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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尺巷很短，所留存的历史却很长。据 《桐
城县志略》 记载，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
礼部尚书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发生土地纠纷，
写信向远在京城的张英求助。张英收信后回诗一
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
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张家人收到回
信豁然醒悟，主动退让三尺，吴家备受感动，亦
让出三尺。闻名历史的六尺巷因此形成。此后，
六尺巷的故事通过方志、口碑、戏剧等媒介形式
流播绵延已300余年。

六尺巷很窄，所展示的道理却很宽，是宽在故
事背后的礼让精神。前不久，总书记百忙中来到六
尺巷，详细了解历史渊源，重温张吴礼让典故，对
六尺巷中蕴含的“谦和礼让、以和为贵”精神充分
肯定。在今年新年贺词中，他又提到六尺巷。这对
我们发扬光大六尺巷“礼让家风”，以六尺巷礼让家
风赋能现代社会治理，营造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环
境，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我们古人对“礼”有三个定义：礼也者，理
也；礼也者，履也；礼也者，体也。《论语》也主
张：“礼之用，和为贵。”以礼相让、秉持诚信、待
人和睦，在千百年间逐渐内化为中国人的文化基

因。至今，我们倡导家风家教“和睦礼让”、人际交
往“以礼相待”、解决矛盾“礼让为先”、办企经商

“谦和礼让”……一个“礼”字，堪称是一个具有深
厚文化内涵的汉字。

近年来，桐城市将六尺巷包含的文化内涵与和
谐司法理念融合、与社会治理实际结合，将六尺巷
典故蕴含的礼让和谐精神注入社会治理，总结提炼
出“听、辨、劝、借、让、和”的“新时代六尺巷
工作法”，以调解群众矛盾、推进社会治理。仅2023
年，桐城市受理民事案件 7783 件、调解调撤率达
50.65%；召开村民说事会1600余场，化解矛盾纠纷
560余件，为群众办实事850余件。体现了地方治理
中法治、德治、自治有机融合的思路，做到了矛盾
化解在源头、纷争调处在基层，扎扎实实走出了一
条源头治理、多元共治、和谐共享的基层治理之
路。因而2023年，“六尺巷调解法”被写入最高人
民法院工作报告，“六尺巷六步走”工作法入选全国

“枫桥式工作法”。为以六尺巷礼让家风赋能现代社
会治理，提供了依据，在我市各地的实践中正不断
地与时俱进、“开花结果”。

六尺巷的故事虽发生在古代，但其精神内涵却
具有弥足珍贵，在今天的基层治理中，六尺巷的礼

让精神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比如“礼让”已
不单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更是一种融入发展全过
程，用于基层社会治理方法的创新。无论是在邻里
纠纷、社区管理，还是在社会公共事务中，“礼让”
的理念都可以帮助我们在纷争中找到解决办法。

我们还可以推而广之，将让六尺巷礼让家风赋
能现代社会治理。如环境保护、城市规划、社区建
设等方面都可以融入这种礼让和谐观念。

随着社会矛盾多样化和治理难度加大，我们可
将六尺巷礼让家风与和谐司法理念融合、与社会治
理实际结合，赋能现代社会的治理。比如企业与员
工之间劳动争议的解决，都可以通过这种治理模式
来实现化解。这不仅能增强企业的凝聚力，还能构
建更为温馨的社会氛围，也是现代社会对六尺巷礼
让家风的传承和发扬。

六尺巷里天地宽，让他三尺又何妨。三百多年
过去了，讲求礼让、以和为贵，依然熠熠生辉。它
不仅是一段历史的温馨记忆，更是一种治理的智
慧。不断回望历史、叩问传统，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礼让中汲取精神滋养，以六尺巷礼让家风赋能现
代社会治理，创新探索社会治理之道，我们的社会
定会更加和谐美好。

以六尺巷礼让家风赋能现代社会治理
□ 特约评论员 潘天庆

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桐城，有一条小巷，长不过
百米，宽仅有六尺，名叫六
尺巷。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4 年 10月 17日亲临桐
城考察，又在 2025 年新年
前夕发表新年贺词时提到
“六尺巷礼让家风代代相
传”。这条小巷一跃“出
圈”，引得万人纷至。
（《安庆日报》1月2日）

尽管具体时间尚未公布，但有一点是明确的，近
期广州马上开始推广“挂一管三”。目前公开的消息显
示，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天河医院已于近日推出“挂
一管十”的就诊服务，将一次挂号的有效期从24小时
延长至240小时。目前限于同一科室同一医生，视情况
或放宽至同一科室、不限医生。可以期待的是，将会有
多家试点医院开始实施“挂一管三”。

