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3周年之
际，山阴县老干部局党总支召开颁发光荣
在党50年纪念章会议。当我亲手接过沉
甸甸的纪念章时，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五十年时光如梭，五十年岁月如
歌。记得在1973年8月1日那个阳光明
媚的早晨，我举起右手庄严宣誓要永远
跟党走，那一刻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
责任和使命。在党组织的培养下，我参
与过农村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教育体
制改革、党政机构改革，见证了家乡翻
天覆地的变化，我坚守在县委、县政府、
县人大的工作岗位上，为党的事业和家
乡社会经济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不忘入党初心 牢记为民宗旨
入党后，我担任安荣公社广播员，

自己撰写公社新闻，这在全县21个公社
尚属首家。由于业绩突出，被山阴县委
组织部录用为安荣公社团委书记。一年
后，调任史家屯公社党委委员、党委秘
书，除了为公社领导撰写各种材料外，还
负责县委有关资料的撰写报送工作，同
时还参与史家屯、东石人坡、吴家坪3个
大队的下乡包扶任务。公社所在地离所
辖的8个大队平均10里多路，道路弯曲，
没有任何交通工具，每次都是徒步往返，
有时刚到一个地方，还没顾上歇歇脚，就
又接到回公社的通知，来来回回需要3个
多小时，跑30里路。功夫不负有心人，几
年下来，我所包扶的这3个大队粮食产量
大幅增加，村容村貌发生很大变化。
1981年我被提拔为公社党委副书记，同
年9月，参加了雁北地委党校举办的为期
一年的中青年干部培训班。1983年10月
16日，被任命为岱岳公社党委书记。我
工作认真，敢于创新，各项工作走在全县
前列。首先带领全公社干部大搞农田水
利基本建设，分别在安祥寺、北王庄、七

里沟三个大队建设了一个千亩方田，真
正做到“井、机、电、渠、路、林”六配套，
从根本上改变了农业生产条件，在全县
分片检查中夺得第一名。其次，还开展
了植树造林、党建等各项工作，在全
镇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有力配合下，全
镇的面貌焕然一新。与此同时，乡镇
企业（社队企业），如石料厂、砖瓦厂、
汽修厂、格瓦斯饮料厂、燕麦片厂等
社 办 企 业 都 得 到 明 显 发 展 ，受 到 县
委、县政府的表彰。

1984 年 9 月，经组织推荐，我考入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
三班脱产学习，使我的政治素养、党
性修养得到升华，毕业后，先后担任了
山阴县政府办主任、中共山阴县委常
委、县委办主任。虽然两办每天忙忙
碌碌、加班加点，但是，各项工作都做
到了井井有条，圆满地完成了领导交
办的各项任务，得到领导的肯定和好
评。其中，两办的《山政信息》《山阴信
息》工作连年在全省名列前茅，1991 年
我还被中共山西省委办公厅评为信息工
作优秀组织者。

投身县级工作 勇于开拓创新
细细算来，我在山阴县先后担任过

副县长、县委副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
任。虽然职务在变，但我为民办事初衷
不变，时刻以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严格
要求自己。工作中，我克服困难，创新
工作，圆满地完成了上级交办的各项任
务，得到了领导的高度评价。

1992 年 我 当 选 副 县 长 后 ，牢 记
“人民选我当县长，我当县长为人民”
的宗旨，所分管的各项工作得到明显
的突破。

在教育方面，通过一线调研和实施
一系列改革措施，有效提升了全县高中

阶段教育水平，全县高中教育逐渐呈现
出良性循环的发展态势，高考达线人数
逐年翻番。

农业方面，我狠抓“普九”工作，大打
“普九”攻坚战,全党动员，全民动手，“普
九”工作一年达标。经过调查研究，制定
出符合实际的农业发展规划，短短几年
时间，全县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植树造
林、科学种田、科技推广、化肥施用量、优
良品种推广等工作，都走在全市前列。

