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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年（1904年）五月二十一日（7
月4日），光绪皇帝旨准在科尔沁右翼地区设
洮南府，同时设立靖安县（今洮北区）和开通
县（今通榆县的一部分）。

靖安县。设于1904年至1911年清朝政
权解体止，共有三任知县和一位设置局委员。

清光绪三十年五月二十一日（1904年7
月4日），在白城子设靖安县。六月初二（7月
14日），光绪皇帝朱批，拨修衙署，经费实银
2800两，在今天的市芦苇局后院建靖安县衙
门。十月初一（11月7日），张晋任靖安县设
置局委员。同年，设靖安县税契所。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这一年，洮儿
河涨二米，部分耕地被淹没。当年，为加强社
会治安，靖安县设县衙巡警总局，配正、副巡
长各1名。下辖元庆、亨隆、利泽、贞安警察
分局，设哨长2名。1906年，改为巡警总局，
设总巡长1名，巡兵10名；四乡各设分局，正
巡长1名，巡兵10名。1908年，县巡警总局
下辖4个分驻所，每所置马巡15名。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周士藻任靖安
县知县。这是原《白城市志》上第一位出现在
志书上的知县。

光绪三十四年三月（1908年4月），赵炳
南任靖安县知县。7月，朱佩兰任靖安县知
县。10月，靖安县设立第一所小学校，名为
靖安小学。为今天白城市境内最早的公立小
学。同年，靖安县巡警总局设分驻所4个，每
所置马巡15名，巡长1名。同年，创办劝学
所。同年，免征酒税一年。招徕商人袁辅廷
开设新世泉烧锅并丝房。

宣统元年（1909年），夏秋，洮儿河水涨
2米，堤防均被冲毁。同年，靖安县防疫分
会成立。

宣统二年（1910年）六月（7月），连降大
雨，洮儿河水暴涨成灾。同年，城廂会建立，
后因城廂户口太少无事可办，禀准取消。改
办上级县会。

宣统三年（1911年），夏，雨水较多，洮儿
河水涨3米，靖安沿河村屯耕地被淹没。

开通县。开通县设立于清光绪三十五年
五月十二日（1904年），盛京将军增祺奏请光
绪皇帝拟在已丈放扎萨克图王旗荒地设置洮
南府、靖安县、开通县，准旨后在哈拉乌苏设
开通县。

开通县从清末光绪三十年（1904年）设
置到宣统三年（1911年）清政府结体止，存续
8年，在此期间，据《通榆县志·大事记》记载
共有两位知县。设置之初，务本农业公司（开
通县）禀请原以本公司报领的七井子东荒段
捐留官署，作为镇基，并经盛京将军增祺呈奏
皇帝允准，开通县治所改设七井子东，定名富
平镇。七月，开通县招募捕盗马队。

同年九月初四，开通县设治委员王寿祺
接钤（印）事。因治所富平镇只是镇基，暂在
双流镇（今洮南镇）赁房办公。

1905年2月13日，开通县衙在七井子东
（富平镇）开建，同年8月23日竣工。同年七
月，开通县成立警察局，九月，开通县设治委
员王寿祺由洮南府临时公所迁入衙署办公。
同年，成立开通县商会。并开始清查户口，编
立保甲，各户悬挂门牌。洮南府税捐局在金
城堡（哈拉乌苏）设开通县税捐分局。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二月，开通县成
立文报分局。三月十六日，开通县裁撤捕盗
马队，建捕盗营。四月，设立开通县监狱。并
由县衙署与商人合办因利线局。九月，开通
知县王寿祺创办官、商合作的福昌粮店。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九月三十日，开
通县第一所官立小学开学授业，学生16人，
教员1人。同年清政府批准在图什业图旗
（科右中旗）自得力四台（现耀东乡南端），北
至茂改吐山(今突泉县北界)放荒,也称第二
次官垦，从光绪三十二年开始到三十四年结
束。此次放荒面积为116.3万亩，后属瞻榆
县。这是继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首次放
垦后的第二次放垦，但放垦的草原属科右中
旗辖地。

