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奶奶的书桌上，有一个大

大的玻璃台板，压着许多泛黄的

老照片。

照片中，那位穿着绿色军装

的男子，是年轻时候的太爷爷。

太爷爷是抗战老兵，那时，敌人的

战机在他头顶来回扫射，子弹像

下大雨一样落在身边，战役结束

后，一整个营的战士大多牺牲，太

爷爷也险些回不来。台板右上角

还有一个空信封，太爷爷过世前，

用它装了最后一笔党费，千叮咛

万嘱咐，让太奶奶交给组织。

正中是一张爷爷奶奶的结婚

照，新郎穿着军装，胸前挂满勋

章。爷爷也是一名军人，他说，人

生中最重要的婚礼，就要穿最“高

级”、最神圣的衣服。爷爷退伍后

成了一名警察，退休后又在社区

当一名志愿者，服务社区居民。

右下角是一个小男孩，手上

拿 着 小 木 枪 。 这 是 爸 爸 小 时

候。太奶奶说，受爷爷影响，爸

爸从小就有一个警察梦，到哪儿

都揣着一把小木枪。后来爸爸

真的当上了一名警察。

太爷爷、爷爷和爸爸，他们

用责任和担当守护着国和家。

太奶奶的这张书桌，承载的是家

风传承，它如春风化雨，润进我

的心田。

衢州市实验学校教育集团
新湖校区四（6）班 孔嘉言

指导老师：汪玲玲

太奶奶的书桌

家 国 情 怀 、坚 定 信
念、艰苦朴素、勤俭持家、
孝亲敬老⋯⋯在孩子们
笔下，这些古老的“关键
词”有了新模样，那是家
族守则与时代精神碰撞、
融合，最终形成新时代家
风好故事。

“传家以孝义为本，处

族以仁让为先。”爷爷说，

这是我们裘氏家训的核心

要义。我恍然大悟，不禁

想 起 了 生 活 中 的 一 幕 幕

⋯⋯

阿太是爷爷的岳母，

60 岁开始腿脚就不好。爷

爷奶奶二话不说，承担起

照料阿太的全部事务，每

天给阿太做饭洗衣、洗脚

擦身、精心照护，三十年如

一日。阿太活到了 91 岁，

去世前很安详，一直念叨

着女婿女儿好。

爷爷告诉我，据家谱

记载，裘氏已有 2600 多年

历史，因家族和谐，在宋朝

时被旌表为“义门”，族内

有人被旌表为“孝子”。如

今，裘氏的“孝”早已成了

一种大爱。

爷爷是牙医，退休后

回到老家开了一家牙科诊

所，立下两个规矩：一是便

宜，所有项目都要比别处

的便宜，小孩来拔牙齿全

都免费；二是方便病人，不

管白天黑夜，只要病人来，

爷爷都会出诊——爷爷总

是说，生病还能算得好时

间吗？生了病，就要医生

快点治好啊。几年前，爷

爷 生 了 一 场 病 还 做 了 手

术，亲戚朋友都劝爷爷要

保养自己身体，不要出诊

了。可是，爷爷身体一康

复，马上回到诊所坐诊，继

续为乡亲服务。

爸爸一直是爷爷的骄

傲。每年暑期，爸爸都带

着大学生哥哥姐姐去乡村

支教。他还发起文化公益

项目，推动在全国设立了

1500 多个文化角，给 3 万

多留守儿童带去了 20 多万

本图书。后来，爸爸又创

办了公益组织，为乡村的

孩子、生病的孩子、孤独症

的孩子募集善款。

写到这，我也知道自

己该做什么了。

杭州市绿城育华学校
小学部606班 裘天昱

指导老师：曾水清

传家以孝义为本
为什么说有国才有家？我

问 90 岁的阿太，阿太说她没有读

过书，不懂这些大道理，只知道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她

说，那时候到处打仗，老百姓们

天天都提心吊胆，是毛主席和中

国共产党让大家过上了太平日

子。

为什么说有国才有家？我

问 60 多岁的奶奶，奶奶说，她只

念了几天夜校，也说不太清楚，

只知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

地。她说，她三岁的时候就没有

了爸爸，经常是吃了上顿没有下

顿。是“分田到户”让她吃饱了

饭，穿暖了衣。

为什么说有国才有家？我

问 30 多岁的妈妈。妈妈没有说

话，她给我看了国外打仗的视

频，那里有许多孩子受伤甚至死

亡。妈妈说，他们的囯家正在经

历苦难，一个国家不强大，人民

就会遭受痛苦。

阿太、奶奶和妈妈说的，我

没有完全听懂，但有一点在我心

里越来越清晰——我们伟大的

祖国是如此美丽、可爱，只有她

繁荣昌盛，我们的生活才会幸

福。

绍兴市上虞区百官小学三
（10）班 郑铱涵

指导老师：吴艳

有国才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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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从我记事起，爸爸妈妈，

特别是奶奶，一直教育我要珍惜

一粥一饭、一线一物。

用餐时，我们总是将食物吃

干净，不挑食，不剩饭菜；在家里，

我们总是及时关掉不需要用的电

器，节约用电；用水时，我们总是

合理利用水资源，不浪费一滴水。

周末清晨，还在睡觉的我听

到房门外传来拆箱子的声音，原

来是奶奶在阳台拆快递盒子，还

一个个叠得平平整整。我问到：

“奶奶，我们是不是又要把这些

纸板拖去回收了？”“是呀，你要

不要帮奶奶一起整理呢？有点

多哦。”奶奶向我发出邀请，我连

忙上前帮忙。

我们将已叠好的废报纸、纸

箱整理好，拖去给回收站；我们

将不穿但又很干净的衣物整理

出来捆好，捐赠给需要的人；我

们还将漂亮的废旧塑料瓶收集

起来，制作成花瓶等小物件⋯⋯

我觉得很有意义，干得不亦乐

乎，奶奶夸我很棒。

做好分类、回收利用，这就

是我家的“新勤俭”家风。

杭州市创意城小学 103 班
张姚景熙

指导老师：胡央央

勤俭新风勤俭新风

孔嘉言与爷爷、爸爸合照。

________/ 精彩点评 /

“讲家风故事 行重
阳孝礼”这个活动非常有
意义。我在潮新闻的专
题征稿区里，看到了一群
活泼可爱的孩子，他们来
自全省各地，用童真的视
角和生动的笔触，以身边
的榜样和故事，将心中的
家风家训娓娓道来。从
孩子的作品中，我们可以
看到，“热爱祖国”“坚定
信念”“艰苦朴素”“勤俭
持家”“孝亲敬老”这些中
国传统家风，依然是当下
中华文明的主流，而浙江
人民则赋予它们全新的
时代表达。我要为浙江
小学生和他们的家庭点
赞，希望这些好家风能够
继续传承、发扬光大。

浙江省关工委副主任
张绪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