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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变了，但优良的传统没变，我家
的家风也一直没变。

“勤”是我家祖祖辈辈刻在心上的
字。

我的爷爷将“勤”融在日常里。那
时，爷爷奶奶在小山村里经营着一家商
店。店子虽小，却承担着供应全村人生活
物资需求的重任。不论是什么季节什么天

气，每天凌晨4点，爷爷都会准时起床去
县城的集市进货，紧赶慢赶地在村民务农
前回到店里。

当时，爷爷家里还有许多农活，爷爷
在进完货后，还要回到田间地头继续劳
作。像这样集市、商店、田地三点一线的
生活，爷爷和奶奶坚持了几十年。即便是
搬到县城里后，他们也没有每天散步、买

菜、喝茶，仍是选择做个小生意。亲戚时
常说：“都辛苦一辈子了，何必呢？”爷爷奶
奶笑着答：“这不是闲不住嘛！”

我的爸爸也将“勤”挂在嘴边上。他
当工人时，为了工程的顺利交付，经常加
班加点，满手血泡也从不抱怨；他也会培
养自己多样的兴趣爱好，每天练习书法，
充实着自己的生活。爸爸时常将“勤能补

拙”挂在嘴边，在他身上，我看到了爷爷
奶奶的影子。不论生活如何变化，他们都
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坚守着“勤”的生活
准则。

“勤”和“俭”相辅相成，缺一不
可。

爷爷奶奶一生都秉承着“勤、俭”二
字。作为老一辈人，他们经历过很多艰难
困苦，对粮食十分珍惜。小时候，我曾跟
随爷爷奶奶去打谷场，在傍晚昏暗的天色
里，爷爷奶奶拿着簸箕，一粒一粒地捡着
稻谷、小麦、大豆等粮食的场景深深地刻
在我的脑海里。

勤俭，看似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日
积月累也会变成影响家风的大事。我要将
这种家风传承下去。

优良的家风是中华民族五千年长河中传承下来的，爱国爱
家、孝顺父母、诚实守信、自立自强，这些优良的家风是支撑
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也是精神财富。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是陆游的《示
儿》。这位伟大的诗人到生命垂危之际都念念不忘，山川破
碎，国土沦陷，希望有收复失土的一天，他的爱国热情也影响
着他的后人。“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陆游在
这首诗中强调了做学问要坚持不懈，趁小的时候下功夫，长大
后才能取得成就。

岳母刺字这个故事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岳飞是南宋著名
爱国将领，小时候岳母就教导岳飞要做一个刚正不阿爱国的
人，这也为他后来成为出色的将领做了铺垫。

“少年强则国强”当我们懂得了前辈们的使命时，这就成
长了；当我们扛起自己的使命时，就成熟了。在学校里我们要
尊敬老师；在家里，我们要尊老爱幼；在社会上，我们要待人
友善。我们要努力学习，天天向上，成为祖国的栋梁之材。

同学们，让我们传承优良家风，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争
当民族复兴的时代新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
一份力量！

指导老师 刘先梅

在我咿呀学语时，《三字经》是我的启蒙读物；当我步入幼儿
园后，《国学》是我的启智读本；而如今，作为一名小学生，我
更喜欢阅读关于家风家训方面的书籍。

我有一个腿部有残疾的二爷爷，他是村里的低保户，是村
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他身残志坚，自己开了小卖部。前一阵
子，二爷爷生病了，当爸爸得知后，赶紧去照料二爷爷。那一
次，小小的我记住了爸爸吃力地抱起二爷爷时的场景，记牢了
妈妈床前床后做银耳莲子羹给二爷爷吃、照料二爷爷的画面。
我也更懂得了如何真正孝亲敬长不是挂在嘴上，而是落实在一
言一行中。

前几天，妈妈和奶奶因为我的事而起了争执。起因是我跟
奶奶撒娇要礼物，奶奶毫不犹豫地给我买了很多。妈妈知道后
逮着我狠狠一通训斥，奶奶护着我。看着她俩因为这件事争执
时，我自责不已，我该怎么办？我决定自己动手熬制银耳莲子
羹。在我的“甜蜜攻击”以及不再胡乱花钱的郑重承诺下，她
俩终于都露出笑颜。那碗甜甜的银耳莲子羹，不正是我传承家
风家训彰显“孝道”最好的证明吗？