“一号管三天”就诊模式，直面就医现状，“小切
口”入手却疏通了就医难点堵点。有些医院试行此举，
不仅适用于普通门诊，还适用于专家门诊、专科门诊。
这表明，更多地方更多医院正在优化就医流程，方便
患者就医，以给患者减轻负担。“一号管三天”也由此
受到社会舆论的一致好评。

一直以来，“挂一次号只管一天”是几乎所有医院
的通行规则，却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烦恼。如果有些检查
不能在当天出结果，那么患者就要重新挂号，遇到项目
多更无法在一天内完成，还必须反复挂号，使患者苦不
堪言，不仅增加了患者的医疗支出，还使其不得不将付
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使就医体验严重负面。

而“一次挂号管三天”无疑是一个积极信号，有利
于减轻患者的医疗负担。2022 年 6 月发布的《医疗机
构门诊质量管理暂行规定》提出“医疗机构应明确挂
号有效时间，建立患者因检验、检查结果回报就诊的
保障机制，合理安排患者复诊次序”。这是对“一次挂
号管三天”有效施行给予的明确认可。

当然，任何医改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此举对
患者无疑有益，却也给医务人员增加了工作量甚至影
响其收入。因此，还要出台配套措施，对医务人员的绩
效收入分配重新进行评估并出台新标准，确保相关人
员的利益不受损，也使其对医改更加积极投入，达到
期待中的“多赢”。总之，“挂一管三”，措施好还要落实
好，由此才能达到既定目的。

“挂一管三”
措施好还要落实好

□ 刘天放

2024年12月，广州
宣布将于2025年起，从
市属医院开始试点“挂号

一次管三天”的惠民举措。羊城派客户端记
者2025年1月3日从多方获悉，目前广州多
家市属医院正在进行开展试点准备工作，全
市将于近期开始推广“挂一管三”，具体时间
尚未公布。

在民国时期，结婚登报在思想开明、经济优
渥、社会关系也比较广的新人中风行，彼时，国
内婚姻法和婚姻登记制度并不完善，结婚时在报
纸上公示，拥有一定法律效力，日后可以作为凭
证，免致悔约；同时知会远近亲友、分享喜悦；
而且报纸便于长久保存，更具纪念意义。

想不到如今，传统的结婚登报，成为不少年
轻人的“新型浪漫”，这些年轻人，可以说是既传
统又现代的年轻人，用复古感、保守感来表现自
己的时尚感。对双方来说，在报纸上发布结婚消
息，反而更具有诚意感。而且，他们登报对外宣
布自己已婚，意在更加公开和透明地展示自己的
婚姻状况，展示他们的爱情和承诺，比起网络信
息随时可以删除、修改，出版物一旦发行就不可
更改、撤销，铅字印下的不仅是他们结婚的喜
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有着很
大的权威与公信力，有着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
珍藏价值。

进而言之，随着社会变化越来越快，人们的
观念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婚姻关系面临着重重考
验，充满不确定性，故隐婚成为部分人的选择。
实际上，对外公开自己的婚姻关系，才是一种正
常的做法、健康的表现。

年轻人结婚登报，这是将传统文化深深嵌入
自身生活的可贵表现。与此异曲同工的是，近年
来，消失的婚书又“回来”了，铜质婚书、苏绣
婚书、卷轴婚书、折页婚书……一批新式婚书以
精美的形态在社交媒体涌现；一批专门从事婚书
定制的个人和机构也应运而生。婚书是古代婚姻
当事人持有的最直接、最原始的婚姻证明材料。
如今一些年轻人乐写新式婚书，在订婚或举办婚
礼时，当着双方父母、宾客的面宣读，诉说浓浓
爱意，许下白头之约，仪式感满满、浪漫感与幸
福感爆棚。婚礼结束后把定制的婚书卷轴挂在新
家的书房、茶室等处“喜今日赤绳系定，珠联璧
合；卜他年白头永偕，桂馥兰馨”等誓词，也能
时时提醒夫妻相亲相爱。

无论是结婚登报，还是定制婚书，都体现出
一些年轻人比老一辈更有文化自信，对本民族文
化有着更深的情感认同，尤其是对民俗文化的情
感认同更强。他们乐于将传统文化融入情感生
活，既向传统文化寻找浪漫，也从中寻找精神力
量，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下，传统文化又赋予年
轻人更多感知生活的触角。这是一种可喜转变。
在婚姻关系容易被物质和功利所迷惑的当下，期
待在我国登报结婚、定制婚书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结婚登报”的年轻人可以再多些
□ 李秀荣

