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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是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
第一批响应国家号召来到塞罕坝的
林业工人，我也在父亲的感召下回到
林场，成为绿色事业的一分子。

从起初的不情愿，到现在的乐在
其中，离不开家庭对我的影响。如今，
我可以骄傲地说，我完成了父亲的嘱
托，接过了他手上播种绿色、建设绿
色的接力棒，成为一名新时代的追
梦人。

我出生在塞罕坝，从小跟树最
熟，看到最多的是树，听到最多的还
是树，肩上的书包、身上的衣服也是
绿色的。我甚至觉得，父母想把我打
扮成“一棵树”。父亲是固执的，和所
有塞罕坝人一样，一辈子只干了一件
事儿——种树。

在塞罕坝，冬天最低气温零下43
摄氏度，连年积雪 7 个月以上，很多
人患上了严重的风湿和肺气肿。在山
上，吃的是黑莜面，喝的是化雪水。父
亲还不到 50岁，牙就全部掉光了。过
年的时候，还贴着这样的对联：“一日

三餐有味无味无所谓，爬冰卧雪冷乎
冻乎不在乎。”那时我不理解：他们怎
么就对种树那么有瘾，对艰苦那么淡
然？我暗暗发誓，一定要走出这片单
调的绿色，去看看色彩斑斓的世界。

2006 年，我考上了北京科技大
学。父亲问我：“闺女，毕业了还回来
不？”我说：“爸，我这个名字可是您给
取的。程李美，城里多美呀。”

毕业后，我留在北京，做着喜欢
的工作，偶尔才会梦到家乡的那片绿
色。2013年，我正值事业上升期，父亲
却查出胃癌。回到家，我搀扶着父亲，
爬上门前的那个小山坡，阳光撒向无
边的林海。父亲说：“你看，多美的绿
色呀！闺女啊，回来吧。”看着眼前的
一棵棵树，就像一个个战士，手挽手
构筑起一道绿色屏障。那一刻，我理
解了父辈的坚守和执着。

为了多陪陪父亲，我考回了父亲
曾经工作的林场。在这儿，我每天早
上 5点起床，烧大锅、睡火炕，上山造
林。2015年，父亲还是走了，但却是安

心的、无憾的。因为他坚信，他的女儿
和他种的林子一样，都能成材。

按照父亲的遗愿，我把他的骨灰
撒在他毕生工作的林子里。生前种
树、死后育树，这是父亲心里最想做
的事情，也是林业工人一世的情怀。

此后，我全身心投入到绿色事业
中，踏遍12个林场的54个营林区，探
索出全林经营模式，编制的森林经营
方案在国内通过国家级论证。

大自然没有辜负我们的努力和
付出，如今，由百万亩林海构筑的“绿
色长城”塞罕坝，被誉为“水的源头、
云的故乡、花的世界、林的海洋”。

虽然父亲不在了，但我从未觉得
他离开了我，他的精神力量已深深植
入我的骨血。我想，未来，我还会把它
们留给我的孩子，这份艰苦奋斗、无
私 奉 献 的 传 承 永 不 能 忘 、也 永 不
会忘。

我愿做一颗绿色的种子，用赤诚
去播荫洒绿，用青春伴祖国同行！

（作者单位为塞罕坝机械林场）

编者按 红色基因铸就红色家风。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建党百年以

来，革命英烈和老红军、老战士、老模范、老党员、老干
部等老一代共产党人所形成、倡导的红色家风，彰显了
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优良作风，是我们党永不褪色
的“传家宝”，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注
重家教、注重家风”的重要指示精神，继承和弘扬革命

前辈的红色家风，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今年5月
起，省文明办、省委省直工委、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教
育厅、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省关工委联合开展了

“红色家风故事征集宣传展示活动”，面向社会公开征
集红色家风故事。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积极响应、踊跃
参与，深情讲述自己家庭的红色家风故事。从今日起，
本版开设“红色家风故事”专栏，陆续刊发部分投稿作
品，敬请关注。

