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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儿先报国”是这个家庭的精神底色

2021年12月13日 星期一 主编 蔡敏 责编 张萌 美编 张影CHINA WOMEN’S NEWS 家风6

风范范

廉洁行医廉洁行医 翟大夫一家的坚守翟大夫一家的坚守

堂屋里的荣誉墙堂屋里的荣誉墙
■ 魏有花

老家的小院很别致，种着满院的梧桐，别致的还有
堂屋的一面墙，张贴着花花绿绿的奖状和荣誉证书。

打小我就记得爷爷家的墙上贴满了新新旧旧的奖
状，有爷爷的、有父亲的、有叔叔的、姑姑的。奖状的内
容也各不相同，“先进生产者”“五好社员”“劳动标兵”
等等。记得爷爷每收到一张奖状，都喜得合不拢嘴，连
声夸奖，认真张贴。父亲和叔叔几个更是不敢懈怠，努
力表现，年年拿奖。

爷爷去世前，将满墙的奖状揭下交给父亲，并嘱咐
说，留着它，给孩子们讲讲怎样生活。

果然，父亲经常拿出那些发黄的奖状，给我们讲过
去的事情。不仅如此，父亲也用一面墙来张贴我们的奖
状。那时，上学拿奖状成了我们兄妹几个最期盼、最荣
光的事，因此，我们的学习成绩也一路攀升。

参加工作后，单位不兴发奖状了，有的只是荣誉证
书。父亲还是乐此不疲，将我们的证书拿去张贴，说：

“贴上好，影响别人，也激励自己。”而今，就连读小学的
女儿拿了奖状也跑去交给姥爷，并和表兄妹们铆足劲
地学习。看着这样的情景，父亲脸上总是洋溢着笑容。

每次回老家面对着那面别致的墙壁，我就想，这不
仅仅是一面墙，也不仅仅是几个奖状和证书，它其实就
是一种代代相传、积极向上的家风。这家风让人一路
向前，马不停蹄；这家风让人学有目标，赶有榜样；这家
风让人自重自省，洁身自好。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何蒙

在呼延曹婧家中，有一张与党旗同框的
照片，鲜红的背景映衬着母子灿然的笑
容。她一身戎装怀抱着4岁的儿子，儿子
的小手不偏不倚正抚摸着她胸前那枚耀眼
的党徽。这是他们为庆祝建党100周年而
拍摄的，以此表达心中的拳拳爱国心。“拍
这张照片时，感觉就像刚穿上军装一样激
动。对我而言，党旗前重温初心，无疑是精
神的升华。对儿子来说，通过这样的教育
既可以温润童心，又能在悄无声息中传承
家风。”作为一名少校警官，她从小受到家
风的浸染，在潜移默化中伴随她成长。

“养儿先报国”成为不成文的要求

家风外化于行，内化于心。呼延曹婧
的爷爷出生在兵荒马乱的岁月，当年为了
能吃饱饭，他参加了红军，1936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战场上身先士卒、屡建功勋，爷
爷荣获过二等战斗英雄称号，后来又成为

生产英雄班的一员、边区甲等模范。面对
这些荣誉，他并没有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
而是时常对家人说：“咱呼延家子孙，只要
国家需要，你们都到部队去锻炼。”从此，

“养儿先报国”这个不成文的要求，便烙印
为家庭教育中的精神底色。

上世纪70年代，呼延曹婧的父亲怀揣
梦想来到了军营，他在训练中学会坚韧，在
摸爬滚打中面对困难，没有辜负父辈期望，
在部队干得风生水起。

父辈们身着戎装把青春献给了国防事
业，当他们逐渐老去时，呼延曹婧和哥哥又
义无反顾地接过父辈的期望，用不变初心
演绎出“全家当兵，全家光荣”的荣光。“从
小听着爷爷的战斗故事长大，对军人有着
特别的情感，当兵对我来说，不仅仅是圆
梦，更是家风精神的传承，毕竟我们这个大
家庭三代出了六名军人，有战争年代出生
入死的老革命，有边境自卫作战中奋不顾
身的功臣，也有培育新时代军校学员的教
官，若是没有对党和军队的爱，就不会有接
力从军报效国家的行动。”

呼延曹婧的军旅之路有收获有欢喜，
也不乏伤心的泪水。为干好本职工作，她
不但带病加班，更多时候还得放弃照顾家
庭和孩子。看似坚强的她，有时也想退缩，
可每每想起父辈的教诲，很快又以全新面

貌投入到工作中。“就是这点点滴滴在不断
地影响着我的人生，校正着生活航向，让我
用忠诚续写父辈的军旅之路。”