全县的奶牛业也得到迅猛发展，当
年的养殖量达到6万多头，位列华北农
区第一，奶农的生活水平逐年提高。
1993 年我再次被评为奶牛业生产成绩
显著先进个人。

1997年3月我被任命为山阴县委副
书记后，积极协助书记协调解决各类问
题。在分管全县的经济工作方面，狠抓
企业发展，协调县直有关单位完成了全
县地面企业和煤炭企业的改制，使全县
企业经济效益明显提高，为山阴经济发
展增添了新的活力。

2001 年 8 月，我当选山阴县人大常
委会主任。任期内，我致力于完善和健
全常委会的各项规章制度，制定完善人
大常委会制度18项，使县人大的各项工
作逐步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积极
带领一班人认真履行常委会的各项职
责，加大对“一府两院”工作的监督力
度，有力推动了政府各项工作的开展。
六年来，山阴县人大工作得到省市人大
常委会的充分肯定，2006年被中共山西
省委评为先进集体。

2007年我退出领导岗位后，发挥余
热，担任了山阴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
会主任。期间，我充分发挥“五老”作
用，提倡“五老”发扬觉悟+义务+服务的
奉献精神，为山阴县的青少年奉献爱心，
先后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关工委工作网

络，每年举办青少年“中华魂”主题教育
活动演讲比赛，评选出一大批先进集体、
先进工作者、优秀辅导员和先进个人。
先后联系北京海军总医院为山阴县先心
病儿童免费做心脏手术一百多例，每年
看望关爱救助困难儿童，为赵国文收养
的孤残儿童捐款8万多元，为山阴六小、
山阴一小、玉井小学、鄯河小学、安荣小
学等多所学校捐赠教学用品，为困难儿
童发放救助资金。2020年至2023年，筹
资15万元资助42名山阴一中高考达线
困难考生，帮助他们完成学业。

2020年10月20日，山阴县关工委荣
获中国关工委、中央文明办颁发的“全国
关心下一代先进集体”称号，2023年被朔
州市委、市政府评为尊师重教先进集体，
2020 年——2023 年连续 4 年被县委、县
政府评为尊师重教先进集体。我也多次
被评为国家（省、市）关工委先进工作者。

加强党性锻炼 永葆优良作风
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不仅要在组

织上入党，更要从思想上入党，不断加
强政治学习，加强党性锻炼，提高政治
觉悟和能力水平，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
作风。50 多年来，我注重政治理论学
习，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
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认真参加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等，始终以
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政治上、思想
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行动上、实践中
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多次被评为
优秀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

作为一名在党五十多年的老党员，
我亲历了国家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的伟大历史进程，这一切都源于党的坚
强领导。五十年风雨兼程，五十年初心
如磐，五十年青春不悔，面对金光闪闪
的纪念章，我十分感慨。我将把对党的
这份深厚情感不断传递给年轻人，传递
给自己身边的人，更会自觉地把对党的
感恩之心、热爱之情转化为礼赞新中
国、奋进新时代的精神动力，无怨无悔
听党话、跟党走，在有生之年继续发光
发热，为党的事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
献，为党员争光，为党旗增辉。

光 荣 在 党 五 十 年 感 怀光 荣 在 党 五 十 年 感 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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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翻黑吊】眼球忽白忽黑：那人不

好挨遇，眼睛～的。
【白灰】①青石经过高温烧制而成

的一种物质，在农业、医药、建筑等行业
应用广泛。也称石灰。②颜色的一种：
卬家的那只小狗狗是～的，可顺眼哩。

【白胡刺拉】①人的胡子已经发白，
泛指阅历深：我已是～人啦，还能哄
你？②身上或物体上被白色的干粉或
液体污染：墙还没操了半堵，你却～的
不像个人了。

【白啦】(啦，音兰)不算数；不付账
款：你想～？没门儿！/说好的一百块叫
人家给～。

【白赖】抵赖：一分也不能短，你
想～？

【白脸奸臣】白脸，白色的面孔。戏
剧中用脸谱表现人物类型的一种，多象
征奸诈。也泛指反面人物。也用来比
喻阴险奸诈、心术不正的人：爱占小便
宜的人不可怕，大～才可怕哩。

