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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农家，父母
亲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那时尽管生
活困顿，他们却注重对子女的培养，教
导我们认真读书，还经常对我说：“一
个人最可怕的不是物质的缺乏，而是
精神的匮乏。”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
耳濡目染他们勤劳、纯朴、善良、坚强
的点点滴滴，我逐渐养成了独立自强、
勤奋节俭的品格。我抱定着一颗让父
母亲和自己过得更美好的初心，勤奋
学习，踏实做事，真诚做人，依靠自己
的努力不断进取，考进大学，考取公务
员，走上了今天的科级领导岗位。

在贫困中收获节俭。我的父母从
小就教育我们“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的道理，说只有节俭，日子才能过得
好，贪图安逸享乐将一事无成。父母
都是农民，家庭收入低微，供我们姐妹
三人上学读书确实不易，村里邻居家
的孩子大都初中毕业就辍学赚钱贴补
家用了，而我却是从小学一直读到大
学。回想当年，母亲总是精打细算着
怎么样用有限的收入来尽量满足我学
习生活上的需要。“浪费无底洞，坐吃
要山空”“粗茶淡饭、细水长流”都是母
亲时常念叨的一些话语。正是父母勤
劳节俭的言行影响了我，读大学期间，
我不忍专靠父母供我读书，星期假日
想法打工，还申请了国家助学贷款，并且每年以优异的成绩
获取奖学金来维持求学和生计，大大减轻了家庭的负担。

在劳动中收获勤奋。“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勤奋是走
向成功的唯一路径。穿过时间的长廊，回首成长道路上所经
历的坎坎坷坷，我心里充满了感叹。父母亲的那些经历、那
些辛酸、那些往事已深深定格在我心中，让我懂得，在成功的
路上，只有不懒惰，不胆怯，有一种“隆冬叶不辍，岁寒心不
移”的勇气，才能取得辉煌的成果。记得小时候，我家有 10
亩庄稼地，农忙时父母根本忙不过来，于是我也加入到干农
活的行列，锄草、割麦、拾棉花……样样都上。有一次，父亲
带我去田里割麦子，我头戴草帽，脖子上系着毛巾，在父亲后
面，拼命似的挥舞着镰刀，可是不一会儿工夫，就感到腰酸背
痛，最后瘫坐在田埂上一动不动。而父亲一刻也不休息，累
了也只是直直腰就继续干。父亲那辛勤劳作、不知疲倦的身
影永远让我难以忘怀，现在每当我工作劳累时，父亲的言传
身教总能激励我去努力工作，承担起社会与家庭的责任，奋
力前行。

在叮咛中收获廉洁。大学毕业后，我顺利考取江苏省委
组织部选调生，家里祖祖辈辈出了我一个公务员，父母亲感
到十分欣慰和自豪。如今，我走上了领导岗位，他们又经常
叮嘱我“做人要堂堂正正，不该要的不要，不该做的不做”。
就是这样朴实的话语，时刻警醒我要做好一名清正廉洁的公
仆。如今在共青团的工作岗位上，我始终不忘服务好青年，
服务好人民的工作宗旨，在工作中坚持以无情的纪律约束
人，以有情的心境激励人，常思己过，严以律己，宽以待人。
勤勤恳恳工作，踏踏实实做事，清清白白做人，有所为、有所
不为，坚持高线、严守底线、不碰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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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是地道的农民，他们和绝大多数农民一样，勤劳、善
良、质朴。因为只有我一个子女，他们“望子成龙”的愿望十
分强烈，对我的期望值也很高。除了开导我“要想出人头，唯
有书上求”以外，还经常教导我做人的道理：碗外的不吃，身
外的不拿。

