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历正月初一中午，98 岁的河北
省石家庄市小安舍村村民王九龄正和 8
岁的玄外孙女包饺子，王九龄擀皮，玄
外孙女包馅，俩人动作娴熟，配合十分
默契。王九龄这个大家族如今已是五代
同堂，65口人其乐融融。

谈起“家风”，王九龄一脸的自
豪。他说自己家的家风很朴实，就是

“和谐家庭，孝道为先”。王九龄和老伴
王费费今年已经结婚 78 年，他拉着 97
岁的老伴手告诉记者，周围的人都羡慕
地称他们为“90后”夫妻。

孩子们孝敬，家庭和睦，让王九龄
老两口过得乐乐呵呵。王九龄天天坚持
早中晚 3 次锻炼，眼睛不花，听力也
好，如今每天坚持读报看新闻，国内外
大事都知道。“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5 年

春节团拜会上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
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我们这个小家
庭就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风。”王九
龄说。

父母的言传身教也深深地影响着孩
子们。王九龄的儿子王金良说，尽管以
前的日子苦，但父母对家里孩子的要求
始终特别严。“我爹虽是农民，但他识文
断字，懂得老礼数，从小就教育我们要
懂 得 孝 悌 忠 信 、 礼 义 廉 耻 ， 要 重 视 学
习、崇尚知识，尊老爱幼、邻里互助。”
王金良说。

如今，王九龄老两口身体很好，吃饭
遛弯晨练，生活规律。他们有个爱好，就
是在儿女的陪伴下外出游玩。“石家庄周
边各大公园，花卉苗圃，这两年他俩都去
过。到了冬天天气冷，我就带他们逛花卉

市场，穿梭在鲜花绿树中，老两口别提多
高 兴 了 。 这 是 前 两 天 带 他 们 去 照 的 照
片。”王金良指着照片说，“家有一老如有
一宝，我家现在有两个大宝贝，我爹娘可
是我们这一片儿的名人。”

王家良好的家风不仅体现在孝敬老人
上，还体现在仁义做人、包容做事上。为
了减轻儿女的压力，王九龄和老伴前两年
决定，去村子旁边的西三庄夕阳红敬老院
居住。“儿女们现在年纪也都大了，还有
小孩子要照顾。我们就去敬老院，这有专
业的护工照顾，很踏实。”王九龄说。

老两口决定要去敬老院，孩子们拗不
过。“我爹我娘就是不愿意给孩子们找一
点麻烦。我们兄弟姐妹 7 个人，现在还是
天天排着班来敬老院照顾看望爹妈。我大
嫂今年都 80 岁了，还经常来给老人做

饭、洗涮呢！”王金良说。
在家里的小桌子上，放着一瓶特殊营

养品。王九龄告诉记者，那是大儿子送来
的芝麻粉，里面还掺了一些蛋白质、维生
素，“吃饭的时候，和着芝麻粉和蜂蜜一
块儿吃。”这瓶特殊的营养品只是王九龄
儿女们孝心的一小部分，在家里还堆放着
老俩口爱吃的许多其他食品和各种生活
用品。

家风在这个大家庭中传承。“看着自
己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这样做，我们的下
一辈对老人也都特别耐心，这样的品质是
会一代一代传下去的。”王金良说。

“咱中国人就是讲孝老敬亲，我的父
母就这样教育我。”王九龄说，现在孩子
们都从全国各地回来团聚了，春节就是最
好的“家风复习课”。

幸 福 生 活 孝 老 敬 亲
本报记者 孙 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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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红的灯笼、崭新的春联、喜庆的
窗花、幸福的笑容，浓浓的年味弥漫在
山东邹城市东南山区的农家小院。“来来
来，今天大家都聚在了一起，咱们照张
全家福！”农历正月初四，早饭刚刚吃
完，香城镇唐邱村村民老赵就招呼着全
家老少 10余口人在气派的大门前合影。

“这张老照片还是 10 年前的全家福，
那个时候还是石头屋、泥土墙，全家人挤
在一起住，你看看现在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现在整个唐邱村都没有这样的老房子了，
老百姓的生活都越过越好。”老赵指着现在
敞亮的二层小楼对《经济日报》记者说。

