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笔者在审查修订《金融与诚信——小

学生读本》（安科版），结合当今经济与社会的

发展现状，愈发觉得“金融与诚信教育要从娃

娃抓起”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本教材是安徽省

第一本针对小学生金融知识普及与诚信教育

的课外读本，作者是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根

据国务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推进

普惠金融发展规划》、中央文明委《关于推进诚

信建设制度化的意见》以及相关文件，以“诚信

从娃娃抓起，金融伴随成长”为编写思路，采取

简单易懂的问答、对话及小故事的写作形式，

在每节课程里还设置了关于金融、诚信的“小

问题”和“课后小实践”，让小学生能进行自主

的思考和探究，并配以生动有趣的漫画，图文

并茂，寓教于乐，使孩子们在潜移默化中受到

影响，不仅知其然，还能知其所以然。教材内

容将金融与诚信知识进行了有机融合，在普及

金融知识的同时，加强了小学生的诚信品德教

育；同时，通过“小手牵大手”，孩子和父母共同

探讨相关知识，一起参与金融知识普及与诚信

教育，从而树立正确的金融消费、风险防范和

诚信意识。教材在普及金融知识与推广诚信

教育方面做了富有成效的尝试，也深得用书单

位的好评，是一本优秀的课外辅助教材。

我们普及推广金融知识离不开诚信教育，

二者密不可分。如今的社会竞争不仅仅是金

融之争，更是诚信之争。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历经了数千年的传承。说到诚信，大

家都听说过这样一句流传甚广的谚语：“得黄

金百两，不如季布一诺。”典故源于秦末楚地有

个叫季布的人，此人一向说话算数，诚实守信，

信誉很高，很多人都非常敬重他，并同他建立

了深厚的友情。季布后来得罪了汉高祖刘邦

并遭通缉，结果他的旧日好友们都冒着灭九族

的危险来保护他，从而使他免遭殃祸。可见，

一个人的诚信是多么的重要。诚信对一个企

业也同样的重要，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无形资

产，“晋商”“徽商”“湖商”都是典型的例子，他

们除了有经营意识和敬业进取的精神，也十分

珍惜诚信——以信接物，信用至上，因此能各

领风骚几十年乃至数百年。所谓“人无信不

立，商无信不兴”。

关于金融与诚信这些活生生的例子不胜枚

举，几乎是每天都在我们身边发生。随着社会

和经济的飞速发展，金融产品形式多样，尤其

是出现了很多的假象，让人眼花缭乱，真假难

辨，很容易上当受骗。要减少类似事件的发

生，除了政府要加强监管的力度，提高执政执

法水平，就是要提升国民的金融素养，营造诚

信、和谐的社会氛围。因此，金融与诚信教育

从孩子抓起，不仅是时代的要求，也是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体现。

随着现代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从儿童时

期就开始培养孩子们的金融与诚信意识非常

有必要。通过建立完善的金融与诚信教育体

系，从娃娃抓起，让正确的金融消费和诚实守

信的理念根植于孩子们心中，塑造讲诚信、懂

金融的当代新人，并以此进一步地来推动全社

会金融素养和诚信理念的提升。

（作者单位：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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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与诚信教育要从娃娃抓起
——安科版《金融与诚信——小学生读本》编后

