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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辑 修身养性

人有志，竹有节。
志高品高，志下品下。
有志者立长志，无志者常立志。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树靠人修，人靠自修。
一正敌千邪。
人往大处看，鸟往明处飞。
你敬人一尺，人敬您一丈。
不怕人不敬，就怕己不正。
心正邪不扰，身端恶不欺。
平路跌死马，浅水淹死人。
前留三步好走，后留三步好退。
向上抛石头，小心你的头。
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抛石头

砸了自己的头。
水大漫不过船，手大遮不住

天。
人躁有祸，天躁有雨。
先料理心情，再料理事情。
自在不成人，成人不自在。
欲多伤神，财多害人。
说归说，笑归笑，动手动脚没家

教。
毛毛雨，湿衣裳；杯杯酒，败家

当。
谦虚者常思己过，骄傲者只论

人非。
光说不算，做出再看。
好马不在鞍，人美不在衫。
脸丑怪不得镜子。

好汉一言，快马一鞭。
宁为鸡头，不为牛后；宁为玉

碎，不为瓦全。
圆木不稳，方木不滚。
人自寻烦恼，烦恼不寻人。
自己选的路，爬也要爬到底。
心是一块田，快乐自己种。
花有重谢重开，人有三胜三败。
钢刀劈水水不开，老实人常在。
大家吃的大家饭，众人事情众

人办。
自己的路靠自己走，自己做梦

自己圆。
人好凭心，物重凭秤；人过留

名，雁过留声。
有理不在声高，真金不怕火炼。
君子额头能跑马，宰相肚里能

撑船。
不怕山高，就怕脚软；不怕人

穷，就怕志短。
正人先正己，有理没理，先敲自

己。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说话

别过头，做事不强求。

功夫不负苦心人，响鼓还得重
槌敲。

叫唤的猫不捉鼠，爱喳喳的麻
雀不长肉。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独居守
心，群居守口。

吃饭防噎，走路防跌。
刀在石上磨，钢在火中炼。
见怪不怪，其怪自败；使心用

心，反受其害。
祸不入慎家之门。

男儿无刚，不如糟糠。
学无老少，达者为先。
说千道万，不如实干。
熟路翻车。
绳从细处断。
金无足赤，物无十全；人无完

人，瓜无滚圆。
河里淹死会水人，马上摔死英

雄汉。
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是百

年身。

在农村，爱串门的人多，闲来
无事街头巷尾也都能见人聊天。可
在村学工程里，大伙聚到一块，聊
天说话，读报学习，学的可都是有
用的。

哪些有用的呢？
有见效快的——— 比如技术、法

律等等，可能正是您眼前急需的、
学了就能用得着。也有见效慢点
的——— 比如文明、文化，慢慢学，
慢慢懂，慢慢浸润到日常的言谈举
止、接人待物中。

我们简单做如下分类：
1、主流价值观念。
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

生观、方法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等。这些观念理念，是党和国家
倡导的，是社会大众最应该认同
的。

只要主流价值观承载的意识形
态能在咱们乡村社会稳固，就人心
向善，民淳俗厚，海晏河清；稳不
住，就人心思变，道德滑坡，四海
沸腾。

2、国家政策法律。
作为山东省委省政府指导全省

三农工作的党报，农村大众报在齐
鲁大地扎根，跟乡亲们朝夕相处65

年，她宣传的党和国家的政策法
律，具有天然的权威性。

扎实细致的政策法律学习，不
仅能有效避免政策落地难，更能凝
聚农民对党和国家的向心力，提高
农民依法办事、依法保护自己的能
力。

一句话，只有咱懂法懂政策，
才能不让人蒙咱、坑咱、吓唬咱。

3、致富技术信息。
手机、平板、电脑……现代电

子网络技术让信息传播更快更便
捷，这也让大伙儿获取信息、交流
沟通更方便。但要注意便捷背后的
混乱——— 谁都可以在上面乱说、胡
说、瞎说，网络并不能确保传播的
信息真实准确。

农村大众报通过盘活涉农高校

科研机构、政府统计数据、市场信
息资源等，能通过学习小组直接面
向农民提供权威、可靠、实用的致
富技术信息。

4、现代文明知识。
饮食起居、言谈举止、穿衣戴

帽、居家出行……不同的时代，不
同的场景，有不同的要求。学习小
组通过组织现代社会文明知识的学
习，不是对城市文明的生硬照搬，
而是基于土生土长的乡村文明的整
理与生发。因此，这种学习不仅能
直接丰富农民知识，更能加快农民
顺利融入城镇化。

一句话，自己文明了，谁还笑
话你、说你土？

5、传统文化知识。
习近平总书记说：“国无德不

兴，人无德不立。”“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
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
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

学点传统知识，看看老祖宗好
的一面，整个人内心会变得强大，
“腹有诗书气自华”，一个乐观又
向善、积极有品德的人，不仅到哪
都受欢迎，还会潜移默化改变靠近
他的人。

良风美俗，该变的要变，不该
变的不变。对世代沿袭的老规矩，
我们不盲目照搬，但也不瞎折腾。
学习小组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坚持
“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
以继承”。

乡村“论语”
王中

读新闻、学技术、看市场、

懂生活、长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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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在一块，我们学点啥
——— 详解“村学工程”(二)

在村庄、社区，农民知识丰富，明白事理，会更通情达理，自然也就
方便治理。

姓名 年龄

文化程度 电话

地址 邮政编码

自我简介
（个人知识兴
趣及时间安
排计划等）

姓名 年龄

文化程度 电话

地址 邮政编码

村庄情况简

单介绍及组

建学习小组

的初步计划

要求：1，热心公益，具有一定组织协调能力。
2，具备一定文化水平，能保持学习热情。
3，根在乡村，能坚持按计划组织学习活动。

要求：1，热心社会公益，具有付出精神。
2，具备一定知识基础，能安排时间深入乡村，提供辅导等服务。
3，具备一定的协调沟通能力与文字表达水平。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泺源大街2号大众传媒大厦25层农村大众报社；邮政编码：250014。
电子邮箱：dazhongynh@163 .com 联系人：李岩。电话：0531-85193341(上班时间)。

注：此表格可剪下或复印后填写，也可按照表格要求形成文字材料，有意参与或支
持村学工程者请将表格材料寄至农村大众报或电子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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