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搬掉这座隔离亲情的‘大山’，对家人多
一分关心，多一点陪伴，让家成为温馨的港
湾，让社会充满友爱……”由石楼县委宣传部
出品的微电影《家庭八项规定》讲述了一段在
疫情期间，淘宝一家三口人因为沉迷手机而
发生的一些家庭矛盾。特别是淘妈收到老师
的一条短信打破了家庭的“和谐氛围”。淘妈
和淘爸得知儿子淘宝的学习成绩都是通过手
机百度时，内心才幡然悔悟，最后一家人立下
了“家庭八项规定”，放下手机开始了美好生
活的故事。影片的主旨想要说明手机带给我
们的危害，并且呼吁大家放下手机。

在 21 世纪的今天，手机已经成为嵌入我
们身体和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是我们无法剥
离出去也不能剥离掉的一部分。因而我们对
于手机的评价远远不能非黑即白，当我们试
图搬掉手机这座大山时，真正本质的问题才
得以显现。

电影一开场就展现了淘宝一家人的形
象，手机镜头前化着妆的淘妈正在卖力地直
播，儿子淘宝坐在沙发上激情满满打着游戏，
身边的老爸横卧在沙发上玩“斗地主”，嘴上
还叼着一只未点着的烟。一家人沉浸在各自
的手机世界里。

影片以父子的一段对话展开，淘宝因为

打游戏发出的声音影响到了一旁的淘爸而被
踢了一脚以示警告，又因为淘宝打赢游戏后
情不自禁呼喊“我赢了！我赢了！”这本该展
现出孩子自然的天性，却引来淘爸的一顿训
斥，“吵什么吵，把老子的球都输掉了”。淘爸
输掉游戏后不仅做出打自己耳光的行为，更
可怕的是把这种不满发泄在孩子身上，当淘
宝天真地说出输球是因为爸爸手臭时，淘爸
的自尊心被这句话击破，“敢说老子手臭，老
子拿这臭手抽死你。”再次用暴力回应。

影片想要呈现的是父子因为手机游戏而
产生出了矛盾，而实际恰恰说明并非如此。
难道是手机教给淘爸说出不得体的话？难道
是手机教会淘爸用呵斥武力来教育孩子？难
道是手机教会淘爸把输球后的不满情绪发泄
孩子身上？显然不是。

当淘宝害怕再次被淘爸暴力而求助正在
直播中的淘妈时，此时淘妈给出的反映是用
手指着淘宝说：“没看到我正在直播吗？害我
当不了网红你们俩都给我喝西北风去”。推
搡着淘宝“去去”，而淘妈忙于手机直播而忽
略或根本不屑参与到孩子的学习中。无奈的
淘宝只好乖乖躲到自己房间。由此给我们观
众提出警示:难道淘妈在面对淘宝求助的时
候，给出的教育方式仅仅是因为忙于手机直

播？还是因为手机直播所以导致她说出这样
的话？显然都不是。

淘宝上网课被老师提示邀请家长一起陪
同，当作业遇到问题想请教父母而被拒绝，只能
被迫拿起手机百度。而当收到老师发来的短信
通知时，得知孩子表现不好，上课一问三不知，
而考试成绩优异的情况时，气急败坏地要找孩
子算账，难道她真的对自己的孩子没有一点认
识吗？还是认为自己是一位称职的母亲？在这
样的教育方式教育环境下成长的孩子，能单纯
地说是因为手机造成的吗？显然也不是。

影片虽“微”而意义深远。为了证明手机
带给我们的危害，呈现出的是一个有着家庭
暴力习惯武力解决问题的父亲，一个牺牲掉
孩子的成长一心想成为网红的母亲，一个想
得到关爱又调皮的孩子。这样一个三口之
家，造成这些问题最本质原因不仅仅是手机，
还有更多的是来自淘爸淘妈自身的素养与教
育孩子方式的缺位。谁会相信因为一部手机
而产生矛盾又能够因为放下手机而回归美
好？也许观众能够看到的是淘妈通过手机实
现自我的价值，靠直播卖货增加家庭的收入，
淘爸通过手机可以和远在他乡的大哥视频联
系和联络感情，淘宝可以用百度解决不会的
作业题。

