言论栏目的建议意见箱

也说“给父母好脸色”

读盖（gài）叫天没错

7月31日燕赵都市报第6版有一条标题

为《违法528次，邯郸一车辆成违法“黑状元”》

的资讯，让读者看到了一个奇葩的车辆，违法

528条！谁见了这个数字都会瞪大眼珠子，并

在心里画个大大的问号，这是真的吗？真是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车辆是由人驾驶的，如

果528条违法记录都是由一个司机犯的，那这

个司机驾驶技术该有多么糟糕，这个人的素

质该有多么低下，他这么自由的驾驶，是把公

共马路当成自己家的了，人们不禁要问，这样

的人他的驾驶执照是怎么考出来的呢？这样

一个目无规章、不遵守法律的司机，当他驾车

行驶在马路上的时候会给交通增加多少隐患

啊。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528条非法记录也

不是一天犯的，一天违犯一次也得528天，在

这么长的时间里违法车辆得不到应有的处

罚，这也反映出我省交管部门执法手段比较

单一，违法信息统计相对迟缓，对违法车辆处

理不及时存在工作上的不足。

这条资讯最后说，目前，这些车辆已经全

部录入路面卡口系统，做到报警一辆就拦截

一辆，发现一辆就处罚一辆，从源头上预防交

通事故的发生。这段话给力，彰显出交管部

门“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决心，对这样的

“惯犯”车辆就应该穷追不舍，及时惩戒，给社

会一个交代！这样的资讯，是交管部门的一

种坦诚，既是自我揭短，也是表示决心，是有

利于群众监督的政务公开。

石家庄市北城国际 张振辉

大多成年人，作为子女，都曾有过跟父母

产生矛盾，发生口角甚至大吵大闹的经历。

究其原因很难说清，但大多跟子女对父母的

态度有关。每每过后，都是不欢而散，直气得

老娘旧病复发住进医院。当事子女不仅赔上

人力物力财力精力，还落个不孝的名声，真是

追悔莫及。不过你先不要颓靡，还可挽回，

“这世界上有一种孝，不需要你花一分钱的成

本，只需要你对父母展开笑颜，给父母一个好

脸色就足够了。”这是燕赵都市报 5 月 23 日

“生活范儿”版那篇《给父母好脸色》的文章里

讲的。如此去做，定能合家欢乐，老少开心。

同时，本人也愿在此就“脸色”问题阐述一二。

“给父母好脸色”是一种素养，一种子女

应具有的基本素养。《弟子规》开宗明义第一

课“入则孝”讲的就是，作为子女，对父母要有

一颗敬重之心，一颗念念不忘父母养育之恩的

心，并以这样的心，去想去做回报父母，就是

尽到了孝道，具备了做人应有的基本素养。

“给父母好脸色”是一种教养，一种子女

应培育的品德教养。我小时候，听爸爸讲过，

老家隔壁王爷爷家的家风可严了，特别是“长

幼有序”这条，王爷爷最欣赏。他要求晚辈不

得顶撞长辈，兄弟不能跟哥哥犟嘴，谁敢这

样，以目无尊长论，处以罚跪儆效尤。所以，

他们家出来的孩子，都守规矩，很有礼貌，甚

至连上学背书包都很规整，不歪不斜。长大

后，他们都成材了。

“给父母好脸色”是一种赡养，一种子女

应担当的精神赡养。有天上午，社区宣传队

在小区广场宣传《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我边

翻看现场发的小册子，边听一位工作人员高

声地念着：“第十四条，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

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种上慰藉

的义务……”精神上慰藉，不就是要求子女们

丰富父母的精神生活，平时常回家看看，多给

父母带去微笑，多陪父母聊天说话嘛！“给父

母好脸色”也是一样，体现着子女对父母的礼

貌和尊重，责任和担当。“好脸色”带来好心

情，父母快乐健康才是子女最大的幸福。

石家庄市东岗怡园 蒋学申

市民话题

7月31日18版刊发一文《美食里的

幸福天空》，该文第3段第6行写道：“那

绿的菜、白的面、红的椒，看着馋人，吃

起来真是爽口又过瘾呀！尔后再喝上

一碗薄荷汤，就让老朽我美到仙境了。”

这里的“尔后”用错了，应为“而后”。

“尔后”“而后”均是连词。“尔后”，

义为从此以后，如：我和他五年前见过

一面，尔后就失去联系了。“而后”，义为

然后，表示一件事情或某个动作之后接

着又发生另一件事情或另一个动作，

如：先吃饭，而后睡觉。

邯郸市丛台区 张生智

7月16日02版，“众说”栏目第4段

内容，说的是为了买苹果手机，山西三

原县 19 岁女孩小敏从“校园贷”借了

12500元，8个月过去“滚”成了23万元的

事，以至于小敏“把学费都拿去还钱了，

现在都不敢上学去了”。可是山西没有

三原县，三原县隶属于陕西省咸阳市，

此为“省名”之误。

7月17日31版，《我带81岁婆婆坐

地铁》第2段，说的是“7月9日，一个星

期六的早上”，作者带婆婆去坐了地

铁。可是，7月9日不是星期六，而是星

期日。这里似应为“7月8日，一个星期

六的早上”或“7月9日，一个星期日的早

上”。

石家庄长丰苑小区 燕云波

7 月 19 日 20 版《<大叔与少年>开

机 张嘉译张一山将对垒飙戏》，文中

倒数第四行“张嘉译早在1992年就曾主

演管虎导演的处女座《头发乱了》”，“处

女座”应为“处女作”。

7月19日21版《石家庄财经职业学

院举行“情系老区·助学扶困”爱心捐赠

活动》，文中第 1 栏第 6 行“接到爱心单

位捐赠现场”，“捐赠现场”应为“现场捐

赠”或删去“现场”。

山东省无棣县公路局 刘学英

7 月 17 日 8 版《“两”