在我的成长之路上，我会谨遵我的家风家训——— 孝为先，
善为道，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目标已树立，攀登需努力，
我深信，我能行！

指导老师 陈于玲

家风是一种传承，是一种信仰。若问我家的家风是什
么，我想从我的爷爷说起。

我的爷爷出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爷爷常说，贫穷与饥
饿压不垮我们的脊梁，唯有溶于骨血的坚持不懈才能改变命
运。

上世纪七十年代，爷爷是驻守边疆的边防军人。听爷爷
说，北方冷寒的天气冻不僵铁血的汉子，爱国情怀深深扎根
于心底，保家卫国是他的人生信仰。

现在，爷爷住在老家固镇。每当我回老家时，爷爷总喜
欢对我讲述他的峥嵘岁月，一边说一边用指腹轻轻摩挲着他
的奖牌。

“大孙子，你看咱老家现在多好！交通便利，环境怡
人。不过呀，如果没有党委、政府的领导和扶持，家家户户
又怎会过上美好的生活呢！”爷爷低沉的语调缓缓叙述着，
我的眼前浮现出一幕幕往事：2020年7月19日，百年一遇的
洪涝灾害在不到半天的时间里肆虐席卷，村庄屋舍被浸泡，
道路被冲毁，通讯设施被中断……在这危急时刻，党员干部
们冲锋在前，巡查水位、查看内涝、抢救人员。而满头白发
的爷爷，也主动请缨，不眠不休。三天两夜的险境，洪水退
却，面对破损的房屋器具，爷爷却始终紧紧抱着怀里的奖
牌。

“爷爷，当时你就不怕自己被冲走吗？为啥不把家里值
钱的东西带上，而只带上一块奖牌呢！”面对我的疑惑，爷
爷笑了笑说：“奖牌是国家给我的最珍贵的礼物。”

是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无数仁人志士为了保家卫
国，傲骨无双。爷爷的奖牌写有“光荣之家”四个鎏金大
字，是他的引以为傲的挚爱；而我胸前飞扬的红领巾，也是
家国情怀的传承。

我爱我的祖国，深深地爱着。我希望，将来的我，也能
拥有一块像爷爷那样的奖牌。

指导老师 陈于玲

大家好，我叫吴羽善，“羽善”这个名字的由来，饱含着
爸爸妈妈对我的期待。没错，“羽善”寓意“与人为善”。今
天我来和大家聊一聊我的家风故事。

或许是因为爸妈都是医生的缘故，在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
这样对我说：羽善羽善，我们要时刻记得“先人后己，与人为
善”哦！

爸妈是这样要求我的，他们自己也是这样做的。记得去年
春季，妈妈作为医生要抗击新冠疫情去援沪。四月，我所在的
城市也按下暂停键。本以为居家网课学习期间，有爸爸的辅导
与照顾，可爸爸也要留守医院照顾病人，我和弟弟独自在家学
习生活。

就在这段时间，我在老家的爷爷，也因突发疾病，被紧急
送往医院。当我在和爸爸视频时分明瞥见：躺在病床上的爷
爷，眼睛紧闭，鼻子、肚子都插满了管子，时不时发出呻
吟……那一刻，我感觉自己长大了。我告诫自己，必须做个小
大人，照顾奶奶和弟弟。于是，我不再以泪洗面，每天都主动
学习打卡，空闲时间还会帮奶奶做家务，带弟弟玩耍……

五月初，我的妈妈从上海回来了，她第一时间去医院看望
爷爷，望着瘦到皮包骨的爷爷，她哽咽着，没来得及休息，一
直留院照顾卧床不起的爷爷，直到爷爷病逝。

“先人后己，与人为善”是我的家风家训。如今，爸爸经
常会在周末时带我和弟弟回家乡看望“留守儿童活动之家”的
孩子们，给他们讲故事，陪他们玩游戏。前不久，我们班有位
同学在体育课时意外摔伤，当时的她不停掉眼泪，我一边安抚
她，一边联系她的妈妈，只希望能在第一时间帮助到同学。

