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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陈退休了。任一把手有20多个年头，老陈被
同事们称为“模范家长”。这些年，他调任了好几家
工作落后的科级单位，无不旧貌换新颜。

老陈没有什么办公家当。一摞工作笔记、几本
他喜欢看的书，加上一个他随身带着的公文包，一个
小纸箱就装完了。

无官一身轻，老陈重新拿起毛笔，想满足辜负了
几十年的爱好。市里举办书法大赛，老陈还向组委
会投寄了一幅作品。

然而，这种轻松没有持续多长时间，有一件小事
让老陈有点儿闹心。

在整理东西时，老陈的老婆发现老陈公文包里
有一张发票，面额不大，2100元。老陈这才想起，这
是一个星期前，他代表所在单位，随慰问团为留守儿
童购买学习用品的发票。这几天忙于开会和办理退
休手续，老陈把这张发票报销的事儿忘了。

老陈的老婆让老陈把发票拿到单位报销。老陈
面露难色，所有工作都交接完毕，他和新任的领导已
经签过字了。自己已经退休，实在不好意思再拿着
发票去报销。

看着发票，老陈的老婆埋怨道：“你当领导这么
多年，没有占公家一分钱便宜，现在退休了，还倒贴
2000多块钱。”

之后，这2000多块钱的发票，成了老陈老婆每
天不休的话题。

“要是那2000多块钱能报销，今天买菜也不用
从家里再拿钱了。”

“肉价一下子涨得这么贵，2000多块钱能买好
多斤肉呢。”

“又该交电费了，那2000多块钱能交一年电费
还用不完呢。 ”

…………
每天的唠叨，把老陈刚退休的那份轻松和愉快

一扫而光。
不过也有好事儿。老陈接到书法大赛组委会的

电话，他的作品获得二等奖，邀请他参加颁奖大会。
回到家，老陈把奖杯和证书递给老婆。
老婆问：“就这？”
老陈说：“就这。”
老婆说：“真抠。”但她又笑了，“得了奖，也算是

报销了……”

报销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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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奎忠

清廉正气荡人间，策勉钟鸣利剑悬。
未雨绸缪常治理，民心向党护国安。

七绝·赞清风洛阳

□马立

九鼎安居天下定，衣冠齐整赖青铜。
五千华夏文明史，尽在贪廉镜鉴中。

七绝·以铜为镜

□王鼎三

轩开八面得风清，花满甘棠怀上卿。
未许官仓藏硕鼠，只缘公器护苍生。
纵然机巧夸时誉，何似澄心忘宦情。
不见渔樵江渚上，是非俱有后人评。

七律·清风亭

□胥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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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二十大召
开之际，为大力弘扬
廉洁文化，涵养清风
正气，助推“清廉洛
阳”建设，市纪委监委
会同市委宣传部、市
总工会、团市委、市妇
联、市文联、洛阳日报
社、洛阳广播电视台
等单位在全市开展清
廉文化主题作品征集
评选活动。今天，我
们撷取部分佳作，以
飨读者。

——编者

山洼村是个鸟不拉屎的穷地方。水
生当上村干部后，下决心为群众办实事，
改变村况。修路架桥，水生到上面协调资
金；要通自来水，水生就从县里请来水利
专家；村民要搞食用菌种植，水生就从县
里请来专业人才……水生像陀螺一样转
得欢，山洼村的基层设施不断完善，村容
村貌焕然一新，不少村民在家门口也有了
收入。

一个高粱羞红脸庞的早晨，镇长通知
水生，有位浙商想投资一个集水果采摘、
餐饮服务于一体的开发项目，镇上准备引
资到山洼村，“浙商明天上午就去你们村，
你要搞好接待，但不能太铺张浪费了”。

水生满口答应。他想，成功引进这个
项目，村里要大赚一笔了。他领着村里人
开始了筹备工作。

翌日，浙商一行五人到山洼村考察。
他们上山下岭，实地踏勘，对村里清新的

空气、清澈的山泉、肥沃的土地
赞不绝口。

忙活到十一点，浙商一行
要离开，水生就挽留他们吃午
饭。开始浙商执意回县城，不
给村里增加负担。水生口口声
声说，就到镇上用些工作餐吧，
让俺们也聊表寸心。

到了镇上的山乡酒家，餐
桌上四荤四素凉菜，两瓶高档白酒，干果、
水果已摆得满满当当。

“这，这太复杂了。”浙商说。
“得让你们吃好喝好。安排的还有

烤全羊、深海鱼头、红烧乳鸽、煎焗生
蚝……”水生满脸堆笑。

还没落座的浙商说：“不好意思，我差
点把一件重要的事儿给忘了，中午十二点
半，我约了个客户在县城谈个项目，你们
的心意我们领了。”

