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生父亲
! 高邮市卫计委系统工会 董茂兵

代序：加班、晚归，泡一杯茶，点一支烟，
阅读起高邮市纪委编印的《清廉家风故事百
题》，被一篇篇“小小的文”吸引，同样被小小
的事感染，同样被“小小的情”震撼……

父亲是一名称职的医生，已退休 10多
年。我儿时的记忆中，父亲在我们姐弟面前不
苟言笑，我们有点怕他。

父亲基本上以院为家，也是以家为院，有
病人会随时来家里找。那时夏天的病人本来
就多，农村种田治虫用 1605、敌敌畏之类的，
中毒的特多，常常一个村有数十人。这时的父
亲是“不归家”的，吃饭是“不按顿”的，谁让父
亲是医院的“老大”，看到病人恢复正常，父亲
也笑的。

1993年，我当兵回来，受父亲的影响，进
了医院，做起了医生。医院的条件好了，父亲
年龄也大点了，和几位老医师就一直在门诊
工作，依旧那么忙。我在外科，常在病房，开
刀、换药、查房、写病历。爸的病人多，遇到要
开刀的病人，他都是写个“入院通知书”，让病
人住院，从没有说过让病人找我，我也想多点

病人，心里总想：我是你亲生的吗？
手术室的周大姐看不下去，拽着我，当父

亲面问：“人家都向着自己孩子，把病人带把
孩子，你病人多，不会给你儿子吗？”

父亲一听，脸上有了笑容，说：“周大姐
啊，我晓得的，我的病人是不少，今天我带
把他，明天带把他，我退休呢？假如我不在
医院上班呢？看病，当医生，要靠他自己努
力，真正地让病人满意，让病人信服、信任
才行。”

2003年非典，父亲主动要求参加发热门
诊，他是党员，快退休了，不想留下遗憾。直到
有一天，市里一位领导视察，见到此景，同院
长说，老同志了，太辛苦了，不要上发热门诊
了。那天下了班回到家，父亲远远地（因为当
时防控形势严峻，爸爸在家里已经主动一个

人住在院子里的小屋了，算是自我隔离吧），
大声对我说：“明天你去院长那，主动请战，你
是外科不错，值发热门诊也是可以的。”一旁
的母亲说了句：“你退下来了，医院不一定安
排你儿子上的，他的儿子还小呢！”“不行，谁
让我们是医生，谁让我们都是党员呢。”父亲
斩钉截铁地说。

第二天，我穿上了厚厚的多层防护服，
坐在了发热门诊，并一直坚持到了结束，也
成就了当时“党员父子兵、上阵斗非典”的一
段佳话。

慢慢的，我儿子也渐渐地长大，12岁一个
人去了上海逛了几天，平时上学一个人骑车
就更不用说了。一晃大学了，去年暑假经过报
名到检察院见习，有点紧张，想让我送他去一
下。我笑了笑：“我爸也没有照顾过我，你，嘿
嘿，大了，自己去，你爸也不会。”

儿子没有说什么，第二天早早地起来，收
拾停当，和我道声“再见”，头一昂走了。当儿
子见习结束，拿回优秀证书时，我的眼有点酸
酸的。

我的家风
! 高邮市建筑工程管理局 黄婷

对我而言，家风就是八十多岁依旧
劳作在田间的爷爷奶奶，就是每天清晨
五点起床洗衣的妈妈，就是忙碌在厨房
为家人准备可口饭菜的爸爸。平凡而普
通的家庭，没有流传下来的书面家规家
训，爷爷奶奶父母一辈子的勤劳、坚韧、
朴素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

老一辈的勤劳与朴素，可能我们年
轻人永远无法理解。爷爷奶奶八十多岁
了，可是却闲不住，每天一大早起床，去
照顾他们的一亩三分地，似乎田地与蔬
菜才是他们一辈子的儿女。即使住上了
高层商品房，他们依旧每天“踏上征程”，
去到他们的小菜地，种菜，浇水，施肥，一
样不能少。每日回家身上都带着泥巴，并
且跟我们抱怨：现在的天气不好咯，要不
天天下雨，要不总是不下雨，菜都长不
好！确实，爷爷奶奶种的菜总是瘦瘦的，
卖相极差，放在菜场应该无人问津，可是
吃起来口感却很好，新鲜美味。家里人
少，种起来的蔬菜总是吃不完，这时候奶
奶便会敲开对门邻居家的门，送上她种
的蔬菜。有时候爷爷奶奶也会种不出来
菜，天总是干旱，年纪大了，给菜浇水是
个体力活，爷爷抬水，奶奶用瓢舀水浇，
每日的辛勤还是抵不过干旱的天气，蔬
菜不能发芽。每当吃着菜场买回来的蔬
菜，爷爷奶奶都会说，这个菜不好吃，没
有我们种的好吃。在我心里，爷爷奶奶种
的瘦瘦弱弱的蔬菜才是最美味的菜肴，
因为那是爷爷奶奶辛勤的汗水浇灌的。
爷爷奶奶身上的勤劳与朴素是我学到的
最大的品格。

