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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诚达建筑有限公司白城分公司（纳税人识别
号：22080100040030）：

因我局通过其他方式无法对你送达文书，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
条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税务处理决定书》（白地税稽
处〔2011〕2号）和《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白地税稽罚
〔2011〕2号）。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我局对你公司2008年-2010年纳税情况进行
了检查。我局依法查实你公司2008-2010年应缴纳营
业税967，587.91元、城市维护建设税66，866.65元、教
育费附加28，657.14元、城镇土地使用税24，779.81

元、印花税10,277.41元、企业所得税1，218，348.69
元、契税72,500.00元、土地增值税56,759.36元，你公
司未缴纳。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你公司未缴纳的税
款从滞纳之日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第
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依据《征管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处
以偷税款50%的罚款：即营业税罚款483，793.95元、
城建税罚款33，433.32元、土地使用税罚款12，389.91
元、印花税罚款5，138.70 元、企业所得税罚款141，
898.40元、契税罚款36，250.00元、土地增值税罚款

28，379.68元。
二、限你公司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15日内到白城

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将上述税款、滞纳金及罚款缴纳
入库。

三、你公司若同我局在纳税上有争议，必须先依照
本决定的期限缴纳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
保，然后可自上述款项缴清或者提供相应担保被税务
机关确认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白城市地方税务局申请
行政复议。

本文书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书面文
本请你公司到我局领取。

本局地址：吉林省白城市胜利西路139号
电话：0436—5885509

白城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
2016年4月15日

白城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税务文书送达公告
白地税稽公告【2016】2号

关于要求王洪伟同志
限期返回单位上班的公告
王洪伟：

你于2015年8月7日未经批准擅离工作岗位，至今一
直未到单位上班，在此期间，单位多次以各种方式和你及你
的家人联系未果，为此，本单位限你于2016年5月18日之
前返回单位上班，如逾期不归，将按中国联通吉林省分公司
的有关规定解除劳动合同。同时，你在未回单位报到上班
之前，本单位从未授权你以单位的名义从事任何活动，你的
一切行为均由你个人承担。

特此公告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白城市分公司

2016年4月18日

捧读梁衡先生的《红色经典散文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深深被他
为文的真诚和大气所感染。在他的笔
下，山水自然、天地人杰都给人一种大气
磅礴的美。

对梁衡的了解，最初来自小学课本
里那篇著名的文章《晋祠》。那时，对作
家本人知之不多，只能跟着老师摇头晃
脑地读他的文章。文章写得很美，我还
摘抄了不少好词佳句呢。

一晃十多年过去，无缘再次拜读梁
衡文章。直到1996年，我顺利地考上
了大学，与同学合伙订了一份《中华读
书报》，在某一期《家园》副刊里，我
又看到了梁衡的文章《享受人生》。在
这篇文章中，梁先生对“享受”一词作
了另外的解读：“生命原来是这样的多
层次、多角度，生命之花原来是靠这许
多的享受供养的。”“我们这里讨论的是
全面的享受，它实际是对生命的认识、
开发和利用。”

读过之后，却怎么也不能将作者与
《晋祠》联系起来。当时梁衡任新闻出版
署的领导。后来，凡是碰到梁衡的文
章，我都会抓起来就读。就这样，我一
步步走近梁衡，也感受到了他和他文章
的魅力，他做人真诚，为文大气，有大
美存焉。

梁衡先生主张，为文第一要激动，没
有对生活中美的追寻，没有对自然、人

生、社会、艺术中美的事物的大激动、大
碰撞、大体验、大思考，就不会有真正的
美文产生。因此，文章要写大事、大情、
大理，这样的文章才是真文章，这样的文
章才能激动他人，洛阳纸贵。