军人家庭教会我担当与坚持

好的家风可以影响一家人、甚至几代
人的人生轨迹。而军人家庭让呼延曹婧学
会了担当和坚持。

疫情期间，她作为武警工程大学的参
谋，放弃休息时间发放资料、宣传防疫知识、
统计数据，还针对不同人员特点，细致地做
好思想工作。已经习惯了加班加点的她无
论在什么工作岗位，遇到什么挫折，总会努
力去克服，在工作中从不推脱、从不言苦。

呼延曹婧没有豪言壮语，有的只是真
情坚守，和一个女军人的自立与自强。今
年3月，学院下达了去广州培训的通知，她
积极报名参加。培训期间，她不断超越身
体极限，在脚扭伤的情况下，依然坚持出现
在训练场上，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
出色完成各项科目的考核，取得优秀成
绩。也有队友问她为何这么拼，呼延曹婧
总是笑着说：“我们是强国强军的筑梦人，
虽然累但很有挑战，我觉着这样的挑战让
人生更有意义。”

呼延曹婧成家后，父亲十分重视他们的

学习，时刻叮嘱他们要多努力、多读书。她
除了静心研读文学、历史、艺术等书籍，还立
足岗位，提升自己的管理水平，即便在孩子
牙牙学语、工作又很忙的情况下，她报名参
加了在职研究生考试，她挤出一切可以利用
的时间复习，终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为完
成好毕业论文，在老师的指导下，她反复修
改50多遍，所有这些坚持都源于父亲对她
的影响。父亲好学，仅《资治通鉴》就读了十
几遍，30多岁时父亲又开始学英语，直到现
在仍旧保持阅读的习惯。正是在这样的熏
陶下，呼延曹婧多次在工作中受到表彰，并
被单位评为巾帼建功先进个人。

双军人家庭的荣辱与共

百善孝为先。正当父亲事业处于上升
期时，爷爷因病住进了医院，父母义无反顾
地担起了照顾爷爷的重任，在医院与单位
之间奔波。每天变着花样做喜欢的饭菜，
把爱化为事无巨细的耐心。前些年，奶奶
身体每况愈下，水米难进，父母对奶奶照顾
得体贴入微，洗头洗澡、端水喂药，日夜守
护，街坊邻里无人不夸赞。父母用实际行
动证明了久病床前孝子更孝。

“父母的孝心感染着我们，让‘孝’在家
里蔓延。生活中，父母并不会把家风传承
挂在嘴上，但实际上，家风早已和血脉一样
深入骨髓。”看着父母疲惫的脸庞，呼延曹
婧明白了“孝”字真正的含义。在闲余时
间，她和丈夫会教给父母电子设备的使用
方法，让他们不落伍这个时代。在呼延曹
婧看来，全心全意孝顺父母是理所应当的，
而夫妻之间的相互照顾、互勉共进也是一
种幸福。

呼延曹婧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也感动着
丈夫。丈夫是一名空军军官，工作也很忙，
但看到妻子如此辛苦，他就挑起家庭重担，
家里的大事小情全都落到他肩上。孩子生
病，他报喜不报忧，生怕影响到妻子，他默
默无闻地在背后支持着呼延曹婧。“双军人
的家庭，本身就意味着选择更多的付出。
不过也好，她来之不易的军功章中也有我
的一半。”看似俏皮的话语，其实做起来并
不容易，可他从没有任何抱怨。

五年风雨同舟，他仍记得妻子在婚礼
上的誓言：“不离不弃，荣辱与共。”他明白
妻子的“荣”，其实就是她所深爱的军队事
业的“荣”。“她人在部队，心就得在部队，不
能总守着家庭、陪着孩子，我就应该多付出
些。”丈夫这样，呼延曹婧也很心痛丈夫，她
在闲余时间就会让丈夫休息，默默地孝敬
老人，陪伴孩子，把家庭和邻里关系处理得
格外和谐融洽。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高丽

朋友圈上的翟宏海，让朋友们觉得“很
神”——已经退休了，但每天早上五点，准
时更新朋友圈，从分享常见病、多发病防治
知识，到撰写自己的家风故事，一天发十几
条，仿佛有用不完的能量。

原天津市静海区妇女儿童保健和计划
生育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副主任翟宏海和
他的家庭，光环也很多，劳动模范、优秀党
员、入选好人榜，全国最美家庭、全国五好家
庭……还有一项关于他的统计，令人震撼，
近40年的从医生涯，背坏8个医疗箱，穿破
上百双鞋，为患者义务出诊万余次，即使走
上领导岗位，也坚持步行十公里上下班。

