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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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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风是一个让我倍感温暖和严肃的字眼，每当提
及就会让我回想起许多往事，多少彷徨之际，“不留私
心”的话语萦绕耳畔，给予我把握方向和继续前行的力
量。

我的家庭很普通，在孩提记忆里，七个兄弟姐妹
艰难而幸福地在父母的“羽翼”下成长。父亲眼神坚
毅，总是来去匆匆，家里也会有乡亲三五成群地上门，
和父亲围坐一圈开起会，母亲总是拉着我们的手不让
去打搅他们。有的会开到了晚上，母亲会掌上一盏平
时舍不得用的小油灯。家里困难的时候，他们也经常
会摸黑开会。我的印象里，父亲在外面奔波的时间很
长，不顾天气冷暖，清早照常出门。特别是三伏天，他
回到家，会用瓢儿不停舀水，咕噜咕噜地喝下小半缸
水。我望着父亲的喉结一下一下地动，感到他真的很
辛苦。他有时看到在一旁的我，会用厚实的手掌抚摸
我的额头，手上的老茧把我蹭得很疼，但我还是很享
受这短暂的接触。

他是我们的父亲，却更像是别人的父亲。村里邻
居家的小孩走丢了，他会不顾自己家中还在发烧的孩

子，外出带领乡亲们四处搜寻。他在村里干了近 40 年
村干部，到了 65 岁打算歇一歇，可是村里头有个家长
里短，或者发展遇到瓶颈，乡亲们还是习惯到我们“老
朱家”想办法。有年除夕，窗外飘着鹅毛大雪，父亲一
大早就带领民兵去排查茅屋危房，迟迟没有回来。天
色渐晚，伴着窗外喜庆的鞭炮声，他终于深一脚浅一
脚地踩着雪回到家。一进门父亲就从怀里掏出两张
写着毛笔字的狭条大红纸，原来是一副手写对联，上
面“为人尚正直，处事贵公平”两行字明白无误地映入
我们兄妹眼帘。父亲当时的话让我记忆犹新：“以后
无论贫富，做事一定要尽心尽力，公平公正，不留私
心。”

父亲作为村干部，为村里的发展几乎贡献了自己
的所有。不时有乡亲给我们兄妹送来那时还算稀罕
物的糖果之类，然而都被母亲婉拒了。家里困难，兄
妹几个的衣服都是轮着穿。我排行老五，衣服都是破
了补，补了再穿。有乡亲看在眼里，特地送来一点布，
表达对父亲的感恩。我眼巴巴地望着母亲，她的眼神
里没有一丝犹豫，立即拒绝。母亲对我们说：“哪家没

有实际困难，你们的父亲为乡亲办事，从来不图回报，
一顿饭一口水的好处都不会去占，我不能给他拖后
腿。”不占别人一点好处，不给自己留私心，这深深地
烙印在我们兄妹七人的心灵深处，直到现在还奉为座
右铭。

我的父母朴实无华，没有多少学问，讲不出书上
的大道理，却坚守着做人做事最基本的原则。那些原
则就像现在提及的“红线”，碰不得更越不得。我的家
风是无形的，又是内涵丰富的。在家风的熏陶下，兄
妹七人除了四姐主动放弃学业照顾家里之外，都考上
了高中或大学，而且更重要的是只要乡亲们提到我们
兄妹这些“老朱家的”，几乎没有不点头称赞的。我的
女儿参加工作后，我没有给她什么礼物，只送了她一
句话：“尽心尽力，不留私心。”女儿后来说，这话她会
受用一辈子。

家风正，万事兴。多为别人考虑，不给自己留私
心，才能在公职岗位上站稳，在人民群众心中立身，在
踏实做人做事的大道上越走越宽。

无形家风拓宽做人大道
区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 朱步荣

家，不仅是一种情感牵挂，
更是一个人安身立命、修身立德
的精神起点。家风犹如家庭成
员的纽带，是道德品质的世代
积累，是嘉言懿行的代际沉淀，
流风余韵，代代不绝，成为一个
人精神成长的母体。可以说，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而
家 风 家 教 则 是 价 值 观 养 成 的

“第一粒扣子”。对党员干部而
言，家风更是砥砺品行、干事创
业不可或缺的精神指针。家风
直接影响党员干部的精神状态
和价值追求。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外婆，
是一个温暖的字眼，一个幸福
的回忆。她是炎炎夏夜为你轻
摇蒲扇，讲着神话故事，有时吓
得你躲在桌下的人；她是在你
放学的路口不停张望，啰里啰
唆埋怨你贪玩的人；她是非常
生气你减肥，天天逼得你吃撑
的人。但我喜欢，邻居、亲戚和
所有认识外婆的人都喜欢她、
信任她、尊重她。外婆三十岁
守 寡 ，含 辛 茹 苦 养 大 四 个 孩
子。自立自强、勤俭节约、先人
后己，是外婆一生奉行的准则。