看他写瞿秋白，6年构思，三访纪念
馆，却迟迟难以下笔。他对瞿秋白的认
识和体悟早已成竹在胸，却难以找到切
口。直到找到了“觅渡”这个意象，他才
下笔如风，一挥而就，构成佳作。用作者
自己的话说，思想是自己的，还要找到与
天地自然的结合点和切入点，为文只是
蓄势待发，一旦机缘来临，将如火山喷
发，其势威矣。真所谓“文章本天成，妙
手偶得之”。

瞿秋白，一介柔弱书生，受命于危难
之时，发出武装斗争的吼声，随即却被自
己的人一把打倒，他转而为文。然而天
道不公，他还是被叛徒出卖投进监狱，
但他始终坚守做人的良知，视死如归，
慷慨赴死。“秋白是一出悲剧。一个有
大才而未能充分展示却过早夭折的大
悲。一片诚心，未能见察，被抛弃，甚
至死后多年仍蒙冤屈的大悲。他就在这
样一个悲剧过程和悲剧气氛中揭示生命
的价值和人格的内涵。”所以，歌颂瞿
秋白光明磊落的人格，又悲其大才未展，
悲其忠心不被理解，就是《觅渡》一文所
要表达的主要意思，也正是这一点，才让
更多的读者记住了这篇美文连同作者的

名字。
这样大激动、小切入，大挖掘、大表

现的美文在梁衡先生的笔下还有不少。
《大有大无周恩来》《一座小院和一条小
路》《一个大党和一只小船》《红毛线，蓝
毛线》《周恩来让座》《领袖如父》……这
些文章无不是从小角度切入，或渐引，或
顿入，或宕开，但都开篇大气，往往三言
两语就攫住了读者的心，就引人深入，

“使人一见而惊，不敢弃去”（李渔《闲情
偶寄》）。我想，这就是大情思、大气势、
大手笔的结果，梁先生将形、理、情有机
地糅合，凝为一体，由景美、情美，达到了
哲理之美，产生了一篇篇政治美文。

梁衡先生认为写文章主要有两个目
的：为思想而写，为美而写。文章最后作
用于读者的或是思想的启发，或是美的
享受，可以此多彼少，当然两者俱佳更
好。文章的题材可以是多样的，有的便
于表现美感，如山水；有的便于表达思
想，如政治。但政治天生枯燥、抽象，离
普通人太远。其中虽含有许多大事、大
情、大理，却不与人“亲和”。欲既取其思
想之大，又能生美感，让人愉快地接受，
就得把政治翻译为文学——发扬其思
想，强化其美感。

正是基于这一点，他才不断思索，不
断创新，既不落他人之窠臼，也不步自己
之后尘，使自己的文章有新思想，挖出别
人没有表述过的思想，“语不惊人死不

休，篇无新意不出手”。他这样一路走
来，从山水美文到大情大理，从万里江山
到千秋人物，从共产党领袖到普通小人
物，从诗词文人到爱国将领，大大小小，
上上下下，从从容容。他在诉说，他在描
画，为我们留下了如山如海般气势恢弘
的美丽画卷，也将一个个人物、景象、情
感和哲理定格为一篇篇美文，展示、存放
在美丽的人间，让一茬茬读者尽情享受
着这精神的大餐。

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
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
（《知北游》）梁衡散文，承继着现代散文
精神，以天地大美而立言，写大情、大事、
大理，开掘出了一片新的散文天地，达到
了一个新的为文高度。

红色经典展现天地大美
●胡忠伟

“不风不雨正晴和，翠竹亭亭好节
柯。最爱晚凉佳客至，一壶新茗泡松
萝。几枝新叶萧萧竹，数笔横皴淡淡
山。正好清明连谷雨，一杯香茗坐其
间。”这是清代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咏谷
雨的一首《七言诗》。诗中表达了在不刮
风、不下雨的晴和天气里，翠竹刚刚吐
出新叶，傍晚微凉，友人到访，与之论
诗作画、品茶赏竹的美好心境。