影片末尾，当看到片名《家庭八项规定》
时，相信大部分观众一定想知道到底是哪八
项，带着这样的好奇我们等到的是一家人放
下手机后幸福的画面。当直接暂停视频截
图，放大图片仔细看，第一条就让人忍俊不
禁，“从周一到周五，家庭成员都不准玩手机，
发现一次拖地十天”；第五条“如果孩子表现
好，可奖励玩手机一次，时间不得超过两小
时”；第七条“孩子学习时，大人可以做家务或
看书，杜绝玩手机”等等，这不得不说是非常
鼓舞的规矩了。

“无规不成圆,无矩不成方”。虽然人们普
遍对于外界信息的关注度持续增加而手机好
像已成为最重要的通道，虽然在日常生活中，
没有哪个正常的人能够一周都不碰手机，所
以立规矩是我们要倡导弘扬的，守规矩更需
要我们共同努力。

有规矩，才成方圆
——观看中共石楼县委宣传部出品的微电影《家庭八项规定》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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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村公社申江沟大队，坐落
在孝义西北隅，距县城 130 里，离
公 社 所 在 地（杜 村）还 有 40 里 。
人称孝义的新疆“阿勒泰”。

1975 年 调 任 晏 治 平 杜 村 公
社党委书记后，耳闻目睹，了解
到申江沟大队，由于地势偏僻，
山路狭窄，带来交通不畅，信息
闭塞，思想守旧，生产落后等问
题 ，晏 治 平 和 公 社 党 委 研 究 决
定，专门召开了一次“修通申江
沟汽车路”的党委扩大会议。会
上，晏治平动情地说：“我们共产
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的，是
为人民造福的，我们要做先人没
干过的事。只要我们上下团结
一致，充分发挥人民公社集体的
力量，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会后，各大队抽出强壮劳力，组
成千人修路大军，自带行李、米
面、锅灶、工具等，浩浩荡荡开进
工 地 ，安 营 扎 寨 。 大 家 喊 出 了

“学大寨战天斗地，让山丘低头，
要沟壑让路，不达目的，誓不罢
休”的豪言壮语，人人精神振奋，
斗志昂扬，工地上炮声隆隆，车
辆穿梭，迂山僻路 ，逢沟填土，
大战 20 天，修通 7 米宽 40 米长的
汽车路。

通车剪彩那天，沸腾了的山
庄，有着喜庆节日景象。红旗招

展，标语满墙，男女老少，齐集在
打谷场上。当晏治平宣布“经过
我们公社的千人大会战，我们盼
望已久的汽车路，今天终于胜利
通车啦！”话音刚落，社员们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此
起彼伏，响彻山峦，一位 80 多岁
的王大爷，手拄拐杖摇摇晃晃，
跑到晏治平跟前，饱含热泪说：

“晏书记，俺思前想后，要不是共
产党领导得好，真是盖上十八张
被子也怕梦不到啊！”

通车后，每天卡车哒哒上，
拖拉机嘎嘎下，源源不断地把大
队盛产的土豆、莜麦、胡麻、花
椒等土特产，运到太原、阳泉、
石家庄，换来了个不一样的好价
钱。一车一车又把优种、化肥、
农药、 农业机械等，从县城里
拉回来，社员们高兴得快要跳起
来啦！

晏治平在县劳动服务公司，
短短 2 年多工作时间，为县技工
学校，盖起三层办公楼。为职工
们盖下三幢小二层家属宿舍楼。

历史在孝河中沉浮，时间如
丝绸般滑过，美丽和幸福扑面而
来。如今，晏治平已与世长辞了，
但他的可贵精神常在，他为老百
姓办的许多好事，实事，将永远留
在老百姓的心中。

他是个为民办事的实干家
□ 薛振华

打开尘封的记忆，在我脑际里镌刻下深深的烙印。这个人心里时刻装着百姓，在他数十年的工作生涯中，究竟为民办了多少好事
和实事，谁也数不清，道不尽。他就是众所周知的晏治平同志。

晏治平的哥哥晏治华，早年（1938年）参加了我八路军牺盟决死队。也许他受哥哥进步思想的影响，高小毕业后，就义无反顾，迫
不及待，于1950年就参加了工作。1958年光荣入党，先后任孝义四区团委组织委员，共青团孝义县委干事、县农工部农业专干、县农
业局副局长、兑镇公社革命委员会主任、杜村公社党委书记、兑镇镇党委书记、市劳动局调研员兼市劳动服务公司经理等职。他无论
走到哪里，都能以一个共产党员身先士卒、率先垂范、吃苦耐劳、忠心耿耿的奋斗精神，扑下身子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为老百姓
办好事，办实事。因此，人们称赞他说：“老晏是个为民办事的实干家。”这个评价一点也不假，要知后事如何，听我娓娓道来。

