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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阵子，因为工作加班太晚，我让女儿在同学家寄宿了两晚。却不想，
同学家妈妈对孩子赞誉有加。细问才知道，不过是些：主动问阿姨是否要帮
忙、虽然饿却绝先不动筷子、吃完饭主动收桌子之类的小事儿。

我笑了，这算什么呀？我家孩子打小就这样，这是最基本的礼貌呢！
礼貌，是人类为维系社会正常生活，而要求人们共同遵守的最起码的道

德规范，它是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相互交往中逐渐形成，并且以风俗、习
惯和传统等方式固定下来的一种礼仪。中国是世界闻名的礼仪之邦，“礼”
是中国文化的突出精神，也是中国古代伦理思想的基本概念之一。从周朝
的《礼记》、春秋《诗经》中的“人而无礼，胡不遄死？”，到而今我们的个人礼
仪、见面礼仪、学校礼仪等各项礼制的健全，好礼、有礼、重礼，已经成了我们
中国人立身处世的重要美德。

当然，这份立身处世的本领，首先应该来源于家庭的培养。每一个家
庭，不管是布衣百姓，还是王侯将相，都有自成体系的家风。我们家，也一
样。

我至今仍清晰的记得，四五岁的弟弟去胡同口的大妈家还东西，妈妈在
他出门前特意交代一番，等弟弟回家还需得再复述一遍：“大妈，在家吗？簸
箕给您放到大门底下了。我不要吃的！大妈您甭管了，我自己能走回去。”
我和弟弟，就在这幼时不断重复的“学说话”中，渐渐养成了见人主动打招
呼，给村里长辈问安等，这些最最基本的习惯。

相对于母亲的重复表述，父亲说话一向言简意赅。刚换工作时，我的体
力和精神都严重透支，有次在吃饭前给父亲抱怨：既忙又累，烦！没想到父
亲却平静的给我总结：“工作多，证明单位效益好；你忙，证明你的工作重要；
你累，那就得抓紧找提高效率的办法了。想敷衍是不行的，打退堂鼓更是不
可以！”当我说到，要给公司采购一批价值5000余元的物资，有个同学联络
我，让我为难时。父亲说的更明确：只要经过公平的价格、质量比较，买更合
适的就行。不能为了同学的人情面子，让公司受损失；更不能因贪图小利，
令自己名誉受损，那样得不偿失！

在那一刻，我不禁想起了《幼云》中的一个故事。寡母湛氏，辛苦将儿子
陶侃养大。在陶侃为官时，嘱咐他要报效国家，造福百姓；在面对儿子托部
下带回的腌鱼时，却原封退回并回信：“尔为吏，以官物遗我，非惟不能益吾，
乃以增吾忧矣”。不同时代的父母，面对相似的情形，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公
家之事认真做，官中之物动不得！

除了这些，我们家还有一些不得违反的规矩：晚上写完作业要把书包收
拾好，不能第二天临出门时再乱忙活；馒头吃多少掰多少，若剩下小块哪怕
馏到泛了白沫，早晚都得自己吃掉；不能指划身体有缺陷的人，顺手帮一把
便是；家里若来了讨饭的，要给整个儿的馒头、从锅里舀热粥，不能给难吃的
饭食；长辈说话时不能插嘴，更不能顶嘴。

我和弟弟妹妹们，在这样的规矩声里长大、见证，日复一日，耳濡目染。
从2010年冬天起，奶奶因为脑血栓，在床上躺了两年多。吃喝拉撒睡

加换洗衣服拆被褥、扶着架着做康复训练，妈妈和两个婶子一直轮流照顾，
直到奶奶离世。这期间，她们没有争执过，也没有谁厌烦过，她们都觉得这
是应当的。二叔的妹妹放假回来，总是先来奶奶的床前：“家有一老如有一
宝，奶奶，你可是我们家的大宝贝呢！”还未和弟弟成亲的弟媳，总是买来奶
奶能消化得了的食品，捏了小块喂给她吃。

