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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家风好家训 四世同堂“传家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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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周玉林
■ 陈国兰

深秋的十月，云南保山潞江坝
的太阳依然热情似火。“咖啡书记”
王加维像往常一样忙碌着，有条理
地接待着来自不同领域的客人。来
到新寨村，或许都是因为与“咖啡”
有关，但今天却不是。

“我要隆重推荐一位90后女
性，她11年如一日照顾婆婆，实在
是难能可贵，她的精神和美德值得
我们全村学习，我们要大力宣扬这
种精神和美德。”王加维对记者说。
村里的墙体文化宣传栏上专门以她
的事迹为内容，用来教育和激励全
村村民……

坚定选择永不后悔

这位 90后女孩叫杨洪生，她
与丈夫邵宗平自由恋爱，2010年
10月，杨洪生与邵宗平选定日子
准备结婚，可谁也没想到，在结婚
前10天，准婆婆谢克柱突发脑出
血住进了医院，经过一个月治疗，
情况有所好转，但因脑出血造成
的后遗症，准婆婆完全丧失了自
理能力。

在农村婚期定了，一般就不会
改动，他们如期举行了婚礼。杨洪
生心里清楚，这婚一结将意味着什
么，但她毅然选择了邵宗平，选择
了这个家，选择了这一份“甜蜜”的
负担。

11年来，杨洪生11年如一日
精心地照顾着婆婆，每天清晨起床
给婆婆梳头、洗脸、做饭、喂饭、捶
背、按摩，隔三差五给婆婆换洗衣
服、洗澡、洗床单，看似一些简单重
复的活儿，可11年的坚持却需要多
么大的毅力。

“你家儿媳妇怎么样？对你好吗？”每当有人
问起婆婆谢克柱，她总是面带笑容地说：“很好，
非常好，待我像自己的亲生母亲……”

毅然撑起整个家庭

杨洪生比丈夫小8岁，不但平时要照顾好婆
婆，还要照顾丈夫。每当丈夫的关节炎和痛风犯
病时，她就是家庭的顶梁柱。

丈夫犯病时什么也做不了，瘫在床上一动不
动，杨洪生不仅把饭菜端到床前，还要端屎端尿。
特别是孩子还小的时候，她一边照顾着“病的病、
老的老、小的小”这一家人，一边还要下地里干活
儿。

眼前这位个子高挑、瓜子脸、皮肤微黑的年轻
女性，远比同龄人苍老。“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
到伤心处”，在与杨洪生丈夫的交谈中，他不停地
哽咽抽泣，说不出一句话，眼里充满了对妻子的心
痛和愧疚。

教会孩子敬老孝老爱老

在潞江镇新寨村，杨洪生就是“孝顺媳妇”的
代名词，一提起她村里人个个都会竖起大拇指，夸
她是孝媳、是贤妻、是良母。她对长辈的孝心，不
但影响了自己的孩子，还感染着周边的群众。

在孩子邵本杨的眼里，妈妈对奶奶好，对
爸爸好，对自己好，妈妈是善良的、纯朴的、勤
劳的，因为她一天天身体力行地言传身教。

杨洪生平时都会和孩子讲，在学校里不要和
同学攀比，孩子用的和穿的都会力所能及地给孩
子买，就是希望孩子不要因为家庭的原因感到自
卑，学习上也会多鼓励孩子，耐心地与孩子沟通。

在这样良好家风下长大的邵本杨，期末考试
连续三年都是年级第一。回到家，也会帮着妈妈
分担家务。“孩子十分懂事。”杨洪生说，“谁都有老
的一天，我要教会孩子敬老、孝老、爱老，让这样的
美德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

努力跟上全村发展节奏

当问起对今后的生活有什么期许时？杨洪生
的脸上洋溢着笑容，“现在国家政策好，政府对我
们一家也十分关心和照顾，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
好过。”