【白落】（落，lào）①没有付出却能
得到，净赚：跟上二小赴宴，除了好酒好
饭，还～了一匣烟。②只落得：杏儿叫
冷蛋打了个光，～一场空。

【白面面】专指白色的毒品：好端端
的一个后生，叫那包包～给害苦啦。

【白面书生】①面色发白的读书人，
泛指读书人：现在的娃娃们真可怜，都
念成～啦。②比喻见识少、阅历浅的读
书人：～靠不住，可得锻炼哩。

【白眉素眼】贪占了便宜而脸不
红。形容不顾脸面爱占便宜的人：你～
的啥口也敢张，卬家还有辆“奥迪”哩，
你要不？○也说白眉净眼、白眉杏眼、
白眉蹙眼。

【白明黑夜】(黑，入声)日以继夜：我
～地写，也挣不下几个钱。

【白皮】指惯于耍无赖的人：那可是
个大～，就思谋叼人哩。

【白皮虱子】没血的虱子，形容某人
没血性、耍无赖：那人是个～，不能挨傍。

【白事筵】专指丧事活动。与“红事
筵”相对：办一场～少说也得五六天，那
可费人哩。

【白说】（说，入声）故意歪曲事实的
话：你不要～，天有眼哩。

【白说六道】说假话或强词夺理：那
人的话不能信，他倒～惯啦/你少～，啥
就是个啥！

【白腾腾】（腾，去声）形容白里透
亮，色彩正道：馍馍蒸得～哩，香死个人
啦。○类似的还有白洞洞、白帅帅、白
喷喷、白晃晃、白盈盈等。

【白塌塌】（塌，去声）形容白颜色不
正道：那人脸～哩，看也不能看。

【白铁】（铁，去声）锡，一种金属。铜
火锅里面吊了一层～，味道就不一样啦。

【白眼狼】比喻人没良心，忘恩负
义：你个～，你奶奶是咋对你的？

【白洋】 过去流通过的银元，也叫
“现洋”、“现大洋”。

【白洋布】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前
对机制白棉布的统称：扯上三尺～，回
家缝个布袋袋。

【白嘴猫儿】猫本有喂不熟、嫌贫爱
富的特性，比喻人没良心：那可是个～，
你把心给他掏出来也喂不熟。

【百】(bie,音别，入声)①数字，十的
十倍。②概数，表示多：家有～万/～科
知识。③位数词，前面加“一、二…九”
组成复合的数词：五～；九～。

【百八十】概数词。不到一百或接
近一百：我也没细数，大约～个哇。也
说百儿八十。

【百病攒身】多种疾病集于一身：可
怜老王～，怕是不行啦。也说百病缠身。

【百病百治】想尽办法治疗疾病：西医
不行就看看中医，～哩，可不敢耽搁咾。

【百衲鞋】鞋帮和鞋底都是纯手工
做出来的鞋，也称“遍衲鞋”：我小时候
穿过～，结实是结实，可就是不美观。

【百十来个】概数词，表示一百个左
右。“百十来”后面的量词可以是“里”

“头”“把”“车”“苗”“页”等。
【百岁岁】婴儿出生后的第一百

天。这一天，家里人要吃河捞面、油炸
糕，且要给婴儿戴“长命百岁”锁，寓意
婴儿茁壮成长，长命百岁。

【柏】(音别，入声)柏树，常绿乔木。
【摆】①安放；排列：把桌子先～

好。②摇动；摇摆：他朝我使劲～手。
③显示；炫耀：～阔气。④用清水漂洗
衣物：洗衣裳得～好哩。⑤排除：赶紧
～脱他哇。⑥裙子等上衣的最下端部
分。⑦钟表或精密仪器上用来控制频
率的机械装置：钟～。⑧讲；说：～事
实，讲道理。

【摆布】①安排；处置：这事不好～
啊。②支使：你～谁呢？俺可不尿你！

【摆调】摆弄；支使：你～来～去，到
底是想叫我做啥哩？

【摆嘲】公开说人坏话：整整儿叫他
在巷子口～了你一后夜，你不寻他算账
还等啥哩？

【摆朝】安排；支使：你就会～人，你
咋不动手？

【摆弄】（弄，音论）①反复把玩：你
不敢～大爷那个壶壶啦，小心给跌地下
嘞。②修改；修理：裤子做得肥了，明儿
还得～哩/我的手表不走了，老王给～了
半前夜才修好啦。

