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公博的一生波澜起伏，政治
面貌变化多端。他首先是中共“一
大”13 名代表之一，又于 1922 年脱
党，成为蒋介石的座上宾；在抗战期
间跟随汪精卫搞所谓的“曲线救国”
叛国投敌，成为中国的第二号大汉
奸；汪精卫死后成为其继承人、伪南
京政府主席，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
府判处死刑。

陈家原籍福建上杭，后移至广东
北部山区乳源。从陈公博的祖父开始
举家迁居广州。陈公博之父陈志美早
年从军，是清朝军队的一名武官。据
陈公博自述，其父因参加镇压太平天
国农民革命而官至广西提督，1897年
解职后，闲居广州，继续享受清朝俸
禄，并保留官职称谓。这是一个荣华
富贵的官宦之家，陈公博在这样的家
庭中度过了他的童年。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向盟国
无条件投降，陈公博宣布解散南京
伪国民政府。最初陈还望能得到
重庆接受，但最终逃亡日本，并试
图在当地隐姓埋名。中国政府发
出了对陈公博的通缉令，并在南京
受降后即向日本提出引渡要求。
作为战败国的日本连自己本国的
战犯都无法保护，更别提保护陈公
博了，只能将其交出。

陈公博被押回中国，交由军统
看管。1946年4月在苏州狮子口的
江苏高等法院受审。4月12日，以通

谋敌国罪成立，处以死刑，并被移往
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等待执
行死刑。6月3日执刑枪决。

陈公博临刑前将一小茶壶赠予
汪精卫夫人陈璧君，并说：“夫人，我
先走一步，随汪先生去了。牢中别
无长物，这把茶壶送您，权作留下纪
念吧。”陈璧君痛哭失声。

在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
法警临刑前要陈公博在判决书上签
字，特意送给他一瓶容量约半斤的
白酒给他喝，使他减轻行刑前的痛
苦。陈公博接到判决书后长叹一
声，连呼：“完了，完了。”就签了名，
但是把白酒还给法警，摇摇手说：

“不必，不必。”
陈公博临刑前问检察官：“今天

谁给我执行。”还当面乞求法警：“请
你打得好一点，不要太破相。”知道
要执行了，陈公博还强作镇静，伸出
手来与各检察官一一握手，连称：

“再见。”而各位检察官竟然忘了自
身应该保持的尊严，争着和这个罪
大恶极的大汉奸握手。

当他被押到苏州狮子口监狱后
园时，身子还没有站定，正在问法
警：“站在哪里？”法警已从他背后
向他的后脑壳开枪。子弹从后脑壳
射入，右颊射出。

这位大汉奸就这样结束了罪恶
的一生，时年54岁，最终被钉上历史
耻辱柱。 （摘自《时光记忆》）

在中共“五大”会议上，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出版
局。但在革命形势急转直下的情况下，机构尚未设立，局
长一职却一再易人。在革命的危急关头，毛泽民接任了
中央出版局局长的职务。

1927年7月中下旬的武汉，满城腥风血雨。毛泽民
又被派去筹办湖北省委机关报《大江周报》。11月初，党
中央又紧急调毛泽民回上海，恢复党的出版发行工作。

当毛泽民风尘仆仆来到上海，接手原来的工作时，摆
在他面前的却是令他十分为难的窘境两手空空，一切都
要从头做起。

他迅速重起炉灶，从
发行党内刊物《中央通讯》
和党中央理论刊物《布尔
塞维克》着手，逐步理清头
绪，先后创刊一份又一份
党的刊物，并如期顺利地
出版发行。

《布尔塞维克》是大革
命失败后，党中央出版的第一个公开的机关刊物，它就像
飘扬在白色恐怖中的一面旗帜，激励着英勇的共产党人
从血泊中爬起来继续战斗。

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蔡和森、邓中夏、恽代英、王
若飞等中央负责同志经常为《布尔塞维克》撰稿。

身处反动派统治的森严壁垒中，中央下拨的用于出
版发行的经费微乎其微。为了保证报刊的正常发行，毛
泽民早出晚归，四处活动。中午，他经常不回家。在印刷
厂工作时，他就买两个烧饼，用开水泡着吃。如果在外
边，他就在街上买一碗最便宜的阳春面充饥。