外婆在九十岁之前，一直
坚持一个人单独居住，不论儿
女怎么劝，怎么请，怎么哄，外
婆坚持说我眼不瞎、耳不聋，自
己能照应好自己，你们好好把
工作干好，我不拖你们后腿，还一直叮嘱，在单位不要
怕吃苦，怕吃亏，多干少说。其实，人老了，再加上年轻
的时候吃足了苦，外婆浑身上下都是病痛，特别是关节
炎，经常疼得整夜整夜睡不着觉，白天儿女来看望时，
还总是笑呵呵的，浑身劲。为了缓解自己的病痛，外婆
坚持每天到公园做操，寒冬酷暑，从不间断，有时病发
作了脚疼，就一步步挪去又挪回来，外婆说，越不行越
要动，再疼忍忍就过去了。外婆满嘴都是假牙，胃口也
特别不好，但每顿都吃满满一大碗饭，基本上也不吃
菜，开始我不能理解，后来才听外婆说，吃不下去也要
坚持吃，这样身体才能好，才有力气，才不让你妈他们
烦神。正常一顿饭，要吃一两个小时，这不是舌尖上的
享受，是任务。外婆说，碰到任何难事，都不要怕，都要
坚持。

勤俭节约是传统美德，外婆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件衣服穿几十年是一点不夸张的，每顿饭都是一小碟
菜一碗汤，甚至节约到水电，儿女孝顺多少钱、物都原封
不动地存着，所以每次无论哪个儿孙去看望外婆时，都
要先把家里外婆舍不得吃又舍不得扔的食品清理掉，再
补充好新鲜的，然后再听外婆又唠叨又批评我们浪费不
应该等等之类。但这样节俭的外婆也会有特别大方的
时候，在儿孙过生日的时候，在儿孙学业取得进步的时
候，在儿孙工作干出成绩的时候，都会收到外婆丰厚的
奖赏，并每次都会千叮万嘱，人家和公家的东西，金山银
山，和你没关。

外婆虽然目不识丁，足不出户，却有出奇的好人缘，
情商特高，也许先人后己就是外婆的法宝。外婆和十几
家邻居住在连成一排的平房里，久而久之，外婆成了周
边十几家邻居的大管家，邻居里大部分是双职工，有的
是上夜班，有的孩子还没上幼儿园，平时帮这家看个孩
子，帮那家收个衣服，帮这家拣个菜，帮那家烧个水，忙
得不亦乐乎。有的邻居干脆把家里钥匙交给外婆，有的
邻居上班门都不锁，和外婆说声就行。将心比心，外婆
身体不舒服时，小小屋子挤满了人，你来我往，有的送
药，有的送吃的，有的要送外婆上医院，特别是有一次外
婆假牙掉在地上摔坏了，脚疼又跑不到医院，隔壁一位
五十几岁的奶奶用自行车推着我七十多岁的外婆，徒步
走到医院，配好假牙，自始至终也没打一个电话给我们
家任何人。这样普通的一排平房就像一个温暖热闹的
大家庭，大家其乐融融，互帮互助，互谦互让，充满着浓
浓的人情味，这就是好的家风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外
婆常说，吃亏是福。

后来外婆年纪真的越来越大了，搬到了儿女的身
边，很多邻居舍不得，还隔三岔五找外婆串门，带点小
东西，这样的往来一直保持了很多年，外婆中风瘫痪
后，有一位邻居看望时，当时眼泪啪啪掉。外婆用她的
言行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儿女的爱戴。俗话说，久病床
前无孝子。但在外婆瘫痪的几年中，儿女们像呵护孩
子一样呵护她，同吃同住，几年的时间，身上从来没有
一丝味道，一点褥疮。优良的家风就这样一代代传
承。她孙子一家每次从南京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带着
重孙子看老太，把重孙子放在床上与老太玩耍，她孙媳
妇每次都要搂搂奶奶，亲亲奶奶；她六十多岁的儿女总
喜欢拉着妈妈的手说说话，虽然外婆什么都听不懂了，
也不认识任何人了，但是她还是像以前一样，整天笑呵
呵的，当儿孙围绕在床头，阳光丝丝缕缕地洒落进来，
这就是我们的精神家园，这就是最幸福最温暖的家。

