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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家风家风

五代人同守红军墓 红色家风代代传
广西兴安瑶族赵良英家庭：

家风故事故事
■ 赵自力

爷爷是党员，这是我小时候就知
道的事。那时爷爷在村里小学教书，
是村里仅有的几个党员之一。父亲
常跟我说，能入党是件很光荣的事
情。爷爷书教得好，还特别仗义，敢
说真话，喜欢帮助别人，在村里威望
极高。

爷爷事事处处起带头作用，比方
说交党费就留给我很深的印象。以前
在学校教书时，爷爷的党费都是亲自
交到校党支部。退休后，坚持月月到
学校交党费。再后来，他所在的学校
撤并到镇上，他的党组织关系也转到
了镇里的中心学校。村里距镇上有好
几十里路，来去不方便。爷爷去交了
第一个月党费后，父亲就跟爷爷商量，
能不能请中心学校在工资里直接扣除
党费，或者由父亲代爷爷交党费。“你
懂什么？交党费是每个党员的义务，
更是一种荣誉。”爷爷板着脸把父亲教
训了一顿，“党费姓‘党’不姓‘费’，党
费不是扣的，是要党员每月用心去交的。”自此，父亲
再也不提此事了，每个月陪着爷爷去镇上交党费，成
了爷俩的规定动作。

据父亲讲，爷爷交党费是有仪式感的。交党费
那天，爷爷总要起个大早，穿上一身干净衣服，然后
坐着父亲的电动三轮车去镇上。爷爷交党费时，总
是双手郑重交给负责的同志，然后戴上老花镜，在党
费表格上一笔一画签下自己的名字。之后，爷爷往
往还要跟党组织汇报一下自己的思想和生活情况。
他一直认为亲手交党费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

有些年份，爷爷还交特殊党费。如1998年发洪
水，爷爷交了1000元特殊党费。2016年，爷爷又交
了3000元的特殊党费，纪念他入党50周年。不管
春夏秋冬，爷爷都按时足额交纳党费。爷爷常常把
他的党费证翻给我看，给我讲党的光荣历史。

2017年冬天，爷爷因病去世，临走之前托父亲代
交特殊党费，还反复叮嘱同样是党员的父亲和我，每
个月别忘了交党费。在开展“支部主题党日”活动中，
我常常怀着一种信仰，郑重地向党支部交纳党费。

爷爷走了，他的党费证我一直留着，那是永不褪
色的记忆。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高峰

5月12日，一夜大雨过后清晨放晴，青
山翠绿。

钟小玲起了个大早，便从广西桂林市兴
安县城赶回乡下老家——华江瑶族乡水埠
塘村。在那里，奶奶赵良英已经年近百岁，
让人牵挂。此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她要
和婆婆、姑姑一起祭扫红军墓。

“我们家一直有祭拜红军烈士的传统，
奶奶经常跟我们讲，红军是好人，我们就是
红军的亲人。”钟小玲说，自从她十多年前嫁
到李家，就继承了这个传统，一直没有中断。

红军墓距离老家房子只有200米远，却
是水埠塘村最好的一块“风水地”，依山傍
水。这天，连夜的大雨把山上的泥石、枝叶
冲刷到红军墓平台上。钟小玲清理地上杂
物，婆婆则擦拭墓碑。描红，上香，鞠躬，祭
扫才算结束。

这座由混凝土砌筑的红军墓中，长眠着
长征中12名在水埠塘村牺牲的红军烈士。

“小时候家里穷，是打土豪分田地的红
军让我们农民吃上了饱饭，就应该记住红军
的好。”赵良英1922年出生，如今已经99岁
高龄。虽然行动多有不便，但精神矍铄，说
起红军的好，她不仅伸出大拇指，还用瑶族
方言唱起当年歌颂红军的歌谣：“红军受苦
受得多，天晴落雨没停过，遇到坏人又开战，
红军拼命保中国……”

1934年冬，12岁的赵良英遇到了突围
的红军，在广西境内、湘江上游地区，英勇的
红军打响了长征以来最为惨烈的湘江之
战。当时，中央一纵队和五、八军团都住过
水埠塘村。年少的赵良英帮助红军磨米、烧
开水、找吃的、借用的。特别是对伤病员，她
帮熬草药治病，捶草药疗伤，还一口一口地
喂受伤红军，护理周到，无微不至。

红军进入少数民族山区时，严格执行党
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深得
瑶族群众爱戴。“打土豪分田地”“一切权力归
农民”“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红军张贴在
瑶乡的标语，句句说到老百姓的心里去。

