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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浪子回头金不换，但这个小
偷 在 偷 的 路 上 却 一 去 不 回 头 。 自
2011 年以来，张某因盗窃获刑三次，
在牢里累计度过 8 年光阴，但他刑满
释放后不思悔改，刚出监狱两天又开
始重操旧业，作案 3 次。好在合川警
方快速反应，将其抓获，这次他将为

自己的行为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
4 月 20 日上午，重庆永川监狱门

口 ，张 某 正 享 受 着 高 墙 外 自 由 的 阳
光。“已经三次了，希望你好好做人，
不要再犯。”5 分钟前，听完狱警教导
的他还连声应和，一转眼，他就开始
想着该去哪弄点生活费了。

要赚钱，张某先是想到了赌。4
月 22 日，他刚回到家乡合川就浑浑噩
噩地打了两天牌，把身上仅剩的 1 万
余元输了个精光。父亲远赴异乡务
工，母亲去世，孑然一身的张某失落
地在街上闲逛，当走到合阳城街道某
高档小区门口时，他萌生了重操旧业
的想法。

张某犹豫许久，还是想尽办法混
入了小区，迅速锁定了一幢带大花园
的别墅。他打量着花园外的铁门，不
一会就发现了漏洞，反手伸进把手向
下一扭，门被轻松打开。溜入后，张
某直奔书房等处进行搜索，在书房抽
屉中发现并盗走近 4 万元现金。

拿着赃款，张某第一时间回到赌
桌。也许是这次盗窃太容易，他在牌
桌上放开了手脚，不到一个月，这 4
万元又输了个精光。

就在 张 某 苦 于 没 钱 时 ，他 想 到
了自己一月前“光顾”的那户人家。
他再次来到那幢别墅，并如法炮制，
用 熟 练 手 法 溜 进 屋 内 开 始 搜 索 ，可
一通忙活后，却没找到值钱的东西，
心 有 不 甘 的 他 来 到 客 厅 翻 找 ，依 旧
无果，正当他要放弃时，客厅酒柜里

的两瓶名贵酒进入了他的视野。他
兴奋地找来一个口袋，装上酒，大摇
大 摆 地 走 出 大 门 。 出 小 区 后 ，张 某
第 一 时 间 将 两 瓶 酒 转 卖 ，获 利 2800
元。

连续两次得手，让张某彻底“放
飞自我”，考虑到前户人家可能有所
防备，他打算寻找新目标。

6 月 5 日晚，他来到钓鱼城街道花
滩某小区一幢别墅下，见二楼阳台门
没关，他便翻越一楼栅栏，随后攀爬
至二楼阳台进入屋内，在主人卧室抽
屉中盗走一枚钻戒，后通过典当卖得
3000 元。

次日，业主发现并报案，合川区
公安局刑警支队、合阳派出所民警立
即赶往现场展开调查，迅速锁定了嫌
疑人张某。6 月 7 日 15 时许，民警将
正在打牌的张某抓获，这时距他出狱
不到两个月。张某对自己多次盗窃
的事实供认不讳。

据办案民警介绍，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五条和第二百
六十四条相关规定，张某属于盗窃惯
犯出狱后再盗窃，是累犯，这次将从
重处罚。

蹲了八年牢 刚出狱又行窃
○记者 张敏

张某（中）被警方控制 区公安局供图

本报讯（记者 周云）6
月 25 日，记者从钓鱼城诗书
画院获悉，由我区诗人凌泽
欣作词、音乐人高英贵谱曲、
合川籍男高音歌唱家周强演
唱的歌曲《渠江吟》，获得华
语音乐排行榜《民歌榜》第
五名。

歌曲《渠江吟》是中华
诗词学会顾问、重庆市诗词
学 会 会 长 、钓 鱼 城 诗 书 画
院 院 长 凌 泽 欣 作 词 ，该 歌
词以怀念解放前外婆从渠

县 乘 舢 板 船 沿 着 渠 江 、嘉
陵 江 来 到 合 川 ，帮 人 洗 衣
数 十 年 终 老 一 身 、最 终 未
能 返 回 故 乡 的 故 事 为 题
材 ，创 作 的 一 首 乡 愁 浓 郁
的“古歌行”。因歌曲充满
了 怀 念 与 乡 愁 ，饱 含 着 亲
情 与 辛 酸 ，展 现 了 渠 江 的
浩 荡 与 绵 长 ，再 加 上 古 朴
优美的旋律与激荡心灵的
唱 腔 ，深 受 广 大 听 众 的 喜
爱 ，因 此 获 得 华 语 音 乐 排
行榜《民歌榜》第五名。

