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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潘世金
实习生 徐丽环

家长录短片
讲述孩子成长故事

14岁庆典仪式上，学生带
来了精彩的才艺表演，但是最
让人感动的环节还是视频短片
中父母与子女间的真情表达。

“十四年来，我最想感谢的就是
我的父母，现在我想对他们说，
我长大了，感谢你们给予我的
温暖和帮助……”同学们在视
频短片中说出了对父母的感
谢，令不少家长动容。

同时，家长也为孩子们录
制了视频，从1岁到14岁，家长
们讲述了孩子不同年龄段的成
长故事。“制作视频的过程中，
我把孩子小时候穿的鞋和我年
轻时候的照片都找出来了。孩
子长大了，我们变老了，这些年
走来，我们也看到孩子的成长
和进步，也让我们懂得了如何
去爱。”一位家长说，是孩子给
自己带来了幸福，让自己的人
生得以完整。

“亲爱的孩子们，你们有多
长时间没有好好看看自己的父
母了，他们也许不再年轻，眼角
也有了岁月的痕迹。还记得14
年前，你们呱呱坠地的时候，家
人的欣喜，打爆电话告诉所有
的亲朋好友你顺利来到这个世
界，我当爸爸、当妈妈了……请
孩子们握住身边父母的手，是
这双粗糙的手牵着你长大，也
正是这双手努力干活，为你提
供衣食住行……”初二级部主
任孔磊说的每一句话都真情流
露。在和孩子凝视、拥抱的过程
中，不少家长也红了眼眶。

“我从事技术方面的工作，
因为工作忙碌，陪伴女儿的时
间不多，在和她拥抱的时候，我
忽然意识到她长大了。”学生家
长潘永说。

学生现场读家书
流下感动泪水

成长礼的一个重要环节，
是学生在班内现场阅读家长事
先给自己写的一封信。读信的
过程中，不少孩子流下了眼泪，
这泪水中有感动、有感激，也读

懂了父母对自己的爱。
“丙申冬月，汝弟生。时至

今日，一岁又半矣。时汝由小
至初，课业陡重，尤需关照。然
弟占父母之时力，无暇顾。父
业繁忙，母须哺乳，兼乃祖年
迈需人侍，汝每孑孓坐于窗
前，顾蓝天，惟叹息。母观之恻
然……”初二8班学生姜宇恒
的妈妈为儿子写下了一篇文
言文体的《与子书》。她告诉记
者，在儿子小升初的时候自己
就生了二胎，那时他刚考入山
大附中，学习压力一直比较
大，希望通过这封信来激励
他。

“作为父母，我们并没有严
格要求他取得多么好的成绩，
只希望他能够乐观开朗地成
长。”在这封信的最后，姜宇恒
的妈妈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母
爱子，终会去汝。他日汝胸有大
识，坦荡立于世界，此父母所愿
也。”

11班一位同学在现场动容
地告诉记者，父亲的信中讲述
了自己成长过程中的很多小
事，有些事甚至连他自己都没
有注意到。“虽然父亲平时工作
比较忙碌，但是我们不需要说
很多话就能理解彼此。经过今
天的成长礼，我感觉自己长大

了，也更能体会父母的辛苦。”

为亲人立传
写了三四万字

在班级中，父母也收到了
一份特殊的礼物——— 一本亲人
小传。为亲人立传,这是山东大
学附属中学初二年级的学生都
要完成的作业，多的三四万字，
少的五六千字，多数孩子笔下
的主角选定的是母亲，也有的
是父亲或者其他人。大多数文
章经过精巧设计装订，最终呈
现出来的是一本小巧的书的模
样。

初二7班学生小依在给母
亲小传的序言中写道：“这是
一本关于我妈妈的书。作为妈
妈唯一的女儿，我真的有权
利、有责任了解我的妈妈。在
我看来，她就是全世界最好的
妈妈。”

翻开这本书，记录了母亲
童年、少年、青年的时光，也让
初读这本书的母亲红了眼眶。

“孩子准备了很长时间，排版、
封面的字体都是自己设计的，
读完这本书除了感动，我还有
些愧疚，觉得平时对她太严厉
了。”小依的妈妈说。

“十四岁的成长礼不仅
是一种仪式，还是一种德育
渗透，能够触动学生和家长
的心灵，产生情感共鸣，为学
生创建更好成长的生命场。”
山大附中初二年级委员王庆
刚说。

山东山大基础教育集团总
校长赵勇回忆，14年前，当他看
到孩子们过生日，抱着一些礼
品走在校园里时，他询问孩子
手里的礼物是干啥用的，孩子
告诉他是送给班里同学的生日
礼物。“当时我就在想怎样给孩
子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日，于是
14岁生日庆典就在2005年诞生
了。”什么是成长？赵勇用一句
家乡话来诠释：“疤瘌妮儿，疤
瘌小儿，没有疤瘌活不了。”他
表示，其实成长就是不断地受
到一些挫折，在挫折中勇敢站
起来，大步向前。只有在不断独
立行走当中，才能真正成长。

