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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中国革命的发祥
地 ， 有 着 光 荣 的 革 命 历 史 传
统。与浦西一江之隔的浦东，
也是一块蕴藏着丰富红色记忆
的宝地。自中国共产党成立的
那一天起，众多革命先烈用鲜
血和生命在浦东这块土地上留
下英雄的足迹，书写了无数催
人奋进的故事。

上海是党的诞生地，浦东
一开始就享受党的阳光雨露。
早期党的领袖来浦东工厂、学
校演讲，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在
浦东有指挥部，浦东有参加南
昌起义的子弟，张闻天在红军
生死存亡关头支持毛泽东的正
确指挥，遵义会议成了转危为
安、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新起
点。抗日战争时期，浦东有党
领导的武装，在东海之滨、杭
州湾有力地打击日寇、伪军，
为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写下重
要一笔。浦东儿女在解放战争
各战场及解放上海战役中前赴

后继，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浦东
赴朝儿女过千，数百人英勇牺
牲 。 在 社 会 主 义 革 命 和 建 设
中，浦东粮棉油生产、乡镇企
业改革、出口创汇等冲在全国
领跑位置。作为国家战略的浦
东开发开放，给了浦东千载难
逢的良机，经过 30年奋斗，浦
东如鲲鹏腾飞，成了“上海现
代化建设的缩影，中国改革开
放的窗口”。

“不忘来时路，方知向何
行。”过去，前辈谱写了一首
首嘹亮的胜利之歌。如今，胸
怀大志的人才从海内外四面八
方 涌 来 ， 浦 东 成 了 创 业 的 热
土，创造奇迹的舞台。我们为
浦东昨天的辉煌而骄傲，为今
天接过红旗再启程而自豪，奋
勇向前，信心百倍，去迎接第
二个百年更璀璨的明天。

《百 年 浦 东 的 红 色 记 忆》
是一部上海浦东近百年红色革
命史，全书记录了中国共产党
成立以来，上海浦东地区在党
组织的领导下所进行的革命斗
争以及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共
收录文章 99篇，围绕在浦东这
块土地上所发生的人和事，既写
到了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领导的
革命运动，也写到了抗战时期如
何建立抗日根据地，更写到了和
平时期的建设成就，尤其是浓墨
重彩地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发
生的巨大变化。

保护生物多样性，推动绿
色发展，是当前国际社会的共
识，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生态文
明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
标志。虽然世界各国均把绿色发
展作为重大战略选择，但是全球
绿色发展进程仍不尽如人意。
2020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冲
击和世界经济衰退影响，无论是
生物多样性保护还是绿色发展都
将面临巨大冲击和挑战，实现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社会
任重道远，急需深入开展实践探
索，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绿色
发展迈上新台阶。

《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十
五次缔约方大会将在中国昆明

举办，主题为“生态文明：共
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加快推
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实
现 《生物多样性公约》 2050年
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和惠益
分享目标，对于实现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美好愿景和提高人类
福祉具有重要意义。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
发展之中国实践》 以此次大会
为契机，主要从三个角度展现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在推
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方
面所做的工作及取得的成效，展
现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共同促进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坚定决心，
展示中国引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大国担当。这
三个方面是：第一，全面阐述中
国生态文明理念及其对于生物多
样性保护的重大意义，总结中国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规、政策
等；第二，梳理保护生物多样
性、推进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
化的典型案例、经验模式和实践
成效；第三，提出实现生物多样
性保护和绿色发展双赢的对策
措施，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提供支撑。

提到中国当代乡土散文作
家，汪曾祺算得上一位名家。
在他眼中，草木皆有情，都是
大自然馈赠的礼物。在他的笔
下，生活充满着乐趣与味道。
正因为有爱、有暖，他的人生
才那样充满着清欢。