半个月后，镇长说的那个项目在黎明
村落户了。

水生好生纳闷。问黎明村的邢支书，
他说，浙商说了，你们村一顿饭都整得那
样奢侈，不知“勤俭持家”，假如合作后有
点“家业”，恐怕也都叫你们给败光了。

水生不信：你们咋招待人家了？
邢支书瞥了水生一眼：两菜一主食一

汤——凉拌山野菜、爆炒土豆丝，蒜汁捞
面条，下捞面的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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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忧与乐，难写是精神。
不负寒窗苦，惟怀天下人。
屯边定蛮夷，谏上犯谀臣。
高节传今古，青山岁岁新。

五律·谒范文正公墓

□高志强

生活空间

在中国，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
妇孺皆知，但不广为人知的是，他还以清廉自律
为洛阳留下了一笔至为宝贵的财富。

从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到元丰八
年（公元1085年），司马光在洛阳居住长达15年
之久，主持完成了巨著《资治通鉴》的编写。司马
光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官高权重，却
始终保持着清廉之风。

司马光每年往返洛阳和老家夏县两地时，沿
途州县官员都想设宴表达敬意，但他自律甚严，
从不打扰沿途地方。一次，陕州知府刘仲得知司
马光要路过，早早便派人在路口等候。司马光却
绕道而行，快到茅津渡口时被刘知府带着好酒骑
马追上。司马光说：“我不是有意拒绝刘大人的
好心，但见到沿途许多百姓连饭都吃不饱，我哪
有心思享受这美味佳肴啊！”

司马光为官四十余载，妻子死时，竟拿不出
办丧事的钱，只好把在洛阳仅有的3顷薄田典当
出去，置棺理丧。这就是被后人传颂的司马光

“典地葬妻”的故事。
司马光的自律还体现在他对子女的教育

上。司马光的祖父、父亲和他自己三代都是进士，
但生活都十分俭朴，勤政廉洁。他要求儿子牢记

“清白相承”的祖训，节俭持家，他撰写的家训《训
俭示康》成了广为传诵的千古名篇。“由俭入奢易，

由奢入俭难”，司马光自己也常说：“我没有什么超
过别人的地方，只是我一生的所作所为，从来没有
不可告人的。”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其子司马康也
是“为人廉洁，口不言财”，人称廉士。

不但他本人廉洁自律、儿孙清白相承，就连
他家雇的守园人都受到熏陶。一次，他从独乐园
门前经过，见新盖了一间厕屋，就问守园人建屋
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守园人答，是游人给的赏钱
积攒而来。司马光说，为什么不留着自己用？守
园人答：“难道只有相公您不要钱？”当时，陕西、
洛阳附近的人都以司马光为楷模，与他对照看
齐，学习他的好品德。良好家风的辐射带动作用
由此可见一斑。

清官廉吏，不仅名留青史，其品质更会浸润
后世。董宣、范仲淹、司马光等虽已去世千年，但
他们甘于清贫、恪守自律的品格，似沥沥春雨，早
已融进河洛大地。

正是源远流长的河洛廉政文
化，赋予了洛阳城无穷的底蕴！
这一个个永留青史的清
廉故事，像缕缕清风拂
过，更像一面面镜子，时
至今日，对我们的道德建
设和廉政建设，仍有很大
的启迪和借鉴作用。

秋日的一个上午，我来到洛阳老城东大街
132号，一棵树干直径盈米的古槐从院内伸出了
墙外，树身扭曲倾斜，虬枝苍劲横空，葱郁的树冠
覆盖了街道，这便是有名的“董宣槐”。相传，这
棵槐树是为了纪念东汉光武帝刘秀时期洛阳有
名的“强项令”董宣而栽种的。

董宣的脖子究竟有多硬？我们通过一个案
例可以想象得到。东汉光武帝刘秀时期，董宣是
洛阳令。他上任不久，就碰到了一件棘手的案
子。光武帝的姐姐湖阳公主一向目中无人，骄横
跋扈。她的一个奴仆光天化日之下杀了人，按照
王法，杀人者应当偿命。但这个奴仆一直藏在公
主府内，官府无法将其捉拿归案。一天，湖阳公
主乘马车出游，那个杀人的奴仆随行，董宣立即
带衙役上去拉住公主的马，拦住公主的车，当场
抓捕并斩杀了那个奴仆。