这样的事例，在我们的大家庭中还有很多，《论语》中有“弟子入则孝，出
则弟。”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爸爸兄弟和谐，才会出奇一致的对奶奶精心
照顾；因父母从不在奶奶面前吵嘴，我们这一辈也从不敢在父母面前争执；
小时候，奶奶来家里训爸爸的情形，演变成如今爸爸一个电话就能把弟媳

“找不着“的弟弟宣回家来；处在青春期读高中的叔家小弟，会静静听完我并
不擅长的学科讨论，才会发表意见；为了不让两岁多的小侄子哭，女儿会抱
着他累到走不动，也不忍心放下。

当我们都成了家，父母叔辈们已在不知不觉中两鬓斑白。论语中，有
“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为喜，一则以惧。”报喜不报忧，在不让他们生
气操心的同时，我们又自然的接过父母手中的“小棒“，用曾经的行动来教
育孩子，感染孩子。

孩子写作业时，我就坐在她旁边看书；孩子犯错尽量不动手打她，学着
耐心听完她的想法；男孩子要勇敢担当，女孩子要温柔宁静，但男孩女孩都
要善良、有礼、感恩。

我们就在这样一个普通的农村大家庭中长大，平时各忙各的，农忙一起
劳作、春节一起热闹。从来都是乐乐呵呵，嫌隙极少。家和万事兴，从来都
是家庭幸福，家族兴旺的基础。而家庭和家族的稳
定，又是国家繁荣昌盛的根本。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我们在这个有爱的
家庭中，养成了独有的气质和风格；我们在这祖辈沿
袭的文化里，获得了人生的价值和社会的认可。

这份滋养我们不断成长进步的门风，就是我们
的家风：做事廉洁，一心为公；上孝下慈，兄友弟恭。
这是我们家族树立的价值准则，是我们家族世代相
传的珍宝！ 作者单位：天阳纸业

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总理专门召集家庭会
议，定下的“十条家规”：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
来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去看看；二、来者一律
住国务院招待所；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
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
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五、不
许请客送礼；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七、凡个人生
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八、生活要艰苦朴素；
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
自己；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周总理一生为国为民、鞠躬尽瘁，堪称为民务实
清廉的党风楷模、治国的典范。更加难能可贵的是，
周总理不仅深明大义，而且深悉小节，也是治家的榜
样，其家风如潺潺流水，清澈透明。他坚守正确纯洁
的无产阶级思想意识，高尚的共产主义品格，身体力
行，率先垂范，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丰富和发展了
家规的内容，为党员领导干部树立了典范。这十条
家规，就是周恩来用以律己治家的道德行为规范。
这十条家规，成就了党史上的一段佳话，也成就了周
总理白璧无瑕、光辉伟岸的一生。

“于细微处见精神”，周总理深谙这个道理。
他经常教导亲属晚辈说，单独从事隐蔽之事的行
为，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品质；对待细微之事的态
度，最能看出一个人的灵魂。周总理最看不惯假

公济私的行为，他要求家属自觉地克己奉公，他一
再叮嘱身边人员：“我的任何亲属来京都不派车。”
他淮安老家唯一的长者、他的八婶母，在新中国成
立初期两次进京去探望他，身边工作人员想派车
接一下，他断然制止。无论情况多么特殊，他也决
不允许亲属中的任何成员动用公车去办私事。

周恩来用自己的言行，自觉履行家庭道德规
范到最后一刻。他在生命之火行将熄灭之际，嘱
咐邓颖超说：“……希望亲属留在各自的工作岗
位，不到北京来，这才是真正的悼念。如果一定要
来北京，应该自己花路费，一分钱也不要政府开支
……”此情此景，令听者无不动容。周总理要求亲
属凡事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自觉做好别人容
易忽视而又难于做到的每一件小事。对不符合家
规、不符合共产主义道德的任何一点儿苗头，都要
坚决克服或加以制止。

