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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次区太行小学学生 格琳喻

家风不辍 薪火相传 家风润我心
□祁县中学校学生 张梦涵

家风是一种精神，是激励家庭成

员积极向上、勇毅前行的正能量。我

生在一个家风纯正、人丁兴旺、和谐美

好的大家庭。我家的家训是“勤是金，

俭是银，勤俭一生过光景。”

我的外曾祖母生于贫苦的旧社会，

长在烽火四起的战争年代，光荣在党

73周年。她勤俭节约、与人和善、执着

坚毅，她的精神品格、人格事迹深深影

响着子孙后代。外曾祖母吃苦耐劳，常

年在田地耕作、山头挖药材，以此来维

持生计，她用实际行动向我们诠释“勤

劳土生金，节俭五谷丰”。

再说我的姥姥，每次去姥姥家，

总能看到她戴着一副老花镜，坐在窗

户下缝缝补补。我和姐姐小时候不

穿的衣物，在姥姥手里总能变出新的

款式。还有我的妈妈，妈妈把我和姐

姐写过的本子钉在一起，反过来做草

稿纸。从小到大耳濡目染，家里每个

人都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什么是勤俭

节约。

我们家就是这样，一辈做给一辈

看，一辈讲给一辈听。

爸爸是一名淳朴的农民，他不爱

多言，性格朴实，常年穿着一身中山

装，每天起早贪黑下地干农活，我家种

了15亩地，他一个人打理得井井有条，

要比谁家的庄稼最好，村里人都为他

竖起大拇指；要比谁家粮最多，我家小

囤堆起大囤满。我今年17岁，受这个

和睦的大家庭耳濡目染，早就成为一

个“小大人”。在学校，我是老师的小

助手，收发作业，管理班级纪律；在家

里，我是一个“小能人”，画画、弹琴样样

精通，吃饭穿衣从不挑拣。每天起床

后，我都要温习家训：“勤是金，俭是银，

勤俭一生过光景”。我要做好家风的传

承人，让好家风历久弥新；我要从小严

格要求自己，树立远大理想，承担起新

时代好少年的责任和使命。

家风，是一种潜在无形的力量，耳

濡目染影响着我的品格，塑造我的心

灵，是我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

贵财富。爱国爱家、勤俭节约、艰苦奋

斗、好好学习，这就是我家的家风。

家风，传承的是爱党、爱国的赤子

之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我的太

爷爷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通

讯兵，运用各种通信手段，保障部队畅通

的通信联络。寒来暑往，太爷爷为了党

和人民的事业，奉献自己的青春与热血。

家风，传承的是勤俭持家的良好风

气。奶奶从小照顾几个弟弟妹妹，白天

上学，晚上回家挑水、做饭、喂猪喂羊，

练就了一身勤俭持家的本领。奶奶平

时十分俭朴，一件衣服穿十几年，日常

开支能省则省。平常她总教导我们养

成随手关灯、吃饭粒米不剩的好习惯。

家风，传承的是砥砺前行的奋斗精

神。1980年，父亲出生了，爷爷经常教

导他说：“祖国培育了你，你要不忘初

心、回报祖国。”父亲不负众望，参加工

作不久就加入中国共产党。2012年，

他有幸成为一名组工干部。艰苦奋斗、

无私奉献成了他一直坚守的人生信条。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家风，

传承的是耕读修身的学习氛围。父母

深知读书学习的益处，从小注重培养

我读书学习的习惯。受益于老师的谆

谆教诲和父母的严格监督，我养成了

良好的学习习惯，成绩稳步上升。去

伪存真、求真务实的学习之风在我心

里烙下深深的印记。

家风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影响着整个社会的风气，决定着民

族的未来。我将不忘爱国爱家、勤俭

节约、艰苦奋斗、好好学习之家风，砥

砺前行，把祖辈留下的优良品德和良

好家风家训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在今年的“中华魂”主题教育活动

中，通过学习《中华好家风》一书，我深深

感受到：家风是最无声的语言，也是最留

