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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俊

母亲当年考上了城里最好的
中学，但因为各种原因，中学没毕
业她就回家务农了。虽然没能继
续读书，但母亲心中的读书梦没
有破灭。她把自己的感情，寄托
在书中。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对
书怀有一份深深的虔敬。

早年家里除了我们的课本，
很少有书。母亲对字纸类的东西
特别珍惜，从来不会随意乱丢。
她有个习惯，就是总会把书放到
最安全的位置。因为当年家里没
有书橱，她就把书放在橱柜顶
端。有时候，我们的书掉在地上，
她会立即帮我们捡起来，然后使
劲儿在衣服上蹭几下，擦掉尘
土。我问她：“妈，书比你的衣服
还金贵吗？”母亲说：“那还用说！
书是最金贵的东西，掉到脚底下
得赶紧捡起来。还有，平时也不
能把书坐在屁股底下，那样不
好！”

我的很多同学经常把书放在
凳子上，然后把书坐在屁股下面
写作业。受母亲影响，我从来不
会这么做。母亲敬书，甚至类似
一种信仰，其中有好多禁忌。比
如不能用鞋子踩书，不能把书放
在环境恶劣的地方，不能随意把
书损坏，如此等等。正因为如此，
我从小就觉得书是高洁神圣的，
是不容亵渎的。母亲的那份虔敬
之心，不知不觉影响了我。

我们新发了课本，母亲会小
心翼翼用挂历纸为我们包好书
皮。她为我们包书皮的时候，总
是笑眯眯的。她一边轻轻地铺展
着挂历纸，一边说：“多好的书啊，
里面还有香味儿呢！”我凑过去闻了闻，果然有
一种新书的馨香。后来，母亲专门用一种白纸
为我们包书皮。因为挂历纸包的书，封面会沾
上一些挂历上的颜色，母亲觉得那样很难看。
那种质地很厚实的白纸，母亲留了好多年，每年
都拿出来为我们包书皮。

我们用过的旧书，母亲会收拾得整整齐齐，
放在箱子里。我们搬过两次家，父亲曾说要把
家里没用的东西当废品卖了。可母亲却说：“这
些书本不能卖，这不是废品，到啥时候都有用。”
母亲一直这样做，我记得我都出嫁了，她还为我
保留着小学时候的课本。后来我们都说旧书用
过了，没有利用价值了，她才舍得卖掉。

我上中学后，因为喜欢文学书籍，经常买一
些书。母亲见我买了新书，竟然还要为我包书
皮。我笑她太教条了，说：“只要你心里珍惜书，
用心看，用心读，没有必要搞那些形式。”但母亲
不听我的。我的书多了之后，她特意请人打了
一个书橱，让我的那些书有了一个漂亮的家。
有时母亲还会站在书橱前，打量我看的那些
书。我看书喜欢随心在书中写一些心得，所以
看过的书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母亲不喜欢
我把书涂抹得不成样子，我向她解释说：“我这
是把一本书读成两本了，里面记录的都是我的
所思所得。”母亲听我这样说，立即理解了，说：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把书看厚吧？”我点点头。
多年来我坚持写作，收到不少样报样刊。

母亲把这些书报帮我收拾得妥妥当当，一张报
纸都舍不得丢弃。

有一次我看书上说，犹太人特别重视对小
孩子的教育。他们会在书上抹上蜜，让孩子们
从小就懂得书是甜蜜的，这样孩子们从小就爱
上了书。我忽然想，母亲敬书，其实也起到了这
样的作用。母亲对书的那份虔诚是发自肺腑
的，那份痴迷是刻骨铭心的，她用言传身教的方
式，悄无声息地影响着我们，教我们学会珍爱书
籍，也让我们与书成了一辈子的密友。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耿兴敏
■ 吴敏

在曾经荣获“第六届全国文明村”的北
京市密云区巨各庄镇蔡家洼村，只要提到
相晶晶和陈斌的家庭，村民们都会竖起大
拇指。

妻子相晶晶是密云区残联的一名专职
工作者，丈夫陈斌是北京首发工程监理有
限公司的职工。2011 年相晶晶嫁到这个
和谐的大家庭，在这个荣获“全国最美家
庭”的家里，演绎着相亲相爱、孝老敬亲、热
心公益的动人故事，与建设乡风文明遥相
呼应、相得益彰。