在战争年代里，兄弟之间很难互传家书，毛泽民就利
用自己负责出版发行工作的有利条件，在自己领导排印、
发行的报刊上，认真寻找和查看毛泽东的消息。

身在红色苏区的毛泽东也从带有墨香的党中央刊物
上，看到毛泽民在负责党的出版发行工作中所做出的成
绩。一份份革命书刊，不仅传播着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
的大事，也连结着毛泽东、毛泽民兄弟的亲情，传递着他
们兄弟间的思念和鼓励。

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人民出版事业是非法的，国
民党政府不断对其大肆“围剿”和封杀。书刊编辑发行部
门、承印机关、书刊贩卖人，以及读者随时都会受到严重
威胁。《上海报》以《白话日报》的名称出版的第一天，公开
馆址就被查封，经理和主笔被通缉。《红旗日报》出版只有
一个星期，就被巡捕房和国民党军警先后捕去四五十名
发行员，承印机关多次被封闭，一些订户的住地也被搜查
过。

毛泽民及其领导下的中央出版发行工作，在极端

险恶的环境中顽强地坚持着，他们随时都有遭受通缉
和逮捕的危险。敌人绞尽了脑汁，总是切不断共产党
中央机关刊物的印刷和发行。一个秘密印刷厂被敌人
破坏后，党刊的印制很快又转到另外的秘密地点继续
进行。

当年，党中央最大的秘密印刷机关——协盛印刷所
设在派克路，毛泽民兼任这个印刷所的负责人。他几乎
每天都去印刷所上班，亲自安排各项工作。

1929年夏天的一个上午，20多个巡捕房密探——“包
打听”突然闯进印刷所，发现车间里正在印刷共产党的宣
传品，便立刻封锁了弄堂口，对印刷所进行搜查。

领头的“包打听”令人给毛泽民戴上手铐，押到一个
旅馆里向他敲竹杠，开口就要1万元作为赎价。

在上海滩闯荡多年的毛泽民，从容不迫地用地痞流
氓的套路对付他们。他左手叉腰，右手的大拇指向外一
撇，摆出一副“老开”的派头：“你可以打听一下，在大上
海，在商界、出版界，哪个不晓得我杨某人？”

“包打听”趁机敲诈：“好啊，那你就拿出钱来吧！”

毛泽民顺手从上衣口袋里掏出 300 元钱，甩在桌子
上：“拿去好了。我身上只带了这些，是准备买纸的。其
余的，只有等我出去再说！”

见毛泽民出手大方，几个“包打听”互相看看，有些不
知所措。

那天，毛泽民夫人钱希均正好外出办事，刚到弄堂
口，便发现情形不对。她立刻将毛泽民被捕和工人们被
关押的情况报告给中央特科。中央特科负责人周恩来紧
急部署了营救工作。他批准可用3000到5000元，保全数

十位工人同志和价值1万余元
资本的工厂。但经过毛泽民与

“包打听”软硬兼施的“谈判”，
用“天下皆朋友”的江湖套路，
只送给他们800元，就化解了这
场危机。

基于协盛印刷所发生的异
常情况，党中央认为，毛泽民已
经不宜继续留在上海，协盛印刷

所已经暴露，必须及早转移。
1929 年冬的一天，上海《新闻报》刊登了一则启事：

“协盛印刷所厂主杨杰出卖印刷设备。”印刷所门口也张
贴了同样的告示。这批印刷设备包括：对开印刷机一台，
脚踏印刷机、切纸机、装订机各一台，以及各号铅字和工
装夹具等。

几天后，一位陌生的新“主顾”看了货，请人装箱、打包，
干净利落地把这些设备全拉走了。

协盛印刷所连同它的“杨老板”，神不知鬼不觉地从上
海滩消失了——这是毛泽民的“金蝉脱壳”之计。他把印刷
所的设备全都“卖”给了自己。

这批印刷设备很快转移到了天津。毛泽民和钱希均一
到天津，就在楼门口大大方方地挂上“华新印刷公司”的招
牌。鞭炮一响，印刷机就运转了起来。

从此，毛泽民辗转京津，先后五易印刷厂址，以极
其巧妙的斗争方式坚持工作，及时印刷党的文件和党
报、党刊，安全圆满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他的任务。