其实唐邱村的变化不仅仅是居住条
件。照完合影，老赵不忘宣布新的“家

规”：“以后大家过年团聚，就不再相互
轮流请吃饭了，天天喝那么多酒也不
好，就照张全家福，一家发一张。”老赵
的提议，立即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

一旁的唐邱村党支部书记唐宪仁解
释说，现在村里有的外出打工，有的到
镇里工厂上班，还有的自己搞养殖种
植，农村医疗、养老保障也都逐步完
善，大家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每逢过
年都会邀请亲戚朋友到家里坐一坐，吃
个饭，喝点酒，慢慢地就兴起请客吃饭
的攀比之风，有些人天天喝得醉醺醺，
还曾有过喝多了酒找不到家的笑话。

“是啊，每次请吃饭，都是十个碟八
个碗的，其实根本吃不了，但是为了要

面子，还是弄一大桌子菜，虽然日子好
了大家都不缺那点钱，但是太浪费了！”
老赵的媳妇心疼地说。

虽 然 不 聚 餐 了 ， 但 大 家 也 都 不 闲
着。今年，为了让村民热热闹闹过大
年，唐邱村特意在年后组织“新年联欢
晚会”，大家报名踊跃，纷纷精心组织排
练节目。“别看是村里的‘春晚’，但影
响力可不小，一家婚庆公司还专门为我
们‘村晚’提供了赞助，我们在村里演
出完，还要到镇上和外村演呢。”村民唐
平向记者炫耀了起来。

“这两年，家乡搞起了美丽乡村建
设，物质条件的改善提升了群众精神文
化生活需求，许多人家的家风也因此有

了新‘讲究’。”唐宪仁介绍说，“市里开
展了‘新农村、新农民、新生活和美
德、美家、美颜、美行’的‘三新四
美’活动，如今陈规陋习越来越少，健
康的生活方式成为村里的新时尚！”

夜幕降临，伴随着“咚咚锵，咚咚
锵”的锣鼓声，唐邱村“春晚”热闹开
场，民俗节目 《雄狮闹春》、唢呐演奏

《喜庆丰收》、诗朗诵 《正能量》，一个个
节目陆续登场。掌声、欢笑声持续不
断，大家伙的热情被激发出来了，纷纷
自告奋勇加入表演，节目越加越长，包
括老赵家在内的不少家庭全家老少齐上
阵，纷纷在舞台上晒出喜庆热闹的“全
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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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家 福 的 新 变 化
本报记者 郭存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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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要用真心，对事要一诺千金。”今年 72 岁
的袁斌告诉记者，他已故父亲言传身教的这句话，是
他这辈子为人处世的信条。

在南昌市青山湖区湖坊镇御锦城社区，几乎没有
人不认识袁斌的。对于这位老人，大家都保持着一份
敬意。就在去年 10 月，小区的物业管理公司因为业
主拖欠物业费等问题，从小区中撤了出去。正当小区
物业管理混乱之时，袁斌主动挑起了社区业主委员会
主任的担子，一个年过古稀、党龄近 30 年的老人，
挨家挨户地进行沟通、了解情况、协调关系，让小区
物业管理重新回到了正轨。

“承诺不是简单的嘴上说说，是需要真心实意的付
出。”从袁斌担起社区业主委员会主任这副担子之日
起，接到的第一件投诉就是房屋漏水问题。这户投诉
的人家住在顶楼，每逢下雨就要用十几个盆子接水。
漏水、渗水是小区普遍存在的问题，袁斌向业主们许下
诺言，一定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一边积极地向每个有
问题的住户了解情况，一边根据实际情况向相关的物
业管理部门申请维修经费。连续 2 个月，袁斌的不辞
辛劳终于得到了回报，维修经费申请了下来，而他自己
却病倒了，今年 1 月，他在医院躺了将近半个月。“我
虽然病了，但是换来了业主们的信任。”袁斌告诉记
者，小区的物业管理现在也在相互信任中重新起步。