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
版的 《汪曾祺散文精选有味清
欢》 是对汪曾祺散文精品的一
次提炼与整理。全书分为“人
间草木”“那年那些人”“随遇
而 安 ”“ 四 方 食 事 ”“ 几 篇 小
说”5 个专辑。这些文章中，
有 一 些 名 篇 ， 比 如 《昆 明 的
雨》，写出了雨的韵味与昆明
这座城市的乡愁。这雨是带有
思念味道的，是让人念念不忘
的。汪曾祺对于花花草草是有感
情的，喜欢草木。因为，草木似
人，是有情的。山丹丹红艳艳，
花开花又落，一年又一年。春天
挖野菜，那二位童心未泯的老
人，一起采枸杞头，在生活中寻
找乐趣，这样的生活态度，总
是让人有一丝感动与羡慕。

行走过许多地方，总有些
寄情山水。登泰山，认识自己
的渺小与平凡。看担山人的辛
苦，感知生活的不易。桃花源
里访秦人村，吃擂茶，重温世

外桃源的闲致。岳阳楼上看洞
庭，感范仲淹的忧国情怀，思
绪飘向旷古的远方。

“那年那些人”记录了汪
曾 祺 生 命 中 重 要 的 一 些 人 与
事。这其中包括西南联大的一
些知名教授，比如他的授业恩
师沈从文先生、非常有趣的金
岳霖教授和闻一多先生。作者
用很大的篇幅与笔墨着重讲述
了沈从文先生的趣事，讲课趣
闻。通过他的描写，让我们看
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特别不一
样的学者形象。《跑警报》 一
文，他用讲故事的方式，带有
趣味性的调侃，从中我们可知
战争的残酷，昆明人苦中作乐
的精神状态，以及中国人“不
在 乎 ” 的 精 神 支 撑 。 文 章 写

“这位郑老兄听着炸弹不停地在
不远的地方爆炸，可他依然在
锅炉上神色不动地搅和他的冰
糖莲子”，读后让人忍俊不禁，
不得不佩服这位仁兄的无畏。

对于美食、故乡，汪曾祺
有着深深的喜爱与眷恋。高邮
湖上玩，看船、看打鱼，汪曾
祺对美食是津津乐道。对各种
野菜如数家珍，怀念着曾经挖
野菜的快乐时光，更是回想着
家 乡 的 味 道 。 汪 曾 祺 不 光 会
吃 ， 还 会 做 菜 ， 喜 欢 逛 菜 市
场 ， 挑 选 好 的 食 材 ， 自 己 烹
饪，品味美食人生。

汪曾祺被誉为“抒情的人
道 主 义 者 ”， 他 带 给 文 坛 温
暖、快乐和不凡的趣味，在他
的人生词典里，就是“日日有
小暖，至味在人间。”

经过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的快速发展，
我国经济社会各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综合国力
大幅增强，人均 GDP 达 1.1万美元，人民生
活水平已今非昔比。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
展，我国已经根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
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方
面都取得了较大成就。

然而，在肯定巨大发展成就的同时，
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问题依然存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
配 差 距 依 然 较 大 ， 收 入 分 配 制 度 仍 不 完
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不高，机会不均等
现象仍然存在，健康水平及健康机会的公
平性有待改善，精神文明与文化普惠发展
还存在短板。需要在发展中稳妥地解决上
述问题，走共同富裕之路，使发展的成果
更多、更好、更均等地惠及全体人民。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 2025 年
共同富裕得到扎实推动，到 2035 年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本世纪中叶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习近平总书
记在 《关于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的说明》 中指出，共
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
众的共同期盼。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归 根 结 底 是 要 实 现 全 体 人 民 共 同 富 裕 。
2021 年 8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
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发表讲话强调，共
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
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
任马建堂所编著的新书 《奋力迈上共同富
裕之路》 对我国推进共同富裕问题进行了
系统性地探讨，该书理论联系实际，内容
深入浅出，范围广而不杂，对于我们认识
共同富裕问题颇有助益。

推动共同富裕的现实基础

共同富裕是一个涉及全社会以及多方面
的系统工程，需要具备一定的基础，在基础
不具备的情况下推动共同富裕无异于无源之
水、无本之木。作者在书中讨论了我国推动
共同富裕所具备的一些基础性因素。

