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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发生后未采取适当措施导致损失扩大的，由谁承担责任？房山区司法局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 第五百八十三条规定， 当事
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
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 在履行
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 对方
还有其他损失的 ， 应当赔偿损
失。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 第五百八十四条规定， 当事
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

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 ， 造成对
方损失的， 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
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 包括合
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 ； 但
是， 不得超过违约一方订立合同
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
约可能造成的损失。

疫情原因导致不能履行合
同， 双方当事人都会受到损失，
也都有积极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

大的义务。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 之规定， 当事人一方
违约后， 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
防止损失的扩大； 没有采取适当
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 不得就扩
大的损失要求赔偿。 当事人因防
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
由违约方承担。

当发生疫情致使合同不能履
行时， 不能履行合同的一方当事

人不能放任不能履行合同损失的
扩大， 应当积极采取措施补救止
损； 如果已经尽了最大努力， 仍
然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合同
的， 应当及时向对方说明情况，
尽量避免或减少可能造成的损
失。 对方在接到通知后， 也不能
无动于衷， 任凭损失的扩大， 应
当采取积极措施， 减少损失。 如
果能够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损失的

发生或扩大， 不能履行或不能完
全履行合同的一方对此发生或扩
大的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 当事
人一方因另一方违反合同受到损
失的， 即使没有接到违反合同一
方的通知， 也应当及时采取措施
防止损失的扩大； 没有及时采取
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 无权就扩
大的损失请求赔偿。

（房司司）

“世界上并不缺少美， 而是
缺少发现美的眼睛。” 作为一名
从事新闻宣传工作已近30年的工
会宣传干事， 将那些不被人所了
解的先进人物在我的笔端下、 镜
头中挖掘展现出来， 是我义不容
辞的责任， 我乐此不疲、 深感自
豪， 并倍感荣幸。

我是1994年开始投身工会新
闻宣传工作的， 搜集线索、 拟定
采访方案 、 现场采访 、 拍照留
影、 整理素材、 精心写作、 修正
稿件……成为了我工作的全部，
每次不论是下基层调研还是到生
产一线走访慰问， 我总不忘随身
携带上相机、 采访本、 录音笔，
遇到优秀的职工、 生动的事迹，
我总在第一时间记录拍摄下来，
撰写成新闻稿件发到报刊 、 网
站。 这种即写即发的工作常态，
一坚持就是近30年。

曾记得那是2010年1月 ， 我

刚到公司工会工作， 时任工会主
席为了让我尽快熟悉企业生产经
营情况， 尽早进入工作状态， 经
常带着我下基层、 进车间、 访民
情， 了解基层一线职工的工作生
活情况 ， 拉近与职工之间的距
离。 有一次， 主席带我在锻压车
间检查工作时， 无意中得知有一
名叫做张莹雷的检修班长， 不仅
精通空气锤、 蒸汽锤、 摩擦压力
机、 裁床， 而且还带出了十几名
技术响当当的徒弟， 全车间各类

机械设备的性能、 特性、 运行情
况， 他都了如指掌， 尤其是遇到
设备出现故障时， 他总会在最短
的时间内作出准确判断 ， 手到
“病” 除。

凭借着一名新闻工作者的洞
察力， 我敏锐地意识到， 张莹雷
身后一定有许多感人的事， 值得
进一步深入挖掘。 在征得车间主
任的同意后， 第二天一大早， 我
特意来到锻压车间找到张莹雷，
对他一天的工作全程进行了跟踪

采 访 ， 撰 写 出 了 《 奉 献 在 岗
位———设备检修 “神医 ” 张莹
雷》 的通讯稿， 先后被近20家媒
体发表或转载。 很快， 张莹雷引
起广泛关注， 电视台也来报道宣
传他的先进事迹 。 当年4月底 ，
时值市总工会推荐劳动模范， 张
莹雷被评选为劳模。