（据《名人传记》）

1930年5月间，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
示，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
会。大会结束时，49名代表被陆续护送出上海，
然而，其中一人又悄悄潜回上海，投入到国民党的
怀抱，成为卑鄙无耻的叛徒，他就是黄第洪。

黄第洪从家乡扬州回到上海后，看到国民党
到处吹嘘“剿匪胜利”，他便对革命失去了信心，决
心叛党投敌。于是在闸北区的一个客栈里给蒋介
石写了一封密信，以学生的身份告诉“蒋校长”，他
在共产党那里很不得志，愿意改过自新重新追随
校长，恳请校长拨冗接见。黄第洪称，最近周恩来
准备会见他，他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协助国民党特
务抓住周恩来。信中还附有联系地址，希望国民
党方面尽快与他接头。

蒋介石看了信不禁喜出望外。过去悬赏重金
都没有能够抓住周恩来，而现在机会却送上门来
了。他立即召见特务头子陈立夫，要他务必切实
办理。陈立夫自然不敢怠慢，立即批转党务调查
科主任徐恩曾处理黄第洪自首案，严防走漏消息。

接到案卷后，一脸梦幻的徐恩曾时而蹙眉沉
思，时而闭目遐想，时而嘿嘿自笑，像个完全沉浸
在自己内心世界里的疯汉。他深知此事非同寻
常，决定选派一名最可靠的人与黄第洪接头，想来
想去，他最后选中了驻沪特派员杨登瀛。

杨登瀛是中共潜伏在徐恩曾身边的卧底，他
拿到黄第洪的效忠信后，立即通报给中央特科。
中央特科一查确有黄第洪其人，而且还是周恩来
直接联系的人，不禁大吃一惊。

6 年前的初春，黄第洪在南京路上像没头苍
蝇似的流浪着。为了求学，从扬州来到上海已经
半年了，他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归宿。

一位朋友介绍他去广州，说孙中山先生要在
那里创办陆军军官学校，这正是一个好机会！当
年5月，黄第洪成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第一期
学员。在那里，他加人了中国共产党，并且认识了
周恩来。

从黄埔军校毕业之后，黄第洪被党组织送到
苏联学习。和平、宁静、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生
活，使他过早地体验了“坐”江山的惬意。

1930年4月，组织上指示他回国，先到上海参
加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会议，然后去苏北开展
党的地下工作。

大会结束后，中央特科派专人护送黄第洪登
上了北去的列车。护送人员万万没有料到，就在
第二天，黄第洪又悄悄地回到了上海——他不愿
去苏北从事艰苦危险的工作，大上海灯红酒绿的
都市生活，对他充满了魅力。

黄第洪有个姨父姓曹，在上海开了一家当铺，
家里颇有些钱财。姨父去世后，只剩下姨妈和表
妹两人，无力经营那么大的生意，于是就把当铺盘
给了别人。娘俩带着两个佣人，日子倒也过得悠

闲自在。只是家中人丁稀少，老太太颇有些凄凉
之感。

黄第洪敲开姨妈的大门，老太太见自己的外
甥出息得一表人才，神气十足地走到自己面前，乐
得嘴都合不拢了，根本不问他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就高高兴兴地留他住了下来。

6年前，表妹玉香还是个黄毛丫头，站在黄第
洪面前羞涩地什么也不会，而那时的黄第洪，一个
十足的流浪汉，玉香也没真正看得起他。如今，玉
香出落得亭亭玉立，19岁的大姑娘又受过良好的
教育，站在黄第洪眼前落落大方，谈吐自然，极有
修养，那娇美的面容和充满青春活力的身段一下
子就抓住了黄第洪的心。两人一见钟情，出双人
对，整日形影不离。膝下无子的姨妈更乐得外甥
做女婿，亲上加亲，喜滋滋地张罗着女儿的喜事。

没想到在一个深夜，黄第洪竟被他的姨妈赶
出了大门。他不但没做上姨妈的乘龙快婿，竟又
一次沦落成流浪汉。

原来，6年前黄第洪流落上海时，曾结交几个
狐朋狗友。这次回来，他瞒着姨妈去和老相识们
逛堂子，进赌场、下餐馆。为了过上花天酒地的生
活，他竟从姨妈家里偷出十几根金条。姨妈发现
后，气得差点昏死过去，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让