2018年3月5日，在周总理诞辰120周年纪念
日上，习近平总书记动情地说，周恩来，这是一个
光荣的名字、不朽的名字。每当我们提起这个名
字就感到很温暖、很自豪。周恩来同志在为中国
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进步事业
而奋斗的光辉一生中建立的卓著功勋、展现的崇
高风范，深深铭刻在中国各族人民心中，也深深铭
刻在全世界追求和平与正义的人们心中。

“为政之要，曰公与清；成家之道，曰俭与
勤”。周总理没有给后人留下一砖一瓦、一钱一
物，却为后人留下了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家风家
规。周总理的十条家规，不仅是对亲属的严格要
求，更是培养干部家风的极好教材。它像一面镜
子，告诫所有党员干部如何掌好权、用好权，如何
过好权力关、亲情关。

人们常说，亲情是一道越不过去的坎。反观，
有多少领导干部因为不注重家风家规，认为不拘
泥于小节而丢失了大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众多落马的贪官中，大都是跟家人扯上关系，家族
式腐败屡见不鲜。一些官员家属打着领导旗号大
肆收受贿赂，承包工程；有的领导亲属吃饭讲排
场，穿着讲高档；有的领导利用职务之便为家人朋
友安排工作；有的领导家属外出游玩购物，最后都
由公家买单……凡此种种，一步步走入泥潭。

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不仅要吸取腐败案
件的教训，严肃对待亲情，把好“亲情关”，更要从
老一辈革命家崇高风范和先进典型中接受教育、
汲取力量，任何时候都要公私分明、秉公用权、依
法用权，用坚定的党性和高尚的人格影响和带动
家人，树立良好的家风，为廉洁从政建造坚固的家
庭“堡垒”。

最后，用广大人民祭奠周总理的诗来作为本
文的结尾：

敬爱您
不仅爱您伟岸的身躯
也爱您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告慰您
不仅以“今日盛世，如您所愿”
也以一个更好的中国！

作者单位：城市更新服务中心

大家眼中我属于工作严谨、淡泊名利的那种
人，醉心教坛，乐在其中。其实这些都与我的爷爷
和爸爸有关。

宁可要饭，也不拿公家一分钱
听爸爸说，爷爷是抗战时期参加工作的，那时

他在八路军驻济南办事处北海银行上班。在一次
战略转移中，伤到了腿，不能跟随大部队走了，就安
排到了地方工作。

于是济阳城关小学成了爷爷的新单位，由于工
作努力，成绩优异，很快被上级安排为学校校长。
再后来又担任了新市乡文教助理一职。

听爸爸说 ，那个年代条件很艰苦，尤其是三年
自然灾害的时候，我的奶奶领着我爸爸兄妹三人经
常去崔寨要饭。而我的爷爷作为新市乡文教助理，
也眼睁睁看着不给予什么帮助。因为我的爷爷在
家总是说，咱们宁可去要饭，也不能拿公家的一分
钱啊！

再苦再累，也要把学生教好
爸爸是一名退休老师 ，上班三十多年，一直都

在教学一线工作，干过新市乡王家小学校长。退休
以后赋闲在家，养花跑步，购物健身，自得其乐。

一次聊天我问爸爸，您觉得自己当老师这几十
年最大的成绩是什么？爸爸说，这些年来，我最大
的成绩就是让无数孩子走出了农村。

爸爸任教的王家村小学离我家只有五里地，爸
爸却吃住在校，一周只回家一次，舍着一家老小管

不上，我妈一人在家种地，在那个以人力为主的年
代很不容易。正是有了像爸爸一样一批批农村教
师的坚守，才让一辈辈学生不再面朝黄土背朝天，
不再继续落后受穷。

累死累活，也要供你们读书
继续聊天我问爸爸，咱们家你觉得最荣耀的事

情是什么呢？爸爸说我觉得最自豪的事就是你们
兄妹两个都考上了大学。

是啊，我是我们村第二个大学生，孩子都能上
大学我家在我村是第一家。

我的妈妈是普通的农村妇女，种了六七亩地，
累死累活也赚不了几个钱。而爸爸作为老师也收
入微薄，于是爸爸利用业余时间又找了多个活。我
记得，爸爸曾经走街串巷爆过爆米花、贩卖过蔬菜，
去附近的窑厂制作过泥砖，去外地干过小工等
等。