合肥 何宗华

季节更替中的南瓜生长都有着规律性。对

于南瓜的生命周期，都是缤纷多彩的。

春天里，正是万物复苏生长的季节。我家

菜园里的南瓜秧子，有的是母亲种下的，有的却

是遗落的南瓜种子裸露在土上，在大自然的环

境中，无声无息地生长着，这些所谓的野南瓜最终

与我母亲种下的南瓜有了交集。交织在一起，成

了南瓜地。这个季节，完成了南瓜的生根发芽，长

出翠绿色的藤，继而藤上长出了南瓜叶。

夏天里，经历了风吹雨打，在阳光的沐浴

下，南瓜在这个季节里生长达到顶峰。南瓜的

藤越长越长，爬满了整个坡上。南瓜的叶片则

越来越大。南瓜还开出了金灿灿的花，南瓜花

是有六个角的花。开花之后，便是结果。我怀

着好奇探索之心，走近前观察，每一岔瓜藤上都

举着两个或三个果实。这时的果实较小。皮是

翠青色的。俗称“嫩南瓜”。

秋天里，这是收获南瓜的季节。菜园里的

南瓜正努力攀爬，终究结出了更多更大的南

瓜。这种南瓜成熟了，皮是橙黄色的。通体浑

圆，俗称“老南瓜”。

冬天是个孕育的季节。自然而然地，南瓜

这种生物完成了其自然生长的使命。冬天的南

瓜枯萎了。但它的生命过程也自是别样，延展

了生命宽度和亮丽色彩，而且充满生命智慧。

对于母亲而言，南瓜的四季成长，她并无多

少心思观赏，更多的是实用价值。脆嫩的小南

瓜，清炒之后是爽囗的佳肴。而南瓜花煎鸡蛋，

也是一道营养可口的美味。对于采摘的嫩南

瓜，母亲则清炒。我尝过之后，脆脆的，口感颇

佳。对于采摘的老南瓜，母亲则采用蒸煮的方

式，软软的，甜甜的，口感也不错。当然母亲用

乡下买来的山茶油煎的南瓜粑粑更是一绝。母

亲煎的南瓜粑粑色泽金黄，香糯甜美。我能一口

气吃下四五个。精打细算的母亲不会放过南瓜

籽。母亲将菜园中采摘的南瓜中的籽都会保

留。将南瓜籽晒干后，再加盐炒熟。嗑南瓜籽也

别有一番风味。有时乡里乡亲串门，捧上一捧南

瓜籽，边聊天边嗑南瓜籽，别提多有韵味了。

南瓜的世界，看似很小，也很平淡，但带给

人们的快乐却是无限的。这种简简单单的幸

福，才能长久浸润人们的平常生活。

有人走过来，他呆滞的眼睛忽地动一下。老人

主动招呼：“鸡毛菜”。他一开口，我就知道他不是生

意人。希望人家买他的菜，却不知如何向人推销，仅

对人报出菜名。听他说话语气，那三个字易造成误

解，既像称呼别人，又像自报家门。喊人“鸡毛菜”，

谁都不乐意。

我明白他的意思，他面前摆的是鸡毛菜。我不

习惯在路边买不明来源的菜蔬，老人家开口了，我得

回应。在语言之前，我先用眼神回应。朝老人家脸

上看一眼，又朝他身边的蔬菜看一眼。老人家脸色

蜡黄，皮肤干枯，像是久病之人，长时间没好好吃

饭。脚边水泥地上铺一只皱巴巴的旧塑料袋子，袋

子上摊一把小青菜。这就是老人家说的鸡毛菜，不

过是很小的小白菜嘛，用我老家话说，那是白菜秧

子。在巢湖边，原先的乡村或许也会叫这种小白菜为

白菜秧子。后来听城里人叫它鸡毛菜，老人家觉得洋

气，就跟着叫它鸡毛菜。认真看看老人家面前的小白

菜，叫它鸡毛菜还真挺合适的。地上摊摆的，老人身边

小竹篮子里装的，那几斤小白菜，确像鸡毛，鸡毛大小，

鸡毛样淡黄，鸡毛样轻飘。看得出来，那不是农家菜园

菜，似是野生草本，生于荒地，有些营养不良。

问老人，这菜哪来的？老人说自己种的。又问

老人，在哪里种的？回答说，小区墙角空地里种的。

停一会，老人怕我不理解，补充说，他住隔壁回

迁小区，他家祖上几代都住这块地面上。原先，他家

有几间瓦房，一个大院子。院子外有大片菜地，随便

种点菜，一大家子吃不完，还能拿去买。现在不一

样，住的是楼房，没菜地。看小区墙角那块地长满荒

草怪可惜的，便刨开来，剔除土里的砖头，种几垄

菜。就这样，还没少同小区物业管理员费口舌呢。

我没吭声。老人家意犹未尽，还要对我详说他

菜的来源。他说，他强占小区墙角那一小块地，种出

的蔬菜本来没得卖，老伴年初去了女儿家，家里只剩

他一人，蔬菜用量小。鸡毛菜长得快，一把菜种子撒

下去，几天就出苗。鸡毛菜就是菜苗，长大了就不是

鸡毛菜，味道不一样。所以，趁早拿出来卖，换点钱

买肉吃。卖几天鸡毛菜还买不到一斤猪肉，现在猪

排骨都几十块钱一斤，吃不起啊。

老人家这么说，我不想接话，想赶紧离开。我说我

不喜欢吃鸡毛菜，得去菜市场买菜了。说完，抽身就

走。见我不买他的鸡毛菜，老人家神情黯淡，不作声。

从菜市场回来，走到小区门口。卖菜老人还坐

在原地，路边冰冷的石头上。老人家仍是双手拢在

袖子里，面前鸡毛菜还是原先摆放的样子，篮子里也

不见减少。

本可不从他身边过，偏走近老人。他抬起头来，

不解地望着我。我问他，鸡毛菜有多少？他说，四五

斤吧。再问，多少钱一斤？回答说，一块钱一斤。

想买下老人面前所有的鸡毛菜，却犹豫起来。

说实话，在小区墙角建筑废土里种出来的小白菜，入

口总有些不放心。买下不难，不想吃又不能扔，就难

为人了。惜物的人，轻易不扔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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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瓜的世界 长沙 魏亮

母亲有个菜园。菜园子不大，只有整整齐齐十来块土。上面按照时节季节种

上不同的瓜果蔬菜。南瓜不是我家的主打产品，就被母亲安排在菜园的斜坡上。 生
活

鸡毛菜
合肥 王张应

晨起去买菜。出小区门，见对面路牙子上坐

一老翁。瘦小身材，草木灰头发，满脸褶子，灰蒙

蒙眼睛。看上去，他该七十好几八十不远了吧。

身穿一件分不清颜色的旧棉袄，看那款式，该是二

三十年前的地摊货。小雪节气里，虽未下雪，早晚

气温低，室外寒意侵人。老人双手交叉拢袖子里，

坐在花岗岩路牙上，他分明觉得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