“我会一如既往地孝敬好母亲，虽然母亲行动
不便，但不会让她有度日如年之感，我会让她愉快
地度过每一天。”杨洪生说。

杨洪生最大的希望就是一家人和和睦睦、平
平安安，孩子考上理想的大学。

“我要通过自己努力建盖一间平顶房，整个新
寨村家家户户几乎都建盖了平顶房，我们家也不
能落后。”杨洪生说，她还想拥有一间自家的咖啡
屋。

现在，新寨全村已种植了13600亩咖啡，被
农业农村部授予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如今，
在新寨村咖啡体验馆里一边品小粒咖啡之醇香、
一边赏高黎贡山之巍峨正成为游客的首选。我们
家要努力跟上全村的发展节奏，不能给新寨村的
发展拖后腿！”杨洪生说。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吴军华
■ 李菁雯 卓志恬

“敬老人、爱晚辈、为人父、严教子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日前来到86
岁的金仕良老人家中，入门处贴着的84字
家训格外醒目。这张出自金仕良之手的家
训格言，在后辈家中皆有张贴，垂饬后代，
成为这户家庭的“传家宝”。这份好家风好
家训格言曾在2014年福建省家庭文化艺
术节中获得福建省妇联颁发的“最佳作品
奖”；2020年，金仕良家庭被福州市妇联和
市委文明办共同评选为第十二届福州市五
好家庭。

曾救起过四个落水孩子

金仕良年事虽高，但身体十分硬朗，如
今还保持着游泳的习惯。“我在江边长大，6
岁就会游泳，这一生共救起4个落水的孩
子。”第一次救起落水孩子时，他自己才八
九岁。1965年前后，他于福州市南公园附
近再次救起两位落水少年，事情虽已过五
十多年，但往事历历在目。他向记者述说
自己心事：“我退休20余年，感恩社会，欣
逢盛世，子孝孙贤，安享晚年，却也时常牵
挂，希望获得两位落水少年的音讯。”

金仕良乐于助人。看到小区老人活动
室简陋，他就从微薄的退休金里拿出钱来买
桌椅；获评荣誉的奖金和晚辈给他祝寿的礼
金也被他捐到了老人活动室做经费；看到年
纪大的邻里缺少冬衣，他立即买了送上……
因为热心肠，他在2006年“福州市首届十佳
邻里”评选中光荣获评。

邻里和睦其乐融融

多年前，福州市台江区苍霞街道新城社
区困难居民张文汉不慎坠楼，重伤昏迷，金
仕良发动几位热心的邻居迅速组成“捐助
队”，自发在社区门口张贴求助海报、摆募捐
箱，向过往的居民讲述受捐者的情况，还主
动到社区周边的商家求援。不少人为老人
的热心和真诚所感动，纷纷参与募捐。“捐助
队”连续募捐七八天，多次送去“救命钱”，先
后共筹集善款6万多元。金仕良回忆起往
事感慨道，远亲不如近邻，邻里之间有困难
就应该互相帮助。

还有一回，在邻里交谈间说到小区一位
老人多天不见，金仕良赶紧上门探望，才得
知老人因病三天未进食无人发现，他立即致
电老人的孩子；去年春节前夕，他又为一户
丈夫眼睛失明、妻子患小儿麻痹的困难户发
起筹款，他发动邻居们一起参与帮扶，献出
爱心，共筹资约12000元，给生活艰难的家
庭送上节前一份邻里间的关怀与帮助。

“热心肠”的金仕良平时喜欢参加文体
活动，退休后一直活跃于社区，当了12年
老人会会长，帮助社区做宣传工作，组织社

区退休的老人们一起打腰鼓，强健身体，练
习毛笔字，进行文学创作等，教会了很多

“学生”。
新城社区以老人居多，金仕良也是社区

“票友之家”的创办人，2003年退休后，热
爱闽剧的他作为演出的策划和导演创办了
票友会，将一群热爱闽剧的居民组织到一
起，发扬福州的传统文化，也让社区的老人
们老有所乐。在10余年的时间里，他坚持
在这片小小的乐园修修补补，园里缺椅子，
他就把捡回的旧床板拆开，做成凳子；旧木
沙发经过巧手改装，变成了“VIP座”……