近段时间以来，在报纸
上刊登结婚启事在不少年轻
人中流行起来。这些年轻人
选择“结婚登报”的原因多种
多样，有人是为了选择一种
浪漫的纪念方式，有人是为
了收藏。对于这种方式，专
家指出，每一代年轻人都喜
欢一些个性化的消费，“结婚
登报”是一种年轻人彰显自
己个性的方式。
（1月6日《北京青年报》）

从秋月梨到柑橘，从葡萄到芒果，原本物美价廉的
国产水果悄然变身——在商家的精心策划下，不少水果
被层层包装，披上了各式“洋马甲”，贴上了一枚枚“洋标
贴”，从朴实无华的本土佳果，变成货架上充满异域风情
的“进口珍品”。近日，多地水果市场曝出“改头换面”后
的水果价格飙升现象，“如何看待‘洋包装’卖高价”的词
条迅速冲上热搜，引发社会各界对水果市场诚信经营和
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关注。

（据1月5日 法治日报 报道）

国产水果穿“洋马甲”
漫画/王铎

■“免费领养”背后暗藏“猫
贷”套路

养宠物原本是人们追求陪伴和温
暖的一种方式，但如今却成为部分不法
商家牟取暴利的工具。打着“免费领
养”旗号的宠物领养馆，以虚假的宣传
吸引消费者签订分期付款协议，将原本
的善意转变成一场精心设计的商业骗
局。消费者在“免费领养”宠物的同时，
却被迫签订“猫贷”协议，这些消费陷阱
不仅让领养者“猫财两空”，也暴露了宠
物经济背后的信任危机。
（1月3日 中央广电总台中国之声）

微评：“免费”这个词，不仅能吸
引眼球，还能降低消费者的心理预
期。以宠物经济而言，“免费领养”无
疑会让很多原本犹豫不决、踌躇不前
的人迈出那一步。

然而，宠物又不同于一般商品，
没有充足的准备，只是抱着“反正也
不要钱，不试白不试”的态度将宠物
带回家，很可能不仅对宠物有害，也
对领养人有害——如果所谓“免费领
养”本身就是“套路”的话，那“很
可能”三个字可以去掉。

其实，“免费领养”的“套路”并
不难防，至少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学
习宠物基本知识，能够对想要领养的
宠物的价值和健康状况有一定的判断
能力；另一种是选择公益机构领养，
不在意宠物的品种，完全出于爱心领
养被收留的流浪宠物。

当然，无论何种领养方式，请爱
宠人士一定要将爱进行到底，不要随
意遗弃宠物。

■警惕AI“一本正经”说谎

“自2025年 1月 1日起，宁波市将
免费乘坐公交车年龄从70周岁降低至
65周岁……”如果你问AI关于多少岁
老年人在宁波可以免费乘坐公交的相
关问题时，你可能会获得这样的回
答，然而，这样看上去有鼻子有眼的
回答，却彻头彻尾是条假消息。近年
来，人工智能生成虚假信息层出不穷，
远有美国资深律师使用ChatGPT协助办
案，向法官提交的多个案例均为AI捏造
的假信息。近有2024年6月网民使用
AI生成虚假地震视频与新闻信息被行
政处罚。这些事件都提醒我们，在获
取信息时，应以官方渠道为准，提高
对AI生成信息的辨识能力。

（1月4日 《宁波晚报》）
微评：就目前普通人能接触到的

人工智能而言，它还谈不上说谎。说
谎，是实施主体以隐瞒真相为目的而
进行的主动行为，也就是故意的。新
闻报道中出现的给出错误答案的 AI，
完全没有任何故意隐瞒宁波市免费乘
坐公交车年龄的动机。或者说，它们
并不是谎言的制造者，只是对谎言缺
乏甄别能力的传播者而已。

谎言是人制造的，传播谎言的AI也
是，AI“一本正经”说谎的问题，说到底，
还是人的问题。要治理这一问题，首先
要打击网络谣言，其次是督促相关平台
以负责任态度完善技术手段。

作为 AI 的使用者的我们，固然不
能盲目信任它们，但也不必对注定会
改变我们生活的新技术心怀芥蒂，不
妨以包容的心态，期待AI技术的发展
和成熟。 何飞 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