【摆谱】①摆架子：自从当了个乡
长，就学会了～。②摆阔气：李家娶媳
妇开来16辆白刷刷的奥迪车，太有些～
啦。○也说“摆谱儿”。

【摆设】（设，she，入声）①摆放：今儿

过年哩，茶几上的东西可得～整齐嘞。
②摆设的东西：再过一个月，新媳妇就进
门啦，家里的～一件也不能短下啊。

【摆摊摊】指在街上做小买卖：天红
日晒的，～可不是说话哩，你要是眼红，
明儿也去试试。

【摆籽】（鱼、虾等）产卵：我那缸金
鱼正～哩。

【败】①在战争或竞赛中失败（与
“胜”相对）：战～/三比一～给了对方。
②搞坏事情（与“成”相对）：无论成～，
都得干。③使失败：打败（敌人或对
手）：曹操打～了袁绍。④消除：～火。
⑤破旧；破烂：～絮破衣。⑥衰落；衰
败：没几年，这个家就彻底～啦。⑦枯
萎；凋谢：残枝～叶的，没啥看头了。

【败火】 ①中医学上指清热解毒：
你这是起了火了，吃些～药就顶事啦。

【败败火】①意同“败火”。②比喻
给人消消气、解解烦躁：你先坐下吃根
烟，我再给你端杯水，～就好啦。

【败坏】①损害；破坏（名誉、风气
等）：你～了我的名声。②（道德、纪律、
作风等）极坏：那家伙作风～，夜来前夜
叫人家给开除了。

【败家子儿】(子儿，需快读)指不务正
业、挥霍浪费的人：那可是个～，他爷爷留
下的一处四合院，他一黑夜输了个精光/
一顿饭吃了五六千，你说他还不是个～？

【败兴啦】(败，bei，音倍；啦，lan，音
兰)不成功；不吉利；不顺当；不遂心。几
乎是当地人的口头禅，使用频率极高，
常常当发语词来使用：一前夜也没寻见
李医生，～/今儿可呛坏啦，大清早就碰
了个发引的，真～/给娃娃报个名，夜来
要户口和出生证，今儿又要水电费“单
单”和供暖费“条条”，后儿还不知道又
要啥呀？真～/真个～，一黑夜又输了
3000 块。○也说败大兴啦、败了大兴
啦、真败兴啦、真败大兴啦等，具有自我
责备或解嘲的含义。

【败兴死啦】不应当；窝囊；丢人：算
数考试才打了 40 分，～/别人屙你头上
也不敢作声，你可～/你可～，咋想起个
偷人家的玉茭棒子呢？○也作败兴死
个人啦、败痛兴啦、败痛大兴啦等，具有
讥讽或同情对方的含义。

【败兴货】①不争气或丢人现眼的
人：那是个～，手艺学了六年，也没出了
徒/那可是个～，都娃娃圪蛋的人啦，就
思谋哩串人家的门子嘞。○也作败大
兴货。

【拜把】①旧时指朋友经过一定的
程序和形式结为异性的兄弟姐妹：那三
个人是正儿八经的～兄弟。②没有经
过一定的程序和形式，只是在口头上结
成的异性兄弟姐妹关系。③形容关系
密切，不同一般：那两人的关系，比～兄
弟还摽得紧哩。

【拜堂】婚礼上，新郎和新娘一起参
拜天地、父母、亲朋的一种礼仪：～的那
一天，全巷子里的人都来看红火。○也
说“拜天地”。

【稗子】一年生草本植物，叶子像稻
子，籽实像黍子。朔州人多叫“水稗”或

“水稗草”，其籽实可加工成面粉食用。
【韛杆】（音拜感）风箱的拉杆（不包

含拉手），一般为两根，也有一根的。

ban
【扳】①使位置固定的东西改变方

向：～下开关。②摘；掐：～枝芽。③打
开（缺口）：你先～开个豁口口就好办
了。④抓住：你～住我的脚往上爬。⑤
抵抗，坚持：你再和他～一会儿，他就会
松口的。⑥把输掉的赢回来：不能回，
我还没～回本儿哩。

