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41

2016年12月29日~2017年1月5日 编辑：康迪 美编：宋笑娟 校对：邹晓梅

牢记使命不负重托
忠贞为公任劳任怨
从大禹精神中汲取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
文
化
篇

大禹开创了华夏民族的新时代，同炎黄尧舜一
样具有无与伦比的影响力。为什么大禹身上会有
如此强的感召力呢？这和大禹的为人密不可分。

为了治水，大禹结婚仅 4天就外出治水，曾三
过家门而不入。第一次经过家门时，听到妻子分娩
的呻吟声和婴儿的啼哭声。助手劝他进去看看，他
怕耽误治水，没有进去；第二次经过家门时，儿子正
在妻子怀中向他招手。然而，此时正是工程最紧张
的时刻，于是他只是挥了挥手，就离开了。第三次

经过家门时，儿子已经10多岁了，跑来使劲儿把他
往家里拉。大禹深情地抚摸着儿子的头，告诉他，
水未治平，没空回家，便又匆忙离去。

大禹身上自我奉献的精神是有目共睹的，
但同时也是他勇于承担责任的表现。他接下治
水这一种重担后，就从没有想过放弃，而是想方
设法去解决治水过程中的种种难题，他这种敢
担当的精神，与我们如今的“中国梦”不是异曲
同工吗？

大禹的任务是治水，他心里清楚地明白自己
的责任和担当。所以他规划好自己的工作，也在
一步步地扛起自身责任。

为了能尽快治水，大禹奔波于三山五岳之
间，足迹遍布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其敬业奉献
的事迹不仅几千年来口耳相传，而且各种史书和
典籍中都有明确的记载。《庄子》里记载：大禹奔
波治水时，因长期涉水，“腓无胈，胫无毛，沐甚

雨，栉疾风，置完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
下如此！”《帝王世纪》载：“继鲧治水，乃劳

身勤苦，不重径尺之璧……”“手足胼
胝。故世传禹病偏枯，足不相遇。”

同时，为了不落后，学习更多的知
识，完成自己的义务。在受命治
水的过程中，大禹广泛深入各地

调查研究，虚心向各族人民学习，问计于民，然后
加以融会贯通，用以指导各地治水。他善于汲取
前人尤其是自己父亲鲧治水失败的教训，变“壅
堵”为“疏导”，一举扭转了治水的被动局面，终于
转败为胜。

同时，提出了改革古道、因势利导的治水
方针 ，依据山形、水势 ，以“ 疏导”为主 ，兼用

“湮、障、厥”等法治理洪水；洪水治理成功后，
大禹又带领人民整理土地，“尽力乎沟洫”，化

“水害”为“水利”；首创了“岷山导江，东别为
沱”的扇形水系分洪泄洪、发展农业水利的治
水方法。

大禹是真正的勇士，因为他不怕困难，不断学
习，勇于探索。大禹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
象征。

全心投入治水大业
保障百姓安居乐业
大禹是一个一心为公、以大局为重的人。

他心中藏着民族大义，不以自身变故放弃人民。
大禹治水，受命于危难之际。禹的父亲

鲧，曾用“湮”、“障”之法治理洪水，历时九年而没有
把洪水治好，因而被帝舜处死。但接着，舜又举荐
大禹代父治水，于是帝尧就命禹接替父职继续治理
洪水。大禹没有因父被诛而心生私怨,而是以天下
百姓利益为重,顾全大局，义不容辞地挑起了治水
的重担，全副身心投入了治水大业。

在规模浩大的治水工程中，大禹最广泛地了
解了民情，最真切地感受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
从而形成了以“敬民、养民、教民、护民”为主要内容
的“民本”思想。他说，“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
本固邦宁”。意思是民可以亲近，不可以轻慢鄙视；
民是邦国之根本，根本稳固国家才能安宁。

大禹这种广阔的胸襟，使他造福人民，安
民富民，保障国家和平安宁、人民安居乐业，保
护人民的人身权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民”和“担当”是不可或缺的因素。而大禹治水过程中，所呈现的

为民奔波、奉献自身、承担责任的精神，不正是“中国梦”里所呈现的“为民”和“担当”吗？
登封时报 刘俊苗

肩挑重担不放弃，为民造福奉献自我

勇于创新探索，虚心学习问计于民

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敢担当才是真勇士

一腔热血为民抛洒
牢记使命不负重托

摒弃享乐主义
从大禹精神中汲取力量
为了完成治理洪水大业，大禹穿的是破旧

衣服，吃的是粗糙饮食，住的是低矮简陋的房
屋，把所有财物都用于治理洪水、修沟挖渠和
发展农业生产的事业上。

《淮南子·泰族训》称“仪狄作酒，禹饮而甘
之，遂疏仪狄而绝旨酒，所以遏流湎之行也。”
大禹由于担心喝酒误事，不仅拒绝了喝酒，而
且还疏远了酿酒的仪狄。

《列子·汤问》说，大禹有一次治水迷了路，
无意中闯入仙乡乐土“终北国”，可他还是惦记
那些在洪水中受苦的人民，只住了两天就返回
治水来了，毫不留恋。

据说在开凿三门峡时，工程极其艰巨，大禹准
备祭奠天神地祗，可是地处荒郊野外，没有祭品。
大禹急中生智，就将自己的衣服全部脱掉，赤条条
地伏在大俎上，作为牺牲祭品，以享天地诸神。

大禹治水，求真务实，忠贞为公，任劳任
怨，体现了我们华夏民族崇高的精神，也是留
给中华民族的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要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需从大禹精神中汲取力量。

大禹精神，“为民”和
“担当”的完美诠释

大禹在外 13年，过家门而不入，反映一种
献身精神，也表现出了大禹敢于担当，既然接了
治水这项任务，就一定要完成。而在治水过程
中，大禹不断地学习、创新为民谋福，正是他为民
的体现。大禹治水和大禹精神，历代以来，人们
都推崇备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
影响，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内核。

“中国梦”的最大特点就是把国家、民族和个
人作为一个命运的共同体，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
和每个人的具体利益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而
大禹精神，其精髓是公而忘私、为民造福的奉献精
神和勇于探索、务实求真的科学精神。而这种精
神，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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