痕的教育。我的老家是汾河边上的一个

小村庄，我家在十里八乡也算是小有名

气的“书香门第”，这得益于我的祖辈们

对教育的重视。

我的太爷爷喜欢读书，至今一摞摞

泛黄的书本还在老家存放着。在那个年

代，为了儿女上学，太爷爷变卖了家里的

值钱物件，倾尽所有。“再苦不能苦孩子、

再穷不能不读书”的理念坚定而笃行。

正是这份执着，让我们家培养出了当时

农村少有的大学生、中专生。

受家庭影响，我爷爷辈的兄弟姐妹

更是对教育重视有加，不仅对子女正确

引导、严格管教，而且还积极投身于村里

的教育事业。我的大爷爷作为村里学校

教育基金会的创始人之一，出谋划策、带

头捐款，大家庭中的多位亲人，包括我父

辈的兄弟姐妹也都慷慨解囊，献出自己

的一份力量。影响到我们这一代，也是

把读书学习作为第一需要，一刻不停增

强本领。

一盏台灯、三把椅子、一个书柜、一

排排书，便是我们这个三口之家的“图书

角”。在这里，我和爸爸妈妈读书学习、

交流谈心，制订各自的学习计划，开展学

习竞赛，你追我赶，互促互进。

爸爸是一名退役军人，在法院工作

的十几年。除了法警的本职工作外，他

还经常阅读一些法律方面的书籍，学到

了很多法律知识。爸爸经常会接到咨

询电话，他总是不厌其烦，耐心地分析

解答。

妈妈是一名教育工作者，书柜里摞

着她的各种荣誉证书，让我好生羡慕。

妈妈还是一名文化志愿者，多次参加县

里组织的大型演出活动。妈妈用自己的

实际行动告诉我“腹有诗书气自华”的自

信。我也暗暗下定决心，好好学习，读万

卷书，行万里路。

在这样一个充满书香气息的家庭

中，人人爱学习，个个争先进，悄然形成

了好学上进的家风。

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高中生，更加

深刻地认识到家风无时无刻不在净化着

我的心灵。今后，我将秉持家风，勤奋学

习，怀揣中华魂，为新时代奉献

青春力量。

我的太姥姥1947年参军，1949年

入党，作为一名普通的战士，参加过解

放太原的战争，曾荣立二等功。后来

到了地方工作，太姥姥有着稳定的工

资，姥姥经常给她买新衣服、保养品，

舅姥爷也每月给她零花钱，现在的太

姥姥完全有能力享受优裕的生活，但

她却对自己十分“抠门”：穿着好多年

前的涤纶蓝色衣裳，袖口的边儿都磨

得泛了白色，裤子是妈妈上大学时候

的校服，脚上是一双灰色的运动鞋，鞋

带束口处的塑料早已磨光，抽出了几

条丝线。

太姥姥每天看书、读报，这是当兵

时候养成的好习惯。当她看到太谷区

石亩村的孩子们喝不上热水时，立马

和报社核实情况，拿出自己的存折为

素不相识的孩子们买了两台热水器，

匿名邮寄到学校。这样的捐助还有很

多，数目大大小小。但是，每一个受赠

人的地址和电话都被太姥姥整齐地记

在她那个本子上。每次问她会不会心

疼钱，对自己“抠门”的太姥姥却说：

“这点钱算啥，你要知道，我们党抗战

能取得胜利就是靠着老百姓一推车一

推车推出来的。”

太 姥 姥 还 是 一 个 爱 管 闲 事 的

人。一到假期，就是她最忙碌的时

候，学校放假，双职工孩子没人带，她

就留到自己家。有一次，太姥姥正在

做饭，我和表哥放学回家，肚子饿得

咕噜咕噜响，这时，传来了邻居家小

两口吵架的声音，太姥姥饭也不做

了，关了火急忙跑去邻居家敲门，给

邻居调解矛盾。我的太姥姥啊，一直

到我下午上学走，才笑眯眯地回来。

她说：“这事儿让我碰上了，那我就得

管，就跟我们在部队时候班长管我们

似的，就跟一家人一样！”

《颜氏家训》说：“夫风化者，自上

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

我们家就是这样，只要东西没有坏到

无法使用，姥姥绝对不会更换，邻里之

间有个忙要帮，她总是积极响应。而

到了我妈妈和舅舅这代，更是如此，水

滴筹、红十字会都有他们捐款名字。

这也深深影响了我，假期加入志愿服

务行列服务群众，对于我而言已经是

不可或缺的活动了。

这就是我的太姥姥，一个“抠门”

的老太太，也是带给我们家宝贵精神

财富的老太太。

□介休市义安二中学生 刘奥宇轩

我家的传家宝
□和顺职中学生 李思淼

“抠门”的太姥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