小时候没有幼儿园，父母又要到生产队苦“工分”，每次
到地里劳作的时候，他们都要带着我。那时，我小脑袋上顶
着大草帽、把父亲衬衫穿成“长袍”，在田头不停奔跑的滑稽
模样，也成了田间的一道“风景线”。记得有一次，看到生产
队的西瓜熟了，馋的不行。看管西瓜地的大爷不忍心，就想
让父母收工时摘一个带回家给我吃。父母注意到了我万分
期待的眼神，但最终还是拒绝了大爷的好意。看着我极其失
望的样子，父亲对我说：“那是生产队的西瓜，是公家的东西，
我们不能要。等生产队开始卖西瓜的时候，再买给你吃啊。
儿子，要记住‘碗外的不吃，身外的不拿。’”虽然我当时不太
理解父亲说的意思，但感觉父亲说的好像很有道理。

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年，我因工作出色被提拔成所任教的
农村联办初中的“领导”。那时，联办初中师资力量、教学设
备与乡办初中有很大的差距，不少学生家长想让子女转学或
到乡里初中借读，就或是带烟酒，或是托熟人请吃饭，让我这
个管理学籍的“领导”“关照”。正当我沉醉在权力带来的这
些“好处”中时，从来没有对我高声过的父母，却在一天晚上
我从外面喝过酒回家的时候发了火：“小时候就告诉你碗外
的不吃、身外的不拿，可你看你现在成了什么样子？！家里是
没有吃的还是没有喝的，你非要拿人家的、吃人家的？再这
样下去你迟早要栽在你自己手里。”父母的呵斥犹如当头棒，
让我立即清醒。我赶快退掉了那些“礼物”，心里发誓以后一
定要坚持这个原则，同时狠抓教学管理，学年结束的时候因
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受到了乡教办领导的表扬。

后来由于工作需要，我离开教师队伍成了一名纪检监察
干部，查信办案成了主要工作内容。父母知道我要到区纪委
上班的时候，相当高兴，特地从老家赶过来为我祝贺。吃饭
时，父亲不知是酒喝多了，还是其他什么情况，“絮絮叨叨”地
交代我：“我们就你一个儿子，你小的时候，就希望你能考上
大学，做一个拿工资的国家户口的人。你们现在这个情况，
爸爸妈妈很高兴，你是公务员，儿媳妇是教师，还有一个好孙
子。你马上到纪委上班了，还是要提醒你碗外的不吃、身外
的不拿。你是家里顶梁柱，你要有个什么事情，我们整个家
就倒了。”想着父亲的话，此后我工作一直如履薄冰，兢兢业
业，认真办理每一件信访件、查处每一件案件。在这过程中，
说情打招呼的、送礼求关照的，数不胜数，每每遇到此类事情
的时候，“碗外的不吃、身外的不拿”的家训就会自动浮现在
脑海，让我警惕、让我清醒。

如今，我从事纪检监察工作已有 10 个年头，儿子也即将
读大三，“碗外的不吃、身外的不拿”也成了我和儿子交流时
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希望儿子今后也能真的理解做父母的一
片苦心！

碗外的不吃，身外的不拿
区纪委第三检查室纪检员 王万玉

这几日，说到这家孩子考上名牌大学，那家孩子
考上盐中、一中了，母亲都十分开心，眉宇间透着喜
悦，一切都是发自内心的恭祝，好像自己家宝宝中了
状元一样，替人家欢喜。有哪家孩子考得不咋的，母
亲也替人家惋惜，当然如果人家不提，母亲也绝对不
问，还嘱咐父亲不要多嘴,免得让人家老小尴尬。

与人为善，这是母亲自小教导我们做人的起码
准则。无论是从小在农村的贫困时光，还是长大成
人后在城里相对宽裕的日子，母亲都是不卑不亢面
对生活、面对邻里、面对亲友。有人早先发家致富，
母亲总是教导我们学先进，自己努力工作赶先进；有
人时运不济陷入困境，母亲总是用朴素的同情心祈
祷这一家人，还不时尽上微薄之力接济人家。母亲
从小就在我们的心田播下了善良的种子。

