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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套路：

以。。。为石 筑。。。之基

以。。。为水 护。。。之根

以。。。为裘 暖。。。之心

乘。。。之风 破。。。之浪

以。。。为矛 破。。。之盾

扬。。。之帆 启。。。之航

以。。。为药 治。。。之症

积累常用名言

主体角度积累名言：

个人、公众：

人多力量大：集腋成裘，聚沙成塔，滴水穿石。泰山不拒细壤方可成其大，江海不拒

细流方可成其深；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众人拾柴火焰高；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

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民生民意很重要：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政之所兴，在顺民心；

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繁叶茂；天下顺治在民富，天下和静在

民乐，天下兴行在民驱与正；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足寒伤心，民寒伤国。知屋漏者在宇

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经误者在诸子。

家庭：天下以国为本，国以家为本；家和万事兴；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必先治其国；

欲其国者，必先齐家；欲齐家者，必先修身。

企业：商人重利轻离别；“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源泉”；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源清则流清，源浊则流浊；

学校：高尔基：书籍是人类灵魂进步的阶梯；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一年树谷，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社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麻生于蓬，不扶自直；媒体人的责任就在于当社会都在哭

的时候，不要让他们哭得那么绝望，当世界都在笑的时候，不要让他们笑得那么猖狂。

国家：火车开得快不快，全靠火车头带；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

层面角度积累名言：

思想：心之所向，身之所往、种下一种思想，收获一种行为；种下一种行为，收获一

种习惯、培根：“思想是行为的先导”，苏格拉底：“如果不在思想的田野种上庄稼，就

会滋生行为的杂草。”

监管：

处罚：

钱：共享名言：商人重利轻离别；马克思：“资本为了百分之五十的利益敢于听而走

险，为了百分之百的利益敢于践踏法律，为了百分之三百的利益敢于冒上绞刑架的风险”、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有钱能使鬼推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人才：“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人尽其才则百事俱兴”、“治国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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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人才为急”、“国无才不立，政无才不治，业无才不兴”

科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科技的目的在于把反抗自然奴役的权杖放在人类的

手中。关于创新的诗句

法律法规：孟子曰：无规矩不成方圆；韩非子：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

奉法者弱则国弱； 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治国者，必以奉法为重。立善防恶谓之礼，

禁非立是谓之法。执法如山，守身如玉；法者，国之重器也。

结尾万能名句

1、表明时代特征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

仰天大笑出门去，吾辈岂是蓬蒿人。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表明你很坚持，无论多么困难你都会做下去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唯其艰辛，才更显勇毅；唯其笃行，才弥足珍贵。

粉身碎骨也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黄少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悔。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想。。。问题，也不可能一蹴而就。

套路下的成品示范：

善待动物就是善待人类自己

“一行白鹭上青天”的自由、“两个黄鹂鸣翠柳”的热闹、 “春江水暖鸭先知”的逍

遥，在古人的诗词里总有人和动物和谐共处的美好画卷。然而，当下中国却出现虐待动物、

残害动物、动物灭绝的画面，使得曾经的后面出现伤痛。不仅破坏生态平衡，更不利于人

可持续发展，所有要保护动物，走可持续发展理念。

保护动物需要转变公众意识。“心之所向，身之所往”，社会公众的言行会受到社会

公众意识印象。中国之所以频频爆出虐待动物、残害动物、过度捕杀动物的新闻就是因保

护动物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还没有成为一种社会共识。社会公众在在思想上并没有意识

到保护动物的重要性。因此，国家应该通过宣传教育、学校教育宣传可持续发展理念，生

态绿色崛起理念，让公众树立保护动物的意识。

保护动物需要落实日常监管。子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政府作

为社会管理者，面对社会问题就应当身先士卒，做好社会管理的监管工作。当下我国动物

虐待的新闻频发，其实和政府日常监管的空白也有关系。如果政府执法部门能够落实动物

管理调理、动物保护依据、生态发展法规，充分发挥无形之手的限制作用，就能让动物保

护撑起保护伞。

保护动物需要完善法律法规。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社会是否具有秩序、

问题是否能够根治，往往和一个国家的法之重器有关。我们国家虽然有动物管理的相关法

规，但是因为动物保护起步晚，还存在严重漏洞，如果能够填补法律空白，让动物管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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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有序，让戕害动物者付出代价，动物保护也就不再是空谈。

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虐待残害也不应施于动物，善待动物就是善待人类自

己。相信，在公众意识的提高之下，在日常监管的推进之中，在法律制度的完善之上，动

物权益保护一定能够铺开一张完美无缺之网，虐待动物残害动物一定没有漏网之鱼，动物

和人类和谐、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赞歌一定能够再次奏响，中国公民素质的提升也一定会伴

着赞歌一路高歌，进而奏响中华民族崛起的旋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