湖阳公主大怒，立刻跑到宫里，向光武帝告
状。光武帝召董宣进宫，要将他廷杖打死。董宣

镇定地说：“陛下中兴汉室，德业至高无上，公主
却纵容奴仆乱杀无辜良民并故意包庇，还怎么凭
公信治理天下？您不用打我，我宁愿自杀！”说罢
头撞殿柱，顿时血洒朝堂。

此时，光武帝对事实真相已经明白了几分，
让太监拉住董宣。但为了顾全公主的面子，他吩
咐董宣给湖阳公主磕头认错。董宣坚持不肯，太
监就强按董宣的头，但他两手撑地，梗着脖子，就
是不肯低头。

董宣由此声名大震。嚣张跋扈惯了的洛阳
豪强闻之胆寒，行为大为收敛。对此，洛阳百姓
无不拍手称赞，称其为“卧虎”，还唱歌赞扬洛阳
太平，“董宣衙前再无人击鼓鸣冤”。

董宣当了5年洛阳令，74岁时病逝在任上。
光武帝派使者去吊唁，使者看到董宣的尸体用布
裹着，家中只有一辆破车、几斗大麦。光武帝感
慨地说：“董宣这样廉洁，到他死了我才知道！”于
是，下令以大夫的规格安葬了他。

伊川县万安山脚下的许营村，埋葬着一位流
芳千古的人物——范仲淹。

范仲淹任参政知事后，可谓位高权重，薪高
禄厚。他告诫子孙：“贫贱时，无以为生，还得供
养父母。吾之夫人亲自添薪做饭。当今吾已为
官，享受厚禄，但吾常忧恨者，汝辈不知节俭，贪
享富贵。”在给子孙留下的《家训百字铭》中，范仲
淹训诫并要求子孙“礼义勿疏狂，逊让敦睦邻。
敬长与怀幼，怜恤孤寡贫；谦恭尚廉洁，绝戒骄
傲情”。

范仲淹一生节俭，《范文正公言行拾遗事录》
中记载，范仲淹做官几十年间，未增加一名仆
役。不仅如此，范仲淹一生奔波各地任职，长期
居无定所，直到死也没有置办一处宅第。

范仲淹不仅自己做到了清俭一生，而且特别
注重教育孩子生活俭朴。他一再要求自己的孩
子学会“忍穷”，甘于清贫。《宋名臣言行录》中记

载：“范公常以俭廉率家人，要求家人畏名教，励
廉耻，知荣辱，积养成名。”范仲淹的次子范纯仁
结婚时，听说儿媳将饰以锦罗帷幔，范仲淹立即
传训其子：“吾家素清俭，安能以罗绮为幔坏吾家
法，若将帷幔带入家门，吾将当众焚之于庭。”范
纯仁曾深有体会地说：“唯俭可以助廉，唯恕可以
成德。”在范仲淹身体力行的影响及严格管教下，
范家始终保持着俭朴的家风。

范仲淹虽清正节俭，却乐善好施，他把自己
的大半俸禄及所得赏赐都用来接济别人，如创
办义庄、周济穷人、赐赏部下等。一生为官的范
仲淹没有钱财，以致一生贫困，最后死的时候竟
然“殓无新衣，友人醵资以奉葬。诸孤无所处，
官为假屋韩城以居之”，真正做到了清清白白。
他墓前的道路被络绎不绝的瞻仰者踩出了凹
槽，他的清正品行深深镌刻进了洛阳的廉政传
统文化之中。

从历史深处
流 淌 而 来 的 洛
河，泱泱东流，不
舍昼夜。

站 在 河 岸
边，丝丝缕缕的
清风拂过河面，
仿佛在向人们讲
述着一个个发生
在洛阳历史上的
清廉故事。公而
忘私的大禹、立
法倡廉的周公、
一 代 名 相 狄 仁
杰、先忧后乐的
范仲淹，以及在
这里著书立说的
司马迁、班固、陈
寿 、司 马 光 ……
数不清的历史人
物在这里登场，
涌 现 出 许 多 明
君、贤后、能臣、
廉吏，留下了无
数脍炙人口的佳
话。先贤们勤政
爱民的本质、清
白坚韧的追求和
廉 洁 奉 公 的 精
神，在岁月的洗
礼中历久弥新，
始终浸润着这座
城，感染着这座
城里的人。

强项令——董宣

先忧后乐——范仲淹

清廉俭朴——司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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