一是我国的经济实力和发展水平为共

同富裕提供了更高和更稳固的发展起点。
二是更加完整、高效和较富韧性的产业链
与供应链体系为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更可
靠的物质财富创造能力。三是显著提升的
创新能力为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更可持续
的内生发展动力。四是颇具韧性的经济社
会治理体系为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制度保
障。五是整体消除绝对贫困为推动共同富
裕完成了最基础性的任务。六是人民生活
水平大幅提升、各方面差距呈缩小态势，
正朝着物质生活共同富裕迈进。七是人民
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活跃，精神共同富
裕水平稳步提高。

虽然推动共同富裕具备一些基础性因
素，但还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脱贫攻坚
成果有待巩固，我国脱贫地区当前整体发
展水平尚低，精准扶贫政策有待坚持和完
善。地区发展差异较大，东部和中西部地
区差距仍然明显。城乡差距依然不小，城
乡居民收入、财富、消费、公共服务等之
间的差距亟待弥补。人群间的收入、财富
不均等值得关注。新发展阶段人民对共同
富裕提出更高要求，不仅是经济发展更加
充分的共同富裕，人民群众对共同富裕的
要求也拓展到民生福祉的各个方面，期盼
更好的教育、更高的医疗水平、更可靠的
社会保障、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
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等等。

完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

推动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抓手就是分
配制度，分配制度的合理与否决定了共同
富裕能否顺利实现。作者在书中对我国的
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制度进行了
详细探讨，并指出了这些分配制度目前存
在的问题，介绍了国外的可借鉴经验。

初 次 分 配 是 国 民 收 入 分 配 的 重 要 环
节，决定了收入分配格局的基本面。我国
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市场机制在初次分配中发挥重要作用。当
然，市场机制在发挥作用的同时，也会出
现失灵，导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这就需
要对初次分配进行改革，在注重效率的同
时也不放弃公平，同时以再分配和三次分
配作用重要补充。

再分配制度要突出体现政府在促进社
会公平中的重要作用，重点通过财税等手
段纠正市场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习近

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指出，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
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
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
准性”，这为健全和完善再分配制度提供了
明确方向和思路。

三 次 分 配 充 分 调 动 社 会 的 积 极 能 动
性，以道德为引领，通过慈善捐赠、资助
和志愿服务，发挥倡导共济互助、促进社
会和谐的功能，是对分配领域市场机制和
政府机制的有益补充。健全三次分配制度
需要从现实入手，分析总结面临的问题和
挑战，充分借鉴有效经验，将三次分配建
设成为优化收入分配的重要机制。

调节高收入扩大中等收入

表面来看，推动共同富裕就是使不同
人 群 之 间 的 收 入 和 财 富 分 配 差 距 不 会 太
大，一个方面是从低收入群体入手，提高
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另一个方面则是
从高收入群体着眼，通过税收等手段有效
调节过高收入。总体来看，就是让低收入
群体和高收入群体的比例不是那么大，而
是使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不断提高。

正常条件下，由于不同的人在知识、
能力、禀赋、机遇等因素差别较大的情况
下，收入很可能会有较大差别，部分人群
的收入可能会较高。对于这部分高收入群
体，需要借助有力、有效、公平、透明的
政策工具进行规范和调节。还有一种情况
是，一些人通过钻国家法律、政策漏洞、
内幕交易、财务造假、贪污腐败、偷税漏
税等手段获得了高收入，这是收入分配中
的“毒瘤”，需要严厉打击，坚决取缔。

控高提低最终要形成一个中等收入群
体 占 较 低 比 例 的 社 会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一文中指出，“要抓
住重点、精准施策，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
迈入中等收入行列”。中等收入人群是维护
社会和谐稳定的中坚力量，是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人力资源基础，是建设高品质
生活的主力军。2019 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
比重为 22.9%，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明显偏
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扩
大中等收入群体要在坚持促进经济高质量
发展、夯实居民收入增长的基础上，进一
步聚焦重点人群，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
策并提高政策实施的精准性。