谷雨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六个节气。
今年谷雨为4月19日。谷雨，顾名思
义，播谷降雨是也。如 《群芳谱》 所
言：“谷雨，谷得雨而生也。”作为春季
最后一个节气，谷雨节气的到来意味着
寒潮天气基本结束，气温回升加快。谷
雨时雨水增多，大大有利于谷类农作物
的生长。民间农谚有“谷雨时节种谷
天，南坡北洼忙种棉”“谷雨前后，种瓜
点豆”等句。

除了郑板桥的那首颇有名气的谷雨
诗外，古代诗人还留下了不少写谷雨的

佳作。
有借谷雨即景寄怀的：
孟浩然在 《春中途中寄南巴崔使

君》诗中云：“旅人游汲汲，春气又融
融。农事蛙声里，归程草色中。独惭出
谷雨，未变暖天风。子玉和予去，应怜
恨不穷。”

许浑的《送前缑氏韦明府南游》诗
说：“酒阑横剑歌，日暮望关河。道直去
官早，家贫为客多。山昏函谷雨，木落
洞庭波。莫尽远游兴，故园荒薜萝。”

唐寅《牡丹图》诗道：“谷雨花枝号
鼠姑，戏拈彤管画成图。平康脂粉知多
少，可有相同颜色无。”

谷雨时节正是新茶上市之际，诗人

们常会围桌品茗吟诗：
林和靖的《尝茶次寄越僧灵皎》一诗

写道：“白云峰下两枪新，腻绿长鲜谷雨
春。静试却如湖上雪，对尝兼忆剡中人。
瓶悬金粉师应有，筋点琼花我自珍。清话
几时搔首后，愿与松色劝三巡。”

陆希声在《阳羡杂咏十九首·茗坡》
中也有“二月山家谷雨天，半坡芳茗露
华鲜。春醒酒病兼消渴，惜取新芽旋摘
煎”的诗句。

清乾隆皇帝也写了首 《观采茶作
歌》：“前日采茶我不喜，率缘供览官经
理；今日采茶我爱观，吴民生计勤自
然。云栖取近跋山路，都非吏备清跸
处；无事回避出采茶，相将男妇实劳

劬。嫩荚新芽细拨挑，趁忙谷雨临明
朝；雨前价贵雨后贱，民艰触目陈鸣
镳。由来贵诚不贵伪，嗟哉老幼赴时
意；敝衣粝食曾不敷，龙团凤饼真无
味。”毕竟是皇帝，那口气实在是大。

写得最美的要数宋代诗人仇远的一
首《浣溪沙》词，活脱脱一幅淡淡的水
墨画。词云：“红紫妆林绿满池，游丝飞
絮两依依。正当谷雨弄晴时。射鸭矮阑
苍藓滑，画眉小槛晚花迟。一年弹指又
春归。”

“浮云富贵客心寒，故里空怀紫牡
丹。谷雨毋须添国色，江南上巳杜鹃
看。”这是现代诗人吴藕汀写的一首《谷
雨》诗。整首诗描绘了谷雨时节的诸多
景物，给人以联想，思绪也跟着走进

“百般红紫斗芳菲”的意境里，走进那柳
树飞絮、杜鹃夜啼、牡丹吐蕊、樱桃红
熟的浓浓春意中。我特别喜欢这首诗，
还是早年抄在笔记本上的。因为谷雨时
节于自然界是生百谷，于人则生梦想。

【原文】
亲戚故旧，因言语而失欢者，未必其言

语之伤人，多是颜色辞气暴厉，能激人之
怒。且如谏人之短，语虽切直，而能温颜下
气，纵不见听，亦未必怒。若平常言语，无伤
人处，而词色俱历，纵不见怒，亦须怀疑。古
人谓“怒于室者色于市”，方其有怒，与他人
言，必不卑逊。他人不知所自，安得不怪！
故盛怒之际与人言语尤当自警。前辈有言：