我想，在我的成长之路上，我会谨记家风家训，成为合格
的家风传承者，沿着家风传承那道光，砥砺前行，到达胜利的
彼岸。 指导老师 陈于玲

有一种文化，从五千年的文明深处走来，带着历史的芬
芳；有一种精神，如淡淡春风拂过昆仑山脉，浩荡飘拂，绵延
至今；它就是代代传颂的“家风”。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家
风，溶于血液，流于骨髓。

我的家风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诚信。
有一次，妈妈带我到小吃一条街去玩，远远就闻到一阵臭

臭的味道，是我最喜欢吃的臭豆腐。我问妈妈要了十元钱，就
直奔摊点。买豆腐的人真多，里三层外三层，我好不容易挤了
进去大声叫道:“奶奶，来份臭豆腐”。我焦急地等着，看着
别人一碗碗拿走，口水都快流出来了。“给，你的臭豆腐。”

接过臭豆腐，我迫不及待地往嘴里塞进一块，烫得我嘴都
歪了。我边走边吃。一盒臭豆腐快吃完了，准备扔垃圾时，我
突然发现十元钱还在我的手里。我心里一阵开心，笑着对妈妈
说:“今天我们白吃了一盒臭豆腐，钱忘给了。”我回头看
看，我们已离臭豆腐店很远一段路了，难怪老板没追讨。我正
得意时，妈妈却拉长了脸，严肃地看着我说:“人无信不立，
回去的路哪怕再远，也要把钱还回去。”说完，便拉起我往回
走。

回到店铺，我红着脸把钱递给老板:“对不起，刚才买臭
豆腐忘记付钱了。”老板满脸笑容地说:“没关系，忘就忘了
吧，一盒豆腐而已。”“这可不止是一盒豆腐的事，诚信是做
人的根本。”妈妈说。还了钱后，我顿时觉得心里轻松愉快，
脚步也更加轻盈了。

上周末,爸爸带我们去金石湾乐园游玩。里面各种令人眼
花缭乱的娱乐项目让我流连忘返。很快，约定返程的时间到
了。可我还没玩够呢，就央求爸爸让我多玩一会。爸爸语重心
长地说:“我们出发前说好的五点回家，如果这次你不能守
信，就失去了下次游玩的机会。守信是一种美德,诚实守信是
做人的根本，没有信用的人无法在社会上立足。懂吗？”我羞
愧地点点头，乖乖跟着爸爸回家了。

好的家风如春雨，润物细无声；如冬日暖阳，抚慰人心。
我们要在中华好家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一路茁壮成长！

家风是什么?不是挂在墙上的一副字，不是口口声声的一
句话。它是一种精神，承载了一个家庭的欢乐祥和；它是一种
信念，决定了一个家庭的前途未来。

好的家风是家庭里代代相承的优良传统，好的家风是父母
双亲留给孩子骨子里品质精神。

我的妈妈是一位银行员工，每天早出晚归，兢兢业业地工
作。“优秀员工”、“优秀党员”，各种各样的荣誉证书装满
整整一个抽屉。“我们的工作服务于大众，必须细心、用
心。”妈妈总这样说。

听妈妈说，有一次一位老人带了一叠现金来办理业务，突
然机器“嘀嘀、嘀嘀”响起来，原来里面有一张假币。按照规
定，假币需要盖章没收，可是老人抓着假币死死不松，老泪纵
横地诉说着:这钱是他东拼西凑给家人治病的救命钱，需要马
上转到医院。他实在拿不出另外一张一百元来换下这张假币
了。

看着眼前的这位白发苍苍、脸上写满沧桑的老人，妈妈也
为难了——— 一面是国家政策，一面是人之常情。怎么办？收，
还是不收?妈妈只思考片刻，便做出决定——— 她从自己的钱包
里拿出一百元钱，放在一叠钱里，转去医院。那张假币，盖上
章，收回银行。

我不知道这张假币的制造者是否被依法制裁，但它已经不
再贻害善良的人，我知道它的终结者是我的妈妈。我的妈妈全
心全意服务于人民，无愧于党员的誓言。

我的妈妈，她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我的行为标准，
她如同春风阵阵，拂过我幼小的心灵，开出圣洁的花。家风如
同太阳，永远悬挂在我的心里，照耀着我健康快乐地成长。