四世同堂其乐融融

把一个家经营得和睦温馨、幸福美满，
辛苦和付出自不必说。

相晶晶聊起这个和谐的大家庭说：“爷
爷走之前我们家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
庭，上有90岁高龄的爷爷，下有两个活泼
可爱的儿子，爱人体贴入微，公婆待我如亲
生父母。爷爷走后，家里就像少了一颗‘定
盘星’，心里曾一度感觉空落落的……”

相晶晶和婆婆亲如母女，婆婆有严重
的颈椎病和妇科病，每次去医院看病，相晶
晶都陪伴着。婆婆住院时，她更是耐心细
致、精心护理，病友和医护人员都夸赞婆婆

有个孝顺又贴心的好女儿。每当此时，婆
婆便满脸自豪地告诉别人，“这是我的好儿
媳。”

“爷爷在世时，我们四世同堂，九旬高
龄的爷爷生活起居都需要照顾，公婆对老
人家的悉心照顾，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和
孩子们。每天无论有多忙，婆婆都会准时
为爷爷端上可口的饭菜。耄耋之年的爷爷
在邻居眼里一直干净利落、精神矍铄，而这
背后公婆付出的辛苦和劳累，只有我们做
儿女的最清楚。公公婆婆辛苦操劳着家里
的大事小情，让我们小两口能够腾出更多
的精力安心工作。”相晶晶说。

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在这个幸
福的大家庭里，父母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
孩子们前行的路。

“作为儿媳，我有责任和义务将他们孝
老敬亲、向上向善的精神传承下去，让这种
优良家风像火种一样代代相传。在良好的
家风熏陶下，两个儿子也非常懂事，每天晚
上都争着给爷爷奶奶打洗脚水。”讲起这
些，相晶晶难掩欣慰之情。

带着孩子一起去做志愿者

相晶晶和陈斌夫妇在工作中兢兢业
业、乐于奉献，生活中也是一对热心公益、
倡导文明新风尚的典范，他们经常带着孩
子到村里去做各类志愿服务。村里推进各

项重点难点工作时，她家也总会成为第一
个拥护者。

“身为党员之家，必须要不折不扣地执
行村里的各项决策和部署，成为村里发展
和建设的支持者和践行者。”这是夫妻俩经
常挂在嘴边的话。

2020年 5月，村里开始实施生活垃圾
分类，习惯了垃圾混装混放的村民一时难
以适应新要求，相晶晶夫妇义无反顾地当
起了村里的垃圾分类宣传员和指导员。每
天利用业余时间到垃圾分类投放点值守，
周末带着两个孩子为村民发放垃圾分类宣
传材料，向村民宣传普及正确的分类投放
知识，倡导践行“小手拉大手 垃圾分类从
我做起”主题实践活动，传播“功在当代，利
在千秋”垃圾分类理念，为建设美丽乡村贡
献一己之力。

相晶晶夫妻的引领和示范助力了村里
的垃圾分类“三率”位居全区前列，如今垃
圾分类在蔡家洼村已蔚然成风，成为村民
生活的一种新风尚。

和家人并肩奋战在抗疫一线

一名先锋一盏灯，一枚党徽一面旗。
相晶晶和陈斌皆为党员，身先士卒，率先垂
范，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是他们
始终坚守的信念。

自2020年初疫情暴发以来，相晶晶和

陈斌除了在单位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以外，还利用业余时间到村里的卡口去
执勤。从风雪严寒到烈日炎炎，他们为过
往群众扫码测温，对来往车辆进行登记，为
阻断疫情的传播默默努力和奉献着，用实际
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今年5月中旬，在澜茵山小区被划定为
封控区后，陈斌主动请缨，第一时间下沉到社
区，进入封控区内维护核酸检测现场秩序，为
居民配送生活物资。

陈斌的父亲是一名退伍老兵，也是一名
有着四十年党龄的老党员。他始终恪守“退
伍不褪色”的信念，以一名党员的身份主动担
当作为，三年如一日坚守在村里的疫情防控
一线。

自打到村里的卡点去执勤，他便少了与
家人共同进餐的机会。面对妻子的嗔怪，他
打趣道：“你们吃饭不用等我，‘有一种团圆，
是我和孩子并肩奋战在抗疫一线’。”