提高农村收入水平

目 前 ， 我 国 大 部 分 人 口 都 在 城 镇 生
活，但仍有 5亿多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考
虑到一些农村户籍人口长期生活在城镇地
区，农村户口的人群规模要更大。相对来
说，农村居民的收入要更低，对于推动共
同富裕来说，提高农村地区人们的收入水
平是一个艰巨繁重的任务。

尽管我国已经根除了绝对贫困，尽管
在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迈进的过程中
农民生活得到全方位、大幅度提升，农村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发展成效明显，但农
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和农村面貌相对落后
的基本格局并没有改变。在实现共同富裕
的新征程中，短板弱项仍集中在农村。

在新发展阶段缩小城乡差距、农村内
部不同群体、不同地区农村间的差距，既
要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增加对农村特别
是农村低收入人群和欠发达地区农村的公
共资源投入，也需要激活农村主体、要素
和市场，增强农民农村内生发展动力和能
力。尤为关键的是，要深化改革、强化创
新，彻底消除城乡二元体制，推进农村退
地和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农业农
村优先发展的保障机制。

小结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在我国
逐渐由富起来向强起来转变的过程中，我
们既要推动国家向更高水平发展，也要关
注收入、财富的分配，使发展的成果被全
体人民所共享。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根除了绝对贫困，但我们要清醒地认
识到，还有很多人的收入和财富水平并不
高 ， 需 要 继 续 提 高 低 收 入 人 群 的 收 入 水
平，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

马建堂编著的 《奋力迈上共同富裕之
路》 对于我国推动共同富裕的相关问题进
行了系统性的阐述，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
内容，书中还对公共服务均等化、保证人
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促进全民健康
公平、促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共同富裕等
问题进行了研究。该书既分析理论，也阐
述现实、提出问题，并给出解决办法和国
外的有益经验，对我们认识共同富裕有很
大帮助。

最好的朋友圈，最值得仰慕珍惜的朋
友圈，就是梁漱溟这样因学术而论交的朋
友圈。

晚年的梁漱溟曾经写过一篇回忆当年
师友的文章，在此文中记叙了他在北大讲

学前后与一些人的交往情况。
熊十力：初不相识，后来熊主动与梁结

交。事情源于梁写的《究元决疑论》中批评
熊的话，熊从天津寄给梁一张明信片，希望
有机会晤面仔细谈谈。不久熊从天津到北
京，彼此一见如故，经常互相过从谈学。后
来梁介绍熊到南京欧阳竟无先生处学习佛
学，以后又介绍熊到北大讲唯识论。

张难先：熊十力离京时介绍张与梁相
识，讨论当时的新思潮问题，以后彼此成
为很好的朋友。

蔡元培：梁读到蔡的 《哲学要领》，对
蔡的言论十分倾慕。蔡任北大校长后，梁通
过他人将《究元决疑论》送呈于蔡，继而到了
蔡的寓所，蔡流露出欣赏梁的心意，邀请他
到北大担任印度哲学讲席。梁很是犹豫，蔡
诚心相邀，并且表示了“创开风气，互相帮
助，促进研究”的意思。梁怦然心动，答应了
下来，并于次年到北大上课。

林宰平：林看了 《究元决疑论》 后，
托人牵线与梁结交，梁觉得林人品值得钦
敬，学识值得佩服，“为我一生所仅见”；

后来，他又介绍林与熊十力相识，从而使
林与熊成为数十年的交契至好。

此 外 ， 尚 有 夏 溥 斋 、 陈 亚 三 、 王 鸿
一、叶石荪、李渊庭等人，与梁漱溟也都
是因学术而论交的。

相信在梁漱溟的早期生涯中，与他来往
交际的远不止这些，他只是挑拣其中交往深
厚的娓娓道来。然而，仅就这些，可谓管中
窥豹，已能想见前辈们的追求和为人了。

梁漱溟这个师友弟子圈的建立，有着它
的重心、中心存在，他们都是因为学术而聚
合在一起的。有的是彼此在一些观点上存
在分歧，在相互探讨和争论中走到了一起，
并且友情逐渐走向深入；有的是个人思想上
存在问题，在向梁请教学习的过程中，感情
变得日益深厚；有的更是抱着一种向学之
情，觉得从梁那儿能学到许多东西，所以主
动结交请教。在彼此交流中，学习的人学问
走向深入，而梁也从他们那儿获益不少。