我叫马贺年，今年 78岁，是廊坊
一名普通的退休老教师、老党员，多
年来热心公益、爱管“闲事”，人送名
号“马管事儿”。要说我做公益的初心
和动力，其实得益于党多年的教育，
以及我和爱人双方家庭对我的影响。

我的老家在廊坊市广阳区九州
二村。父亲 5岁那年，祖父去世，无助
的奶奶只能把父亲送到寺庙求生。无
奈军阀混战，寺庙遭劫，父亲又被送
回家里。后来，父亲常对我们说：“一
勤二俭，留德不留财。”

新中国成立后，我成为第一届师
范大学本科生。当时廊坊属武清，大
多数同学希望分配到离家近的杨村
镇教书，可我对负责分配的领导说，
把机会让给其他同学，我去最远的地
方。就这样，我在武清最东边、离家最
远的梅厂中学工作 4年，每次骑自行
车回家都得花一个半小时。

如果说父亲“留德不留财”的教
诲帮我树立了正确的价值观，那么，
岳父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质则铸就
了我对党忠诚、甘于奉献的人生观。

岳父曾是八路军，在永清县北关

战斗中负伤严重，回家休养。老人从
不居功自傲，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
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和子女。当时，岳
父家里人口多，房屋不够用，有的孩
子就只能住在牲口棚。为解决居住问
题，区民政局把砖瓦木料拉来要给他
们盖房。老爷子却跑到现场叫停：“不
能花国家钱，共产党员要带头，不能
搞特殊！”

在岳父的影响下，我的妻子17岁
加入中国共产党，18岁成为村民兵连
长。岳父的革命残废军人抚恤证是她
的嫁妆，也成为我们这个小家庭的“传
家宝”。每次看到抚恤证，岳父嘱咐我
们的话就会萦绕在耳边：“作战不怕流
血牺牲，一颗红心永远向党！我们共产
党员家庭，对党、对人民，就要有献钱、
献身、献心的‘三献’精神！”

我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女儿1
岁半时患上结核性脑膜炎，落下严重
后遗症。我和老伴长期为女儿做康复
锻炼，并以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鼓励
她。现在，女儿在小区里深受居民们
欢迎。小区门口早餐店老板李丽开店
7年，女儿就在那里帮忙7年，俩人处

得就像亲姐妹。儿子本科毕业后把留
京指标让给同学，在他参加工作之
初，我就告诉他：“咱们出身贫寒，工
作要向最高标准看齐，生活要向最低
标准看齐。”

退休后，我把重心放到了公益事
业上。2015 年至今，我先后创办 4 个
校外辅导站，聘请退休教师、大学生
志愿者等，免费辅导低保家庭子女、
有困难农民工子女、英烈子女等。印
制《弟子规》《英雄烈士谱》等书籍 8
万册，分发给学生。

10 年前，我的外孙女上小学，我
发现学校门前时有交通事故发生，
于是联络 20多名老同志主动配合交
警维持交通，赢得家长们的一致好
评。如今，我把老家的院子修整成村
里的老人活动中心，大家把这儿叫

“幸福苑”。
我生在旧社会，长在新中国，受

党的教育数十载，红色精神在心里深
深扎根。只要我还干得动，就会一直
做公益。

（马贺年系廊坊市第六中学退休
教师 李博宇系《廊坊日报》记者）

沐浴着灿烂的春色，我到田野的
清风中找寻父亲的“身影”。家父去世
已经两年多了，但是，他生前的事迹
仍历历在目……

父亲张金榜，1953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在南宫市先后担任二轻局局长、
组织部部长、财贸部部长、统战部部
长、市直工委书记、市政协秘书长等职
务。他留给我们的，是遵纪守法、高风
亮节的为官之道；传承给我们的，是为
人正派、克己奉公的做人风范。

父亲任二轻局局长时，爷爷罹患
癌症，父亲经常在下班后，骑着自行车
回老家照料爷爷，从未动用过公家的
汽车。爷爷去世后，父亲仅向组织请了
一天假，在家简单处理了老人的后事。