宣统二年（1910年），第二任开通知府薛
宝三就任后，首倡，在开通城内建粮食集市，
这是今天我们可以追朔到的白城地区有史料
可查的最早的粮食销售市场。

同年，清政府再次批准在扎萨克郡王（科
右前旗）台吉朋克斯及巴勒吉尔留牧地爱其
挠（现通榆县西艾力一带）放垦土地20万亩。

宣统三年（1911年）三月，开通县署明
令，在全县境内实行官印婚书，即结婚必须履
行登记手续。同年八月二十二日，开通县成
立议事会、参事会，成立一年后撤销。同年十
二月又撤销了成立于1910年的城厢议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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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名臣林则徐，晚年常以自己的成长经历教育子孙吃苦耐
劳，奋发图强。林则徐传给后人的一盏青花瓷油灯，是林家最为珍
视的传家宝，因为它蕴含着林家一脉相承的清廉勤俭家风。

林则徐玄孙林崇墉著有《林则徐传》一书，书中记载，林家有一件
很有象征性的传家宝，即双芯油灯。每到除夕合家团圆的时候便拿
出油灯，以供长辈教育后代之用。在林则徐祖父那一辈，家道中落，
田产、房屋都变卖了。林则徐的父亲林宾日想通过科举取得功名，重
振家业，一心苦读，常常彻夜不眠，可是竟因此得了眼病。中举无望，
他只能以教书为生，因此林则徐年少时家境颇为清苦。每当夜幕降
临，林宾日便点上油灯的一根灯芯，在灯下教林则徐四书五经，天天
如此。经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挑灯苦读，林则徐的学识和品德都
大有长进。长大后，为了增添家庭收入，林则徐在闽县衙门内兼做知
县的书廪，也就是抄写员，以其所得俸禄填补读书费用。后来，林则
徐回忆这段经历时，常想到小时候的冬夜，那时天寒夜长，在一间破
旧小屋里，桌上点着仅有的一盏油灯，父母、自己、姐弟几人凑着油灯
坐好，父亲和他读书，母亲和姐妹做针线活，常常身上冷得发抖……

豪富多出纨绔，寒门多育英才。尽管家里如此穷困，林宾日总
是严格要求林则徐，除了教导林则徐学习儒家典籍，也让他了解李
纲、岳飞、于谦等民族英雄的事迹。当林则徐听父亲讲起南宋爱国
将领李纲的祠堂在福州越王山上，便向父亲提出邀请同学前去拜
谒，父亲非常支持。

林则徐为官后清正廉洁，这与少年时期的家庭环境和家庭教
育有直接关系。这种家风传承延续到了后代，林家后裔每逢除夕
吃年夜饭，长辈总会在桌子上摆一盏油灯，吃一盘素炒豆腐。每当
这时，林家长辈总指着那盏油灯，对孩子们说起林则徐年少家贫时
的故事。有一年除夕夜，家家户户张灯结彩，佳肴满桌。邻居见隔
壁林家非常热闹地在吃年夜饭，便好奇地向屋内探望，见到的却是
林家一家人围着一张矮桌子，桌上摆放着一盏油灯，津津有味地吃
着一盘素炒豆腐。

林则徐曾手书清朝大臣程祖洛的一段格言：“芝草无根，醴泉无
源，人贵自立；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民生在勤。”甜美的泉水没有源
头，灵芝仙草没有根基。人贵在靠自己的努力才能有所建树。流动
的水不腐臭，转动的门轴不生蛀虫，民众的幸福在于自己的勤劳。