孝老敬亲、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
共享的家庭文明风尚，是树立良好家风的
基础。而热心公益、争先锋做表率的优秀
品格，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
生活在这样一个和谐之家、奋进之家、文明
之家，相晶晶更加坚信：“天下之本在于
家”，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如
果每个家庭都能传承良好家风，我们的国
家定会更加和谐稳定、繁荣昌盛。

父亲似一座巍峨的精神坐标伴我一生

一个党员之家的奉献和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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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家风家风
任弼时之女任远芳：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陈姝

“与父亲相处的时间只有短暂的一年零七
个月，却成为我一生中永不磨灭的记忆，令我
回味一生。”在一个微风吹拂的下午，身着琉
璃青色衬衣、胸前佩戴着一枚在党五十年勋
章的任远芳，谈起自己的父亲，她感慨道，父
亲虽然离世多年，但似一座巍峨的精神坐标，
陪伴自己一生。

打开记忆的大门，那些与父亲一起生活
的故事就像明镜一样清晰地印在任远芳的
脑海。她轻轻翻着手中的《任弼时画册》，这
是纪念任弼时一百周年诞辰出版的书籍，书
中那一张张熟悉亲切的面孔跃入眼前。在
写有“任弼时1950年春拍摄于苏联黑河”的
那一页，她停顿下来，轻轻地抚摸着照片，思
绪回到了她在苏联生活的时光。“1950年是
一个特殊的年份，我见到了我的父亲……”
任远芳说。

与父亲的相处让我爱上了祖国

“在我一岁两个月的时候，父母因革命工

作需要回国，考虑到国内革命形
势严峻，就把我留在离莫斯科
300多公里的伊万诺沃国际儿童
医院，之后我就在这里长大。”

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医院长
大的任远芳，在没有与父亲重逢
之前，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伊万
诺沃。父亲的到来，很快就让她
改变了这一想法。

1949年底，任弼时因身体原
因奔赴莫斯科治疗，1950年元

旦，正值儿童医院放寒假，任远芳就有了一次
与父亲相见的机会。

“我永远记得我见到父亲的那一刻，他戴
着一副眼镜，留着胡须，用俄语和我交流，那
时候我都不会用汉语称呼爸爸，在与父亲相
处的8天里，父亲对我的细心关爱，让我体会
到一种温暖与感动。”任远芳说，印象最深的
是父亲在纸上写下中俄单词对照表，教我学
汉字，父亲的字写得很漂亮，后来才知道父亲
多才多艺，他会弹钢琴，会拉小提琴，还会画
画、摄影。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张与父亲的合影，在
苏联巴拉维赫疗养院拍的。父亲坐在床沿
上，我站在父亲身后，我和父亲一起看着镜
子，父亲拿着相机对着镜子拍下了这张照
片。”一张黑白照片闪烁出任远芳色彩斑斓的
记忆，照片中的任远芳目光柔和，双手搭在父
亲的肩上，如今80多岁的任远芳，回想起这
些情景，依然露出了孩童般天真的笑容。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与父亲在疗养
院只待了8天，我就回到国际儿童医院，在这
里我把对父亲的思念化成了文字，本来父亲

规定两天给他写一封信，但我有时候一天给
他写一封。”任远芳说，父亲用俄文写给她的
信至今她还珍藏着。“中国人民今后的任务是
恢复和发展工农业，为此需要许多各种各样
的专家和干部，望你更加努力学习，并在苏联
完成学业之后，成为一名优秀的专家。”父亲
的信鼓舞着任远芳，她学习越来越努力。

“从一开始我拒绝回国到期待父亲带我
回国，我在父亲的眼神里领悟到一种如大海
般深沉的爱，体会到似阳光雨露般可贵的亲
情。”任远芳说，1950年5月17日，是她一生
都不会忘记的日子。这一天，父亲带着她踏
上了回国的列车。