我结婚的时候，社会上正时兴算
彩礼几十条“腿”。父亲只给我做了一
张写字台、一个衣柜和一张铁管床，
总共 12 条“腿”。为了弥补“腿”的不
足，我决定自己制作一个小茶几。中
午下班后，我从单位保管员那要来一
块铁板，夹在自行车后架上，高高兴
兴地往家赶。刚要进家门，正好被下

班回来的父亲撞见。父亲严厉质问，
我不得不如实回答。最后，老爷子斩
钉截铁地“指示”：“下午上班必须给
单位送回去！”

父亲卸任供销联合社主任、调任
市委工作后，为了尽快给新上任的主
任腾办公室，继母按照父亲的要求借
来一辆车，到父亲原单位办公室取回
被褥等个人用品。中午，父亲下班回
家，清点个人物品时，发现多带回一
个塑料皮的暖水瓶。他二话不说，立
刻让继母给单位送了回去。

20 世纪 80 年代，我在南宫市广
电部门任职，入职几个月，便在《河北
日报》等省级媒体发稿 10余篇，后被
要求调动至市委宣传部工作。调动过
程中，上级有关部门发现我不是中共
党员，不符合调入干部条件。

于是，我便向南宫市广电局党组
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当时，不少人
跟我说：“你父亲在组织部任职，让你
父亲给广电局局长打个招呼吧。”

回家后，我便向父亲提及此事。

父亲听后一脸严肃：“不要总想着走
捷径，你能不能入、够不够条件，要由
党组织来考察决定，这事儿我怎么能
插手？”就这样，父亲没有为我“开后
门”，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和磨练，我也
终于跨进党组织的大门。

父亲的言行举止，一直影响着我
们。进入省委机关工作后，作为一名新
时代的组工干部，我觉得弘扬党的优
良传统和作风责无旁贷。因此，在纪念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时候，我接
续忆写了父亲的故事：《公车，就是办
公用的》等文章，河北美术出版社以

《党员干部——父辈启示录》为题，结
集出版。

多年来，父亲平凡朴实的品行，
一直影响、激励着全家人。我们家祖
孙三代，现有 14名共产党员。父亲的

“红色基因”，在我们身上一脉相承、
薪火相传。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
北省委组织部退休干部）

我从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良
好的家风对我的成长影响很大。

我们这个 50 多口人的大家庭，
被称为“耕读堂”，名字是我姥爷起
的。姥爷还制订了“耕读堂训”，即“四
须八戒”。“四须”就是：须文、武、忠、
孝；“八戒”就是：戒酒、色、财、气、功、
名、利、禄。

这还不够，每个“耕读堂”人必须
具备“四个条件”：一是成年人须是共
产党员。从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到现
在，家中几代成年人都是共产党员。
二是每个人都要遵纪守法，不能给大
家庭抹黑。三是每个人必须敬畏职
业，当先进、做模范。四是每个人必须
低调做人、踏实肯干。

我们这个大家庭之所以充满正
能量，也得益于“耕读堂”前两代人的
革命经历和率先垂范。

我的姥爷韩玉书，是电影《地道
战》里区长赵平原的原型之一，也是
一名老党员。他 1930年入党，在苦难

和战火中，姥爷创立了“耕读堂”，带
出一个红色家庭，形成了既继承传统
美德，又体现党性的红色家风。直到
晚年，姥爷的革命意志丝毫未减，他
离休后曾三次把节俭下来的工资按
大额党费缴纳。

“耕读堂”第二代是三兄妹。我的
舅舅韩志洪（抗战时期化名张曙光），5
岁起就天天背诵古文、打拳练武，十几
岁随姥爷参加抗战，成为冀中有名的

“父子兵”。新中国成立后，他主动到艰
苦的大西南、大西北工作。我的母亲韩
志勇，15岁带头组织互助组；17岁入
党，同年被评为“冀中劳动英雄”（省级
劳模）；21岁参加开国大典，在中央团
校毕业典礼上受到毛泽东主席、朱德
总司令的接见。离休以后，她多次被评
为石家庄市优秀离休老干部。我的姨
妈韩志民，17岁入党，是国家培养的第
一代赴苏联留学生；留学回国后扎根
贫困山区，一生献身基层教育事业。