我的早晨是从8点开始，而妈妈的早
晨是从5点开始。每天当我揉着惺忪的睡
眼还带着起床气的时候，阳台上已经晾满
了一家人的衣服。妈妈的勤劳不必说，亮
晶晶的地面，整洁的房间，干净的衣服，都
是妈妈的劳动成果。做到一天两天5点起
床容易，难的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如此。
妈妈的细心更是不必说，你能想到的她都
会帮你做好，你不能想到的她也早已为你
准备好。妈妈是女超人这话一点都不假，
妈妈只有一个脑子，可是却记着一个家庭
的事，妈妈只有两只手，却服务着一家几
口。妈妈一直是我生活的榜样，不仅勤劳、
朴素，而且很能干，虽然不再年轻，可是她
却依旧热爱学习，我的书放在桌上，她闲时
也会翻开看看；让我教她使用智能手机、网
络电视，热衷于看电视剧的同时也喜欢看
新闻，还会跟我讨论她的见解。

对生活的热爱和家庭的热爱是我从
爸爸身上学到的。爸爸是个再普通不过
的父亲，他的乐观、幽默，对生活的热爱，
对我而言是不平凡的。爸爸喜爱种花种
草养小狗，老家的院子里满满的都是爸
爸养护的花花草草，它们枝繁叶茂、翠绿
欲滴，似乎是对爸爸悉心照料的感谢。在
他的影响下，我也热衷于养花养草，我会
从他培育的“子孙满堂”的吊兰上掐下一
个头来，种在小花盆里。爸爸喜欢看抗战
剧，同时更热衷于看美食节目，不仅看，
更是学，每当他有时间，他就学着美食节
目做菜，是什么让他有耐心在挥汗如雨
的仲夏忙碌在闷热的厨房？是什么让他
有耐心将一条鱼变成一碗鱼片？是什么
让他有耐心将生栗子变成栗子泥？是对
家庭的热爱、对生活的热爱。

像我家这样平凡却不简单的家庭千
千万万，祖辈没有给我们留下成文成册
的家规家训，但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是鲜
活的榜样，他们不会说“一粥一饭,当思
来之不易”，但依旧会告诉你浪费粮食下
雨天打雷是要打脑袋的，他们用他们的
方式教会你各种人生道理，而我也会从
这样的言传身教中感受到家风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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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风·记忆”
开栏语：家风是什么？家风可以是一个词，一句话，也可以是一个家庭里的故事，一段记忆。它伴随我们成长，督促我们成人，

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来自家庭的独特“印记”。为进一步推动《中国家规》《清廉家风故事百题》《家风》的学习运用，引导全市党
员干部充分认识学习优秀家规、传承优良家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本报今日推出“家风·记忆”专栏，集中刊载部分优秀体会文
章，分享众多党员干部的家风故事，敬请关注。

以身授明义 传承好家风
! 高邮市农委人事科 顾浩

“奉先思孝，处下思恭；倾己勤劳，以行德
义”。这是我上学后父亲帮我包书时写下的几
句话，寥寥几句却蕴含大意。

奉先思孝。爸爸一直告诫我，百善孝为
先！他常给我讲“三条鱼”的故事。其中微山湖
乌鳢的故事非常让我感动。据说：此鱼产子后
便双目失明，无法觅食而只能忍饥挨饿，孵化
出来的千百条小鱼天生灵性，不忍母亲饿死，
便一条一条地主动游到母鱼的嘴里供母鱼充
饥。母鱼活过来了，而子女的存活量却不到总
数的十分之一，它们大多为了母亲献出自己
年幼的生命。乌鳢是一条孝子之鱼。父亲对老
人可耐心了。爷爷生病的时候，父亲一直陪在
他身旁照顾，嘘寒问暖，擦身喂饭，还陪爷爷
聊天逗他开心。后来爷爷病情严重，不能说
话，却一直要拉着我爸的手。

倾己勤劳。父亲创业那些年，天天早出
晚归，一年无休。白天忙项目，晚上回来还查
资料，睡得比我晚，起得比我早。父亲做事精
益求精，特别认真，就连平时偶尔烧烧饭，烧
出来的都是大师水平，还讲究色香味俱全。
因而从零到有，从当年的起步到如今的成
绩，都是他辛苦得来的。我看到了一个为了
梦想奋斗的形象，我看到了一个为了家人拼
搏的形象。

乐观向前。父亲一直告诉我无论什么时
候心态很重要，不管遇到什么都要保持微笑，

坚持下去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所以心情低
落或者遇到困难时，我总喜欢和父亲唠嗑，这
也培养了我乐观的态度。还记得我小时候围
棋比赛输了，他就骑着摩托车带我出去兜风，
告诉我看看大自然就会忘了不开心的事了。
回来后，他跟我一起练，陪我下棋，帮我总结
失败的原因，助我下次成功。

生活中父亲也是这样，从没见过有什么
困难能难倒他，他教会我换位思考，教会我
不急不躁，也教会我能屈能伸。受他的熏
陶，我也积极乐观，无所畏惧，就像我的座
右铭———宁可在尝试中失败，也不在保守中
成功！