“勤勉读书，堂堂正正做人，规规矩矩
做事，廉洁行医，时刻不要愧对自己的良
心。”这是父亲对儿子翟宏海的教诲和期
待，也是翟家的家风传承。

背坏8个医疗箱，穿破上百双鞋

61年前，翟宏海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
民家庭。1965年春，父亲类风湿病情加重
导致腰椎畸形，夜间疼痛辗转不安，无奈住
进了医院。这让原本就很困难的家庭雪上
加霜，欠下一笔债务。为维持生计，哥哥留
在家里照看父亲，母亲带着年幼的翟宏海
多次步行讨饭。期间，得到了许多好心人
的接济和救助。正是这段痛苦的经历，使
他懂得了坚强和感恩，立志长大后学医，尽
心竭力救治病人，回报社会。

1978年参加高考，翟宏海被当时的天

津市静海县卫生学校医士班录取。因成绩
优秀，1980年，翟宏海被分配到当时的静
海县城关医院。1981年3月，城关医院在
一个人口密度较大的居住区开设了门诊
部，他主动申请到门诊部工作，吃住在那
里，夜间义务看急诊病人。由于服务热情，
年轻的翟宏海很快成为全院每月门诊量最
多的医生。门诊部从1982年开始正式增
设夜诊，翟宏海专门负责夜间急诊，有时一
个晚上就要接诊四五十个患者。他发现，
来看病的村民有一部分是老年人，行动不
便。翟宏海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虽然老
人行动不便，但我可以上门为老人服务
啊。”1983年，医院支持翟宏海开办“家庭
病房”，利用他自己的休息时间，带着医疗
箱为附近行动不便的村民义务出诊。

自此，每天中午休息时，翟宏海都会背
着自己的医疗箱到周边村庄出诊。晚上下
班后，他依然背上医疗箱，骑上自行车，到
更远的村里去探视行走不便的患者。

从上岁数的老人到刚刚牙牙学语的婴
儿，出诊路上经他救治的病人难以计数。
三十多年的时间，他的足迹几乎遍布了静
海县的每一个角落，自行车骑坏了十几辆，
就连陪伴他的木质医疗箱也更换了8个，
穿破了上百双鞋。

“这些年，自己虽然受了一些苦，但却
给了患者甜，心里蕴藏着一种快乐感，也兑
现了儿时的承诺。”翟宏海说。

随叫随到，流动的120

自参加工作起，翟宏海谨记父母的教

导，“廉洁行医，无私奉献”。三十多年来，
不管他半夜睡得有多香，只要村民一声呼
唤，他都能随叫随到，被称为“流动的
120”。也正是他的这种热心，让村民们对
他产生了无限信任和依赖。

2012年4月28日晚上，正在加班的翟
宏海突然接到大丰堆村刘万秀老人的女儿
打来电话向翟宏海求助：其母全身浮肿，处
于昏迷状态。翟宏海接到电话后，立刻叫
上内科医生带着心电图机、血压计、听诊器
等驱车赶到刘万秀家。

当时，已87岁高龄的老人病情危急，
翟宏海就地抢救。经过一夜看诊，老人病
情好转。

“你做好本职工作不就行了，整天下
乡义诊早出晚归，有啥好处？”曾经，一些
人对翟宏海这种紧张忙碌的状态有质
疑。“乡亲们有困难找我是信得过我，不给
乡亲们治好病，对不起大伙儿这份心。”翟
宏海说。

清廉自守，家风清正

从医多年，亲戚朋友、邻居老乡找翟宏

海看病的人很多，特别是晚上，家里几乎没
有清闲的日子。他的妻子潘恩秀虽身体不
好，但从不厌烦，热情相迎。

患者家属潘先生记忆深刻：“2016年
腊月，天寒地冻，翟大夫骑着自行车多次为
我的亲人出诊。我太不落忍了，买了点东
西去看看他的老母亲。第二天，翟大夫把
东西全部送回来了。”

在义务出诊过程中，他从来不收受患
者礼金，并叮嘱妻子时刻守住廉洁这道门
槛。唯一的女儿出生长大后，严管深教，依
然遵守着这条家规、传承着家训。结婚是
终身大事，但女儿和父母商量，想一切从
简，并悄悄举行了婚礼，只宴请了自己的亲
属。同事、朋友，父亲的患者家属知道后纷
纷送来礼金，均被婉言谢绝。

退休后，为进一步弘扬“家是最小国，
国是千万家”的高尚情操，翟宏海撰写自己
的家风故事，编写常见病、多发病防治、儿
童保健知识，担当起静海区妇联首个“最美
家庭工作室”组长一职，继续进行着志愿服
务等活动，依然坚持着义务奉献之路，奉献
着自己的家国情怀。

