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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菏泽

文化的土壤 精神的家园

踏踏踏踏实实实实做做人人
认认认认真真真真做做事事
文/王献敏

我的父亲现在已是七
十六岁高龄的退休教师。可
每次与父亲唠家常时，父亲
总念念不忘他的家风：“踏
踏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
事。”

父亲十八岁那年就在
黑龙江省泰来县的一所中
学教书，教过化学、物理、数
学、生物、地理等多门学科，
还兼做学校的会计、后勤管
理人员。当时我曾不解地问
父亲：“爸爸，在学校我们该
称呼您什么老师呀？您为什
么哪门课都会教呢？”父亲
风趣地说：“称呼我王老师
就行啦！无论身在何处，都
要踏踏实实做人，认认真真
做事，为自己热爱的工作奉
献自己的绵薄之力，这是非
常 快 乐 而 且 有 意 义 的 事
情。”

父亲是这样说的，更是
这样做的。1980年的春天，父
亲费尽周折不远千里举家
迁回现在的老家——— 定陶
县仿山镇游集村。搬家后的
第三天，就不顾旅途劳累去
胡庄中学任教。我的父亲是
个热心人，他白天在校教
书，夜晚去村支部义务办扫
盲补习班，帮助村中的很多

有志青年早日发家致富，父
亲也成了村中德高望重的
人。

清楚地记得那是1989年
的秋天。父亲在学校刚上完
晚自习还没来得及回家吃
晚饭，就被浇地的村民截去
维修机井里的水泵，直到凌
晨水泵维修好后，父亲才从
二十多米深的阴冷潮湿的
机井中攀爬出来，就在父亲
亲眼看见井水哗哗地流入
农田的时候，他却积劳成疾
昏倒在机井旁。经紧急抢
救，父亲虽转危为安，但胃
穿孔修补手术却使一向身
体强健的他长年以药养胃。
即使这样，大病初愈的父亲
还是坚持在秋忙假过后站
在讲台上为学生授课。至今
提起当年的往事，父亲仍自
豪地说：“我从没后悔过，能
为老百姓干好事，生病也值
得，毕竟辛苦我一人，幸福
大家啦！”

我毕业后上班的第一
天，父亲就意味深长地对我
说：“教育事业是神圣的职
业，担负着培养祖国下一代
的重任，身为教师，你一定要
踏踏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
事，不能辜负家长们的殷切

期望，尽力为国家培育出优
秀的人才。”我牢记父亲的话
语，让它成为我的风向标，指
引着我前行的方向。二十三
载的农村教学生涯，我已经
带出了从一年级——— 六年级
大循环的三轮学生，我所教
过的每届学生，他们的学习
成绩都非常优秀。先期的学
生现在都已成为社会的栋
梁。更值得我自豪的是，我从
前教过的学生的孩子现在也
跟着我上学，他们见到我说
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王老
师，孩子跟着您上学我们很
放心，您是我们一家两代人
的恩师，我们能为遇到您这
样的好老师而深感荣幸。”听
着家长发自肺腑的质朴的话
语，我十分欣慰，但我更能感
受到他们对我的信任，对我
多年来倾注教育事业的认
可，也坚定了我继续在农村
教育事业的岗位上，踏踏实
实、任劳任怨地工作下去的
信心。

一分耕耘，一份收获。
我的艰辛付出得到社会的
认可，先后获得了多项荣
誉：1993——— 1996连续三年
被评为定陶县优秀辅导员；
2 0 0 1年被评为定陶县“三

八”红旗手；2011年被评为
定陶县教学能手，还荣获了
菏泽市建岗立业女标兵称
号等等。

身教重于言教，在我的
感染下，女儿游迪从小就是
个乖巧懂事的孩子。她5岁时
就帮助邻居家的孤寡老人
晾晒衣物，为她搬柴烧火；
自上学以来，她都能尊敬老
师，团结同学，认认真真学
习，无私帮助身边需要帮助
的住宿同学。春节期间，当
我们一家三口看到电视上
的“家风栏目”时，上高三的
女儿一本正经地对我说：

“妈妈，我想继承您的衣钵，
报考师范类院校，就像您和
姥爷一样，踏踏实实做人，
认认真真做事，毕业后成为
一 名 新 时 代 的 的 人 民 教
师。”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
有些风俗会随着岁月的赓
续交替，社会的嬗递变化被
淘汰，但亘古不变的是弘扬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优良
家风，愿新时期的每一个公
民都能秉承自家的家风，踏
踏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
事。只有这样，我们的中国
梦才能早日实现！

“我们一切勤务人员，不
论职务大小，我们所做的一
切都是为人民服务。”一段充
满时代气息的标语，一块斑
驳的金字红墙，一排笔直坚
韧的白杨树，就是我生长的
地方。

这是一个普通的部队大
院，洋洒着肃穆整齐的威严
气质；你能看见单调的绿军
装，却也能体会它不平凡的
意义。这就是我的家，光荣的
革命军人家庭，这里赋予我
一种精神，一种品格。