记得爸爸那时总是忙忙碌碌 ，但他却总是乐
呵呵的。上学期间每次回家，他对我和妹妹嘱咐最
多的就是，在学校一定要多多读书，好好学习，现在
不吃苦，长大了会吃很多苦的。

再穷再难，也要当教师
在爸爸的支持和鼓励下，高考时我的第一志愿

填报了师范院校，最终也如愿以偿走进了济南联合
大学的校门。

毕业之后，在外地乡镇当领导的舅舅建议我去
考公务员，走行政之路。而我却毅然决然的选择了
和爷爷、爸爸一样去作一名人民教师。

二十岁，我走进了距离县城近六十里的新市乡
皂李小学的大门，开启了我的教师梦。在那里一干
就是三年，然后在新市镇中学又干了十八年。我和
爷爷、爸爸一样心甘情愿的把我最好的青春奉献给
了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去教育我的父老乡亲们的
孩子。让孩子们能和我一样走出农村，去外面看看
精彩的世界，是我矢志不渝的愿望。

努力学习，也想做老师
工作之余，我会经常回忆起爷爷甘于清贫的故

事，爸爸坚守岗位教育学生、受苦受累供应我们兄
妹上学的故事，是他们的言谈身教让我学会了自力
更生，学会了淡泊名利，更学会了做人做事。

现在做教师的妻子和上高中的儿子聊天时，也
会经常聊起爷爷和爸爸的故事，她会鼓励儿子好好
读书，争取进步，将来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做一个
对社会有用的人。偶尔聊起高考的志愿，儿子说他
也想选择师范大学，想继续他太爷爷、他爷爷和我
们的老师梦。

百年一育，情定三生，这就是我家四代人的教
育故事。教育情结已经深深走进了我们的家庭，教
师情怀早已驻入了我家每个人的心中。

作者单位：新元学校

三个女孩在同一天的同一时刻出生在同一个
村子里，这事在当时很是有些轰动。冬去春来，潮
涨潮落，沐着河滩里特有的风，喝着黄河里的水，不
经意间，三个小女孩长成了三朵含羞带露的花蕾，
连扑闪着翅膀的粉蝶，见了她们中的某一个，也要
绕前绕后地一气追出半截地 ，还不肯罢休。

这三个女孩，就是被越来越多的滩里滩外的人
称做“三朵金花”的芳草、春柳和燕子。

芳草出生在堤上的小堰屋里。那时，她娘去给她
爹老棒送饭，来到大堤跟前，感到一阵奇异的花香，水
一样朝她漫过来，渐近渐浓。她不由停下脚步，回头
四顾。滩里，是刚刚长到一尺来高的平展展绿油油的
麦田；堤坡上，毛绒绒的小草，毡子一样在风中来回摆
着。间或，有一朵两朵的小花，自绿草间怯怯地探出
头来。这越来越浓的花香，到底来自何处呢？是花
香 ，可是又从来没有闻到过这样的花香：比梨花甜，比
槐花酽，比枣花稠。而且，这周围也没有这几种树
啊！再说，季节也不对。那花香水一样把她浸得透
湿，她觉得自己都快要被这香味儿给托起来了。迷醉
间，她觉得肚子开始疼起来。她忍着，手提了装着窝
头、咸菜的春 柳篮，有些艰难地爬上了堤。

那奇异的香味儿，时浓时淡地始终伴着她。这
时，她期望着丈夫老棒能来扶她一把，可是，朝那小

屋望过去，却不见丈夫的影子。
老棒是到河边挑水去了。待他自河边回来时，

女儿正在他的小土炕上拼命地哭叫着。老棒先是
愣了一下，接着，他倒一碗水端给妻子，见她淌着汗
的脸，黄得像一张纸。

望着男人递过来的碗，大颗大颗的泪珠，从她
那双又黑又深的眼睛里滚落下来，叮咚响着落在水
碗里。“是个闺女。”她说。脸上，随之泛起了一丝红
晕。儿子已经满地跑了，第二胎能生个闺女，一直
是她所盼望的。老棒的脸上依如刚进屋时一样，不
喜，也不悲。放下水碗 ，他一句话也没说，转身“咚
咚咚”朝门外走去，走到门口，他没忘了轻轻把门掩
上，却是依然无话。