他立即滚出家门。
离开姨妈家，黄第洪仍没有去苏北地区工作

的意思。在闸北区的一个小客栈里，他给周恩来
写了一封信，说自己回到苏北后身份暴露了，敌人
追捕得很紧，搞得自己没有立足之地，不得不返回
上海，请周恩来无论如何在中央机关里给他安排
一个工作。

周恩来虽然工作异常繁忙，还是马上给他写
了回信，约定同他见面细谈……

杨登瀛以国民党驻沪特派员的身份与黄第洪
确立了接头的时间、地点与暗号。7月14日上午
10点，杨登瀛一只手拎着皮包，另一只手拿着当
天的《上海日报》，准时来到南京路邮局。但是他
在邮局大厅里坐了半个小时，始终不见黄第洪的
影子。3天以后，同一时间、地点和暗号，杨登瀛
又去接头，结果还是白等了半个小时。

经过两次试探和暗地监视，黄第洪终于决
定会面。又过了三天，黄第洪与杨登瀛接上了
关系。急于表明自己“诚意”的黄第洪向杨登瀛
交代了自己与周恩来的关系，供出了已经约好
的周恩来跟他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并且主动提
出下一次会面时，把周恩来的亲笔信拿来。杨
登瀛与黄第洪分手后，感到情况严重，直奔中央

特科报告。
周恩来得到特科的报告后，作出两点指示：第

一，先将黄第洪暗中隔离，切断他与组织的一切联
系。第二，特科继续加紧调查，尽快弄清情况。

7月26日，就在周恩来约定同黄第洪会面的
当天早晨，黄第洪接到杨登瀛的手令：“十一点。
城隍庙西街口，务将家伯亲笔信带来。堂兄。”

黄第洪钟一样准时来到城隍庙的西街口，站
在树荫下胡思乱想。很快就要升官发财了，他的
心跳加快，一种暗喜涌上心头。就在他被彩色的
幻梦折腾得意乱神迷时，只见一队轻骑由东向西
飞驰而来，随着“啪”“啪”两声清脆的枪响，两颗子
弹已经穿透了他的胸膛。

中央特科干净利索的行动，把国民党特务们
震惊得简直无法相信。徐恩曾亲自到上海检查工
作，对杨登瀛忧心忡忡地说：“活见鬼，共党的消息
怎么这么快呢？”

杨登瀛若有所思地说：“这次我小心又小心，
还是让共党抢先了一步。”

“可惜的是到手的大鱼又跑掉了，问题到底出
在哪儿呢？”陷人沉思的徐恩曾眉宇间挤出一个川
字：“好几回了，他周恩来总能死里逃生……”

“这回我算是领教共党的厉害了。我总感觉
那两枪中的一枪是为我准备的，我是捡了一条命
啊!”杨登瀛说。

徐恩曾点点头，不无庆幸地说：“真是不幸之
万幸！你要是有个好歹，那损失就更严重了……”

（据《周恩来遇险实录》）

中央特科的一次秘密行动

陈公博临刑之前……

XIN JIYANG

4
2018年2月14日

文史博览
新济阳

责编：窦吉华 尹 聪 美编：刘娟

本版电话 84232018 E-mail:baosheyc@163.com

2020年代中共中央秘密年代中共中央秘密
印刷机关被巡捕搜查始末印刷机关被巡捕搜查始末

绿瓦红墙，青松翠柏，古朴典雅的古老殿堂静
静矗立。这里是济宁干部政德教育学院现场教学
点——孟庙、孟府。2018年1月8日，是伟大的周恩
来总理离开我们四十二周年的日子，按照教学的安
排，我和同学们怀着对周总理和孟子先圣的崇敬之
情，来到了孟庙、孟府，感受儒家文化的意蕴，品悟
先哲的思想。

孟庙又称亚圣庙，正南门为“棂星门”，是孟庙
第一座木架结构门坊，四柱三洞，雕梁画栋，色彩
绚丽，重檐斗拱，凌空欲飞，高大威严。门内东西
两边各建一木坊，东书“继往圣”，西书“开来学”，
以此表彰孟子对儒家学说有“承先启后，继往开
来”的卓越功绩。