林则徐的优秀品质，正是得益于年少时的磨砺，而这盏油灯正
是这段经历的缩影。

优秀的剧集、文艺作品不会因为平台的更
迭而失去魅力，在任何时代和媒体环境之下，
都会释放出艺术之于现实的穿透力和影响力

最近热播的几部电视剧，不仅在收视上
形成了一个个高峰，也在线上线下引发了话
题效应。

以时下正在电视台和网络热播的《青春
斗》为例，该剧讲述了大学同宿舍5个性格迥
异的女孩，在6年的青春跨度里不断成长，最
终实现梦想的故事。有意思的是，这部在网台
同步播出的电视剧，播出之初在电视台的收视
效果并不是那么引人注目，但随着一个个话题
在网上酝酿发酵，网络点击量不断走高的同
时，也拉动了电视剧在电视台的收视成绩。

曾经一段时间，电视剧和网播剧的分野
很明显，似乎在传统平台和新媒体平台播出
的剧集就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文艺形式，究其
原因，不得不说是因为一些网剧在思想导向、
艺术品质等方面存在不少问题。但近年来，
随着对“网台同标”要求的加强，不少出品方
和播出平台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对艺术品质的
追求不断提高，网播剧的水准也大大提高，不
少剧集不仅在网台同步播出，甚至一些“诞
生”于网络平台的剧集也能转战电视台，获得
更好的传播效果和影响力。

当然，一部剧集要让观众既爱看又乐于
讨论，最关键的还是在于要真正关注百姓生
活，关注社会现实，对社会话题有所回应。从

《编辑部的故事》到《奋斗》再到《青春斗》，赵
宝刚对现实的关注是持续的。他说，《青春
斗》里很多情节都源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力图传递出的“青年
人要靠自己奋斗”的理念，契合了当下年轻人的精神追求。

这方面，刚刚在电视台和网络平台完成首轮播出的《都挺好》也
是很好的范例。虽然首轮播出已经结束，但《都挺好》在线上线下的
热度始终未减。这部聚焦现代都市生活的剧集直击现代人内心，引
来许多“自来水”，剧中父亲“苏大强”的形象还被制作成网络表情，在
年轻人中间迅速传播。

实际上，从过去多年的发展中可以看到，媒体平台的传播力或影
响力势必随着时代的发展有所更迭，然而，优秀的剧集、文艺作品不
会因为平台的更迭而失去魅力，相反，在任何时代和媒体环境之下，
都会释放出艺术之于现实的穿透力和影响力。

希望有越来越多关注现实、回应现实的剧集与观众见面，不论通
过电视的大屏还是手机的小屏，都更好地触及社会的脉动，让观众更
深切地感受到文艺作品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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筚路蓝缕：是指驾着简陋的柴车，穿着破烂的衣服去开辟山林道路，形
容创业的艰难。出自：《左传·宣公十二年》：“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说的是
楚若敖和楚厉王蚡冒开疆拓土的事情。 徐俊 姜兆刚/图文

蚕是中国古代最主要的经济昆
虫之一。蚕的经济价值在于蚕丝，
是主要的纺织原料之一。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养蚕的
国家。关于养蚕的起源，古史中有
伏羲“化蚕”，嫘祖“教民育蚕”的传
说。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表明，
在距今5000多年以前，先民已经开
始养蚕。其中最重要的证据是河南
省荥阳市广武镇青台村仰韶文化遗
址出土的丝织物残片，从纤维来看，
其单茧丝截面积为36至38平方微
米，截面呈三角形，是典型的桑蚕
丝，其年代可追溯至距今5500年左
右。此外，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距
今约4000年）出土的绢片、丝线和
丝带，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
址（距今约6000年至5600年）出土
的半颗蚕茧，都为养蚕起源的时间
和地点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周代，养蚕已有专用蚕室。公
元3世纪后期，出现了小蚕恒温饲
养，说明当时对于蚕的生长与温度
之间的关系已有一定的认识。但直
到元代，《士农必用》中才对蚕生长
的各阶段所需温度有详细说明。晋
代对于蚕的微粒子病和软化病已有
所认识，时称“黑瘦”和“伪蚕”。据
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记载，人们
还从种茧的选择和盐腌贮藏方面来
防治蚕病。宋元时期，对于蚕病的
防治更进一步，贮茧方法除盐渍之