“14岁了，家长们看着孩子长大
了，也该让他们独立行走，而孩
子们也将在行走中学会独立和
担当。”

2016年9月28日，北京国际机场，一个
近一米八的帅气小伙，背着双肩包大步
流星地走向安检线。他用背影告诉你：我
走了，不必追！这是两年前目送儿子去德
国留学的场景。虽然我有点不舍，但内心
却涌动着满满的幸福和自豪。

时光穿越到上个世纪60年代初。家
乡村头，裹着小脚的奶奶送年少的父亲
去县城读书。不料在考上大学还没来得
及高兴时，奶奶却哭着对父亲说 :“儿
呀，你爹没了那年你才5个月大，娘把你
拉扯大也不容易。咱念完高中就中啦，
娘供不起啦。”父亲委屈了自己，回家做
了一名乡村中学的民办教师。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高等教育开
始步入正轨。父亲正想在学校大干一
场，不料因病英年早逝，留下6口人的娘
子军之家。坚强的奶奶喊着我的乳名跟

我说：“我跟你娘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
你上大学。”于是我背起娘摊的煎饼、奶
奶炒的咸菜，义无反顾地去县城读书。
经过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激烈竞争，我
终于收到了那张梦寐以求的大学录取
通知书，成为人人羡慕的“天之骄子”。

时间的脚步走到了2012年，儿子考
上了山东大学。2016年，他拿到了德国一
流大学免学费的录取通知书。得知这一
消息后，娘的眼角闪着幸福的泪花，半天
冒出了一句：“要是你爹看见就好啦。”

在我们家不断前行的求学路上，父
亲提着土瓷瓦罐，我背着一包袱煎饼，
儿子拖着拉杆箱；父亲的高中、我的大
学、儿子的出国读研。日子由穷到富，学
历由低到高。

山钢集团莱芜分公司特钢事业部
王红芝

我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个子
不高还胖胖的，大字不识几个。2003年4
月的一个清晨，我妈摔倒在地。慌乱之
下我爸爸打了120，到县医院以后需要
先交住院押金，我们走得急没带钱。幸
好离家近，才没有耽误最佳抢救时间。
接下来就是各种检查，最后确诊为脑出
血。医生建议住院治疗，至少30天才可
以出院。住院期间，每天输液、检查，三
天下来就花费了一万多元，一个月需要
十多万元。我妈心疼钱，说啥也不住院
了，犟脾气一上来吵着闹着非要回家不
可。我哭着、求着她多住几天。可最终我
妈还是执意签了风险告知书，强行出院
了。出院以后，我妈需要长期服用降压
药，一个月将近1000元，这也成了我家
的主要开支。打那以后，我妈就不能干
重体力农活，完全靠我爸打零工来补贴

家用。
2017年12月，我妈因急性心肌梗死

再次住进了我们县医院。此次住院与
2003年大有不同，住院无须交押金，出
院直接结算，而且急性心梗需要立即做
手术，如果转院耽误了时间会有不可逆
的损失。这次因为医联体建设的落实，
请专家来医院做的手术。我妈出院以
后，需要长期服用溶栓的药物，药费并
不低。庆幸的是，国家还有慢性病的治
疗政策，报销比例也非常可观。这次我
妈住院，共花费六万多元，报销比例达
到了75%，报销完个人仅承担了一万多
元。

现如今，我妈和我爸都签约了家庭
医生，定期给他们进行生命体征和病情
监测，对身体的担心也少了。

东营市东营区辛店街道 刘丹丹

1144岁岁，，他他为为父父母母写写下下四四万万字字小小传传
读家书、写传记，千余初中生“长大了”

当当年年俺俺背背着着煎煎饼饼上上学学
如如今今儿儿子子拖拖着着拉拉杆杆箱箱留留学学

老老妈妈住住院院费费用用66万万多多
报报销销完完仅仅花花一一万万多多

14岁，从少年迈向青年，从稚嫩走向成熟，也开始懂得感
恩、担起责任。10月26日，来自山东山大基础教育集团济南校
区的2000多名师生与家长齐聚一堂，举行14岁生日庆典。

走“时光拱门”、传递火炬、读一封家书、拥抱父母、给父
母送上亲手写的传记……真情的表白让每个家长和孩子都
对这一天留下深刻印象。这一天是学生十四岁的庆典，学校
的成长礼活动也恰巧走过了十四年。

26日夜，在山东山大基础教育集团济南校区为14岁学生举办的

成长仪式上，学生和家长对视、学生读父母写给自己的信时，家长

和学生都流下了感动的泪水。图为一名初二学生将准备好的蛋糕

喂给妈妈。 本报记者 张中 摄

现场以火炬传递的形式拉开了成长礼的序幕。通过成长礼，不

仅让学生和家长重新认识了既熟悉又陌生的彼此，也让学生懂得

了感恩和责任。

本报记者 张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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