赵良英回忆，她的父亲赵金床曾给红军
当过向导，从水埠村出发，一路翻山越岭，避
开了敌人的围追堵截。红军为表达感谢，送

给她父亲一块布，让他用来做新衣服，父亲
珍藏了几十年，一直舍不得用。

12名红军战士牺牲在水埠塘村，其中
11人没有留下姓名。为了不被当地地主和
民团发现，赵金床找来族人商量，他对瑶族
兄弟说：“多好的红军呀，死得多可怜，你们
要把他们埋好。”趁夜，瑶胞把红军遗骸聚到
附近一处大山里掩埋，并在坟前立石标记。
从那时起，赵金床一家和村民们冒着危险守
护红军墓，逢年过节按照当地风俗奉上香
烛，悄悄祭奠。

1966年，为了更好地纪念红军，凭靠赵
良英的回忆，工作组与村民一道将红军墓移
迁到水埠塘村，用混凝土砌筑，设置石墓石

碑，以显敬重。淳朴的瑶胞给了战死红军最
高的“礼遇”。

“一定要守好红军墓！”赵金床临终前反
复叮嘱赵良英。她遵从了父亲的遗愿，成为红
军守陵人。每年清明节和传统佳节，赵良英就
按照当地风俗，带上好酒、祭品，祭拜先烈。只
要有时间，她都会来烈士墓地清扫落叶，清除
杂草，为路过村民讲解红军感人事迹。

虽然赵良英说不出什么大道理，在红色
家风的耳濡目染下，晚辈们同样继承了祭扫
红军墓的传统，红军长征精神激励着他们在
各自岗位上建功立业。

赵良英的儿子李贵达从工厂退休后，回
到村里管护林场，早出晚归。工作再忙，不

忘带着儿子、孙子一同祭扫红军墓。他说：
“我们一家人要一直守护红军烈士，之前是
我父母、我外公，下来是我，现在轮到我的儿
子孙子了。”

孙子李毅从小跟着奶奶、父亲祭扫红军
墓，如今他是兴安县一名人民警察，两次荣
立三等功。李毅说，奶奶讲得最多的一句
话，就是“要记住共产党的好”。

一家三口在县城安了家，李毅的妻子钟
小玲是兴安县一名小学老师，“虽然我教的
是数学，完成教学工作之余，我也会跟学生
们讲红军长征的故事。在家里，培养儿子吃
苦耐劳、意志坚定的品格，每年都会带着儿
子一起去为红军烈士扫墓，在奶奶的影响
下，我愿意把这种信仰传承下去。”

钟小玲介绍，为了让奶奶住得舒适，一
家人在水埠塘村瑶族老木房旁，另建了一栋
三层高的楼房，“我们每个月都回去看望老
人，家永远在水埠塘村。”

因为年事已高，行动不便，赵良英放心
地把祭扫红军烈士墓的任务交给了晚辈。
安享晚年的她，喜欢坐在门前听着大河的
滔滔水声，眺望广西最高山峰猫儿山，红军
翻山越岭、勇往向行的场景常常浮现在她
的眼前。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茹希佳

日前，邓志锋在他的朋友圈里分享了当
晚和女儿共同深读的长篇小说《人生》的感
受：“这本20世纪80年代的小说，是作家路
遥的成名作，今晚和女儿探讨这本书，对于
现在的孩子来说，书中的场景显得久远，但
描写的年轻人在困境中的勇气、期待与追
求，尤其值得孩子们学习。小、初孩子可以
阅读，需要做的是如何把时代还原给孩子
……”这是江苏省最美家庭邓志锋家庭的书
香日常，在夫妇两人的坚持和带动下，这个
家庭书香四溢、其乐融融，形成了“深阅读、
雅情趣、勤助人、乐生活”的良好家风，引得
周围的同事邻居们颇为羡慕。

“一二三”家庭阅读计划让阅读
变成“刚需”

邓志锋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
士研究生，从中学到高校，有着16年的语文
教育工作经历，而他的夫人冯学勤在南京大
学学习多年，也是一名资深阅读爱好者，热
爱读书的两人一旦结合，自然让这个小家庭

与生俱来带着书卷气息。
“为了营造浓厚的阅读氛围，小家庭每

月都会制定阅读计划。”邓志锋说，他的家庭
专门推出了“一二三”家庭阅读计划，即夫妻
两人每月精读一本书、泛读两本书，孩子每
月至少阅读三本书的阅读计划。

邓志锋将家庭阅读时间，确定在晚上的
八点到十点，在这段时间，家里拒绝电视，孩
子或做作业，或阅读，每个静静的夜晚，家里
都溢满书香。

周五晚上，是邓志锋家雷打不动的“家
庭朗读日”，“每个家庭成员都要提前准备好
朗读篇目，配乐朗诵，并开展朗诵技巧与心
得交流。”冯学勤自豪地说，我们家还推出了
家庭“每周一言”活动，家庭成员摘取名家名
言，誊写在小黑板上，共同学习提高，在一家
三口的共同努力下，家庭阅读活动开展得有
声有色、有模有样。