外，复又出现日晒和笼蒸。与此同
时，作为防治蚕病主要手段的浴蚕
方法也得以改进。早期浴蚕主要在
川中进行，宋代出现了朱砂温水浴
法，元代出现天浴，利用低温选优汰
劣。明代有天露、石灰水、盐水浴种
等方法，并采用杂交方法培育嘉种，
以提高蚕的防病能力，这是养蚕技
术上的一大创造。

中国养蚕技术长期处于世界领
先地位，为世界蚕业发展作出了巨大
贡献。公元前11世纪，养蚕技术传入
朝鲜，随后传入日本。秦汉以后，中国
的养蚕技术沿丝绸之路传入中亚、南
亚及西亚地区。公元6世纪中叶，拜
占庭帝国通过印度僧侣从中国私运
蚕种至该国，是为西方有蚕业之始。

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
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

【赏析】
四月，春暖花开，正是踏青和赏花的日

子，但对农人来说，却是开始一年忙碌的时
刻。南宋诗人翁卷的这首诗就描述了南方
乡村四月的优美景色和农人的忙碌生活。

南方的乡村，山陵和原野交错，此时
已被新绿铺满，令人赏心悦目。原野上的
水田，因为要开始插秧，预先灌满了水，远
望过去，白晃晃一片。布谷鸟也开始啼唱

“阿公阿婆，割麦插禾”，催促田家开始耕
种。雨是最寻常的，“像牛毛，像花针，像
细丝，密密的斜织着”，天地间像笼着一层
薄烟。这两句写诗人远望所见的乡间景
色，充满勃勃生机。画图中虽不见农人，
却处处透露四月农事渐忙的气息。有人

将“川”解作一般的河水，是不准确的，因
为这样跟后两句写农事就连不上了。

水田已备好，子规在催耕，春雨又贵
如油，农人们自然闲不住，这不，春蚕刚刚
结成茧，又马上开动去插秧了。对他们来
说，这个四月是珍贵的，要抓紧时间插下
秧苗，以待秋天更好的收获。这两句仅做
概述，没有直接描写农人们的忙碌，但能
想象那绿原白水间，那斜织的烟雨中，到
处都是披着蓑、戴着笠的农人弯腰劳作的
身影。读到这儿，你有没有觉得前面的图
景因为有了他们的参与，才一下子有了灵
魂，活了起来？

翁卷一生未曾出仕，长期隐居乡间，
以布衣终老。他对田家生活非常熟悉，能
够从寻常景物中撷取富有特点的物象，稍
加点染，即能真切可感，透漏出一种清淡
恬雅的韵味。 （雨果）

明朝大儒陈白沙先生有一篇“忍”字
箴道：“七情之发，惟怒为剧。众怒之加，惟
忍为是。当怒火炎，以忍水制。忍之又
忍，愈忍愈励。过一百忍，为张公艺。不
乱大谋，乃其有济。如不能忍，倾败立至！”

能忍是一种气量。古人云：“唯宽可以
容人，唯厚可以载物。”孔子也说：“恭则不
悔，宽则得众，信则任焉。”《三国演义》中，
那周瑜少年英俊，才华出众，可惜心胸狭
窄，尤其容不得强于他的诸葛亮，竟发出

“既生瑜，何生亮”的感叹，被活活气死。《水
浒传》里的王伦，原是方圆八百里水泊梁
山的第一任寨主，却也“心地窄狭，容不得
人”，对因“智取生辰纲”事发投奔梁山的好
汉，以“敝小寨是一洼之水，如何安得许多
真龙”为由回绝，引出一场“林冲水寨大并
火”，王伦因此遭杀身之祸。而梁山泊自从
晁盖、吴用等人主事，做到了“有容乃大”，
广纳豪杰，群贤毕至，使山寨由衰转兴。

