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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44年年前前家家信信牵牵起起一一家家人人回回忆忆
对于无棣县高任春来说，这封家书是一种荣誉激励全家人前进

阳信水落坡镇组织

各村计生专干培训

本报讯 近日，为迎接年终
考核，阳信县计生局领导在水落
坡镇政府大会议室对水落坡镇计
生办全体工作人员及125个行政
村的计生专干进行培训并组织考
试。

一年一度的计划生育年终考
核即将临近，为提升广大计生专
干的业务素质和应查能力，水落
坡镇计生办邀请县计生局领导就
人口统计上报管理、村级宣传教
育工作要求、计生协会、依法行
政、计生利导政策和队伍建设、流
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和计划
生育技术服务工作等内容进行专
门培训，培训结束后立即进行考
试。

此次培训，不仅提高了广大
计生专干的业务素质，也增强了
对今后工作的重视程度，对我镇
下一步的计划生育工作起到了很
好的指导作用。

(通讯员 孟翠平)

临池镇综合治理

出生人口性别比

本报讯 邹平县临池镇从
影响稳定低生育水平健康发展
的实际，坚持强化措施，狠抓性
别比治理工作。

抓宣传教育。出动宣传车进
入集市、村大街小巷宣传性别比
失调的危害，引导群众抛弃封建
落后的思想观念，树立新型生育
观念。抓孕情检测。加强对怀孕
育龄妇女的跟踪服务，做到新婚
优生指导上门、孕情跟踪上门、
产后术后随访上门。抓医学检
查。与卫生院联合，严格B超执机
管理和使用。抓出生统计。严格
落实婴儿出生死亡报告制度，严
厉打击“两非”行为。镇村各负其
责，齐抓共管，真正把性别比控
制在正常范围以内。

(宋淑房 杨美玉)

魏桥计生扎实开展

示范村创建活动

本报讯 近年来，邹平县魏
桥镇采取四项措施，持续开展计
划生育群众自治示范村创建活
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一是健全计生网络。全镇82
个行政村全部成立了计划生育领
导小组、计生协会等基层组织，建
起了活动阵地，为计生工作奠定
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二是规范工作制度。各村均
按照计划生育群众自治要求制定
了章程，并依据章程制定计划生
育群众自治合同，村委会与群众
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权
利和义务，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
务，群众自治。

三是实行村务公开。各村及
时在政务公开栏全面公开人口和
计划生育各项事务，定期评议计
生工作，畅通群众参与和监督渠
道。

四是“创建”动态管理。每年
年底组织有关人员对各村“创建
活动”进行年审，对不符合标准
的，在下年年初的全镇人口和计
划生育工作大会上进行通报批
评，并摘牌。

(孟凡文)

家书成了无价之宝

高任春今年73岁，是本报
的忠实读者，看到本报征集建
国65年间家书后送来了一封64
年前的家书，上面写着“高式烈
先生收”的字样，而高式烈就是
高任春的父亲。

高任春共兄弟五人，他是
最小的，与大哥高新春相差20
岁。“我大哥今年已经93岁了，
1947年3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
军，1950年从部队转入地方工
作。这封信就是他转入地方工
作之后部队给邮寄的。”高任春
骄傲地说。

他边说边小心翼翼地从信
封里拿出来一张折叠整齐黄灰
色的书信，书信看着已经很旧，

表层有很多细小的褶皱。打开
书信红红的印章格外显眼，折
叠的地方已经有很深的折痕。

书信的具体内容是“无棣
县人民政府，兹有高新春同志
系贵县泊头区北高庄高式烈先
生之子，于一九四九年三月参
加我军在沧县专区公安大队任
供给身，请按【革命烈士家属革
命军人家属优待暂行条例】对
其家属给予优待，并希将革命
军人证明书转其家属为盼。此
致！敬礼！”落款为中国人民解
放军河北省公安总队政治部。
时间是1950年，具体日期已经
看不清楚了。

“这封书信对我们家来说
就是无价之宝，那时候我才8
岁，具体什么情形都忘记了，只
记得当时一家人都很高兴。”高
任春告诉记者，之后这封家书
就被封锁在箱子里了，成了压
箱底的宝贝。

家书就是光荣奖章

有一年，高任春的大哥在
回家时把这封书信带走了。高
任春说，大哥把这封书信当成
最神圣的物件，把它看成祖国
对他的信任和肯定，也是工作
的动力。高新春一直把书信带
在身边，他一直都有读书的习
惯，所以有的时候就夹在书里
面，每次读书的时候就会拿出

