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
2020 年 8 月 31 日 星期一

责编：盖 威 创意 ：刘学萍 质检 ：徐 杰

晚报广告咨询热线：6263965

投稿邮箱：xywbnews@126.com
信阳·民生

99 岁老人过生日 四世同堂共庆贺

家风是人生的奠基石
家风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奠基石。对于孩子来说，

家风是人生第一堂课。 如今一些孩子身上出现的一
些突出问题， 与家风家教不健全甚至扭曲错位密切
相关。 好的家风浸润人的德行修养。 那么，今天我们
应该怎样培育良好家风？

依靠家长自觉。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
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家风是一种特殊的知识和
信息传播，来自父母的言传身教。 在家风建设中，家
长的理念比知识重要、 身教比言教重要。 “问题孩
子”的背后往往都有“问题父母”的影子。 罗曼·罗兰
曾说，生命不是一个可以孤立成长的个体；它一面
成长，一面收集沿途的繁花茂叶。 家风体现着一个
家庭的风气、风貌。 家风对人的影响就像雕塑一样，
需精雕细琢，方有好作品。 幸福家庭、良好家风固然
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但家之兴衰在于是否合乎礼
义廉耻，不在于富贵贫贱。 对子女的真正关爱是树
德育人，为子女留下受用不尽的精神财富。 只有让
每一个小家都成为温馨港湾、厚德之所，才能实现
国泰民安。

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作用。 不学诗， 无以
言；不学礼，无以立。 注重礼义兴家、诗书传家，是我
国古代治家的好传统。 传统文化的根深扎在社会之
中，关键是怎么把它积淀的正能量发掘出来。文化是
一条河，从过去流向未来，不能隔断上下游的关系。
在历史文化的长河中，不乏良好家风的典范。弘扬好
的传统家风，汲取《颜氏家训》等典籍的有益成分，有
助于改善社会风气， 让每个家庭、 整个社会更加和
美、和谐。 今天我们培育良好家风，应站在现代文明
发展的角度，剥离传统文化中保守、世故的成分，在
开放多元、民主法治的基点上进行；一面守护传统美
德，一面弘扬现代文明，如家庭民主、社会责任、进取
精神等。

在家庭幸福中感悟。家是人们心灵的港湾。作为
最能深入中国人内心的一种无形力量， 家风是融入
家庭成员血脉中的东西。 一个幸福的家庭必然有良
好家风作支撑。不可想象，家风不正的家庭能够关系
和睦、美满幸福。 家风家教大多是普普通通的语言、
实实在在的规矩， 却能在日常生活中影响人、 感染
人、教育人，如敬姜“匡子过失，教以法理”，张英“让
他三尺又何妨”，曾国藩“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等
等。正是这些最基本、最直接、最经常的教育，让人们
感受到强大坚韧的道德力量。

注重增强现代家国情怀 。 宋代理学家朱熹有
一个比方 ：家亦是 “大政 ”，一国有公家之政 、私家
之政，家风就是私家之政。 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
是最基本的社会组织。 随着社会公共化程度越来
越高，家庭这一组织发生了结构性变化。 两代人的
核心家庭逐渐取代世代型大家庭， 成为现代家庭
的主要形式。 这使家风建设的重任直接落在了每
一个家庭。 作为父母，必须领会“父母之爱子女，则
为之计深远”的智慧，秉持“国计已推肝胆许，家财
不为子孙谋”的操守，在引导家庭成员增强现代家
国情怀中培育良好家风。

（樊泽民）

本报讯 （记者 李亚云 ）
“来，大家看镜头，3、2、1……”8
月 28 日中午，伴着“咔嚓”的快
门声， 在河区五星街道宝石
山庄，99 岁老人潘文芝和家人
的笑容被定格。 当天是潘文芝
老人的寿辰， 四世同堂的大家
庭，后辈纷纷前来祝寿。穿着红
马甲的“特殊”客人更为老人的
生日添一份惊喜。

“老母亲今天生日，穿件新
衣服，喜庆！ ”一大清早，71 的
儿媳王新华就张罗开了。 为婆
婆穿衣梳洗后，又将“寿桃”等
水果摆上茶几。 “说是 99，加上
闰年闰月，可不是 100 岁了！ ”
王新华笑着说。

谈笑之间， 潘文芝的儿
女、孙辈、曾孙辈的家人们纷纷
到来，拉着老人的手嘘寒问暖。
潘文芝时不时询问没到场的孙

辈们怎么没来。“奶奶有时把我
们认错， 45 个人的大家庭，后
辈太多了，分不清！ ”潘文芝的
39 岁的孙媳单香丽告诉记者。

随着贺寿的家人越来越

多，家中越发热闹。上午 10 时，
来自信阳市农业农村局、 宝石
社区的志愿者也前来为老人贺

寿。他们带着生日蛋糕、营养品
等来到“老寿星”的家中，为老
人送上生日祝福。

眼前的热闹场景， 潘文芝
老人看在眼里， 乐在心上。 74
岁的儿子刘天保坐在老母亲身

边， 将剥好的桔子一瓣瓣喂给
老母亲吃。 因听力都有不同程
度的退化， 母子二人不时在一
起“咬耳朵”。

今年 62 岁的三女儿刘金
华从郑州赶回来为老母亲祝

寿。 “我母亲这辈子不容易。 我

们小时候，父亲常年在外工作，
家中 5 个孩子全靠她一人照
顾， 年轻时受了不少罪。 记忆
里，母亲后背背着妹妹，手上还
在编草甸子、干活。从旧社会走
向新时代，老来才享福了。 ”刘
金华感慨地说。

虽然 99 岁高龄，但潘文芝
老人的身体状况还算康健。 从
卧室走向客厅， 她自己拄着拐
棍，拒绝儿女搀扶。 “除了有些
耳背，身体没有太大毛病，甚至
比她儿子还刚强呢。 ”儿媳王新
华打趣道。

在孙媳单香丽眼中， 奶奶
是一个闲不住的人。 “我嫁过来
时，奶奶已经 88 岁了，在家中
还拖地洗碗， 不让干她还不乐
意。就前一阵下雨了，她还吵着
要给她孙子小伟送伞。在门口，
用拐棍拦着曾孙女们不让出

去，担心孩子的安全……”谈起
奶奶的趣事， 单香丽说：“三天
三夜说不完。 ”

老人缘何长寿， 除了日常
健康饮食， 也与和睦的家庭关
系、 家人的悉心照料分不开。
“每天早晨一个荷包蛋，水果家
中没断过。 老母亲也每天散散
步，关键是她心态好，不爱与人
生气，总是乐呵呵的。 ”儿媳王
新华说。

临近中午， 一家人在酒店
为老人准备了寿宴， 菜品都是
紧着老人的口味。 寿宴上，一家
人唱起了生日歌， 祝福老人身
体健康。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在
这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正如眼
前的景象，潘文芝老人就是全家
的宝，被后辈们捧在手心上。

解读

上图：儿子儿媳为母亲献上生日蛋糕
下图：74 岁的儿子跟 99 岁的母亲说“悄悄话”

本报记者 李亚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