进棂星门，为孟庙第一进院落。院落北壁正
中是座精雕细刻的石坊，为“亚圣庙石坊”，也是孟
庙第二道门。穿过亚圣庙石坊，便进入孟庙第二
进院落，院中古老的苍松翠柏，翳天蔽日，虽历经
沧桑，依然枝干挺拔。

走过院中青砖甬道，直通“仪门”。这是一座
三启门洞的高大门楼，门额上悬一竖匾，上书“泰
山气象门”五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故仪门又称泰山
气象门。

“泰山气象”四字取义于程子之说，“孟子岩岩
泰山气象也”，说的就是孟子的浩然之气。孟子认
为，浩然之气是极为伟大、极为刚强的，如果用正
确的方法去培养而不去伤害它，那么它将充满于
天地宇宙之间。具体的讲，浩然之气就是居仁、由
义、守礼，要讲仁义、重礼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
能移，威武不能屈。这就是孟子心目中的大丈夫，
也就是说，浩然之气也可以称为大丈夫之气。它
是一种舍生取义的勇气，它是一种敢于担当的豪
气，它是一种坚忍不拔的骨气。

两千多年来，孟子的这种浩然之气，经过历代
先贤志士的弘扬与践行，逐步成为中国人的精神
脊梁！晚清名臣曾国藩认为：“欲成大事，必须通
过养浩然之气。”现代儒学大师牟宗先生说，孟子
之学就是大丈夫之学。自孟子之后，中国人的血
脉便不缺钙了。

今天，浩然之气作为做人的一种气节，一种定
力，依然散发着时代的光辉。习总书记曾经说过：

“党的干部只有一心为公，事事出于公心，才能光
明正大，堂堂正正，有了这股浩气正气，就能坐得
稳、行得正、走得远！”

越过泰山气象门就是孟庙的第三进院落，此院
东西各有门通往庙外，是平常出入孟庙的通道。院
落北壁又三门并列，中为“承圣门”，东为“启贤门”，
西为“致敬门”。“承圣”二字，取孟子上继舜禹汤文
武周孔统绪之含义。而“启贤”则含有赞颂孟母有

“启毓圣贤”之贡献的意思。
孟母仉氏，在孟子三岁丧父后，她克勤克俭，含

辛茹苦，坚守志节，并从慎始、励志、敦品、勉学、约

礼等方面对孟子进行教育。既成就了孟子的“亚
圣”地位，更为后世留下了可贵的教子之道。其“三
迁择邻”、“断织教子”的佳话代代相传，在中国历史
上受到普遍尊崇。孟母不仅在孟子幼年时期给予
敦敦教诲，孟子成年后，也从母亲那里受益良多。
有一个“拥楹而叹”的故事，讲述的就是对孟子成年
后的影响。后人把他与陶母（东晋名将陶侃母亲）、
欧母（欧阳修母亲）、岳母（岳飞母亲）一起誉为“四
大贤母”。

在承圣门左侧，竖有“孟母断机处”、“孟母三
迁祠”两通石碑，见证了“至今东鲁遗风在，十万人
家尽读书”。孟母教子的故事启示我们：在干好工
作、追求事业有成的同时，要注重教育好子女，树
立良好的家风家教。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方
可谓人生圆满。

在承圣门右侧的“致敬门”内，有一块四面碑，

此碑没有碑首与碑座，碑身方柱体结构，四面刻
字，每面突出一个主题，分别镌刻着仁、廉、公、勤
四项箴文，又被称为“仁廉公勤”官箴碑。碑文以
凝练优美的语言，道出了为官从政的真谛。

对“仁”的阐述，碑文中列举了上古时期仁德
的典范，如大禹和后稷，他们关心百姓疾苦，爱民
如子。与此相反，碑文也列举了一些不仁官员，他
们对百姓漠不关心，冷酷无情。两相对照，阐述了
施行仁政的重要性。

对“廉”的阐述，碑文中写道，廉洁是官员最
宝贵的人格品质，还提到东汉杨震“四知却金”
的故事，告诫官员在廉洁方面应坚持“慎独”，从
内心真正约束自己，唯有如此，才能够仰俯无愧
于天地。