几位长辈崇高的革命精神，为后

辈树立了榜样。社会转型时期，经济快
速发展，“耕读堂”的家风建设突出了

“忠孝”“文武”“淡泊”“勤俭”等重点。
拒绝物欲诱惑，不受功名利禄的

羁绊，根本在于淡泊、清廉。“耕读堂”
老人们凡是见到反腐报道，都会发微
信家族群阅读讨论。1993 年，舅舅就
写了《防腐》等三首长诗。

“耕读堂”常以克勤克俭、热爱劳
动教育引导晚辈。母亲在她的小院里
建起小小的“家庭农场”，带领孩子们
种菜种树，逢年过节组织孩子们擦玻
璃、比赛做拿手菜。20 世纪 80 年代，
母亲带头树新风，孩子的婚事全部从
简，没办一桌酒席、没收一份贺礼。

“耕读堂”还设立了家庭汇报、奖励制
度，过年不给压岁钱，而是设立学习
工作“家庭奖”，以弘扬好家风。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也是传播正
能量的场所。良好的家风积聚起来，
便是优良的民风、国风。

（作者系省委省直工委退休干部）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作
为一种润物无声的力量，家风家训无
时无刻不在净化着每一个家庭成员的

心灵。曾从事教育教学的太姥爷教导
后辈要诚实、正派、守规、读书，我们大
家庭的家风是从北京传承下来的。

1965 年 9 月 3 日，一列绿皮火车
由北京开往大西北，车厢里有一家三

代五口人，分别是我的太姥爷，姥爷、
姥姥，母亲和二姨。经过两天两夜，火
车终于到达青海省西宁市。

姥爷、姥姥是响应国家号召，从
地质部支援边疆建设来到青藏高原
的。在母亲的印象里，这个平均海拔
2200 米的小城人烟稀少、气候干燥，
经常是漫天的黄沙，一家人努力适应
着艰苦的环境，乐观积极地面对工作

我的父亲潘贵增，1928年生于唐
山市滦南县虫儿林村，19 岁参军，曾
获得三等功，复员后不久便和母亲一
起回了家乡。

回乡后，父亲曾担任村里的护秋
员，但从没拿过公家一粒粮食。每天
饥肠辘辘的我们，也想和村里其他孩
子一样去地里捡花生，但父亲坚决不
允许。

从小父亲对我们兄弟姐妹8个就
要求严苛，十二三岁便让我们去生产
队劳动，手上生泡也不许喊痛……“干
啥就得务啥，要有豁得出去的劲头！”
这是父亲对我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听父亲讲，在一次战役中，由于
长期作战不脱衣服，身上到处是虱
子，腿被咬得溃烂长出脓疮，奇痒难
耐又疼痛不止，但他坚持一声不吭，
咬牙坚持战斗到最后。

小时候一直不懂，长大后才真正
理解父亲，他那“豁得出去的劲头”，
正是为党为国牺牲一切的奉献精神。

“干啥就得务啥，要有豁得出去的劲
头”，这句话成为父亲留给我们的最
好家风。

从 1978 年参加工作，在滦南县
截瘫疗养院当护理员，到 1995 年成
为滦南县光荣院院长，43 年如一日，
做所有老人贴心的“闺女”。自从担任
院长的那天起我就立志，要让昔日枪
林弹雨中冲杀的“最可爱的人”，成为
今朝生活“最幸福的人”。

为了贴补光荣院，我带着员工走
街串巷卖冰棍、农村大集卖果蔬；科
学布局院内环境，将光荣院建成集观
赏、游玩、休憩等功能为一体的“公园
养老院”；建起老人健康档案，从医学
的角度安排饮食、建立营养配餐制

度；用疗养的思路组织活动、全新的
理念开展人性化服务……

每天，老人们花木旁散步、健身
房锻炼、书画室挥毫泼墨，光荣院老
人平均寿命89岁。

为老人净面、梳头、整容、穿寿衣、
守夜……老人们特别关注的“临终之
孝”，我们也是亲力亲为，让老人走得
踏实。没有亲眷的复员军人白顺安去
世时，我手捧骨灰盒，带领工作人员
缓步行走十余里路，将老人送回故
乡，感动村里上百人加入送葬队伍。