袁斌不仅从父亲那里传承了“真诚”的家风，也用这
个家风影响了他的子女。他的大儿子袁武，在上世纪90
年代初下岗之后便开始了“的哥”生涯，而在这之间，有一
个长达17年的合作伙伴——李慎华。袁武说：“虽然出
租车是我买的，但我从来没有把慎华当作是给自己打工
的，而是当作朋友。”李慎华有个亲戚开公司，见他开
的士辛苦，就给李慎华安排一个相对轻松的工作，但
是只干了 3 个月，李慎华就决定回来开出租车。他
说，“跟着老袁开了这么多年车，早就习惯了。”

袁斌的小儿子袁东现在是广州一家企业的中层干
部，手下有一支上百人的团队。他告诉记者：“做了
几年管理工作，愈发感觉到了当初父亲教我真心待人
的重要性，因为管理不仅要靠制度，还要靠文化，靠
员工对工作岗位的归属感，而归属感的形成，就必须
让员工体会到一个被真心对待的公司环境。”

“今儿是农历大年初三，我的儿女、孙子、外孙
们都来看我呢。一家人就图个团团圆圆，我们家的日
子越过越红火。”见到 《经济日报》 记者，山西阳泉
郊区义井镇王家峪村的李淑珍奶奶笑得合不拢嘴，非
得拉记者进屋里坐一坐不可。

李淑珍今年 77 岁，膝下有 2 个儿子、3 个女儿。
刚刚过去的一年，李奶奶一家可有不少高兴事儿。李
奶奶说，她的大儿子王忠幼年时不幸成为聋哑人，儿
媳妇杨先林也一直没工作。2014 年，王忠学会了通
过上网找工作，同时还在村党支部书记张恩的帮助
下，帮村民盖新屋、搞装潢。“去年 3 月，王忠上网
找到了在阳泉市三矿打地基的工作，工程老板管吃管
住，王忠工作了 3个月，都吃胖了，人也精神了。”

据李奶奶介绍，大儿媳杨先林现在也通过自己的
努力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去年 6 月，杨先
林在阳泉市第三人民医院住院，主动问起医院是否需
要工作人员，后来找到了在三院厨房帮厨的工作。享
用着大儿媳学会的新厨艺，李奶奶自豪地说：“儿子
儿媳妇现在有了一份营生，而且干得很带劲，安居乐
业，当妈妈的别提心里有多高兴了。”

“姥姥我来啦，给您尝尝厦门产的肉干和花生
酥！”屋内欢声笑语，李奶奶的小外孙肖健踏门而
入。2014 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厦门大学经济学
院。李奶奶的小女儿、肖健的母亲王继红介绍说，肖
健去年开学是自己一个人去大学报到的，在大学里他
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经济学夏令营等活动，品学兼
优，“肖健有时候还在学校打工挣些零花钱，从来不
喊苦不叫累，他一直是我的骄傲。”

“家里的孩子一个个不论是学习还是工作都很要
强和上进，我们当长辈的就希望一家人都平平安安，
互敬互爱。我现在最想看到在北京工作的大外孙能早
点有个娃，这样我们就能四世同堂了！”被一群乐学
苦干、自立自强的孩子们甜蜜地包围在中间，李奶奶
的笑靥在温暖的春光里绽放。

以真待人 以诚处事
本报记者 万 政

乐学苦干 自立自强
本报记者 崔国强

更多新春走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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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③图③ 22 月月 2222 日日，，上海金山一对祖孙在家门口文化广上海金山一对祖孙在家门口文化广

场尽享天伦之乐场尽享天伦之乐。。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治国李治国摄摄

图②图② 22 月月 2222 日日，，山东山东邹城市香城镇唐邱村举行联欢邹城市香城镇唐邱村举行联欢

晚会欢度新春晚会欢度新春。。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郭存举郭存举摄摄

图④ 石家庄小安舍村村民王九龄一家吃年夜饭、

照全家福。 王金良摄
图④图④ 石家庄石家庄小安舍村村民小安舍村村民王九龄王九龄一家吃一家吃年夜饭年夜饭、、

照全家福照全家福。。 王金良摄

图①图① 22 月月 2222 日日，，北京厂甸庙会北京厂甸庙会,,不少市民举家前来祈不少市民举家前来祈

福福、、赏景赏景、、品民俗品民俗，，感受年味感受年味。。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树贵李树贵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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