“诫酒后语，忌食时嗔，忍难耐事，顺自强
人。”常能持此，最得便宜。

——〔宋〕袁采《袁氏世范·处己》
【译文】
亲朋好友，故交旧识，因为说话不当

而交情破裂的，未必都是因为说了伤害
别人的话。很多是因为态度、言词、语

气过于粗暴，所以激起了别人的愤怒。
比如规谏别人的短处，话语虽然中肯率
直，却能和颜悦色，纵使不被对方听
取，也不至于惹怒对方。平常说话，本
没有伤人的地方，而言辞声色都很严
厉，即使不惹对方恼怒，也会让人怀
疑。古人说：“在家里生气后，难免要把
怒色带到外面去。”正值他生气的时候，
和别人说话，一定不会表示谦逊。别人
不知道是什么缘由，怎么能不奇怪呢！
因此在大怒的时候和别人说话更应该警
惕，不要伤害了别人。前辈曾经说过：

“喝酒后诫说话，吃饭时忌生气，能忍受
难以忍受的事，不与自以为是的人争
论。”能经常坚持这样做，对自己是有好
处的。

古谚曰：“父母在，不远游。”然而，快
节奏的现代都市生活使与儿女分居两地
的“空巢老人”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存
在。即使生活在同一个城市，成年子女也
更愿意拥有独立的生活空间而不是和父
母共同生活。本着呼唤传统孝道，将最本
真的感情带回屏幕的初衷，山东卫视3月
26日起，每周六晚播出《家游，好儿女》节
目，通过子女陪同父母一起寻访他们年轻
时观看过的经典外国老电影场景、聆听经
典音乐之声的形式，找回父母那一代人
独有的青春记忆。李玉刚、刘语熙、郭
家铭、陈晓东、于晓光等嘉宾和自己的
父母一起，游历罗马尼亚、波黑（萨拉
热窝）、奥地利和捷克4个国家，用“创
新竞技元素加传统亲情孝道”的新模
式，在旅途中体会异域风情，唤起两代
人对亲情、时光及现有生活的珍惜。

山东卫视通过这档节目把中国传统
文化的精髓孝道融入其中。节目涵盖了
父母记忆中的很多经典桥段，也唤醒了他

们心中对激情燃烧的岁月的追忆。而
“80后”“90后”的嘉宾成长于物质和文化
生活都极为丰富的环境，在娱乐休闲方面
和父母缺乏共同语言。节目中，这种代际
差异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节目的正能量
不仅巩固强化了自身的传统文化价值观
积淀，还通过节目创新的游戏环节、国外
的实景拍摄、嘉宾之间的趣味互动，赋予

“孝道”以趣味，让年轻的观众接受起来更
容易。

这段“寻找父母的青春记忆”之旅也
是一场文化交流之行。节目录制过程中，
每到一个国家、一个城市，都会与当地文
化发生碰撞交流，一些经典电影片段和音
乐贯穿节目始终，唤起上一代中国人关于
青春的普遍记忆，并以文化为底蕴，将两
国人的共通文化作为纽带来衔接两代人，
超越国界共享文化盛宴。如《瓦尔特保卫
萨拉热窝》曾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风靡中
国，节目将此经典电影和当地文化汇通于
节目中，别有一番风味。

《家游，好儿女》
让传统“孝道”更有情更有趣

●杜鹏

《家游，好儿女》嘉宾和他们的父母在一起

自从秦始皇首立
“皇帝”名号以来，“皇
帝”一词一直是最高统
治者尊贵的称号。每当
开国君主“正位建号”或
其后裔承袭帝位时，都
要举行隆重的“上尊号”
仪式，以表示名正言顺
地当上了皇帝。另外，
皇帝也要给自己的父
母、祖父母尊奉正式的
称号：“太上皇”、“皇太
后”、“太皇太后”，这些
也称为尊号。