呼延曹婧一家三代人用行动诠释信仰

三十多年间，翟宏海的足迹几乎遍布了天津市静海区的每一个角

落，上至耄耋老人下到学语婴儿，经他救治的病人难以计数。在出诊中，

他从不收受患者礼金，并叮嘱家人时刻守住廉洁这道门

我说家风家风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高峰
■ 朱亦明

早上7点，蛋蛋就早早地睁开了眼睛，
用一句清脆的“今天可以去看妈妈咯”，迎
来自己的三岁生日。

蛋蛋的妈妈刘欢是南宁出入境边防检
查站执勤业务二队民警，作为外防输入的
重要执法力量，目前正在执行为期21天的
闭环管理勤务，听说可以去机场和妈妈一
起过生日，蛋蛋的眼睛里止不住期待和兴
奋。

“蛋蛋，妈妈穿着白衣服在打新冠大怪
兽，你不能靠近她，但是可以听见妈妈的声
音，看到她工作的样子。”“妈妈很忙的，我
们只能看一小会。”“妈妈工作的地方很严
格，你不能乱碰乱摸，不要让妈妈担心
……”准备出发前，刘欢的丈夫华鑫准备好
妻子爱吃的水果、零食，叮嘱着儿子。

华鑫是一家物业公司负责人，管理着
200多名员工，为了不缺席儿子的生日，出
差在外的他开车4个小时回南宁，第二天
便匆匆返回。

相互支持，相互理解，是夫妻二人的相
处之道。华鑫说，自己平时很忙，刘欢照顾
家庭多一些，轮到刘欢出任务，他无论如何
也要挤出时间来陪儿子。

“心疼她是肯定的，但更多的是理解，因为这个职
业所赋予的使命不一样。”华鑫眼中的妻子是一个很有
毅力的人。他印象最深的两件事，一个是刘欢对自己
的业务要求很高，经常代表单位参加业务比武，即便当
了母亲后还是业务尖子。另一件跟儿子有关，为了让
蛋蛋养成良好的作息，此前一直三班倒的刘欢，无论前
一天晚上熬到多晚，只要不是出勤时间，刘欢都会通过
视频叫儿子起床。

在单位的安排下，早上10点多，一家人到达勤务
指挥中心，宽大的屏幕上同步播放着执勤现场画面，虽
然同样穿着厚厚的“大白”，蛋蛋一眼就认出了正在查
验证件的刘欢。

“妈妈!妈妈！”他激动地跑向屏幕，努力踮起脚尖，
费力地用手指着。刘欢并不知道儿子已在屏幕前，她
依旧一丝不苟地完成消杀手部、核对信息、录入证件等
一连串动作。

11点，勤务结束，视频连线中的刘欢全副武装，只
看得到一双眼睛。“蛋蛋，生日快乐！”话一出口，刘欢的
眼圈红了，虽然不能与儿子近距离接触，但还是按捺不
住开心和喜悦，她顿了顿：“妈妈为你准备了你最爱的
奥特曼，等一下妈妈的战友拿给你，妈妈希望你像奥特
曼那样勇敢坚强！”

也许是到了陌生环境，蛋蛋明显有些认生，大部分
时间都是刘欢在说，他在听，有时会害羞地把头埋在爸
爸的肩头，小声地答应着。

1个小时的勤务间隙很快就要过去，刘欢也将准
备下个航班的验放。刘欢为儿子唱起了生日歌，声音
愈发哽咽。即便再多不舍，蛋蛋也要回家了，临走之
前，南宁边检站特意为母子俩在机坪外围的栅栏边安
排了一次特别的会面，隔着防护服和两道栅栏还有30
米的距离，却阻挡不了爱的双向奔赴。

“只能在这里了……”到了会面地点，知道妈妈在
栅栏的另一侧，蛋蛋沿着栅栏焦急地寻找入口，爸爸在
一旁心疼地提醒。

看到穿着防护服的妈妈慢慢走近，蛋蛋一下子冲
过去，紧紧抓住栅栏：“妈妈抱抱！”妈妈就在眼前，却不
能伸手去抱，蛋蛋忍不住大哭起来。

“蛋蛋，在家里等妈妈，妈妈也一样想你！”刘欢想
让孩子看到自己坚强的样子，她大声安慰儿子，在防护
屏下，已泪流满面。

虽近在咫尺，却仿佛隔着千山万水。以小我之力，
护大家安危。在常态化疫情防控背景下，有无数个像
刘欢这样的“小家”默默奉献，为“大家”筑起一道安全
的国门防线，谱写最深沉的爱国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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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我之力，护大家安危。在常态化疫情

防控背景下，有无数个像刘欢这样的“小家”默

默奉献，为“大家”筑起一道安全的防线——

当兵对他们来说，不仅是圆

梦，更是家风传承。这个大家庭

三代出了六名军人，有战争年代

出生入死的老革命，有边境自卫

作战中奋不顾身的功臣，也有培

育新时代军校学员的教官，若是

没有对党和军队的爱，就不会有

接力从军报效国家的行动

我的家在在战疫战疫

献身国防事业的一家人。

呼延曹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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