原创歌曲《渠江吟》获
华语音乐民歌榜第五名

就 业 季 来 临 ，记 者 近 日 在 某 大
学 校 园 群 里 看 到 ，不 时 有 人 发 布 网
络 培 训 和 招 聘 的 广 告 信 息 ，涉 及 考
取 证 书 、技 能 培 训 、兼 职 副 业 、实 习
就 业 等 诸 多 内 容 。 但 是 ，大 学 生 们
切 莫 被 某 些 不 良 招 聘 所 套 路 ，比 如

“ 付 费 内 推 ”就 是 一 种 常 见 的 网 络
招聘套路。

高校毕业生数量自 2010 年以来
逐 年 增 长 ，今 年 更 是 突 破 了“ 千 万
大 关 ”，毕 业 生 持 续 增 长 ，就 业 岗 位
却 有 限 。 对 于 不 少 大 学 毕 业 生 来

说 ，欠 缺 求 职 经 验 、工 作 经 验 ，就 希
望 寻 求 专 业 人 士 帮 助 ，以 获 得 求 职
机 会 、补 充 求 职 知 识 、提 升 求 职 竞
争力。

但目前的就业服务市场却乱象
丛 生 。 如 一 些 求 职 服 务 机 构 在 推
销 时 进 行 虚 假 宣 传 ，声 称 可 以 为 毕
业 生 提 供 直 聘 的 机 会 ，但 实 际 并 不
能 兑 现 承 诺 。 另 外 ，一 些 就 业 服 务
机 构 欠 缺 相 应 资 质 ，难 以 为 客 户 提
供 专 业 的 求 职 服 务 ，却 向 求 职 者 收
取 高 昂 的 费 用 ，或 诱 导 办 理 培 训 贷
款 ，这 实 则 是 对 求 职 者 赤 裸 裸 的 欺
诈 。 还 有 一 些 企 业 内 部 人 员 甚 至
用 人 单 位 ，与 求 职 服 务 机 构 私 下 达
成 交 易 ，进 行 分 成 。 市 场 上 的 求 职
服 务 机 构 良 莠 不 齐 ，让 就 业 服 务 市

场 不 仅 难 以 满 足 求 职 者 的 求 职 需
求 ，反 倒 损 害 了 求 职 者 的 合 法 权
益 ，甚 至 让 求 职 者 求 职 不 成 ，还 掉
进了“求职陷阱”。

规 范 就 业 服 务 市 场 ，提 高 服 务
质 量 ，保 护 求 职 者 合 法 权 益 ，需 要
多 方 共 同 努 力 。 监 管 部 门 要 加 大
对 求 职 服 务 机 构 的 监 管 ，明 确 相 应
资 质 ，对 进 行 虚 假 宣 传 、涉 嫌 欺 骗
求 职 者 的 无 良 就 业 服 务 机 构 ，要 依
法 依 规 予 以 惩 治 ，同 时 畅 通 投 诉 渠
道 ，帮 助 求 职 者 维 权 。 就 业 服 务 机
构 要 提 升 自 身 服 务 质 量 ，提 升 市 场
竞 争 力 ，为 广 大 求 职 者 服 好 务 。 求
职 的 大 学 生 ，要 增 强 防 范 意 识 、维
权 意 识 ，选 择 正 规 的 就 业 服 务 机 构
合 作 ，与 机 构 签 订 能 够 保 障 自 身 合

法 权 益 的 合 同 ，当 自 身 权 益 受 损
时 ，要 依 法 维 权 、正 确 维 权 。 同
时 ，求 职 大 学 生 也 要 理 性 消 费 ，前
程 是 靠 自 身 的 努 力 脚 踏 实 地 争 取
来 的 ，要 避 免 过 度 依 赖 就 业 服 务 ，
对 于 那 些 说 得 天 花 乱 坠 的 就 业 服
务 机 构 ，更 要 保 持 必 要 的 警 惕 。 高
校 、相 关 部 门 要 持 续 关 注 大 学 毕 业
生 就 业 需 求 ，搭 建 好“ 高 校 毕 业 生
就 业 服 务 平 台 ”，为 大 学 生 提 供 更
多 更 好 的 实 习 机 会 等 等 。

网 络 招 聘 、就 业 服 务 市 场 不 能
成 为 求 职 者 的“ 就 业 陷 阱 ”，规 范 市
场 秩 序 ，保 护 好 求 职 者 合 法 权 益 ，
让 就 业 服 务 市 场 在 正 轨 内 运 行 ，最
终 才 能 换 来 就 业 服 务 机 构 、求 职
者、用人单位的“多赢”。

网络招聘莫成大学毕业生“求职陷阱”
○戴先任

6 月 27 日上午，记者在南津街街
道 石 鼓 坝 社 区 红 色 记 忆 陈 列 厅 看
到 ，这 里 正 在 举 办 一 场“ 红 色 板 凳
会 ”，担 任 报 告 员 的 ，是 一 位 1952 年
入党的志愿军老战士。他就是家住
石鼓坝社区金九城小区的秦炳南老
人。