一辆地排车，把这母女俩拉回了滩里的家。随
地排车进门的，是闻讯赶来的老河媳妇秋兰。

这个下午，两个女人说了许许多多的话。在老
棒的媳妇初闻见花香的那一刻，正坐在家里吃饭的
小货郎狗剩的媳妇，夹咸菜的筷子突然停在半空不
动了，她用力眨两下眼睛，对正在吃饭的狗剩和三
个儿子说：“咱家门口的柳树上，飘了那么多的柳
絮，大雪一样。”儿子们没理会她的话，依旧埋头吃
着饭。狗剩听老婆突然说这个，先是懵懵懂懂地望
了她片刻，然后继续吃饭，边吃边对她说：“柳芽子

都绿了，还有啥柳絮？”“是柳絮，雪花一样，满天都
是。不信你出去看看。”狗剩老婆说着就放下筷子，
想往院子里走。这时，她的肚子突然就急急地疼起
来，直疼得满炕乱滚乱爬。狗剩见状，忙一踮一踮
地去喊接生婆。他刚刚走出胡同口，三个儿子就齐
齐地从后边喊叫着追过来。他们拉住他的衣角，使
劲把他往家拽。

走到大门口的时候，狗剩就听见那有些细柔的
哭声了。“是个闺女吧？”他喊叫着迈进门，抱起孩子
来看了看，然后仔细地把她包了起来。

瘸着腿，狗剩去给老婆煮鸡蛋熬小米汤。
狗剩和老婆一直盼着肚子里这个孩子能是个

闺女。两口子盼来盼去，终于圆了这个梦，那份高
兴，自不必说。

这个女孩，就是后来的春柳。
就在这同一时刻，苇子圈的另一个孕妇，也就是

在房台的最东头住着的喜欢打猎的老柴的媳妇，正端
了满满一盆刚洗过的衣服，从河边往房台这边走过来。

老柴媳妇嫁到滩里刚一年，她是个能说又能干
的女人，不管是坡里的还是家里的，都绝落不到男
人后边。在滩外娘家的时候，她一直是那个村铁姑
娘战斗队的队长，因为常跟大队的支书一块出去开
会，后来就有些风言风语地传出来。她的爹娘，便

托在苇子圈当着支书的大女婿老六给她说了个婆
家，也不管她愿不愿意，就把她嫁到了滩里。

老柴媳妇见天色不早，便急忙忙赶着回家去做
饭。

一阵阵婉转的歌唱，不时地在她的前后左右亮
丽地响起。开始她并没在意，可是，那时而高亢时
而又低柔的鸣唱，时缓时急地响在她的耳畔。抬起
头，用手捋一把额前的碎发掖到耳后 ，她看见了几
只春燕，正捉迷藏般绕着她飞来飞去。她孩子似地
微斜了头，张大了眼睛瞧着它们的舞蹈。一枚黑丝
绒样亮丽光滑的燕羽，忽忽悠悠地飘落下来，她眼
见着那燕羽落在了自己的脚边。费力地弯下腰，她
捉住了那燕羽。正想直起身子，这时，她觉得肚子
突然不紧不慢地痛了一下，她没在意，一步步往房
台上爬。在快要爬了一半的时候，肚子又猛地痛了
一下，这回，她不由“哎哟”了一声，一手端了盆，一
手捂了肚子，弯着腰往家走。

不远处，似是有孩子高亢嘹亮的哭声传过来，
那哭声让她的血管一下子胀了起来，她听到了身上
的血液在奔涌流淌的声响；紧接着，浑身又酸软得
只想着马上闭上眼睛，一气睡它个三 天三夜。老柴
媳妇一只脚刚迈进大门，孩子就生出来了。她没来
得及走进屋子。 （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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