在平常人庸常的生活中、自我的进取中总是会
伴随着对他人，特别是常常会对正在走上坡路的人，
产生一种莫名的嫉妒甚至是仇视。种庄稼的总指望
自己的收成是最好的，做生意的总指望别人都做不
过他，当官的看到别人每进一步心理上总能产生恐
慌。母亲在乡下开小店时村里隔壁还有一家店面，
母亲非但从来没有与邻店人家闹过别扭，到沙沟进
货时还常常顺便帮助带货，这在村里人看来简直不

可思议，而母亲似乎一直认为这样才是最好的。事
实上，在乡下开店的十多年里，母亲就因为与人为
善，小生意做得异常的红火。用母亲的话说，和和气
气、客客气气，和气才能生财。

嫉妒之心，人与生俱来，总见不得别人好，总指
望别人不如自己。这是一种再普遍不过的负面心理
了。做到不嫉不妒、望人好的，何其难，难于上青天，
需要有多大的胸襟啊。

望人好，必须正确对待组织、正确对待同志、
正确对待自己，更要正确对待人生。生活中，同情
弱者，更多的时候或许人人都能做到。广义上的望
人好，也不是太费神思。你美国佬日子再好过，不
关俺的事。但总是偏偏对待自己身边的人、对待自
己的同伴、对待自己的同行、对待自己的竞争对手，
很难保持一份平静的心态。看人家跃跃欲试、看人
家似若风头正劲强过自己了，心态上的失衡，却是
很多时候困惑人心的，有时能达到不可控制的程
度，那就是一种病态的情绪了，得看医生去。此谓
窝里斗、内耗、自己跟自己闹心的一大祸根。看到
同事升迁了，要死要活找领导摆自己的功、讲别人
的过，总是认为组织上亏待自己了；看到同事发达
了，一脸的不屑一顾，总是认为别人走了偏门，总是

认为别人不如自己。
望人好，不是与世无争、自甘人后，却是一种超

然乐观的生活态度；望人好，更是一种宽广坦荡的包
容气度。虽然只是简简单单的三个字，可这里面蕴
藏着多么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深邃的人生哲理啊！

你望人好，人人望你好，就像在赛场上，无论是
对手和观众都来为你加油助威，这是多么强大的精
神力量。

你望人好，人望你好。望人好，就是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的和谐之道。

与“望人好”相向的是“望人坏”。设身处地想
想：在一个单位，倘若个个都指望你是倒霉蛋，人人
都指望别人日子不好过，这就是真的到了人人自危
的程度了，如果这样，哪个还能好好过日子，看不把
你身心累死？！总想别人出洋相，是一个糟糕透顶的
心理暗示，暗示你有一个极不健康的身心状态。

如果你做不到望人好，也不至于望人坏吧。你
望人坏，人家恰恰争气就比你好，你的心情能好吗？
你望人坏，人人再望你坏，你再有多大的神功，不让
你缓一口气，一人一口唾沫就能立马把你淹死。

我记住了母亲说的“望人好就是对自己好。”你
看，你好、我也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嘛。

“望人好”
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文联主席 王迎春

小时候，父亲对我极其严格的教育，在左邻右
舍中也是出了名的。“严是爱，松是害”“严师出高
徒”“棍棒底下出孝子”都是他教育我的口头禅。
对于“棍棒底下出孝子”私下里我是相当不以为然
的，毕竟让皮肉受苦的受害者对这个表示赞同实
在太难，但打后必说的那句“严是爱，松是害”的注
释，却真的“触及灵魂”，并随着年龄的增长认同感
越发强烈。