在“ 红 色 板 凳 会 ”上 ，秦 炳 南 讲
述了他从一个普通的农村青年成长
为一名多次受到嘉奖的志愿军战士
的 人 生 经 历 ，回 顾 了 那 段 打 出 中 国
人 志 气 的“ 抗 美 援 朝 、保 家 卫 国 ”战
争 。 他 朴 实 的 话 语 与 感 人 的 讲 述 ，
把现场的人带到七十多年前激情燃
烧的岁月。

秦 炳 南 老 人 说 ，他 于 1933 年 出
生于原合川县沙溪乡石华庙的一个
农民家庭，家里共有弟兄姐妹 5 个，
他 是 老 幺 。 1951 年 1 月 ，18 岁 的 他
积 极 响 应“ 抗 美 援 朝 、保 家 卫 国 ”号
召 ，放 下 锄 头 参 加 了 中 国 人 民 志 愿
军 ，在 65 军 194 师 582 团 1 营 1 连 任
通 讯 员 。 1952 年 3 月 ，作 战 勇 敢 的
他在朝鲜战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2 年 10 月 ，驻 守 开 成 的 志 愿
军 65 军与号称“精锐”的美军陆战 1
师在汶山以西的沿临津江一带较上
了 劲 ，双 方 在 沙 川 河 东 岸 的 三 座
山 ——67 高 地 、红 山 包 以 及 86.9 高
地 上 演 了 好 几 出“ 拔 钉 子 ”与“ 反 拔
钉 子 ”的 激 烈 战 斗 。 为 拔 掉 美 军 位
于 67 高 地 的 支 撑 点 ，秦 炳 南 所 在 的
志 愿 军 ，在 营 长 张 善 文（音）的 带 领
下，趁着黑夜分批渡过沙川河，悄悄

潜 伏 在 67 高 地 下 ，并 顺 着 岩 石 的 裂
缝 挖 了 一 条 能 容 纳 一 个 加 强 营（大
约 600 人）的坑道。

战 斗 打 响 后 ，部 队 向 敌 人 发 起
突 然 袭 击 ，把 67 高 地 上 的 美 军 打 了
个 措 手 不 及 ，一 举 拔 掉 了 67 高 地 上
的“ 钉 子 ”。 战 斗 胜 利 后 ，秦 炳 南 受
到部队嘉奖，被提升为副班长。

“ 我 们 攻 下 并 占 领 67 高 地 后 ，
敌 人 来 夺 了 几 次 ，都 被 我 们 打 回 去
了 。”秦 炳 南 老 人 说 ，当 时 中 朝 一 方
正 在 开 城 板 门 店 与 以 美 国 为 首 的

“ 联 合 国 军 ”展 开 谈 判 ，在 谈 判 过 程

中 ，美 国 缺 乏 诚 意 ，故 意 拖 延 ，中 朝
一方决定以打促谈。他所在的志愿
军 65 军有力地打击了美军陆战 1 师
的 嚣 张 气 焰 ，让 美 军 陆 战 1 师 吃 了
亏 ，也 让 美 国 认 识 到 中 国 人 民 志 愿
军是不可战胜的。双方最终在板门
店签订了停战协议。

1953 年 8 月，秦炳南所在部队凯
旋归国，先驻防山西，后到北京参加
国防建设，在绿化西山行动中，他再
次 荣 获 部 队 嘉 奖 ，并 升 任 班 长 。
1957 年 6 月 ，秦 炳 南 退 伍 回 到 老 家
原 合 川 县 沙 溪 乡 石 华 庙 ，经 兄 嫂 介

绍 与 本 地 姑 娘 李 世 英 结 婚 ，先 后 添
了 5 个子女。

对 于 自 己 的 婚 姻 ，秦 炳 南 说 非
常 幸 福 。 据 秦 炳 南 介 绍 ，解 放 前 父
母 包 办 给 他 订 了“ 娃 娃 亲 ”，他 报 名
参 加 志 愿 军 时 ，就 把“ 娃 娃 亲 ”退 了
再 上 前 线 ，退 伍 后 回 乡 已 是 24 岁 ，
多 亏 老 伴 当 时 不 嫌 弃 他 ，愿 意 嫁 给
他 ，他 俩 也 从 1957 年 一 直 相 守 走 到
今 天 ，他 今 年 89 岁 ，老 伴 今 年 86
岁。

“我是农民出生，退伍后还是愿
意 当 农 民 。”秦 炳 南 说 ，退 伍 回 乡
后 ，他 不 光 务 农 ，还 参 加 过“ 大 练 钢
铁”，后来还当过生产队长。儿女长
大后，给他和老伴在城里买了房，于
是就从乡下搬进城里居住。