由于这个圈子是建立在纯学术基础上
的，所以，中间很少夹杂功利性的东西，
而学问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所以他们

的交往既显得纯洁，又显得持久。由于共
同的追求，这个圈子逐渐扩大，本来毫无
关系的人，由于研究学术的缘故，互通有
无，也走到了一起。

梁漱溟与人主动结交也好，其他人与
梁主动结交也好，首先是出于对其人学术
的敬佩，自己想从他那儿学到一些不具备
的东西，或者解决一些留存的思想上的问
题，这就是古人最为尊崇的“为己之学”。
这种交往的出发点，是为了提升自我。抱
着这种目的的交往，不存在年龄、学历问
题，也就是“达者为师”。于是，就出现了
最终是否获得文凭无所谓的情况，也出现
了不远千里、抛家别业来投奔的情况。

在彼此接触时，一般刚开始，涉及的
是学术，而由学术则完全可以看出一个人
的性格和人品。梁漱溟多次提到看到其人
为 学 的 不 苟 、 为 人 的 严 谨 、 志 向 的 高 远
等，这些都是在学术交流过程中不自觉地
流露出来的东西，是伪饰不了的。唯其如
此，才能真诚论交，并且将这份友谊长期
保持下去。

梁漱溟这样因学术而论交的朋友圈。
没有功利相关，瑕疵便少；逐步走向深入，日
久弥笃；有益提升自我，每有所获。我们也
应该追求、认同、拥有这样的朋友圈。哪怕
实现不了，也可以“心向往之”。

什 么 时 光 最 可 贵 ？ 青 春 的 时 光 最 可
贵 。 什 么 时 光 最 美 好 ？ 青 春 的 时 光 最 美
好。当我们回首过去，成长路上、奋斗历
程，总有让我们念念不忘的镜头，也有驻
留我们一生的风景或者忧伤，又或者是增
益我们当下的思考。宋春来散文集 《风华
正茂，我的武汉大学时光》，就是对风华正
茂的大学时光美好的追忆，也是对于自己
如歌青春的生动记录。通读这一部青春作
品，我认为这部散文集主要体现了以下三
方面的情感告白。

青春既是共性的，也是个性的。每个
人的青春时代都有大致共同的环境，都也
有大体相同的青春主题和鸣奏曲。但是，
青春是积极意义或者普遍价值观念上的共
性，并不能够替代青春的个性。个性才是
青春的创造性与突出性。因此，令我感到
惊喜的是，宋春来作为青年作家，她能够
在青春的共性上进行有情怀、有思考的书
写，也能够在青春主题上进行个性化、创
造性的语言表达，这使得她的作品具有相
当的思想性与可读性。比如，在共性上，
她 笔 下 书 写 的 是 家 国 情 怀 、 是 山 高 水 长

（山水情怀）、是樱花如雪又如梦 （浪漫情
怀）、是飞吧梦想的翅膀 （深情的祝福） 等
等。在个性上，她笔下对于情怀的展现有
其个性化的想象以及创造表达在其中，不
乏青春个性化的情感表达。比如，《珞珈山
下，一个牵毛驴的人》， 对于武大建设功臣
李四光的形象表达，就如此写道：当晴空
万里的月夜，我站在珞珈山上仰望灿烂的