回国后的任远芳，一开始并不知道父亲
从事什么工作。“我根本没有想过父亲的职
业，只知道，当时我回国后，他担任我的汉语
老师，教我说中文，多亏有父亲，我很快适应
了国内的生活。”任远芳说，但是美好的生活
止于意外，在她回国不到半年时间，父亲就
因病与世长辞，在她眼里，父亲是平凡的也
是伟大的，平凡得和天下所有的父亲疼爱自
己的子女一样，伟大的是在父亲有限的生命
里，他把三十年的光阴奉献给伟大的共产主
义事业，献给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父亲去世的时候，她还是一个不谙世事
的少年，但是心中那个可敬可亲的父亲一直
活在她心中。随着时间的流逝，任远芳开始
走进父亲的革命人生，对父亲的追忆是从那
一首首慷慨激昂的诗开始的。

不屈的意志 远大的理想

“‘近日吾国国势日弱，人民日艰……凡
人之生宜有爱国之心……有战事以勇敢之

心御之，勿徒多以自谋口腹自得安居而已。’
父亲的才学在他读初小的时候就流露出来
了，在当时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父亲用笔
墨写出了自己的心声。”任远芳说，父亲的才
华与当老师的爷爷有关，父亲从小勤奋刻
苦，好思好学。

“从家乡唐桥村到长沙第一师范学校，
从长郡中学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
大学，这一路，父亲都是在求学中寻找救国
救民的道路。”特别是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
共产主义大学期间，父亲更加坚定了他从事
革命的决心。

1922年 12月7日，任弼时正式成为中
国共产党党员。“父亲入党后，更坚定了为
振兴中华民族奋斗的决心，在30年的革命
生涯中，遭受过两次牢狱之灾，面对敌人的
严刑拷打，父亲有着钢铁般的意志从不向
敌人屈服。背部两处伤痕伴随了他一生。”
父亲坚强的意志和革命信念深深地感染着
任远芳。

任弼时有三个绰号：“骆驼”“被子”和
“党内的妈妈”。任远芳笑着说，父亲这三
个绰号很形象，他像骆驼一样身负重载、忍
饥耐渴，埋头苦干为革命工作，坚信革命的
光明一定会到来。他为人热情坦诚，像被
子一样温暖身边的人，同时有着妈妈般的
细腻。

“父亲为了工作从来不把自己的身体当
回事，1950年，从苏联治病回来后，医生规
定他每天只能工作四个小时，他觉得自己剩
下的时间不多了，更是一心扑在工作上。他
把自己毕生的智慧与精力，毫无保留地奉献
给了党和人民。”任远芳双眼湿润，声音微
颤，“父亲离世那年才46岁。”

“将来一定要为人民做事”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任远芳淡泊名
利、豁然达观的生活态度，离不开父母的言
传身教。“我的父母亲生活非常朴素，他们平
常穿的衣服都打着补丁。”

有一件事让任远芳记忆深刻，“当时父
亲住的房子紧靠马路，噪声很大。组织上建
议他换一个安静的地方，有利于身体的恢
复，但是父亲坚决不同意，组织上想将房子
修缮一下，也遭到了父亲的拒绝。母亲也很
支持父亲的做法，他们认为新中国刚成立，经
济还很困难，希望国家的每一分钱都用在国
家发展建设上。”这让她看到父母亲一心为
民、艰苦朴素的崇高风范。

“吃了人民的小米，不能辜负人民对你们
的希望，将来一定要为人民做事。”任家儿女
都牢记父亲的嘱托，选择学习技术专业，因为
他们知道建设国家，离不开先进的科学技
术。后来，任远芳一直从事科研工作，孙辈们
也都各有所长，成为对祖国有用的人。

“今日之盛世来之不易，我也会积极参与
弘扬红色基因的活动，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
命，不忘来时的千辛万苦，要珍惜这美好时
光，希望年轻一代肩负使命，传承老一辈革命
家的精神，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任远芳
说。

任
远
芳
和
父
亲
在
一
起
。

受
访
者
提
供

相晶晶和陈斌家庭四世同堂，他们相亲相爱、孝老敬亲、热心公益的动人故事，与建
设乡风文明遥相呼应——

任弼时，1904年出生，湖南

省汨罗唐家桥人。伟大的马克

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

家、政治家、组织家，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

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

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

成员。

任远芳，任弼时的女儿，

1938年在莫斯科出生，1950年

回国后，从事科研工作。

1950年夏，任弼时携全家在颐和园。

母亲敬书，她用言传身

教的方式，教我们学会珍爱书

籍，也教我们与书成了一辈子

的密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