记得十几岁的时候，特别流行港片，看到港
片里的明星总是手里拿着一根烟，意味深长地吸
着，感觉抽烟的样子真的特帅。正好班级上也有
些“志同道合”的同学，于是乎就一起偷偷地抽起
了烟。开始抽同学的，后来自己觉得不能老揩同
学油，就谋划偷父亲的烟请同学一起抽，没想到
一下子被父亲“人赃俱获”。结果免不了又是一
泡打，然后一番苦口婆心的教育。父亲教育我，
先成人后成才，不成才也要成人；要自己严格要
求自己，学生就要有个学生的样子，学生就不能
做作为学生不该做的事；就算学习不好，也要做
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不能沾染这些恶习。虽
然挨了父亲的打，但父亲的教育让我认识到了自
律的重要，更是立下了“堂堂正正、清清白白”的

做人信条。
父亲对我的严格总是别具一格，威武而霸

道，来不得半点反抗。但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武
训逐渐变成了文训。我上高中以后，父亲便不
再打我了。上高中的时候，开始住校。记得有
次不经意间接触了电子游戏机，和同学一起去
游 戏 厅 玩 了 一 次 之 后 ，从 此 便 一 发 不 可 收 拾 。
身在曹营心在汉，人在课堂心思却还在游戏厅，
学习成绩自然一落千丈。后来终于被父亲发现
了 。 当 时 ，见 到 父 亲 我 都 不 敢 正 视 他 的 眼 睛 。
长时间沉默之后，早已准备好迎接暴风骤雨的
我，看见父亲佝偻的身形竟转了过去，只听到了
父 亲 一 声 叹 息 ，然 后 就 留 下 了 我 一 人 自 行 离
开。这时，我愣住了，虽然父亲这次没打我，但
我感觉比痛打一顿还难受，我知道这是父亲爆
发出的最大的一次怒火。习惯了父亲的“严”，
对父亲的“松”感到万分恐惧 ，自那次后 ，再也
未去过游戏厅一次。

当前“严教”已被赋予新的内涵，所谓“棍棒教
育”几乎已被这个时代弃之一旁，但父亲的“严”对
我来说却始终意义非凡，那是一份厚重的爱护，是
对我成长的真诚呵护。

严是爱 松是害
楼王镇纪委书记 刘 涛

家风是社会道德的组成细胞，是一个家庭的
社会品质的反映。虽然，我的祖辈是世世代代的
农民，没有留下高深的家训家风的文字记录，但
祖、父辈们言传身教，用朴素的人生点滴经历诠释
了“诚实做人”的道理。

在我孩提时，父亲总是教育我做人首先要诚
实，那时我听着，却没有放在心里，有一种“左耳
进，右耳出”的味道。后来，父亲还常跟我讲祖辈
们诚实做人的故事，我也是似懂非懂地点头说懂
了，可一转眼，几乎就忘了。

不久之后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情，却让我
对做人要诚实终身难以忘却。那是我上小学的
时候，由于是女孩子，父亲要我每天在天黑前必
须到家。以往我都是玩到天要黑了才赶紧往家
跑，可是这一次，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在街上闲
逛，竟不知不觉地来到一家游戏厅，又情不自禁
地走了进去。游戏机里花花绿绿的游戏画面，让
我沉浸在游戏世界里，忘记了回家。可这时家里
已经翻了天，父母把学校、同学、亲戚、邻居家统
统找遍了，连放学回家路过的河边都找了。事后
听邻居说，母亲已经接近崩溃状态，在家里抹着
眼泪，父亲一声不吭地蹲在门口抽着烟，内心显
得十分焦急。

天黑了，我还在游戏厅玩着。直到感觉肚子
饿了才想起回家的事情，出了游戏厅一路狂奔往
家跑。走到家门口，遇到蹲着抽烟的父亲，借着堂
屋里斜射的微弱灯光，能依稀看出父亲眼里喷着
愤怒的火，但是父亲只是轻声问我：“你干吗了？”
我想都没想就撒了个谎：“我去奶奶家吃饭了！”没
曾想，父亲听了我的回话，猛地站起来大吼一声