【扳辈】颠倒了辈分。比喻不顺：你
没发觉这事有些～拉切。

【扳不墩儿】不倒翁。也叫“扳不
倒”、“扳不倒儿”。也形容一个人不爱
活动或不爱劳动：你整天～似地坐在炕
头上，不怕把炕板给压塌了？

【扳粗腿】抱粗腿。比喻找到了靠
山：你要是不～，怕是还不如我哩。

【扳脚儿头儿】（脚，jia,夹音，入声。
后四字需连读、快读）比喻加减法不过
关或脑筋笨：三个数加一起就得～嘞/你
笨得就剩下回家～啦。

【扳牙】一种用于加工外螺杆的手
工工具。

【扳腕子】比赛腕力的一种活动。
也叫“把公道”。

【扳手】拧螺丝的一种工具。也叫
扳子。

【般】①种；样：十八～武艺。②一
样；似的：花儿～好看。

【般般样样】东西多且齐全：小王的
婚期快到了，他妈妈～的啥也给闹全啦。

【般配】指结亲双方的条件相当。
也形容人的衣着、住所等与其身份相
称。也作班配。我看难成，他们的家庭
不～/他一个月挣2000块，买的却是“宝
马”，太不～啦。

【班】（ban）①工作或学习的组织：补
习～。②一天之内的一段工作时间：今
儿我上夜～。③量词。可用于人群，也
可用于定时开行的交通运输工具：这～
人马力气大/回利民村还得坐～车。④
调回或调动（军队）：～师回朝。⑤定时
开行的：～车/～机。

【班主】戏班、门鼓班、道士班里的
掌门人。

【斑苍苍】指苍佬儿。
【搬接】(接，jie 入声)往回搬，往出

送；接送：这箱子书可沉哩，～一趟费劲
嘞/我没时间～你，你还是自个来哇。

【搬砖溜瓦】过去建筑行业的一个
工种。比喻小孩子顽皮：这娃娃每天就
知道～。

【搬砖揭瓦】（揭，jie,入声）比喻孩
子顽皮：你都这么大了，～的事再不
能做啦。

【板】①成片的较硬的物体：钢～/木
～。②黑板：～书。③音乐和戏曲中的
节拍：快～/慢～。④扁：跌～了。

（未完待续）

朔州方言乡音汇释
●●陈永胜陈永胜

七夕
云淡风清望碧空，银河闪烁浪波平。
情深意切鹊桥会，千载流传不老情。

【中吕·喜春来】立秋
中伏尚在清凉寄，又到秋黄时令移，

黄鹂树上唱新曲。晨雨洗，景色醉人迷。

鹊桥仙·七夕感怀
抬头仰望，银河浩渺，南北星河

又渡。泪流双目话离愁，梦难断、相
思最苦。

悲欢离散，不能如愿，可恨独裁
王母。良宵苦短又分离，鹊桥会、牵
肠挂肚。

居家闲咏
●●李 富李 富

落日撤走的时候
霞光点燃了西边的天空
也点燃了我的心湖
突然间有莫名的情绪涌动

其实是想高歌一曲
却又于心头摇摆不定
那点点滴滴不明的思潮
丝丝缕缕徘徊牵萦

燃尽了此日的余光
绽放出绚烂的彩虹
细数着天边的云纹
忽然激荡起去远方的豪情

端起面前温度适宜的淡水
细品生活酸辣苦甜
岁月若霞光般灿烂
明朝又是一片艳阳天

晚 霞
●●刘淑花刘淑花

我是上热下寒体质，夏天怕热，冬
天怕冷。尤其害怕三伏天。最近几年
听说利用三伏天做一些措施，能治疗一
些寒湿引起的病症，我对三伏天的到来
又有了些期待。

从前只知道人们在三伏天贴三伏
贴。据说它能治疗过敏性鼻炎、急性气
管炎、腰腿痛等。因为三伏天是一年
中阳气最盛时期，中医讲究冬病夏治，
所以人们说一切因寒冷引起的病症都
可以在三伏天治疗。所谓三伏贴就是
在头伏、中伏、末伏各贴一次用中药配
制的中药贴，针对不同病症，所贴穴位
不同。