来看看。
“12年后，我长大成人，去

部队看大哥的时候，他把书信
转交给了我。因为我是家里最
小的，书信就一直保存在我这
里。”高任春说。

“以前父亲就说这封书信
一定要好好保存，这是党和国
家对我们的信任，还让我们一
定要努力做事，不要给国家拖
后腿。”高任春说，以前他家是
贫农，日子特别难过。解放后，
分了房子、牲口，分给农民田
地。父亲告诉他们，一定不要忘
党恩，教育子孙后代要感谢党，
为祖国做贡献。

书信来到之后，因为家里
其他兄弟也有参军的，高任春
年幼，家里很欠缺劳动力，政府
就会派人帮忙干活，没有吃的
了，就送粮食过来，因为是军属
待遇，让家里人更加感受到高
尚的荣誉感。

家书慢慢变成家训

因为父亲的严厉教导，又
加上大哥的叮嘱，高任春一直
坚守诺言，在保存好家书的同
时，还把每一句话转述给自己
的晚辈们，就这样因为一封家
书，就有了高任春家庭的家训。

1954年高新春进入北京市
财贸干校进修学习，上课的一
位教授讲了16句话，他用工整

的正楷书法记了下来。将这16
句话转抄下来，用书信的方式
转交给了高任春，让其妥善保
存。此后家里的孩子们，求学就
业参军入伍，出发前每人送一
个日记本。在日记本的第一页
就是这16句话，要求孩子们每
天对照查阅，看是否有脱规离
线的地方，有没有违背16句家
规。

“革命的事天天去做，集体
的事率先去做。大家的事抢着
去做，别人的事帮助去做。不懂
的事情请教去做，个人的事抽
空去做。”“遇到困难要坚强些，
受到讽刺要忍耐些。接人待务
要热情些，处理问题要慎重些。
受到表扬要谦虚些，工作行动
要灵活些。”“对同志要像春天
一样温暖，对工作要像夏天一
样炽热。对错误要想秋风扫落
叶一样，对敌人要像寒冬一样
的残弱无情。”

在家训的严格要求下，高
任春整个家庭培养了8名共产
党员，5名军人，3名教师，都是
在一线为祖国做工作的人。

高任春说：“我们全家生活
在幸福时代，目睹祖国和家乡
翻天覆地的变革，处处感到温
暖光明。每次在兄长过生日时，
我们都会表决心，一如既往地
奉献自己的余热，遵守家规，再
接再厉，报效祖国。”

1950年由河北省公安
总队政治部邮寄到山东省
无棣县泊头区北高庄的一
封书信，成为了收件者家里
的无价之宝，使其家人一直
珍藏至今。这封看似简单的
旧家信，但对于高任春来
说，它却是改变家庭命运、
是一种荣誉、光荣的象征，
是全家人都引以为傲的书
信。

文/片 本报记者 郗运红

5500年年前前老老照照片片追追忆忆学学童童时时代代

高任春向记者讲解家书的内容。

本报9月21日讯 (记者 郗运
红 ) 照片是一种记忆的载体，是
照片的拍摄者或者参与者的感情
寄存，是当下观看者的浓浓情意。
在高任春陈旧的相册里，存放着几
张已有50余年的老照片，对于他来
书这就是他的宝贝，每一张照片都
有故事。

一本陈旧的相册和一本1998
年的“无棣四中建校四十周年纪念
册·校友通讯录”从袋子里拿了出
来。打开相册，全部都是以前的黑
白老照片，有合影也有个人照片。
合影上面几乎都写着“无棣四中几
级合影留念”，有的也记载着那一
年的篮球赛冠军纪念，有的是几班
团支部合影，有的则在照片的后面
写着几行字。就像那个年代的符号
一样，那些字眼只属于那个年代。

关于这些老照片的来历，高任
春回忆到，这是在1998年准备无棣
四中校庆的时候，因为当时的学校

早已经更改，同学们也已经四处奔
波，当年的教师已经退休，有的到
了其他的地方工作，再联络起来很
不容易。那时候不像现在，人们交
流起来一般都是用书信的方式。但
是联系方式也不是齐全，为了极可
能的找到所有的无棣四中的老师
和同学，高任春与同学巩墨杰两人
花费一个月的时间穿梭在无数个
城市里。大连、北京、烟台、德州、济
南、淄博、东营……近的远的城市
他们都去过，这才凑齐了眼前的

“无棣四中建校四十周年纪念册·
校友通讯录”，也把多年不见的老
同学们聚在了一起。

看到手里的照片高任春脸上
就露出了笑容，“这些照片就是从
那些同学那里搜集来的”。对待这
些老照片他总是爱不释手，把这些
老照片单独存放在一个相册里。他
说，有的时候拿出来看看，仿佛唤
起当年的回忆。

▲无棣四中一级毕业生
合影照片。

无棣四中教师篮球代
表得了冠军后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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