对“公”的阐述，碑文采取对比的方式来说明
坚持“公”的意义，周朝太师尹吉普重亲戚、近小

人，故为政有失偏颇；三国辅臣诸葛亮开诚心、布
公道，遂终成一代名相。说明了，“唯公生明，偏
则生暗”。

对“勤”的阐述，碑文中写道，一个勤政的官员
应该做到：“炎汗浃背，日不辞难；警枕计功，夜不
遑安。”白天应辛勤工作，夜晚应反思对错。“谁为
我师，一范一韩。”勤正的典范当属北宋的两位名
臣范仲淹和韩琦。

“仁廉公勤”四面官箴碑启示我们：仁为官之
本、廉为官之魂、公为官之义、勤为官之功。

进入承圣门，便是孟庙的第四进院落即中心
院落，分为东、西、中三路。孟庙的主体建筑“亚圣
殿”就坐落在院中高台之上，大殿重檐之间，高悬
一匾，上书“亚圣殿”楷书贴金大字，四周环绕以精
雕的五条金龙。殿之正面朱槅并列，正中门额上
悬挂“道阐尼山”横匾一块。殿内承以八根巨型朱

漆大柱，迎门两柱正面凸镌一副巨型抱柱对联：
“尊王言必称尧舜，忧世心同切禹颜”。

这副对联用来赞誉孟子，推崇王道必称尧舜，
忧世之心如同禹颜。“忧世之心”就是看到百姓疾
苦，于心不忍，心生忧虑。在孟子看来，作为为政
者仅有仁心是不够的，还要做到仁民，就是要用内
心的这种“仁”去善待百姓、重视百姓。并在孔子
重民思想的基础上，率先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
之、君为轻”的观点，把民众放在重要位置。孟子
的“民重君轻”思想受到历来统治者的重视。

“仁政”是孟子的核心思想，他把孔子的“仁学”
运用到政治上，勾画了一幅完整的“贵民”、“富民”、

“教民”、“乐民”的仁政蓝图。孟子提出的“制民恒
产”、“省刑罚”、“薄税敛”等仁政方略，目的是增加百
姓收入，藏富于民。孟子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
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此外，孟子还提
出了“民事不缓也”、“政得其民”、“养教合一”等一系
列仁政主张，成为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史上的重要亮
点。尽管孟子已经离开我们二千三百多年了，但他
的千古圣训，仍然余音绕梁。

出了孟庙，我们又去了孟庙西侧的孟府。庙、
府仅一街之隔，是孟子嫡系后裔居住的宅第。走
过礼门义路，来到了孟府的主体建筑，孟府大堂。

大堂檐下的“七篇贻矩”题匾，由清雍正皇帝
手书。“七篇”指的是《孟子》一书由七个篇章组成，
在此代指孟子的仁义思想。“贻”是赠与，“矩”是规
矩。七篇贻矩的意思是说，孟子的仁义思想是赠
给后人做人做事的规矩。

在大堂两侧各有一件物器，一个叫日晷，是我
国古代的计时器，靠太阳的移动来测量时间，体现
自然之道；另一个叫嘉量，是我国古代的标准度量
衡，代表人们的行为尺度和规范。只有用标准的
尺度和规矩，去衡量和约束人们的行为，才能使人
们知敬畏、知进退，才能使人们更好地去懂规矩、
守规矩。

孟子认为，义是一种内在的规矩，靠的是自律，
礼则是一种外在的规矩，靠的是他律。古有规矩治
家，今有规矩立党。我们党历来重视规矩建设，从井
冈山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西柏坡的“六条规
矩”，再到如今的“八项规定”、“全面从严治党”、“把
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每一项规定的提出与落实都
在不同历史时期夯实、巩固了我们党政治的根基。

今天，我们怀着敬仰之心，沐浴在孟子仁义思
想的光辉当中，深感规矩对立党治国的重要性。
在政德老师们的讲解中，大家一路走来，仰望泰山
气象门、驻足亚圣殿、品读官箴碑、走过“礼门义
路”……既领略到孟子高远刚健、勇于担当的大丈
夫气概，又体会到他仁政爱民的博大情怀。重温
了千年圣训，回想起来，句句发人深省，耐人寻味，
给我们增添了无限的正能量。

作者单位：县委巡察办

养浩然之气 树仁义之德
◎祁云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