到了唐朝武则天
时，尊号又有了新的含
义，在“皇帝”这一称号
前再加歌功颂德、神化
皇权的美称，如武则天
的尊号为“慈氏越古金
轮圣神皇帝”。尊号一
般是在皇帝生前就由臣
下奉上的。

皇帝死后，其后世
子孙和公卿大臣要为他
追立两个正式称号：一
是庙号，一是谥号。庙号
与封建宗法祭祀制度联
系在一起。帝王死后，其
后世子孙要根据他在皇
族宗亲中的世系，将他的
灵牌奉入祖庙祭祀，并追
尊他为某祖或某宗，以确
认和显扬他在皇族宗亲
中的地位。他被后嗣子
孙所追尊的某祖、某宗，
就是他的庙号。一般来
说，开国帝王多称“祖”，
之后，承袭帝位的列代
皇帝皆称“宗”。

谥号是皇帝死后，

大臣们为评价帝王一生
的德行和功业而拟定的
一种称号，可根据需要
不断予以增加。唐朝以
前的皇帝，谥号多为
一、二字，简明易称，
所以人们习惯于称呼他
们的谥号，如汉武帝、
汉明帝等。唐宋以后，
由于谥号越拉越长，不
便称呼，故后人对唐宋
至明清的皇帝，改以庙
号来称呼。

帝王的庙号，始于
商代，而谥号则始于西
周。之后，庙号和谥号
为历代所沿袭，直至清
朝灭亡。

梁衡

中华家训·修身

谏人之短 平心静气

诗说节气：谷雨
●徐廷华

清代前期，文化管制严酷，可圈可点的
文学作品较少。到了中后期，渐次有了几部
堪称伟大的作品，《儒林外史》《红楼梦》《老
残游记》《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
状》，皆属此类。

《儒林外史》是一部现实主义的长篇讽
刺小说。大约在1750年前后成书，作者吴
敬梓为此付出了20年的光阴。古籍，大多
都是古人耗尽一生的心血写成，不像现在速
生而高产的作家们，一两年就能写出一部，
甚至十天八天就能写出一本书来。

《儒林外史》主要描写封建社会末期中
国旧知识分子及官绅的生活及精神面貌。
清人有几句诗：“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
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是为该书和作
者而感叹。这部小说没有一个故事主干，
可有一个中心贯穿其间，那就是反映科举
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毒害，讽刺因热衷功名
富贵而造成的极端虚伪、恶劣的社会风
习。观察之准确、描述之生动、细节之丰
富，加上简练的白话语言，让书中人物个个
栩栩如生，艺术上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儒林外史》是一面照妖镜。它通过对
封建文人、官僚豪绅、市井无赖等各类人
物无耻行为的描写，深刻揭露了行将崩溃
的封建制度的腐朽性，强烈抨击了罪恶的
科举制度，并涉及了政治制度、伦理道
德、社会风气等等，客观上否定了整个封
建制度，揭露吃人的封建礼教，同情人民
群众，这使《儒林外史》成为一部具有民
主思想的名著。选进中学课本的那篇《范

进中举》，使范进成为广为人知的形象。科
举制度居然能让一个人精神失常、心理变
态，可见那个教育制度多么地摧残人性！
那些号称孔门子弟的所谓儒生，不乏掠夺
他人土地，霸占寡妇财产，专靠欺诈哄骗
饱食终日的严贡生之流。《儒林外史》还写
了一些下层人民，作者颂赞他们崇尚真
情、坚持正义、鄙视功名的美好品德，如
画家王冕、伶人鲍文卿、淳朴的卜老爹和
牛老爹等。