“票友之家”将社区一带2000多名60岁以
上老人团结起来，俨然成为社区敬老爱老
的生动名片。

优良家风代代相传

金仕良是福州市自来水公司的退休干
部，热爱生活，喜欢写作，尤其喜爱福州民俗
文化。每到假期，他就到儿子家，教放假在
家的外曾孙和外曾孙女写书法，向孩子们传
承他创作的“好家风好家训”格言理念。“敬
老人，就是要孝敬爷爷奶奶；手足情，就是你
们兄妹俩要和睦团结，明白吗？”孩子们跟着

太爷爷认真诵读84字家训，老人脸上露出
欣慰的笑容。

金仕良还根据福建省妇联禁毒倡议书，
编写过一篇福州方言版的“十劝青年”格言，
他说道：“目睹黄、赌、毒毒化社会，道德沦
落，波及青少年，我等思绪万千，总觉重任在
肩，理应规劝他们，启发良知，走向正道。”闲
暇之余，他还领衔编写过一首福州方言版的
民谣“十五劝老人”，劝诫老年朋友，这些作
品都被闽剧票友们在公园和社区广泛传唱。

“爷爷对中国传统节日和民间习俗节
日尤为重视，深深影响着我们后辈。”金仕
良的孙女金玉峰告诉记者，如春节、元宵、
中秋、端午这些节日，不管我们多忙，一定
要回家过节；祖先的祭祀日，我们一定要摆
上一桌酒菜拜祭；每年农历正月二十九，是
福州的“熬九节”，也称为“孝顺节”，我们作
为晚辈一定要煮好熬九粥再买一个大猪蹄
去看望长辈……

“做人应当少务虚名，多务实；宁亏自
己，莫亏人。”金仕良说，母亲的言传身教对
他影响深远。“我母亲曾经是村里的接生
婆。遇到生活困难的人家，我母亲不收他
们一分钱，还倒贴红糖、茶油、线面。所以
我们家扁担等农具特别多，都是乡亲们表
达谢意送来的。”金仕良说。金仕良的母亲
十分勤劳，一再教育后辈要为家乡做好事，
他创作的这篇84字格言，其中不少内容就
来自母亲的教诲。

“现在老家30岁至60岁的妇女，基本都
是我母亲帮忙接生的。有一次我爱人脚崴
了，去找乡村医生看病，医生硬是不收钱。
他说我母亲给他家里三个小孩接生都没有
收钱，还倒送了茶油线面。母亲的助人为乐
影响着我们。”金仕良也继承着母亲的好家
风。他常对后辈说，家庭首先要和睦，家和
万事兴；“衣在洁，不在贵”，生活应勤俭；要
感恩国家，我们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要实
实在在做事，当上领导更要有清正作风。

金仕良的儿媳林超健告诉记者，公公
和她娘家人相处得都特别融洽。“我父亲身
体不好，公公经常把我‘赶’回娘家照顾父
亲，有时公公还去看望我父母。”儿媳自然
也对公公更加孝敬，如今她7岁的外孙女
每晚都会打电话问候太爷爷。“刚开始是我
教育她要关心老人，后来她就养成习惯了，
每晚都要打个电话才安心。”林超健说，公
公的家训影响了全家四代人，女儿女婿工
作出色，两个孙辈品学兼优，孝老爱亲，家
庭氛围特别好。

“长辈为晚辈树立了好榜样，一辈做给
一辈看。爸爸订立的这份家训，我们要一代
一代传下去。”林超健说。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何蒙
■ 士口成 管鑫祥

“2019年7月1日，我们结婚了。一起
领完证回各自部队。2020年秋天，迎来了
小宝团团出生。可一纸调令，我抱着未满
月的儿子送他出门。2021年春节，我带着
儿子辗转千里去他的部队，在这里一家团
聚，除夕夜我们带着小军娃一起为祖国守
岁……”

这是驻云南某部与驻福建某部吴远
江、杨华这对军人夫妻相聚的时间单。因
职责所系、责任在肩，他们将家长里短、饭
后闲谈小心地收藏，认真呵护。

吴远江和杨华在业务交流中相知相
爱，走到一起时天各一方。前不久，杨华看
到选调的通知，丈夫单位驻地有选调通信
骨干的岗位，她第一时间报名、体检、填表、
准备档案，认真准备每一个环节。