外婆走的时候躺在妈妈的怀里，很安详。她虽然早
已不在人世，但和她生活的点点滴滴和她的谆谆教诲时
时萦绕在我心头，孺慕之情至今绵绵不息。

中国人的家，是《静夜思》里的中天明月、《枫桥夜
泊》时的夜半钟声、更是孔鲤过庭的声声教诲、岳母刺
字的泣血箴言。严格的家教、良好的家风，才能成就美
满的家庭，而千万个合格的家庭，必将汇聚成强盛的国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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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母都是农民，生育了我们兄妹４人。在那
个年代，由于家里人口多、口粮少，生活得比一般的乡
邻清苦，一日三餐大多以山芋和大麦为主，能吃到大米
饭简直是一种奢望。

在我的记忆里，父母从来都是忙碌的，几乎每天
天不亮就起床，割草、喂牛、耕地、罱泥，晚上天黑以后
才能回到家里。他们几乎没有更多的时间照应我们，
在家里，是奶奶带大我们兄妹的。父母为了尽可能挣
到更多的“工分”养活一大家子，他们总是拼命劳动，
通常都是一人干好几个人的活，而且常常挑一些别人
不愿干的重活累活干，最终总是得个“10 分工”。在我
的印象中，父母永远就像一台开足马力的机器，永不
停息。

小时候，奶奶经常和我们讲起我父亲小时候的事
情。父亲 11 岁时，爷爷就去世了，奶奶的家庭成分不
好，当时口粮也受到影响，父亲实在饿了就硬着头皮到
亲戚家去蹭顿饭。但这终究不是办法。面对困难父亲
表现得很坚强，他选择了辍学，决定靠自己养活自己，
就去苏州跟着大伯一起卖苦力艰难度日。自从那时
起，我父亲就开始过着居无定所、无依无靠的一个人的
生活，直到后来再次回到农村，在远房叔伯等好心人的
关心下开始学做农活。

待我们兄妹都长大成人后，父亲也常常与我们讲
起他年轻时的经历，说起那段许多人都无法回避的沧

桑岁月，他时常哽咽。尤其当年辍学是他心中永远的
痛。我知道，父亲这一辈子承载着太多的不易，父母为
了这个家付出了太多的艰辛。

在我们小的时候，父亲对我们兄妹最大的要求是
要我们一定要好好读书。父亲常常挂在嘴边上的话
是：“只要你们用功读书，无论读到什么程度，父母都会
想尽一切办法让你们读下去。”现在回想起当时父亲的
话，倍感欣慰又深感痛楚，想想那时候，一个家庭要供
四个子女上学，父母肩上的担子不知有多重啊！

我们都长大了，各自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工作岗
位，父母更是要求我们要好好做人。父亲文化程度不
高，但闲暇时喜欢看报、看新闻，时常和我们谈起谁谁
由于贪污被抓的消息，我知道父亲看似无意间的闲谈，
实则是提醒我这个做“小官”的儿子要清清白白做人，
干干净净做事。但从其朴实的语言中，可以感受到父
母心中对我们的殷切希望，给我们传递的是满满的正
能量。

父母亲没有给我们立下什么文字式的家规家训，
但他们那些反复叮嘱的话就是印烙在我们幼小心灵中
的家规家训，潜移默化中家风早就深深扎下了根。我
也因此一直朝着父亲给我们指引的目标努力着，做好
组织交给的各项工作。父母就像一座丰碑，我看在眼
里，记在心里，时时刻刻总是激励着我前行，给予了我
无数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勇气。

父母是我心中永远的丰碑
区交通运输局纪委书记 吉采书

教育界有个共识：孩子的成长除了与自身的天
赋、后天的努力有关外，家庭教育至关重要。父母是
孩子的第一任教师，一言一行将影响着孩子的一生。

我的父亲是一名民办教师，虽没受过正规教
育，但通过勤奋努力，练得一手好字，是十里八乡有
名的文化人，也是大家交口称赞的热心人。自我记
事起，逢年过节帮村里人写春联，红白喜事帮人家
管管账，难事急事帮人家拿主意……这样的事情数
不胜数。父亲总是说：“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帮助
别人是一件快乐的事。”