“孩子很小时候，喜欢读绘本，小学三年
级开始，我就让她阅读中外名著，大约三四年
级时，我孩子已经读完了《红楼梦》《老人与
海》，并且告诉我单从文字上，读不出经典的
感觉，我便顺势引导她，读《老人与海》这本

书，是要在读书中感悟老渔
民圣地亚哥面对困难时不
屈服的精神力量，延伸到孩
子面对生活、学习中的困难
时也要像老渔民那样绝不
退缩，迎难而上。”邓志锋觉
得好的亲子阅读一定要搭
配上家长引导性的讲解，才
会让孩子的阅读更有趣味，
更有成效。

书和远方都是书
香家庭的最爱

逛书店、购书籍是邓
志锋家庭每月的规定动
作，南京的各大书店成了
他们家周末常去的“打卡”
目的地。

到先锋书店听一场
讲座，顺带搬回一摞书；去

汉口西路的唯楚书店边看边淘，常常有惊喜
地发现；来新街口的新华书店痛痛快快过上
一天，去体验南京的二十四小时书店……这
些都成了一家人最幸福的时光。由于买的
书太多，家里的书架已经不堪重负，以至于
家中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摆放着书。

“每次出差和旅行途中，都会购买几本
书，路上正好翻完，比上学的时候都用功，火
车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看书、想象，甚至
发呆的好地方。”邓志锋感叹道。

不仅热衷阅读，邓志锋家庭也践行那
句名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无论带着
女儿到哪里旅行，都要去当地的大学和图
书馆走一遭：“到美国旅行，就带她参观哈
佛大学；到英国，就带着她上剑桥的女王学
院、国王学院，牛津的漂亮书店徜徉一番。”
邓志锋说，在旅行途中，更能让孩子真切地
感受到书本上的东西在现实中的图景，孩
子对于这种“行走中的教育”更易于接受。

打造社区公共文化空间建立共
享阅读机制

除了酷爱阅读之外，邓志锋一家人认
为，“阅读不是孤独的、封闭的，需要建立共
享阅读机制，引导大家一起养成阅读习惯，
形成书香氛围。”

2018年 12月，邓志锋与妻子出资40
万元，租赁并设计装修了社区内的闲置空
间，取名江湾左岸社区文化客厅，在文化客
厅内，他设计的书柜所占面积达140平方
米，另有600平方米的公益文化和共享阅读
空间，这里如今可是社区内的一景，“格调高
雅、有品位”是社区居民们的共识。

在这里，社区居民可以免费借阅书籍，
所有的文化活动免费向居民开放，邓志锋信
心满满地说：“我们以‘悦读，加油美好生活’
为理念，旨在打造建邺乃至南京市标杆性社
区文化示范地，引导居民融入阅读，共享美
好文化生活。”

邓志锋介绍，江湾左岸社区文化客厅以
文化为核心，以阅读为主线，以活动为载体，
不断优化阅读空间，形成了以“家庭经典共
读计划”“江湾书房建设计划”“儿童文化素

养提升计划”为核心的“三项行动计划”。为
此，邓志锋一家策划和组织了社区每周一次
的“周五书香夜”活动，将“家庭朗读日”与之
融为一体，一家人成了各类读书活动的“大
忙人”。他们一家人还积极策划、邀请江苏
省朗诵协会艺术家莅临举办“为你读诗”户
外朗诵会；邀请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教
授到社区开展文化沙龙；邀请当地媒体主播
到社区为孩子们作播音主持朗诵指导；举办
社区音乐文化节……郦波、黄菡、潘知常、薛
冰等众多名家参与文化客厅活动，现场分享
心得，有效解决了社区居民文化生活的“最
后一公里”。

“每月一次大活动，周周都有小活动，这
里成了凝聚社区老百姓的宝地。”邓志锋笑
说，“这里的咖啡加了奶，加了哲学、加了生
活，加了温暖的文化关怀。”在江湾左岸社区
文化客厅，品咖啡、听讲座、做交流，成为江
湾社区老百姓的时尚生活方式。

基于江湾左岸社区文化客厅平台，邓志
锋又组织了江畔书社悦读会，读书会拥有成
员227名，定期举办各类阅读活动，通过沙
龙、讲座、拓展活动等多种形式传播文化知
识、社会知识、历史知识，传播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和正能量。

邓志锋家庭还积极组织和参加各类公
益阅读活动。2019年底，邓志锋策划和组织
了“世界文化之都南京新年颂——喜迎2020
名家名篇经典朗诵会”。他还作为特邀阅读
人，参加由南京市建邺区委、区政府主办的