时间到了2014年8月 ， 工会
组织基层各单位职工代表召开座
谈会。 在座谈发言中， 有一位年
轻小伙子的发言引起了我的格外

关注， 小伙子说话干净利索、 发
言层次清晰， 有条有理、 有依有
据， 他的发言深深打动了我。 会
后， 我邀请他到办公室做客并留
下他的联系方式。 原来， 小伙子
名叫谢全， 是一名退伍军人， 我
们一见如故， 多了几分亲切感。
后来， 我经常利用下厂的机会，
积极鼓励他多学专业知识， 苦练
专业技能， 只有拥有过硬的专业
技能方能有立身之地。 正是在我
的鼓励和支持下， 他经过几年的
努力和勤学苦练， 在2017年市青
工协会组织的青工技术比武中，
一举拿下了钳工组第一名的好成
绩， 由钳工中级工破格晋级为钳
工技师。

近30年如一日为身边的楷模
写赞歌， 我也在他们潜移默化的
影响下， 成为了一名积极进取、
正能量满满的人， 屡次被上级工
会组织评为先进工作者。

��或许在你现在和曾经的工会工作中， 有无数个细节如同过眼云烟， 但总会
有一些小故事伴随着某些物件、 某些人和某种符号在记忆中留了下来， 比如一
次活动、 一个日子、 一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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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友新

我为楷模写赞歌

历史是一本没有结尾的书，
它是经过淬炼的光阴， 它是刀削
斧凿的记忆。 而父亲的历史， 最
浓烈、 最激昂的是抗美援朝那段
激情燃烧的往昔岁月， 这也成为
我对父亲最深重的记忆印痕。 这
些记忆来自于一张张留存在旧箱
底的发黄纸片， 和一枚枚缝在旧
布上的军功章。

小的时候， 我们姊妹四人跟
着母亲， 作为随军家属跟随身在
部队的父亲搬了好几次家， 家里
最珍贵的一只绿帆布箱子几经辗
转却始终陪伴着我们 。 母亲曾
说： “这里面有你父亲抗美援朝
获得的奖状和奖章。” 可每当我
们问起父亲都获过什么奖时， 父
亲总是风轻云淡地说 ： “没什
么 ， 当年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的
人， 才是真正值得纪念的人。”

父亲从不主动提起自己的过
往经历， 也从不对我们讲人生大
道理， 却总是用自己的一言一行
诠释最朴素的家国情怀。 无论是
练兵备战时的拼搏进取， 还是和
平年代的兢兢业业， 抑或是服从

大局的淡泊境界， 都让我们在潜
移默化中真切感受到一名军人的
责任担当和刚毅坚守， 在耳濡目
染里继承和发扬着父亲身上的军
人作风与精神品格。 而那个绿帆
布旧箱子， 一直静静地陪伴着父
亲， 像是一段近在眼前又隐入尘
烟的过往 ， 让他欣慰 、 让他牵
挂， 也让他感怀。

最近几年， 在整理旧物时偶
然打开这个存放了将近60年的旧
箱子， 这才让我们看到父亲那些
尘封已久、 早已泛黄的老照片，
以及照片背后的故事。

照片里的父亲三十出头， 他
和战友们个个意气风发， 散发出
军人特有的神采与魅力。 和老照
片封存在一起的， 还有母亲为父
亲精心缝在布上的军功章和徽
章， 以及一本本立功证书。

为了了解父亲的经历， 我查
阅了很多资料， 对照了很多朝鲜
语译文。 一遍遍细读表彰文字，
我看到了这样一个父亲： 他工作
责任心强， 爱护集体财务公物；
他埋头苦干， 乐于助人； 他团结

战友 ， 做好工作之外去帮助他
人； 他要求上进， 训练之余学习
文化知识； 他多次立功， 克服困
难超额完成任务。 虽然父亲只是
汽车团修理连的普通军人， 不是
持枪上前线的士兵， 但是那些真
实的文字让我看到了他作为一名
军人， 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默默
坚守、 积极进取， 吃苦耐劳、 争
当先锋的生动画面。

而最让我感动的是其中一封
立功证明书内容： “凡参加抗美
援朝保家卫国战争中， 在各战役
战斗及后勤等各种工作上， 立有
三等功以上的战斗员、 指挥员与
工作人员， 均发给立功证明书，
以资褒扬， 并享受功臣的一切优
待与荣誉……” 这句话带给我很
大的震撼———父亲是抗美援朝功
臣 ， 对自己取得的荣誉十分珍
视， 可他自己立下的战功， 对我
们这些儿女却只字不提， 更不曾
对组织提过任何要求， 我为他低
调高洁的品质而自豪。