星空，我会看到无数颗熠熠发光的星星，
我知道，其中有一颗就是“李四光星”。这
种个性化“追星”令人心领神会，且充满
积极向上、激发进取的意义象征。

青春既是成长的，也是成熟的。我们
很多人都知道青春是一个成长过程，却又
往往忽视了青春也是一个成熟的过程。成
长并不排斥成熟，成熟就是成长的一个阶
段。在宋春来的散文集中，我既读到了青
春的成长之路，也读到了作家在成长过程
中收获的成熟见地。比如，《樟树林下的阅
读》 写道：“数声鸟鸣在幽静中劈开了树叶
的缝隙，把阳光抖落在林中的小路上。”又
如这样的句子：“现在，我听到她悦耳的朗
读声了，寂静的林中，那声音清甜得有兰
花的气息，也有香樟的芬芳。”如此充满阳
光与智慧的诗意化表达，分明让人读出青
春 的 成 长 之 路 和 青 春 成 长 之 中 的 成 熟 领
悟。又如，《我愿意是一株黄素馨》 写道：

“假如我是珞珈山上的一棵树木，我愿意是
一株黄素馨，枝条柔软披散而下，就像我
拥有过的如瀑的长发，而那金灿灿的花儿

又如春天里笑容可掬的脸。”软弱而坚强的
黄素馨既有青春的飞扬，也有女神一般的
智慧，这就增加了诗意表达的成熟度，这
也体现青春成长过程中的思想积累。

青春既是外在的，也是深邃的。青春
既有美好的衣裳，也有深邃辽阔的深海一
般的胸怀。如果停留于对青春的通俗化表
达 ， 缺 乏 个 性 化 创 造 的 深 刻 ， 少 了 “ 深
邃”的意味，那么，这样肤浅的认知，并
不足以使作家闪耀智慧光芒，亦不足以使
作家的作品抵达读者的灵魂。在内外结合
上 ， 宋 春 来 散 文 作 品 大 多 恰 到 好 处 。 比
如，《优美的音符铺满长路》，这似乎是写
我们所见的：“经霜的梧桐叶，斑斓的梧桐
叶。”事实上，透过外在的表象，作家为我
们推出的是思考的深邃解读：在这温馨恬
静的秋日里，那个中唐诗人刘禹锡，他早
已为我写下的“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
日胜春朝”字句，正如一个个优美的音符
铺满长路……这一番描写，就使得表象与
内在情感有机融合，这其实也是青春内外
相生相长的特征。又如，《樟树林下的鸢

尾》 写道：“樟树林下的鸢尾，她们是会唱
歌 的 ， 我 走 近 樟 树 林 时 就 听 到 她 们 在 唱
歌。她们的歌声若有若无，就像她们的清
香，也是淡淡的，若有若无。”这样形象化
的表述，让我已经忘掉了作家所写的是：

“鸢尾”了，她所将我引领而去的是梦幻般
的美好的青春芳华，是陶醉自己的淡淡清
香记忆。

总而言之，宋春来这本散文集，它是
青春的絮语，每篇基本上都是短章，我更
愿把它当作散文诗来阅读。作者有一双发
现美的眼睛，无论是校园的历史人文，还
是春夏秋冬花鸟虫儿，作者都有她诗意的
表达，难能可贵的是她把这一切记录了起
来 ， 那 种 情 感 也 许 是 瞬 间 的 ， 却 是 美 妙
的。生活值得歌咏，时光值得回味。谁不
曾风华正茂？谁不恋时光曼妙？总言之，
青春是美好的。无论是正青春，还是青春
已经逝去，让我们在品读宋春来笔下的武
汉大学时光时，也一同怀念青春的不死之
心：“秋夜，在樱顶上看万千星光”，让我
们历尽百舸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百年浦东的红色记忆》：
不忘来时路，方知向何行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之中国实践》：
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日日有小暖 至味在人间
——读 《汪曾祺散文精选有味清欢》

《奋力迈上共同富裕之路》：

系统认识共同富裕
孙树强

梁漱溟的朋友圈

谁不曾风华正茂？
——读宋春来散文集《风华正茂，我的武汉大学时光》

陈谊军

王驰宇

梁漱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