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位老人，两鬓斑白，头顶

中间光秃秃的，周围是稀稀的几

绺，脸庞圆圆的，整天笑眯眯的，

肚子挺得高高的，像个弥勒佛。

他就是我的曾祖父，今年92岁。

他的家里有一个大约长 5 分

米、宽 3 分米的大算盘。这个算

盘是实木做的，四周的框颜色都

掉了，断了一档，很有年代感，算

盘有一档几颗珠子也没有了。

今天，我就说说他和算盘的故

事。

每次和曾祖父聚在一起，我

都能从他身上学到一种美德，叫

勤劳。他告诉我，他小时候读的

是私塾，那时候的先生只教文言

文。他经常和我一起打开语文

书，聊一聊汉字的由来，聊一聊中

国的历史。等他进了初中，从没

有学过数学和英语的他很难跟上

其他同学的进度，但是他不断努

力，反复钻研，最终迎头赶上。到

现在，曾祖父都还能清晰的记得

单词中国是China，中国人是Chi⁃
nese，黑板是 blackboard⋯⋯而这

个算盘就是他学习数学的开始。

1955 年，曾祖父响应国家号

召 ，应 征 入 伍 ，成 为 首 批 义 务

军。他背起他的算盘，开启了他

的参军之路。在部队里，他负责

厨房后勤工作，而这个算盘也是

一个重要工具。每次厨房工作

结束后，他都会算一算当天的饭

菜开支。几年后他退伍来到村

里做会计，每一笔收支必须弄得

明明白白。他是最早来到单位，

也是最迟离开的，算盘的噼里啪

啦声成为楼道里美妙的歌曲。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把算

盘、一沓账本，就让曾祖父孜孜以

求，默默坚守。这背后就是他对

初心的坚守，对事业的执着。退

休30多年的老人，现在还是时不

时拨一拨算盘。这个算盘就是曾

祖父一生勤劳、努力向上、奋发图

强的见证。

在曾祖父身上,我知道了成功

在于勤奋,智慧不是自然的恩惠，是

勤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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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道 颖 颖 ，风 以 传
之。家风承载着过去,预
示着未来，它可以是一则
家庭故事，也可以是一句
家规家训，代表了每个家
庭的生存智慧，是长辈给
予后代最丰厚的精神财
富。

自“讲家风故事 行重
阳孝礼”主题创作征集大
赛开展以来，全省广大家
庭踊跃参与。本报特展出
部分优秀作品，一起来聆
听小小少年们的家风故事
吧。

爷爷是我们家的“热心始

祖”。他 70 多岁了，一生热心

为人，只要有他在的地方，不会

有争吵，甚至不会有棘手的事，

一桩桩一件件，他都给办得顺

顺当当。

他是学校退休老师们的小

组长，一直热心为退休老师们

奔忙：有时传达文件精神，有时

安排重阳旅行，有时看望身体

不佳的老同事，甚至还会为了

某个退休老师没收到报纸而四

处询问⋯⋯我常常会仰着头

问：“爷爷，您不过是个小组长，

做那么多，又没补贴，值得吗？”

爷爷摸着我的头，眼睛笑成了

一条缝：“值呀！这些事总要有

人做的嘛。”

在“热心始祖”的影响下，

爸 爸 和 叔 叔 成 了“ 热 心 第 二

代”。

叔叔“热心为国”。他是爷

爷的小儿子，1996 年就读西安

第二炮兵工程大学，研究生毕

业后，投身中国人民解放军火

箭 军 装 备 部 ，背 井 离 乡 数 十

载。2018年转业到北京某军工

企业。叔叔说，他将自己一生

的光阴都献给了祖国，唯一愧

疚的是对家里人。每当这个时

候，爷爷总会笑着说：“没有对

不起家里，有国才有家，对国家

热心，我们才有好生活。”

爸爸“热心为家”。我爸是

个小小的企业家，经营着一家

小工厂，又忙又累，每次他累得

摊在沙发上的时候，却总是告

诉我：“爸爸不累，为家人努力

生活，非常快乐。”家里大大小

小的事情，他几乎包揽了。他

的口头禅是：“别告诉二叔，家

里有我呢，让他一心干大事。”

爷爷喜欢住乡下。爸爸看着装

修一新的城里别墅，咽下口水

说：“走，回乡下陪爷爷住。”此

前，叔叔定居北京，北京房价

高，叔叔为此愁眉不展。爷爷

将自己一生的积蓄倾囊相送，

爸爸不仅没意见，还热心地拍

着叔叔的肩说：“缺多少？哥

来。”

在爷爷、叔叔、爸爸的言传

身教下，我努力成为“热心第三

代”。去年，我读一年级了，选

择了乡下学校，陪伴爷爷是我

从小就学会的一件事：陪爷爷

下地，陪爷爷上街，陪爷爷走访

老同事⋯⋯

现在，我也开始学着大人

们的样，热心地帮助同学，帮助

邻舍，帮助路人⋯⋯虽然事情

都不大，但我很快乐，我得把爷

爷的“热心”发扬光大呀！

你瞧，这就是我们家——热

心一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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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的手，是我童年最深刻

的印记。

我的爷爷是个像大地一般的

男人，有蓝天那样纯澈的眼神，有

大山一般硬挺的脊背，他的手掌粗

粝而又温暖，藏着太阳底下泥土的

味道。每次我看见爷爷那双粗糙

的手掌，总是让我感到无比安心和

温暖。

清晨的大山里，雾气朦胧，爷

爷是最早醒来的人。他弯腰扛起

锄头，踏上柔软的小道，一路往田

里走去。我经常提着早饭去田间

找他，爷爷总是卷起裤腿，佝着身

子，脚掌踩进湿软的泥土里，他手

中的锄头上下摆动着。

我最喜欢听爷爷讲故事。他

用温和的声音，讲述那条弯弯曲曲

的公路是如何盘旋在山间，家乡的

小土房又如何变成了钢筋水泥的

高楼。他还告诉我，茶树如何爬下

山坡，茶叶如何变成家乡人的财

富。

爷爷总是用他宽厚的手掌轻

抚着我的头顶，指着远处的山头

说：“你看，茶叶可比孙悟空还厉

害呢！它能变成房子，变成汽车，

甚至是变成铁路！”听着爷爷的

话，我陶醉其中，想象着茶叶的神

奇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家乡

的茶叶越来越多。它们被精心地

打包，销往大山的外头，茶农们笑

开了花，竖起大拇指，连声夸赞：

“我们的好日子来啦！”

爷爷依旧早出晚归，勤勤恳恳

地照顾他的一亩三分地，生活更加

充实和美好。爷爷拿起了笔杆子，

学起了计算机，他的大手掌飘散着

笔墨的香味。爷爷说，学习新知

识，才能更好地照顾我们的土地，

才能走出大山，去更远的地方。我

紧紧牵着他的手掌，笑嘻嘻地说

道：“我也要努力学习！我也要走

出大山！”

台州市仙居县安岭乡中心学
校三（1）班曹雨甜

指导老师：俞炜艳

爷爷的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