父亲姊妹八个，他是老大，家里很穷。分家的
时候，他考虑家里实际，几乎空手出门。当我们一家
四口蜗居在一间破旧的茅草屋里，愁着今后的日子
怎么过的时候，父亲说：“这里多好啊，你们看，躺在
床上就可以看星星，这是多么惬意的生活啊！”我们
都被父亲逗乐了，父亲接着说：“困难只是暂时的，只
要我们不怕吃苦，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没有
过不去的坎。”没有现成的宅基，父亲就跟村里找了
一个废沟塘，他白天上班，放学回来借村里的船到远
方亲戚那里运泥土，整整一个多月，硬是把一个废塘
垫土夯实成了高高的屋基；请不起小工，父母自己动
手，搬砖、作土、拌沙样样来。就这样，在最短的时间
内，我们住进了宽敞明亮的砖瓦房。

面对建房借下来的债，父母埋头苦干，无论是
骄阳似火的炎炎夏日，还是北风凛冽的数九寒冬，
都有他们不辞辛劳的身影。亲戚朋友经常劝说父
母不要太辛苦，不要累着身体。父亲说：“人无信不
立。身体垮了可以养，诚信没了无处寻，借的钱说
什么时候还，就只能提前，不能拖后。”父亲的话鼓
舞着我们兄弟俩，我们主动承担了家里鸡、鸭、猪、
羊的喂养。平时，从不乱用一分钱，衣服也是一穿
好几年，但我们都不觉得难为情。

父亲爱读书，床前总是摆放着一摞摞古今中外
的名著，不管多忙多累，他都要看会书才会睡觉。
他经常告诫我们：“人穷不可志短，要想改变命运，
必须认真学习，不要做绣花枕头。”在父亲的教诲
下，我们兄弟俩捧着书本如饥似渴地学习的情景成
了村里左邻右舍时常啧啧赞叹的话题。后来我们
相继考上学校，走上工作岗位，乃至各自成家立业、
买房购车，生活富裕。但父母辛勤的脚步依然没有
停下。我们经常劝他们该歇息了，父亲却说：“勤劳
一日，可得一夜安眠；勤劳一生，可得幸福长眠。”

如今，侄儿、闺女均已上了初中，每每看到他们
遇到挫折时乐观的心态，挑战困难时坚毅的眼神，
帮助别人时的不计回报……我们倍感庆幸，父母不
是土豪，未能给予我们万贯家财，但他们言传身教，
给了我们淳朴善良、诚实守信、勤劳奋进的家风，我
们的孩子耳濡目染，必将传承优良家风，赢得精彩
人生。

传承优良家风，赢得精彩人生
郭猛镇纪委书记 刘兴扣

我 的 爷 爷 是 一 个
普普通通的农民，没有
文化。听我父亲讲，他
记 事 那 时 候 家 里 人 口
多，劳力少，生活非常困
难。是爷爷靠着勤劳节
俭朴实，撑起了一个九
口 之 家 。 说 爷 爷 的 朴
实、勤劳、肯吃苦，还赢
得 了 社 员 的 信 任 和 支
持，没有什么文化居然
当上了生产队长。父亲
一 直 为 爷 爷 而 感 到 自
豪，说他的成长与爷爷
的 影 响 有 着 决 定 性 关
系。

从我开始记事起，
我 的 父 母 都 已 经 是 政
府 机 关 工 作 人 员 。 照
理说，作为他们独生女
的我，童年生活应该是
比较优越的，但家里生
活条件非常简朴，没有
多 少 好 吃 好 玩 的 。 我
穿 的 衣 服 也 差 不 多 一
直 是 家 里 长 辈 亲 友 的

“二手货”，为这个我自
然没少抱怨过 ，但父亲
总是教育我“衣以洁为
贵”。记得父亲给我买
过 唯 一 一 件 值 钱 的 衣
服 是 一 件 25 元 的 夹 克
衫，那衣服我从小学五
年 级 一 直 穿 到 了 高 中

一年级，从长的快到膝盖到短及腰间，袖口
磨破才被迫放弃。我曾经开玩笑地说过，那
真是我“苦难的童年”。而今，我已理解，这
是父母培养我节俭朴实的生活习惯。

我读中学时，父亲经常教导我，说做人一
定要诚实、真实，否则将失去别人的信任，使
你 在 社 会 上 难 以 立 足 。 父 亲 不 光 这 样 教 育
我，他自己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他待人诚
恳、谦和，有人找他有事，在不违反原则的前
提下，父亲都尽力无私帮助，实在不能办的
事，他也会诚恳地说明情况，取得人家的理
解。在家里，与客人交谈，我从未见过父亲居
高临下，耍过官腔。父亲退休后，我曾多次遇
到父亲的同事和其他熟悉父亲的人，听他们
讲述父亲的往事，感受到他们那种对父亲一
如既往的尊重，让我不由自主地为有这样的
父亲感到骄傲。