这些尘封在旧箱子里的照片
和军功章， 是父亲留下的宝贵财
富， 是跨越60年的珍贵回忆， 也
是我们教育子女最好的教材。 我
为此深深感谢父亲， 感谢他教会
我们做人的道理， 感谢他留给我
们的军人家风。 虽然如今父亲已
经离开我们25年了， 但我们姊妹
四人和我们的后辈， 会一代代传
承、 发扬好父亲艰苦奋斗、 淡泊
名利的宝贵精神财富。

如今， 再次小心翼翼翻看箱
子里那些宝贵的老照片， 轻轻拿
起旧布上那些厚重的奖状奖章，
我对父亲的过往又多了一些了
解， 对父亲的品格又多了许多敬
畏。 越了解， 就越为父亲骄傲，
越为中国军人骄傲。

致敬无私而伟大的中国军人
们！

■家庭相册

藏在箱子里的记忆
□□刘刘月月英英 文文//图图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一群仰望星空的人

□胡胜盼

———读《西南联大通识课》

杨振宁先生曾不无感慨地
说： “西南联大的教育传统是非
常好的， 这个传统在我身上发挥
了最好的作用。” 2022年是西南
联大建校85周年， 天地出版社推
出 《西南联大通识课 》 纪念版
本， 共7册， 除了再现西南联大
的 通 识 教 育 ， 也 是 传 播 优 秀
中 国 文化 ， 为当代读者提供了
一个了解西南联大和中国文化的
契机。

通识教育是一个有着近两个
世纪历史的高等教育理念。 它首
先强调发展个性和完善人格， 从
根本上实现 “健全的人 ” 的培
养。 通识教育还在于全面地提高
学生的知识文化素养， 使其获得
一个较为合理的知识结构。 在我
国教育史上， 有着深厚的通识教
育理念的延承。 西南联大秉承着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道并行而
不相悖” 的理念， 在严格的教学
管理制度下 ， 营造出了相对自
由、 活跃、 宽松的学术环境， 为
通识教育成功实施奠定了思想上
的基础。 西南联大之所以人才辈
出、 蜚声中外的原因之一就是通
识教育的成功实践。 这种理念为
西南联大创造了一种浓郁、 自由
的学术气氛。

《西南联大通识课 》 收录西
南联大陈寅恪 、 朱自清 、 冯友
兰、 闻一多、 傅斯年等15位教授
的讲义文章， 从文学、 国史、 哲
学、 诗词、 文化、 古文、 国学七
个不同的角度， 重现西南联大具
有开拓性和系统性的通识教育以
及教授们深厚的学术功底， 可以
看到西南联大教师对中国文化的
坚守和传承。 它不仅是联大 “精

神独立、 学术自由、 教授治校、
兼容并包” 的大学精神的具体体
现， 而且进一步丰富了我国的高
等教育形态， 极大地提升和增强
了中国大学的学术底蕴和人文内
涵。

《西南联大通识课 》 筛选
100多种底本， 精心编校3年， 勘
误500余处 ， 保证内容的纯粹 、
完整。 书中包含多幅西南联大老
照片， 附带西南联大纪念碑文拉
页， 读者可从碑文里了解西南联
大建校始末， 近距离走进西南联
大。 在整理文章时， 编者秉持既
忠实于西南联大课堂， 又不拘泥
于课堂的原则。 有课堂讲义留存
的， 悉心收录； 未留存有在西南
联大任教时的讲义， 而先生们在
某一方面的研究卓有成就的亦予
以收录； 还有一部分文章是先生
们在西南联大教授过的课程， 只
是内容不一定为在西南联大期间
所写。 这也是本套丛书对西南联
大 “兼容并包” 之学术精神的体
现。

“所谓大学者， 非谓有大楼
之谓也， 有大师之谓也。” 西南
联大存在的宗旨本就是 “以民族
文化为主体， 融汇古今、 中西文
化而重建现代中国文化”。 《西
南联大通识课》 的出版， 是对西
南联大所承载的历史意义的赞扬
与弘扬， 也是对中国人精神与文
化的继承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