“他这个人很正直，以前拿枪和
握 锄 头 的 手 ，年 老 了 又 开 始 拿 毛
笔 。”据 老 伴 李 世 英 介 绍 ，近 年 来 ，
秦 炳 南 老 人 喜 欢 上 了 毛 笔 字 ，主 要
是 写“ 抗 美 援 朝 、保 家 卫 国 ”那 些 口
号 、歌 曲 ，他 还 是 忘 不 了 那 段“ 抗 美
援朝、保家卫国”的经历。

石鼓坝社区党委书记朱红庆告
诉记者，作为该社区的一名老党员、
老战士，秦炳南老人从不居功自傲，
他待人热情，关心帮助邻里，积极参
加 社 区 党 组 织 开 展 的 各 种 活 动 ，同
时还作为“红色板凳会”的一名报告
员 ，向 社 区 群 众 宣 传 党 的 路 线 方 针
政策，向年轻人讲传统，他是一名永
不 褪 色 的 共 产 党 员 、一 名 永 远 值 得
尊敬的志愿军老战士！

传承红色基因 永葆党员本色
——记中国人民志愿军老兵秦炳南

○记者 周云 文/图

秦炳南（左三）在“红色板凳会”上作报告

毛泽东一生读书无数，其中对我
国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更是爱
不释手。毛泽东从少年时代到人生结
束，至少读了 70 年《三国演义》。他熟
读《三国演义》，经常运用并赋予《三国
演义》以时代含义，传播他深刻的思
想。

从小就是“三国故事大王”

少年时代，出生于韶山农村的毛
泽东就爱看书。当时在他老家湖南湘
潭县韶山冲，《三国演义》还不多见，毛
泽东第一次读到这部书，就爱不释
手。毛泽东不但爱看《三国演义》，还
喜欢把看到的内容讲给同伴听。少年
毛泽东是同伴们中最有才学的人，每
当他讲起《三国演义》时，就连村里的
大人也情不自禁地前来倾听。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是一个地地
道道的农民，他对儿子爱看书是又喜
又忧。喜的是毛泽东聪明伶俐，对读
书很有天赋；忧的是毛泽东爱看闲书，
怕他受到书籍的影响长大后惹事。为
此，毛顺生特地把毛泽东送到韶山井
湾里，拜堂兄毛宇居为师，在毛宇居开
设的私塾里读书。

当时的私塾读的是“四书五经”，
毛泽东却不感兴趣。在毛泽东看来，

“四书五经”枯燥无味，而《三国演义》
里的人物栩栩如生，仿佛是一双无形
的手，紧紧地揪住了他的心，让他欲罢
不能。有一次，毛宇居在台上讲《增广
贤文》，毛泽东就把《增广贤文》盖在《三国演义》上面，偷偷
地读。因为看得太入迷了，以至于毛宇居走到面前他还不
知道。

虽然毛宇居对毛泽东不好好读正书很失望，但学堂里
的同学却很喜欢毛泽东，经常偷偷地央求毛泽东给他们讲

《三国演义》，为了听毛泽东讲故事，同学们都想尽办法去借
来各种古典文学送给毛泽东看，然后通过毛泽东讲故事的
方式传授给他们。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对四大名著均爱不
释手，但《三国演义》是他的最爱。

毛泽东有浓厚的求知欲，无论是什么书，他都喜欢涉
猎。广泛阅读让他视野开阔，深受师生的爱戴。1910 年，
毛泽东去县城的东山学堂读书。他只带了一套换洗衣服，
此外全是书籍，其中《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被他端端正正
地放在箱子里。（未完待续）

（学习强国重庆学习平台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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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何关
功）6月26日晚，铜溪镇机关
退休干部孙邦富在城区公交
站帮助小女孩脱离困境的爱
心举动，受到群众称赞。

当晚 8 点半左右，在合
川北城一个公交汽车站的
站棚下，一位年约 4 岁的小
女孩孤独地站在那里，脸上
显示出无助和惊恐。

恰巧这时，铜溪镇机关
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镇关
心下一代工委常务副主任
孙 邦 富 路 过 这 里 ，他 感 觉
到，这位小孩子独自站在夜
幕下十分危险。于是立即
走上前去，轻声细语地问孩

子：“你一个人在这儿等谁
呀？”小孩子怯怯地说：“我
等妈妈……”“妈妈跑回家
拿雨伞去了。”孙邦富看到
站棚后面的医药门市还在
营业，就带上孩子来到门市
前，表明自己的身份，请女
营业员照看好小女孩，等到
她的妈妈来接，该营业员满
口应承，最终使小女孩的处
境转危为安。

对这件事，知情者都说，
这位妈妈的做法不妥，下雨虽
突然，安全必为先，家长绝不
应该失去对小孩子的监护空
间，同时，大家也为老干部关
爱下一代的情怀纷纷点赞。

退休干部助女孩
脱困受称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