父亲没说过太多的大道理，却用他自己
的行为传授着质朴的家风，我也会秉持着这
些精神，继续前行并继续传承。

一床蚕丝被
! 市委巡察办第二巡察组组长 吴士来

常言道：“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我
想说的是：一个清廉干部的身边，站着一个

“顶真”的女人。
2008年 5月，单位举办撰写调研文章比

赛，我这个在部队兵团机关从事文字工作、当
过记者，又有作家“派司”的“老转”，自然获了
奖，奖品是一床80元钱的蚕丝被。

晚上回家时，妻子发现我拎回来一床蚕
丝被，一脸严肃地问我：“这被子哪来的？”

我说：“是单位发的奖品。”
妻子：“不会是人家送给你的吧？”
我说：“我是纪检干部，谁敢给我送东

西？”
妻子：“那你跟我说说，单位里还有谁得

奖了？”
我见妻子不信任我，顿时气不打一处来，

对着妻子吼了起来：“你对我还信任不信任？
一床破被子，左问右问的，烦不烦人？”

妻子怔怔地看着我，一声不吭地到阳台

上收衣服去了。我气呼呼地坐在饭桌前扒了
几口饭，扔下碗筷，独自到书房里看书。

第二天早晨 5点多钟，妻子摇醒我，轻声
地说：“我想跟你谈谈。”

“又来了？”我嘀咕了一句，就侧过身，抬
眼看了看她。我发现妻子正一头散发地披着
羊毛衫坐在床头。

妻子默默地看着我，说：“士来啊，我跟你
结婚已经 21年了，你应该清楚我这个人不图
吃、不图穿、不图钱。我喜欢你是因为你好学
上进，没有不良嗜好。你当兵这些年，通过自
己努力学习，上军校、提干、当记者、当作家，
在报刊上发表了那么多作品，还出版了好几
本书，5次立三等功。对你取得的这些成绩，我
打心眼里高兴，也佩服你的吃苦精神。现在你

转业回老家工作了，多年不来往的亲戚请你
吃饭，战友三天两天喊你去玩，我怕你飘飘
然，沾上不良习气，走上歪路。我从来没有求
过你，我今天就求你一回，你可不能收人家
钱、收人家物啊。你一旦犯错误，我和孩子怎
么办？社会上又有多少人笑话我们？我和孩子
在高邮还能抬起头来吗？呜呜呜……”妻子说
着说着，突然哭了起来。

妻子的哭声，使我睡意全无，头脑一下子
清醒了许多。是啊，我在部队工作25年，应该
说是“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如今转业回家乡
工作，面对各式各样的诱惑，还能守住心中的
那片“净土”吗？

我从床上坐起来，拉过妻子的手，想了片
刻，然后抬头看着妻子的脸，斩钉截铁地对她
说：“老婆，请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失望的！永
远不会！”

妻子静静地听我说完，突然“扑哧”一声
笑了起来，她说道：“我相信你！我相信你！”

老实做人 踏实做事
! 高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东城分局 张正春

儿子大学毕业了，想出去谋一差事，临别
前同我道别，不由得让我想起自己当年刚上
班的情形。

当年，我也像儿子一样，初出茅庐，自以
为本事大得很，其实什么也不懂。问父亲工作
以后要注意些什么，他显得很淡然。沉思了一
会，然后悠悠地对我说：“老实做人、踏实做
事，这世上只会饿死懒汉，勤快的人到哪里都
讨人喜欢。”

打那以后，我就将父亲的关照视为工作
的座右铭。平日上班坚持比别人早一点到，迟
一点走。那时镇上烧老虎灶供应开水，我在同
事没来前就帮着将开水打来，每天如此，练就
了一手抓四个暧瓶的“绝技”，一直到离开，从

来也没觉得辛苦。因为我发现，同事很快就接
纳了我这个新人，“小张”也逐渐变成了“春
子”。

工作十年后，组织上提拔我为基层所副
所长，主持一个农村所的工作。才三十不到就
能当上“所长”，年轻的我内心有点小激动，颠
颠地回家给父亲“报喜”。可我在父亲脸上看
不出丝毫的激动，相反倒是满满的不放心。我
有点不解，问他为何。父亲老气横秋地说：“自
古朝中无人不做官，你小子能做上副所长，说

明你这十年的努力没白费。但不是每个人都
能当干部的，越是当干部，越是要记住，穷要
穷得有志气，不是你应得的，千万不要往自己
碗里夹。”

是的，我爷爷去世早，父亲很早就独自承
担起家庭的重担。世上三行苦———撑船、打
铁、磨豆腐，他一人就做过两行，硬是以一己
之辛苦供我们兄弟三人读书。可他从没叫过
苦，说得最多的就是，穷要穷得有志气。

打那以后，我先后交流过五个岗位，无论
在哪个岗位上，我都能牢记父亲的“不放心”，
坚决做到老实做人、踏实做事。

老实做人、踏实做事，这也是儿子临行前
我的嘱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