“跪下”，吓得我不知所措，只好呆若木鸡地跪在门
口。

父亲还在怒吼着：“我一直教育你，做人首先
要诚实，你当耳旁风。在我们家做错事情不要紧，
就是坚决不允许撒谎。本来今天你回来迟了我不
想打你，但是你不诚实我必须要让你长记性！”就
这样我的屁股上唯一的一次挨了父亲好几巴掌。
这是我一生当中仅有的一次受到父亲的严厉教
育，那个感觉至今记忆犹新。从那以后我再也不
敢撒谎，也深深的记住了做人首先必须诚实的道
理。

如今，我长大了，参加了工作，也成了家。现
在我的孩子已经上了小学，当年我的故事，成了家
风教育的“案例”，我也常讲给孩子听，用我自己的
例子教育他，做人首先要诚实。这，也算我的家风
故事吧。

诚 实 是 人 的 第 一 品 德
尚庄镇纪委书记 李叶秀

““清正家风盐都行清正家风盐都行””之之““我的家风故事我的家风故事””

古有仁义礼智信，今有
勤孝谦俭让。家风是我们立
身做人的行为准则，是优良
品质在家庭中的积淀，是家
庭留给每个成员的宝贵精神
财富，它影响着一个人一生
的走向。我们家的家风是善
良、孝顺、诚实、助人。

善良
我从小长在农村，听父

母强调最多的就是“做个好
人，要善良”。曾祖父在我出
生前一年就去世了，儿时常
常会听到周围的邻居提起他
老 人 家 ，说 起 他 的 善 良 仁
慈。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困难时期，有一天，一个讨饭
的 趔 趄 着 走 到 了 我 们 家 门
口，说话有气无力，只想讨口
吃的。曾祖父给了他一碗稀
饭，讨饭的面露喜色，高兴地
走了。当时正值年终岁尾，
天气异常寒冷，曾祖父看着
他单薄的衣着，心生怜悯，又
叫回他，从身上脱下一条裤
子（身 上 一 共 两 条 裤 子）给
他，这件事一直让我感到温
暖和自豪。

孝顺
中国有句古语：“百善孝

为先”。从小，父母就教育我
要懂得孝顺长辈，经常听他
们说起我的祖母孝顺曾祖母
的故事。在祖母那个年代，
家里很穷，祖母自嫁入祖父
家中，因我祖父是长子，自然
就 担 负 起 了 全 家 生 计 的 重
任。我的祖母很能干，为了

生活带领家中大大小小十几口人，艰难地生活着，
繁重的劳动是她青春的全部。生活虽然清贫，但她
始终不忘赡养老人的义务。曾祖母年寿已高，患有
咳嗽病，当时医疗资源匮乏，农村有个土偏方，就是
用“油加糖”一起服用，有一定的疗效。为了能让曾
祖母吃上“油加糖”，祖母省吃俭用，一直到曾祖母
1984 年因病过世，都没有断过“油加糖”。

诚实
儿时与小伙伴在场头一起玩，场上有人家晒芝

麻，我们几个就去偷吃芝麻，被晒芝麻的大爷发现
了，其他人跑了，我被追上。大爷问我偷吃没有，想
起父亲平时的训诫，就老老实实地承认了偷吃芝麻
的事实。哪知晒芝麻的大爷不仅没有骂我，而且笑
着说“你这个细的（盐城方言小孩的意思）还蛮诚实
的呐”。

助人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常怀仁爱之心，为他人、

为社会奉献自己的爱心和力量，是快乐之本。记得
八十年代末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每月工资只有 70
元。一天，有一位年过七旬的老奶奶到乡政府诉说
家庭的困难，要求组织给予帮助，我看着她因岁月
摧残苍老的脸和布满老茧的双手，心中的同情之心
油然而生，悄悄地塞给她 10 元钱，她说什么也不肯
收，我把钱硬塞到她手里就跑开了。

女儿高一的时候老师要求写一封信给孩子，我
就将上面的家风故事记录其中。后来女儿反馈说
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表扬了她，她感到很自豪，
从女儿的笑容中我感受到了家风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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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正家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