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总经理携两厂领导祝大家国庆、中秋节日快乐！

《无锡之家》全体编委祝大家国庆、中秋节日快乐！

金秋时节，清风送爽，丹桂飘香。9月 21日晚 7点整

“远纺无锡迎中秋烧烤晚会”在宿舍楼前的草地拉开了帷幕，

盛协理、江副理等公司高阶领导莅临烧烤晚会现场。

晚会以中秋为背景，烧烤为主题，辅之以露天 KTV，将仲秋时节员工心情彻底点燃，也为中秋无法回家团圆的员工

提供了一个集体过中秋的欢乐平台。晚会期间烧烤的笑声、K歌的歌声在空中交织，久久徘徊。 （人事科 徐晓华）

有人说，先有生产，再有安全；又有人说，先有安全，再有生产；有人认为，生产大于

安全；又有人认为，安全大于生产。孰先孰后，孰重孰轻？在我看来，这就好比是先有鸡，

还是先有蛋？但是假如朋友们一定让我分个先后轻重，我会如此回答：生产为王，安全第一。

生产为王，安全第一。生产好比是飞鸟的一只翅膀，安全则是飞鸟的另一只翅膀。谁

曾见过折断翅膀的鸟儿飞过浩瀚的天空？

生产为王，安全第一。生产应该是冬天的一个早晨，安全则是此时的一场雾。谁能说

是早晨享有了一场美丽的雾，还是一场雾拥抱了冬天的早晨？

生产为王，安全第一。生产应该是握在手中的一根筷子，安全则是那另外一根筷子。

亲爱的朋友，谁能告诉我，你们握在手里的这双筷子是长短不一，还是粗细有别呢？

生产为王，安全第一。生产应该是正在睡梦中的庄周，安全则是花瓣上的蝴蝶。谁又

知道是庄周梦见了蝴蝶，还是蝴蝶梦见了周庄？

如果我是一名船员，那么我心目中的“生产为王，安全第一”——生产应该是一只木

舟的一根桨，安全则是这只木舟的另一根浆，它们应该象我们小时候所唱的一样“让我们荡

起双桨”。 （安环科 戴春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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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了给员工提供一个共度中秋的平台，公司 9 月 21 日特举办了“远纺无锡迎中秋烧烤晚会”。

2.为答谢员工一直以来的辛勤劳动，公司决定借中秋佳节之际发放价值百元的中秋福利券。

3.金秋十月，十一国庆，长假在即，普天同乐，神州大地，一片欢腾。

4.秋高气爽，气候宜人，在享受天气和生活的同时更要注意安全生产。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

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

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蝉娟。

※ ※ ※ ※ ※ ※ ※ ※ ※ ※ ※ ※ ※ ※ ※ ※ ※ ※ ※

1、李白：床前明月光，有饼没包装。举头望明月，低头闻饼香。

2、孟浩然：秋眠不觉晓，人人放假了。赏月饭桌上，月饼知多少。

3、苏轼：月饼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月饼，今夕是何馅？

4、阿基米德：给我一个月饼，我将用它支起整个地球。

5、莎士比亚：吃还是不吃，这是个问题。

6、雪莱：中秋已经来到，月饼还会远吗？

7、但丁：吃自己的饼，让别人馋去吧！

8、柳宗元：无权鸟飞绝，没钱人踪灭。品饼蓑笠翁，独过中秋节。

9、至尊宝：曾经有一个新鲜的月饼放在我面前，我没有好好地珍

惜，等到过期时，我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

如果中秋有人再送给我一个月饼，那么，我会对那个送饼人说

三个字——“谢谢你”，如果非要给这个月饼加上一个期待的话，

我希望是莲蓉馅。

水调歌头 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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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一词，本指国家喜庆之事，最早

见于西晋。西晋的文学家陆机在《五等诸

侯论》一文中就曾有过“国庆独飨其利，

主忧莫与其害”的记载、我国封建时代、

国家喜庆的大事，莫大过于帝王的登基、

诞辰（清朝称皇帝的生日为万岁节）等。

因而我国古代把皇帝即位、诞辰称为“国

庆”。今天称国家建立的纪念日为国庆。

1949 年 10 月 1 日，是新中国成立的纪念日。这里应该说明一点，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1949 年的 10 月 1 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

有数十万军民参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其实，人们头脑中

的这一印象并不准确。因为，1949 年 10 月 1 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

的典礼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成立盛典，而不是 开国大典。实际上，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 “开国”，也就是说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 成立，早在当年 10 月

1 日之前一个星期 就已经宣布过了。当

时也不叫“开国大 典”，而是称作“开国

盛典”。时间是 1949 年 9 月 21 日。这一天，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主任毛泽东在政协第一届会议上所

致的开幕词中就已经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

那么 10 月 1 日的国庆又是怎么回事呢？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许广平发言说：“马叙伦委

员请假不能来，他托我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应有国庆日，

所以希望本会决定把 10 月 1 日定为国庆日。”毛泽东说“我们应作

一提议，向政府建议，由政府决定。”1949 年 10 月 2 日，中央人

民政府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规定每年 10

月 1 日为国庆日，并以这一天作为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

从此，每年的 10 月 1 日就成了全国各族人民隆重欢庆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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