我有膝关节疼痛的毛病，也尝试着
贴过一次三伏贴。可能因为体质的原
因，别人贴24小时都没事，我贴上两三
个小时就开始发痒疼痛，撕下后慢慢就
起了水泡。第一次贴完的水泡还没完
全好，就到了贴第二次的时间，结果又
起了一次水泡，新伤旧痛，有的地方还
化脓了。眼看到了贴第三贴的时间，我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问大夫还贴不
贴。大夫看了看我那还没痊愈的水泡，
望了望我略带痛苦的表情，低下头思考
了一下，摊开手，有点无奈地说，看来你
的体质确实特殊不宜贴，第三贴就别贴
了。听了大夫的话，我竟像得了特赦令
般欢欣鼓舞。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三伏天又流
行起了晒背。打开手机，各种关于晒
背的短视频蜂拥而至。据说晒背的作
用和功效很多，什么增强免疫力、促进
钙吸收、排出湿气、促进血液循环、增
加阳气等等，似乎三伏天晒背能改善
中年人许多亚健康状态，我对这百利
无一害、关键是不用花钱的“运动”动
心了。

从视频上得知，晒背的最好时间是
上午9点至11点和下午3点至5点。初
伏的第三天上午九点半，我穿上防晒
衣，拿上报纸，来到小区的健身小广
场。这个地方有好几条长凳子，是趴在
上面晒背的好地方。来到靠近凉亭的
凳子旁，我先把报纸铺在上面，然后脱
鞋趴在了凳子上，把防晒衣后背撩起放
在帽子上，拿出手机，看好起始时间，开
始了正式的晒背“运动”。

按照视频上学到的，先把两只脚抬
起来，脚心向上，两只手伸出去，手心向
上，怕被人笑话，选择穿着背心晒背。
刚开始没几分钟，手心就感受到了太阳
的温暖，有点热但不灼，酥酥麻麻的，如
暖流般漫延开来。脚心感觉没有手心
那么明显，我就把腿平放下来，可能是
黑裤子吸热快的原因，不大工夫，腿上
也有了如手心般的感受。同样的太阳
光，背上却没有感受到热，此时头上的
汗从毛孔里簌簌地冒出来，顺着脸颊流
下来，滴在了凳子上，砸在了地面上，汗
水模糊了双眼，镜框几乎要随着汗水一
起滑落，我连忙摘下眼镜，用手抹去汗
水，顺便看了一下时间，才刚晒了十分
钟，而我的手臂已经有点支撑不住了，

于是我把手臂交叉，把头枕在手臂上，
心里想着，这个姿势再晒上 20 分钟，
今天的运动就算结束。视频里还说，
晒背时，不能看手机，不能听音乐，只
需专心感受太阳光的馈赠。我只好静
静地趴在那里，听着鸟儿的叽叽喳喳，
饭店吹风机的轰鸣，街上修路推土机
的铿锵，平时感觉嘈杂的声音，这会儿
却像在无人的旷野听悦耳的音乐合
奏。想象着天做被地做床的辽阔，心
情一下子变得豁然开朗，尽管仍然在
出汗，感觉却没有刚开始那么热了。
顺便看了一下时间，又过去了 10 分
钟，怕出汗过多引起不适，我决定坐起
来再晒 10分钟。不知不觉又 10分钟
过去了，我三伏天第一天晒背的运动结
束了。

一股风毫无征兆地迎面袭来，我连
忙扶好防晒帽。视频里说，晒背后不能
吹风，不能马上洗澡，不能从冰箱拿东
西……否则不仅晒背无效，而且还会加
重寒湿。想到这里，我哑然失笑了，感
觉自己可能真是闲出病了。

想想父辈及现在仍在土地上劳作
的人们，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去关注一些
养生的节目，他们一年四季都是日出而
作，日落而息，每天脸朝黄土背朝天，不
正是人们所说的晒背吗？他们劳作累
了，或是怕把鞋弄脏，赤脚走在田埂上，
那不正是人们说的地炙吗？想到这里，
我释怀了，真是天不欺人，各有造化，不
必太较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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