能忍是一种修养。一个思想修养好
的人，是会从大局出发，充分考虑发怒可
能产生的后果，从而理智地克制自己，去
完成胸中远大的事业。魏国的西门豹性
情急躁，为此他在腰间系一根皮绳用以自
戒，成就了他治邺的政绩；赵国的蔺相如
面对老将廉颇的“挑战”能忍，终与廉颇将
相和，保障了赵国的安宁；南宋的陆游，把

“忍字常须作座铭”，以忍制怒，培养出坚
忍不拔的性格，使他成为伟大的爱国主义
诗人；民族英雄林则徐把“制怒”书写匾
上，用冷静的态度理政处事待人。“天下有
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
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苏轼《留侯论》）。足见，“忍”必须有远大
志向、广阔的胸襟。“忍人所不能忍，容人
所不能容，处人所不能处”，这不是懦弱，
恰恰是勇而有力量的表现。

能忍是一种定力。古时杨震能忍金
钱所诱不纳金，曹鼐能忍美色所诱不越
轨，公仪休能忍食欲所诱不受鱼，冯士圻
能忍爱好所诱不收画，皆心有定力也。而
贪官却往往不能“忍”：面对真金白银，财
欲忍不过；面对娇艳粉黛，色欲忍不过；面
对奇珍异宝，物欲忍不过；面对高官显位，
权欲忍不过。于是伸手就要，贪得无厌。
可见，就这一个“忍”字，比出了廉官与贪

官的高下之分，廉、贪之间便有了天壤之
别。“忍”是一种定力，定力就是心力，心力
需要修炼，要“日能三省吾身”以修心。要
坚定信念，坚守信仰，多补“精神之钙”，多
壮“正气之骨”，不为“利”所诱，不为“色”
所迷，不为“权”所惑，铸就思想上的“铜墙
铁壁”，“邪风”吹不动，“百毒”难浸身。对
于共产党员来说，更要以党章来熔铸灵
魂，以党规来规范言行，以科学理论来修
炼党性，慎微、慎独、慎初、慎终，自重、自
省、自警、自励。练就这样的心力，才能在
任何情况下，忍得住诱惑，守得住防线，永
葆一身正气、一世清白、一生平安。

能忍是一种担当。习近平总书记说：
“担当大小，体现着干部的胸怀、勇气、格
调，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胸怀大
格局的人，才能做到“忍”。刘少奇同志曾
说过：“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他对待同志
最能宽大、容忍和‘委曲求全’，甚至在必

要的时候能忍受各种误解和屈辱而毫无
怨恨之心。”革命战争年代，很多党的地下
工作者就是这样的范例。一位从事信访
工作多年的老干部曾这样嘱咐新入职的
干部要学会“忍”：“老百姓激动的时候，干
部不能激动；老百姓发火的时候，干部不
能发火。”老百姓有抱怨，很多情况下都是
因为自身利益受到了损害，容易激动甚至
急眼，也是人之常情。即使干部因此受了
点委屈，与维护百姓利益比较起来，又算
得了什么呢？对于今天的领导干部来说，
在日常群众工作中，与群众打交道，应处
处恪守“忍”的理念，发扬“让”的风格，彰
显“宽”的气度，这不仅是一种个人品质，
更是一种政治本色。我们讲“职为民所
赋，权为民所用”，作为人民的公仆，党员
干部首先就应当摆正自己的位置，以百
姓利益为重，以百姓之心为心，处处为人
民着想，事事同人民商量，时时为人民担
当，随时准备牺牲个人利益，以个人利益
无条件地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忍小我
而利大公，才真正体现一个共产党人

“忍”的境界。
当然，“忍”，不是无条件的。比如，

对损害党、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坏人坏事、
腐败行为，不仅“零容忍”，而应义愤填
膺，与之坚决斗争。

以 忍 克 己
●陈思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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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安县中央大街（今海明路步行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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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御制耕织图》中的
采桑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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