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人故事 伟大时代

家风脉络蕴藏乡村巨变

本报记者 张伟群

家庭的走向深深刻
着时代烙印。在目前的
所有投稿中，来自农村
家庭以及祖辈、父母曾
居于农村的作者占半数
以上，聆听长辈忆苦思
甜、珍惜当下的教诲，成
为他们感受家风的重要
途径。在孩子们一篇篇
生动的创作中，我们看
到的是农村家庭脱胎换
骨，触摸到的是乡村巨
变的美丽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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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数来时路，很多农村家庭以

勤劳为基石，抓住时代机遇，通过几

代人的不懈努力，创造出越来越好

的生活。

“每个故事都是一个时代的缩

影。”义乌市黎明湖小学 404 班的方

优齐，讲述了家中两代农村女性投

身商业浪潮的故事。上世纪 80 年

代，义乌小商品市场起步，方优齐的

外婆和外公抓住机会，早出晚归，创

办了一个小工厂，给市场摊位供

货。他们的故事，也是许多义乌农

村家庭“起飞”的真实经历。

基 石 垫 好 ，接 下 去 是 创 新 求

变。“母亲通过学习电脑技术，主动

适应信息化的时代要求，帮助公司

实施一系列创新工作流程，提高工

作效率。”方优齐说，母亲以身作则，

总是鼓励他用新思维去理解问题，

在快速变化的时代中保持竞争力。

他认真地写下：这些品质不仅

是我们家族的骄傲，更是我人生道

路上的指引，我要把家族价值传承

和延续下去。

耕田可以事稼穑，丰五谷，以立

性命；读书可以知诗书，达礼义，以

立高德。建德市梅城中心小学 503
班的陈其羽晒出的家风是“耕读传

家”，用知识改变命运、回报家乡，是

他从长辈身上学到的人生哲理。

陈其羽的爷爷早年学习条件艰

苦，恢复高考后，通过自学考上了大

学，毕业后选择回到老家做一名乡

村老师。

那个年代，老师的工资很低，爷

爷白天给学生上课，傍晚干农活，夜

里还要挑灯批改作业。学校只有爷

爷这一个老师，他教所有课程不说，

还要给学生们蒸饭，就这样培养出

了不少大学生。

爷爷退休后，还常回学校看看，

每年都会拿退休工资给村里在读大

学生发红包，鼓励他们好好学习，为

家乡争光。在爷爷的熏陶下，陈其

羽也喜欢读书，喜欢语言表演，是学

校里的小主持人。

万松家风久，颖川世泽长。勤

学，是许多农村家庭厚积薄发的源

泉；奉献，则在广袤乡村大地上创造

了一个个蜕变的奇迹。

耕读传家 颖川世泽

时代浪潮 扬帆起航

家家比和谐
乡村有新风

乡村富起来后，人们的追

求也变了。

“我们都是村里人，相亲

相爱一家人⋯⋯”绍兴市上虞

区崧厦街道金近小学四（2）班

的祝梦婷，以动听的村歌《祝

愿温馨》为引子，讲述了上虞

祝温村的孝礼故事。

村里人最看重的“五十

佳”评选已持续 13 年，每年评

选出的和谐家庭、好婆婆、好

媳妇、孝子女、好少年，成了祝

温村的道德标杆。全村形成

家庭比孝顺、邻里比和谐、家

家创“十佳”的新风气。

祝梦婷的家是第三届和

谐家庭，这是全家的骄傲。爷

爷奶奶、爸爸妈妈对她的要求

是，不一定要惊天动地，但要

做最好的自己。而她自己的

理解，是要从身边小事做起，

成为一个懂得感恩、孝顺长辈

的人。

这样和谐美丽的新农村，

在许多投稿中都能见到。家

与村融合，村与社会连接，文

明乡风越刮越盛。

朱思齐与家人合影。

“几十年都在为别人做嫁衣的

外婆，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在

海宁市王国维小学上六年级的朱思

齐说，外婆的幸福生活是她自己创

造的。

外婆读完初中，便留在农村老

家干农活。改革开放后，农村人条

件好起来，对穿衣的要求也高了。

外婆立即看到了机会，去学习裁缝

手艺。28 年裁缝生涯，让外婆活得

有价值，这份收入也让一个农村小

家欣欣向荣。

现在，外婆在为自己而活。亲

手做旗袍，参加旗袍队，自学手语，

参加义演，把新的乡风文明带给乡

亲们。外婆把自己的经历写成文

章，在报纸杂志刊登了好几篇。朱

思齐把每一篇都细细看了，因为那

是外婆带给他们的精神财富，更是

农村人变美的力量源泉。

乡村老人 生活如花乡村老人 生活如花

__________/ 网友热评 /

家风润乡风
乡村强国本

在本次活动投稿平台上，

孩子们笔下的乡村故事让很

多网友留下肺腑之言。

网友“太阳升起”：家庭前

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

命运紧密相连。农村面貌改

变了，农民生活好了，“中国

梦”也就不远了。

网友“若曦”：乡村家风故

事都带着鲜活印记，源自真挚

动人的自然书写，在约定俗成

的习惯和潜移默化的言行中，

润物细无声地渗入家族血脉

和一草一木，成为乡村命运的

一部分。

网友“潮客 6 号”：根植于

土地的家族文化，早已超越家

庭范围，影响了血缘之外的人，

进而化为一个地域的乡风、民

风，融入国家的核心价值观。

祝梦婷一家阅读祝温村家风家训。祝梦婷一家阅读祝温村家风家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