18分、16分、15分……看着3000米跑
的成绩一点点提高，军士杨华握了握拳头，
脚下的步子迈得更快。为了能顺利参加选
调，将两人相距的2000公里变成300公里，
哺乳期刚过，她就每天加练体能。她暗暗
给自己加油：“再难也不放弃，再远的距离
都阻挡不了你追我赶的步伐。”

“七一”领证、“十一”完婚

双军人的婚事就是这么典型：2019年
7月1日一大早，杨华和吴远江早早就来到

民政局办理结婚手续，为了这个日子，双方
都给各自单位领导报告，得到了3天的假
期，他们从各自驻训地分别乘车、乘机来到
昆明相遇。握着鲜红的结婚证，穿着军装
的小两口在民政局，引来一对对新人好奇
又羡慕的眼光。

他们约定等“八一”建军节就回家举办
婚礼，但吴远江收到院校学习通知书，打破
了这个计划。他们商量后决定，国庆节办
婚礼。短暂仓促的婚礼准备过程，饱含了
双方父母的理解与亲人的大力支持，可幸
福的时光很快过去，10月6日，吴远江收拾
行装又出发了。

一次，杨华到上海，他们全部的课余时
间都在一起。吴远江说：“你看，学校的图
书馆、食堂、健身房、游泳池，还有松江边上
的黑天鹅……都是特别的蜜月之行，也只
有我们才能享受这特殊的恩赐。”他们既去
了迪士尼乐园、东方明珠塔，还来到井冈山
红色教育根据地学习参观，接受精神洗礼，
身着红军服、头戴红军帽，重走挑粮小道、
参观茅坪八角楼、瞻仰烈士陵园。

理解包容弥足珍贵

俗话说：一个军人半个家，军婚决定了
夫妻只能聚少离多。那双军人呢？你休假
到我的营区，我休假到你的营区，始终在军
营，走出这个院子进入那个院子。

吴远江刚从学校毕业，又投入到紧张
有序的部队工作中，杨华每周独自坐两个

小时的地方运营车去医院做产检。一直到
快接近预产期的时候，杨华才休假来到丈
夫的单位。即便在一起，因为吴远江早起
晚归，她也是一个人散步、做饭、学习胎教、
网购婴儿用品。

杨华原来想，休产假在丈夫的单位，这
样每天晚上都可以团聚，可是，月子都没坐
完，一纸调令，丈夫要去远在福建的另一单
位任职。

吴远江在电话里总是说：“等工作安定
下来，我就回来接你们母子过来。”可是，他

又食言了。单位忙，他走不开，刚上任需要
熟悉情况，才能完成好任务。杨华坐完月
子，带着儿子，从铁路转公路，来到吴远江
单位所在地。他们互相调侃：“看嘛，把自
己过成电视剧《父母爱情》了。”

也许他们少有一家人在一起轻松消
遣，但是看看他们家门口的对联，不禁让人
点头微笑：“南疆高原寸土不丢，东岸沿海
滴水不减”，横批“山河无恙”。这就是他们
简单而又至高无上的追求，小爱融在大爱
中，就是他们的幸福密码。

热爱生活的金仕良接过母亲助人为乐的家风传承，用实际行动垂范着家人，温

暖着邻里，感动着周围——

这是一个双军人家庭的幸福密码，夫妻各守一方，一个驻闽、一个戍滇，从战友情到爱

情，他们家庭生活中处处渗透着特有的深情——

婚前，男友家突发变故她不离不

弃，毅然走进婚姻；婚后，她11年如一

日精心照顾着生病的婆婆；丈夫生病，

她独自一人顽强地挑起家庭重担；她用

乐观和善良影响着孩子，自强不息地规

划着明天

金仕良（后排右三）家庭合影。 吴军华 李菁雯/摄

聚
少
离
多
的
婚
姻
里
，理
解
和
包
容

弥
足
珍
贵
。

（
照
片
为
本
人
提
供
）

金仕良用爱心赢得了诸多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