《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1701—
1754），将清代小说推向高峰。吴敬梓出身
缙绅世家，本来可走一般士人的官宦道路，
但在经过“兄弟参商，宗族诟谇”的争产纠纷
后，吴敬梓看清了封建社会家族伦理道德的
丑恶本质，认识了那些衣冠楚楚的缙绅人
物的虚伪面目，从此和那些倚仗祖业门第
做寄生虫的庸俗人物分道扬镳。作为缙绅
阶级的叛逆，他首先挥霍遗产，不再去应
乡试求仕途。33岁移家南京，开始了他的
卖文生涯。36岁那年，曾被荐应博学鸿词
之试，但他只参加了省里的预试，就托病
辞去了进取机会，甘愿过简素贫困的生活，
54岁客死扬州。

文人写书，常常对自己和书生一族饱含
脉脉情愫，即使狐狸化作美女，也多是眷顾
秀才。《儒林外史》不同，作者直接将笔锋指
向了知识分子的进身方式，指向了科举，在
这一点上，它不同于《聊斋志异》，而与《红楼
梦》有近似之处。可以说，《儒林外史》之所
以历久弥新，皆因它的现实意义。

《儒林外史》是讽刺文学典范
●王兆军

品味古籍■
■

■
■

皇帝有哪些称号？
●王芳

我行受托，定于2016年 5月5

日上午9时在我行对下列标的进行

公开拍卖：

1、营业用房1—2层，位于大

安市慧阳街，建筑面积273.54平方

米，土地使用权面积 188.63 平方

米，参考价102万元。

2、1—2层门市房，位于白城

市朝阳路 2000-5 号楼 3-4-5，建

筑面积746.06平方米，参考价545

万元。

3、住宅楼，位于安广镇龙泉

花园1号楼1单元401室，建筑面

积69.95平方米，参考价10万元。

4、住宅楼，位于安广镇龙泉

花园1号楼1单元301室，建筑面

积69.95平方米，参考价10万元。

5、住宅楼，位于安广镇龙泉

花园 1号楼 3单元 602，建筑面积

90.74平方米，参考价12万元。

6、住宅楼，位于安广镇龙泉

花园1号楼7单元402室，建筑面

积69.95平方米，参考价10万元。

7、住宅楼，位于安广镇龙泉

花园1号楼7单元 502室，建筑面
积69.95平方米，参考价10万元。

对以上标的有意竞买者，请带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参考价
20%的竞买保证金来我行办理竞买
登记手续。

注：报名参加竞买1号标的的
竞买人报名时需另交10万元的履
约保证金

标的展示及报名时间：
2016年4月20日—4月30日
白城华联有限责任拍卖行
电话：13943698966（看房）

3234123（报名）
地址：
白城市青年南大街2-1号

拍卖公告
















 

《白 城 日 报》、《城 市 晚 报·百 姓 生 活》广 告
是您通往成功彼岸的桥梁,是您联系大众的纽带!

《白城日报》 是中共白城市委机关
报，《城市晚报·百姓生活》是《白城日
报》和《城市晚报》共同打造的都市类
报纸。两报是面向全国发行的主流媒
体，始终坚持弘扬主旋律、服务中心、
服务民生，其权威资讯、深度观点、实
用信息为受众广泛赞誉；其影响力、公
信力、权威性、时效性、发行的广覆盖
是当之无愧的白城第一报。

真诚期望各界有识之士，来白城发

展创业，来白城日报社发布信息，共同
铸就我们的辉煌未来！

白城日报社广告由白城日报社自主
经营。
广告业务联系电话：

白城：0436—3323838
大安：5234360 13251769263
洮南：6323262 13039369889
镇赉：7222023 13943692271
通榆：13204409555

招 聘 启 事
因业务拓展需要，《白城日报》广告部现面向社

会招聘广告业务人员。具体要求：
1、中专及以上学历，具有广告行业从业经验；
2、性格外向，具有较强的沟通表达能力；
3、良好的客户服务意识；

4、对广告业务工作有较高的热情；
5、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和优秀的沟通能力；
6、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有强烈的责任心和积

极的工作态度。
工资待遇面议。
联系人：商丽丽 电话：158436877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