勤劳节俭，是军人的简
约，也是家里的风气。不论什
么时期、条件如何，在我的家
里很难看见一日三餐浪费米
水，甚至洗碗刷锅时也见不
到多余的东西。家里老小的
秋衣秋裤、袜子棉被，规矩地
缝着大大小小的补丁。

爷爷是一位高级军官，

却从不奢侈浪费，对子女的
要求也是如此。记得有次爷
爷让我帮他晾衣服，那时我
才七八岁，我抱着一小盆衣
物铺在暖气上，却发现从背
心到袜子、从秋衣到单裤，膝
盖上、胳膊上几乎每件衣服
都缝补过。我问爷爷为什么，
他笑着说：“这样的衣服才暖
和。”

十几年过去了，再翻开
我的抽屉，还存放着各色的
碎布头，这不是吝惜，不是矫
揉造作，是一种发乎中情的
自律，是每个家庭成员遵守
的生活原则。

挺直腰杆做人，不低头，
不趾高气扬，行直语正，是家
人的容止标准。听大人讲，文
革时造反派来家里，要求爷
爷参加各种会议，与他们一
起批斗老同志。爷爷毅然决
然拒绝，并狠狠呵斥了别有

用心之人。后来造反派陷害
爷爷，给他扣上了帽子，整个
大院几乎把他孤立起来。他
依然挺直腰杆，对大家说：

“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共产
党员就要挺直腰杆说实话！”

世上好书读不尽，皆是
他人言语；当下唯有一杆腰，
是非曲直在己。这杆腰代表
一个家族，一种符号，一位军
人的素养。受爷爷的教诲和
影响，家里人都有着挺直腰
杆，敢说对错、敢论是非的秉
性。

意志坚韧，是军人的品
格，也是家中最宝贵的财富。
这种坚韧不同于古之仁人志
士忧国忧民的不渝情怀；也
不同于德高望重的先贤前辈
终己一生的操守。它是一种
纯朴的力量，就像咬紧牙关
的肌肉，虽小亦坚，虽刚亦
韧。只要它收缩起来，便能将

倍于己的骨骼抓紧，绝不松
动。

抗美援朝刚打响，爷爷
就随着部队进入朝鲜，当时
实力悬殊，被敌人围攻，部队
接到命令突围。当时爷爷带
着几千人奔波于狂轰滥炸
之间音信全无，总部首长
几乎要为爷爷开追悼会，
最后时刻爷爷终于完成任
务赶回阵地。战友们都被
这奇迹般的一幕震撼，爷
爷淡淡地说：“世上哪有什
么奇迹？就是关键时刻咬
紧牙。”爷爷身上的这种坚
韧，也无声地影响着家里
人，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家
中每个成员的性格。

白杨树、金字红墙，还有
来去匆匆的绿军装，它们代
表一种精神气质，代表一种
品格节操，赋予我的家庭一
种风气，一种绿色的家风。

绿绿色色家家风风
文/原岱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是母亲生前的一句“座右
铭”。十年前，正是这句话，
使身为媳妇和6个儿媳妇婆
婆的母亲，在我们这个四世
同堂，上下共有27口人之家
的大家庭念活了一本和睦
相处的团结“经”。

一向不善言谈的母亲
是村里出了名的裁缝，多少
年来，村里什么性格的妇女
她都接触过。但她从不轻信
别人传来的各种不是。母亲
年轻时，刀子嘴豆腐心的祖
母爱唠叨，她从不辩解，与
祖母和睦相处，辛辛苦苦把
我们姊妹8个拉扯成人，并相
继娶了6个儿媳妇。在她既当
媳妇又当婆婆的那些年中，
她从没有因为任何一件事
与祖母和媳妇们红过一次
脸，较好地度过了一个个

“磨合期”。并且，在母亲做
了婆婆以后，她从未有过一
丝“千年的大道走成河，多
年的媳妇熬成婆”的心理，
她对待每一个儿媳妇都是
那样和谐融洽，配合默契，
总是尽量理解、体谅着媳妇
们。

特别在母亲漫长的剪
裁生活中，对一些“长舌妇”
灌输的有关婆媳不是，母亲
总是笑笑，用“尺有所短，寸
有所长”这句话来答复。母
亲从不计较别人数落的不
是，她常说：“人非圣贤，孰
能无过。有不是，别人能为
你指出来岂不更好，知道了
也好改正；没不是，就更不
用怕别人说了，俗话说，‘身
子正不怕影子歪’、‘路遥知
马力，日久见人心’。孰是孰
非，又何必非要争个面红耳
赤呢？”母亲经常教诲我们
要尊老爱幼，多看到别人的
长处，多想想自己的短处，
与人相处要学会相互团结、
谅解、支持、信任，家庭要搞
好“五湖四海”，婆媳要唱好

“将相和”，走上工作岗位以
后，更要学会“取长补短”，
多学习别人的长处，以弥补
自己的不足。

俗话说，婆媳和，全家
亲。我想，婆婆媳妇在说对
方不是时，如果都能想到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这个
道理，双方所看到对方的不
是会少得多。再说长了，一
个小家是这样，那么，大到
一个单位、一个社会，在这
样的大家庭中，岂不也是如
此？

尺有所短

寸有所长
文/张同俊


	P08-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