我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后，父亲又经
常叮嘱我，说工作一定要踏实认真，要干一行
爱一行、精一行，还要边工作边学习做行家里
手。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做事踏实，一丝不
苟，有专家式领导的美誉。退二线后，组织上
还将他调至新单位工作，二线身份做一线工
作直至 60 周岁退休。受他影响，在市供排水
管理处工作的几年里，我在做好单位财务工
作的同时通过刻苦自学顺利通过了全国技术
资格考试，先后获得了初级和中级会计师资
格，并在取得会计师资格的同年被市水利局
提 拔 为 单 位 的 副 主 任 ，成 为 单 位 财 务 负 责
人。到乡镇工作以来，在新的领域，我仍然以
父亲的踏实精神为榜样，不断提高自己的工
作能力和水平，延续我家“实”的家风。

爷爷的朴实、勤劳和诚实的品格直接影
响了父亲的成长，而父亲又通过言传身教，将
朴实、诚实、踏实自然传承为我家的家风。作
为一名基层纪检监察干部，我将努力宣传良
好家风、践行良好家风、传承良好家风，让我
们的子孙后代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代代薪火
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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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界有个共识：孩子的成长除了与自身的天赋、
后天的努力有关外，家庭教育至关重要。父母是孩子
的第一任教师，一言一行将影响着孩子的一生。

我的父亲是一名民办教师，虽没受过正规教育，但
通过勤奋努力，练得一手好字，是十里八乡有名的文化
人，也是大家交口称赞的热心人。自我记事起，逢年过
节帮村里人写春联，红白喜事帮人家管管账，难事急事
帮人家拿主意……这样的事情数不胜数。父亲总是
说：“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帮助别人是一件快乐的
事。”

父亲姊妹八个，他是老大，家里很穷。分家的时
候，他考虑家里实际，几乎空手出门。当我们一家四口
蜗居在一间破旧的茅草屋里，愁着今后的日子怎么过
的时候，父亲说：“这里多好啊，你们看，躺在床上就可
以看星星，这是多么惬意的生活啊！”我们都被父亲逗
乐了，父亲接着说：“困难只是暂时的，只要我们不怕吃
苦，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没有过不去的坎。”没
有现成的宅基，父亲就跟村里找了一个废沟塘，他白天
上班，放学回来借村里的船到远方亲戚那里运泥土，整
整一个多月，硬是把一个废塘垫土夯实成了高高的屋
基；请不起小工，父母自己动手，搬砖、作土、拌沙样样
来。就这样，在最短的时间内，我们住进了宽敞明亮的
砖瓦房。

面对建房借下来的债，父母埋头苦干，无论是骄阳

似火的炎炎夏日，还是北风凛冽的数九寒冬，都有他们
不辞辛劳的身影。亲戚朋友经常劝说父母不要太辛
苦，不要累着身体。父亲说：“人无信不立。身体垮了
可以养，诚信没了无处寻，借的钱说什么时候还，就只
能提前，不能拖后。”父亲的话鼓舞着我们兄弟俩，我们
主动承担了家里鸡、鸭、猪、羊的喂养。平时，从不乱用
一分钱，衣服也是一穿好几年，但我们都不觉得难为
情。

父亲爱读书，床前总是摆放着一摞摞古今中外的
名著，不管多忙多累，他都要看会书才会睡觉。他经常
告诫我们：“人穷不可志短，要想改变命运，必须认真学
习，不要做绣花枕头。”在父亲的教诲下，我们兄弟俩捧
着书本如饥似渴地学习的情景成了村里左邻右舍时常
啧啧赞叹的话题。后来我们相继考上学校，走上工作
岗位，乃至各自成家立业、买房购车，生活富裕。但父
母辛勤的脚步依然没有停下。我们经常劝他们该歇息
了，父亲却说：“勤劳一日，可得一夜安眠；勤劳一生，可
得幸福长眠。”

如今，侄儿、闺女均已上了初中，每每看到他们遇
到挫折时乐观的心态，挑战困难时坚毅的眼神，帮助别
人时的不计回报……我们倍感庆幸，父母不是土豪，未
能给予我们万贯家财，但他们言传身教，给了我们淳朴
善良、诚实守信、勤劳奋进的家风，我们的孩子耳濡目
染，必将传承优良家风，赢得精彩人生。

传承优良家风，赢得精彩人生
郭猛镇纪委书记 刘兴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