困难吓不倒英雄汉，十指抱拳千
斤力。1969年晏治平调任兑镇公社革
委主任后。他上任的头一件事，就是深
入基层调查研究。经调查得知：兑镇的
人，反映最迫切、最强烈的问题是，因兑
镇街年久失修，街面上坑坑洼洼，高低
不平，刮风一身土，下雨两脚泥，人们说
是“扬灰路”和“滑倒街”。

可 是 ，公 社 一 无 资 金 ，二 无 技
术。要想把东起清虚宫，西至后庄
村，800 米的路铺成水泥街，谈何容
易？他思来想去，最后一锤定音，向
驻镇机关单位集资。老晏厚着脸皮，
不顾劳累，风雨无阻，一个一个单位

地跑。先后去过两矿（水峪矿、兑镇
煤矿），三站（火车站、粮站、食品站），
四所（邮电、供电、工商、税务）等 20余
个单位。每到一处他都要苦口婆心
地说，不厌其烦地讲。众人拾柴火焰
高，山溪汇流成大海。不多时候，各
机关都伸出支援之手，慷慨解囊，捐
出一大笔款，使这一铺设水泥街工
程，如期开工了，并很快竣了工。从
此，结束了兑镇街“扬灰路”的历史。

晏治平为给公社积累资金，在他
两任兑镇公社领导期间，还先后建成

“榨油房”“五七煤矿”“拖拉机站”等
企业。

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正在蓬勃
开展。孝义县革委向全县发出“学大
寨，大搞高标准农田”的通知。兑镇
公社革委立即召开动员大会。会上由
晏治平主任传达了“通知”精神，白治
水副主任做了详细安排。大会号召各
大队要迅速组建一支专业队，支援偏
店改河造地工程。偏店大队的支部书
记苏尚礼，大队长苏祖康表示：一千个
拥护，一万个支持。各大队专业队，都
以军事化行动，开进偏店湾工地。每
天早上 6点钟上工，中午饭吃在工地，
一直要干到下午 4点才收工。他们冒

严寒、踏冰雪，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
难”的大寨精神，100多辆小平车在南
山下取土，车来人往，热闹非凡。大战
冬春，圆满地完成了 60多亩石头河滩
的垫地任务。当年种植了玉茭，长得
杆粗、叶壮、棒子大，一派丰收景象。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们正在欢声笑
语之中，忽然天空浓云密布，大雨倾
盆，山洪暴发，把绿油油的庄田，霎时
冲了个精光。晏治平站在土堰上，目
睹残状，眼泪夺眶而出。从此，兑镇地
区有了“晏治平，治不平”“白治水，治
不了水”的风趣传言。

兑镇镇南营村，坐落在海拔 1008
米的山巅上。千百年来，祖祖辈辈的
南营人，吃水要到 2 里以外的陡坡下
担，遇上天阴雨下，吃水就更加困难，
村里人为吃水不知受了多少苦。因
此，周围村里有个“南营里水缺，唾
上唾洗脚”的不光彩形容词。

1923 年村里在村东平地上凿出
一眼（105米）深井，安上辘轳，两人操
作，一上一下就能把两桶水摇上来，
这当然要比到陡坡下担水，省力得
多。可是年长日久，随着村里人口的
增长，全村人靠一眼井担水，经常是
挤满了人，人多了要等水，一等就得
个把钟头，为此，经常耽误社员上地
干活。

晏 治 平 发 现 这 一 情 况 后 ，思 思
谋谋想给南营村里通上电，用电来
抽水。为此，他多次到介休，和汾西
矿务局的领导商议，把给水峪矿路
过南营村的高压线上接通了电。有
了电，还得购买抽水设备，当他得知
县水利局要给农村下拨水利款的消
息后，又马不停蹄，几次跑到县水利
局，费尽周折，给南营村拨下 3000元，
购买了深井用的高扬程水泵等，把水
抽到水塔里，社员们一拧水龙头，就
能轻松地把水担回家，人们感动地说

“这是人家晏治平，东奔西跑，南征北
战，立下的汗马功劳。”

“扬灰路”变成水泥街

乱石滩垫成好良田

用辘轳摇水改为
水塔里担水

蚰蜒道筑成汽车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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