指导老师 荀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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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 俭 家 风 代 代 传
小记者 李鑫睿

环卫工每天很早就要拿着扫帚
去大马路上清理落叶和垃圾。如果
碰上阴雨霜冻天气，飘在地上的叶
子就会牢牢粘在地上。这样清理起
来很难，有时还需要弯下身子用手
捡起。

我记得一个冷天，还下雨了，
早上上学途中，目睹了让我心生感
叹的一幕：

一个没带雨伞、没穿雨靴的环
卫工正在扫地，只见他时不时弯腰，
费力捡起粘在地上的树叶。我停下
来细细打量着他，个子矮小，皮肤有
点黑，眉毛比较浅，大约60岁左右。
我心想：这么多落叶他能扫完吗？带
着疑问，我走近他，问：“爷爷，地上
有这么多树叶，您能扫完吗？”“能
啊。”他挺起腰，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珠，笑着对我说：“只要不停地坚持
扫，终究会扫完的。”

我内心被触动了，我点了点
头，体会到环卫工老爷爷的话语里
蕴含着的哲理。那些看起来难以跨
越的难题，未必真的解决不了，只
要认准目标，勇往直前，就一定可
以做到。

指导老师 陈于玲

大家好，你们知道我家的小狐狸是什么吗？“小狐狸”
是我哥哥在小区里面捡到的流浪猫，可是它长得一点也不像
猫，而像一只可爱的小狐狸，所以我就给它起名叫“小狐
狸”啦。

小狐狸的脑袋小小的，脸像狐狸一样呈倒三角形。在它
小小的脑袋上，有一对尖尖的耳朵，像两座小山一样耸立
着；大大的眼睛，炯炯有神，到了晚上还会发光呢！别看它
的脑袋小，它的身体可胖了，可能是因为不挑食，它的肚子
总是圆鼓鼓的。小狐狸还有一身黑灰相间的长毛，摸上去软
软的，特别舒服。最特别的是它的四个小爪子都是白白的，
像戴了四只白手套一样。

小狐狸和我家另两只猫咪一点儿也不一样。它特别机
灵，活泼好动，也不爱睡懒觉。每次我不管在吃什么，它只
要听到一点点声音就立马跑过来。有一次我在吃馒头，它拿
鼻子凑着我闻，还拿它的爪子想抢我的，我给了它一小块
儿，它马上吃掉了，这只小猫可真不挑食呀。有一次家里窗
户没有关严，一只小麻雀飞进来，小狐狸立刻就把它给捉住
了，虽然我让小狐狸把小麻雀放了，但是也体现了它有很强
的捕猎能力。

我喜欢我家聪明活泼的“小狐狸”。
指导老师 李慧娟

一天，小草看着来来往往的人
心想:我什么时候可以像人一样行
走？它一直想到晚上。突然，迎面走
来一只猫。小草问猫：“我什么时候
才能像你那样行走？”小猫说：“有的
事情需要等待的。”

于是，小草等啊等，没学会走路，
反而发现自己另一个特点：别人都不
是绿色的，为什么就我一个是绿色的？

这天晚上，小草又遇到那只小
猫，说：“为什么我的身体是绿色
的？”猫想了想说：“不，你看那边，你

的同伴都是绿色的。而且，正是因为
你这种颜色，人类很喜欢你。”小草
发现了自己的优点。

此后，小草不再为自己跟别的
生物不同而烦恼，因为他明白了一
个道理：做自己才是最好的。

传承优良家风
争做时代新人

小记者 李晗玥

甜甜的银耳莲子羹
小记者 余陈龙

誓做小小传承人
小记者 吴羽善

家风如艳阳
小记者 胡舒然

爷爷的奖牌

小记者 杨田浩

“诚信”伴我茁壮成长

小记者 申语梦

“小狐狸”

小记者 李甄天翊

小 草 的 心 思
小记者 赵瑞东

偶 遇 环 卫 工
小记者 王传好

①小记者 胡长城/绘 指导老师 余静
②小记者 李纯峥/绘
③小记者 鲍雨菲/书 指导老师 高久艮
④小记者 储可可/绘
⑤小记者 李浩宇/绘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⑤⑤


	07-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