与“俩”》一文的说法值得

商榷。首先该文第四行

“‘两’作为量词”中的“量

词”应为“数词”之误。

“两”作为数词与名词连

用时两者之间一般要有

量词连接，但在不产生歧

义的情况下，可以将量词

省略，如“两个人”略称为

“两人”。因此该文开头

“7月11日7版消息《两外

国人应急车道上弹吉他

玩杂耍》标题中的两字用

错了”不准确，“两”字在

标题中的用法没有错！

山东省无棣县政协
孟德辉

也说“两”字

作为燕赵都市报的热心读者和作者，我

十分关注该报“夕阳正红”版。在阅读和欣赏

该报过程中，欣喜地感到“夕阳正红”版是都

市报最重要的版面之一，也是针对老年朋友

阅读口味的版面。开办以来，已由一个版扩

为四个版，很受群众欢迎。概括起来：一是

“夕阳正红”版最集中体现了燕赵都市报面向

老年群体的特点；二是内容很接地气，“夕阳

正红”四个版，都是和老年朋友生活水乳交

融、密切相关的问题，从内容和形式上看，图

文并茂，雅俗共赏，读来妙趣横生，回味无穷；

三是能够积极调整和影响老年人的心态，拨

去老年朋友心中的迷雾和驱散心头的阴影，

从而打开心结，有利于解决老年朋友生活和

心理的各种问题。另外，“夕阳正红”版发表

的文章基本上是原创作品，这给许多老年作

者提供了一个写作平台。

为了更好地发挥“夕阳正红”版的这些优

势，进一步满足老年朋友阅读欣赏的需求，建

议在该版面开设一个小言论栏目，就老年人

现实生活中和心理上所出现的问题，展开说

理议论。

俗话说：“宁吃鲜桃一个，不要烂杏一

筐。”小言论栏目中发表的文章，要经过精挑

细选，一定是文章中的精品。最好一篇集中

一个问题，议论的文字求精不求多，每篇二三

百字为宜。就篇幅形式而言，如同人民日报

的“今日谈”，工人日报当年的“小论坛”，河北

日报当年的“群言堂”栏目那样。问题要以小

见大，一针见血，切中要害。语言要干脆利

落，读起来言简意赅，通俗易懂，能引发老年

朋友的兴趣，还能给老年朋友一些有益的启

示。

石家庄市鹿泉区 刘怀银

编辑：前段时间，“夕阳正红”栏目征集建

议活动时，也有读者提出和刘怀银老师相似

的建议，活动结束后，我们择善而行，开设了

“老者说”栏目。刘怀银老师如有时间可以查

看一下，欢迎多提宝贵意见。

7月31日燕赵都市报“互动”版，刊

出文章《此举实在是“好得很”》谈到“盖

叫天”“盖”字的读法。说法不确，应予

纠正。

盖，作为姓氏读音确实应该念作

gě，但是“盖叫天”这个名字并非是真

实姓名，不是电影演员盖丽丽那样，而

是一个艺名。

“盖叫天”原名张英杰，号燕南，是

咱们河北高阳县人，京剧表演艺术家。

他以丰富的武打技术和人物形体美的

造型，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盖派”表

演艺术。

他13岁在杭州演出时，开始用“盖

叫天”之名，意思是要超过当时的“伶界

大王”谭鑫培，因为谭鑫培的艺名叫“小

叫天”。这里的“盖”是动词，要超过、要

压住的意思，和姓盖毫无瓜葛，所以读

gài 无误。

秦皇岛市 杜铁胜

编辑：《此举实在是“好得很”》中的

原句为：

京剧表演艺术家“盖叫天”——

“盖”字当姓氏讲时应读作“gě”音，读

“gài”音是错误的。

机动车违法排名的发布
也是政务公开表扬信

燕赵都市报在7月31日的“河北故事”中

整版报道 92 岁的村医吴志仁，扎根乡村，行

医 67 载，不问名利，老当益壮，奋发作为，服

务人民的感人事迹。传播正能量，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主流媒体的社会责任和

使命担当。吴志仁说：“我那个年代的人，知

道名誉重要，人命重要，人是无价之宝，其实

钱没那么重要。”那个年代人们的思想境界可

见一斑。还有燕赵都市报“夕阳正红”栏目推

出的老人之星常振恒，退休后和志同道合的

人成立武邑县诗词楹联学会，做有文学修养，

有文明举止的乐活老年人。八旬老太薛玉荣

坚持学习，自强不息，巾帼不让须眉，热爱写

作，热心公益事业。所有这样的报道，都能让

读者感受到我们的周围还是积极向上充满正

能量的好人多。老年人也没落伍！见贤思

齐，见不贤而自省。

多登些老年人正能量的报道更有现实意

义。

石家庄市裕华区 杨会银

正能量的报道更有现实意义读后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