“悦读建邺”专场活动，并就大众阅读话题分
享心得。女儿邓舒然跟随江苏卫视第一主
播张晓北和著名朗诵家傅国，学习主持与朗
诵技巧，与张晓北搭档主持和参与“家的赞
歌”庆祝建党98周年名家名篇朗诵会等公益
活动，也成了学校著名的小小朗诵家。

在阅读的道路上，邓志锋家庭坚持家庭
阅读与公益推广的有机结合，致力于依托江
湾左岸社区文化客厅和江畔书社悦读会将
高雅文化从小家庭传递给社区的每一户家
庭，满足社区居民获丰富的精神文化需求，
增强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认同感和获得感，共
同营造一个浸润书香的幸福社区。

——邓志锋家庭的书香日常

■ 胡晓

老爸今年91岁了，姐妹们去三亚给他贺寿，发来
老爸带着灿烂笑容的生日照片，看着就像一棵不老松。

老爸晚年幸福，一方面得益于他积极向上、乐观
豁达的心态，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女儿们的自立与孝
顺。这与父亲从小对我们的言传身教紧密相关。

为了培养我们节俭吃苦、勤劳勇敢的品德，在我
们童年时代，老爸就注重对我们姐妹的各种训练。
晚上，让我们独自一人去黑黢黢的垃圾场捡回他预
先藏起来的瓶子，里面写着当天的任务，谁先找到瓶
子并完成任务谁就先睡觉，以培养我们勇敢坚强的
品性；炎热的夏天，安排我们去太阳底下捶碎石，以
培养我们吃苦耐劳的精神。记得一年暑假，我在北
固磷肥厂捶了半个月的碎石，吃住在表姐上班的地
方，晒得黢黑。随后，老爸又让我们去煤矿挑煤炭。
起初，我们看到传送带上亮晶晶的煤块，高兴地抢着
装满了筐，可挑着挑着就腿软肩酸，走不动了……每
每这时，老爸总会意外地出现在田埂上，接过我们的
挑子挑到前面放下，又来接另一个的挑子，或把我们
的煤块匀在他的挑子里，大家一路比赛着回家。

平时放学后，老爸让我们糊纸袋、上街卖冰棍，
记得第一次卖冰棍，看到熟人和同学，我赶紧低头。
老爸还常常带我们玩搓煤球比赛游戏，看谁搓得最
圆、摆得最整齐、搓得最快；他也教我们如何擀面，包
蝴蝶饺……这些训练，让我们姐妹六人个个吃苦耐
劳，勤俭节约，都是当家理财的好手，朋友们开玩笑
说老爸的几朵金花都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为了帮我们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老爸要求我
们当日事当日毕。对每天学的内容要能写会背、懂
义会用，并牢记各种公式、定理等，一样都不能马
虎。记得刚上小学时，我去老爸办公室，有叔叔叫我
背课文，我背得滚瓜烂熟，得到了夸奖。等叔叔一
走，老爸就用白纸剪了个小孔，把课文里的字一框，
问我这个字怎么读，那个字怎么念，我却一个字都不
认识了。从那天开始，老爸用一周时间，每天考我学
校里的学习内容，背课文、懂意义、能写会用，帮我养
成了认真学习、求甚解的良好习惯，使我受用一生。

上大学时，老爸出差来学校看我，一到校就问我
学校生活，提醒为人处世，一定抓好学习等等，到后
来连午饭都没顾上吃，就忙着乘火车去上海了。临
走时他眼含泪水，不懂事的我问他怎么了，他忙说眼
里进沙子啦……直到我自己做了父母，才体会到老
爸当年的心情：一个父亲对女儿的深深不舍之情！

参加工作后，老爸常提醒我们要热爱祖国，热爱
人民，忠诚党的事业，尊重领导，团结同志……我们
成家后，又常常告诫我们要经营好自己的家庭，勤俭
持家，相夫教子。要尊重、关心丈夫和他的家人，注
重对子女的教育和培养。如今，我们姊妹逐渐退休，
他又叮嘱我们要加强锻炼，保重身体……感觉他永
远都在唠叨，永远都有叮嘱不完的事、操不完的心。

老爸常常跟我们说，一个人要懂得感恩，心胸宽
广，不记怨恨。他说一个人快不快乐，关键在心态，
你感觉幸福快乐，你就会永远幸福快乐！“心态决定
一切，我希望我的女儿们个个如此。”老爸告诫我们。

如今，九十一岁高龄的老爸依然积极向上，乐观
豁达，勤俭节约，善于学习，健步走路，棋艺不减。我
想，老爸的这些良好的品性不就是我们老胡家最好
的家风嘛！

“90后”老爸总有
叮嘱不完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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