26 年间，光荣院已为 50 余位革
命老人行“临终之孝”。父亲那句话深
深地刻在我的心里，始终兢兢业业，
尽一个院长该尽的责任。

（潘秀荣单位为滦南县民政局民
政事业服务中心 沈庆单位为滦南
县教育局）

8 岁起担起家庭重担，坚持照顾
多病的母亲和残疾的弟弟；给下一代
讲述老一辈革命故事，将红色家风、
爱国情怀薪火相传；始终将人民利益
牢记心中，出资为村里建设文化广
场、村办公楼……

我是成千珍，今年 79岁，是革命
烈士的后代，曾获得“燕赵榜样母亲”

“河北省优秀园丁”等称号，我的家庭
被 评 为 全 国 文 明 家 庭 、全 国 最 美
家庭。

我的父亲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1949年渡江战役中壮烈牺牲，当时
我只有8岁。我清楚记得，收到父亲的
革命烈士证书时，家里老老少少哭成
一团。从那天起，我似乎一下子长大，
毅然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

生活的艰辛没有压垮我。每当看
到父亲的烈士证书，我的内心就充满

力量。在一边照顾全家人的同时一边
刻苦学习文化知识，将父亲的革命精
神转化成生活的勇气和学习的动力。
经过努力，我考上了师范院校。

1959 年，我放弃在城市工作的
机会，选择回农村老家当一名教师，
并和邻村一名善良本分的庄稼汉组
成家庭，出嫁不离家，我对娘家人不
离不弃，与丈夫共同照顾。后来有了
两个儿子，大儿子不忍心看我辛苦
地照顾姥姥和舅舅，初中毕业后就
到附近自行车厂工作，挣点钱贴补
家用；在我的鼓励下，二儿子 18岁时
报名参军，到云南某部队接受军队
的洗礼。

当时作为公办教师，虽然有工
资，但家中老幼病残，十几口人没有
劳动能力，都是靠平时的省吃俭用
养家糊口。最艰难的日子，我白天上

课，晚上还要做刺绣贴补家用。即便
这样，我还时常把村里的五六个孤
寡老人接到家里吃饭，并先后资助
50 余名困难学生，尽自己的微薄之
力让他们快乐成长。

退休后，本可以享受其乐融融的
晚年，但在村“两委”换届时，全票当
选为村党支部书记，并连任三届。群
众的事就是我的事，大家快乐了，小
家就幸福了。9年来，我没有领过一分
钱工资，还把自己的积蓄拿了出来先
后垫资为村里打机井、硬化道路等，
让群众过上了有盼头的好日子。

70 年来，我带领“娘家”革命后
代，一步一个脚印地将红色家风不断
传承，努力成为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有
益的人。

（成千珍系邯郸市冀南新区中史
村人 孙秀群系《邯郸日报》记者）

我愿做一颗绿色的种子
程李美

“红色基因”代代传
张俊锐

一勤二俭留德行 “三献”精神记心间
口述/马贺年 执笔/李博宇

恪守“耕读堂训” 传承红色家风
马新景

三代地质人的坚守与传承
王 莹

干啥就得务啥 要有豁得出去的劲头
口述/潘秀荣 执笔/沈庆

柔肩担重任 传承好家风
口述/成千珍 执笔/孙秀群

和生活。
姥爷是带着“地质部机关青年社

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荣誉称号来
的，他身先士卒，放下未及安顿好的
家人，先后奔赴果洛藏族自治州、海
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开展地质坑探
工作。野外勘探工作，去到的地方人
迹罕至、山路崎岖，常有大卡车开不
到的地方，姥爷和同事们就骑马，马
到不了的地方，就用两条腿走，就算
爬冰卧雪也要拿到数据……

姥爷去野外工作一走就是大半
年，姥姥在家独自撑起一片天，努力
工作的同时还要照顾老人和孩子，但

从不言苦，因为她知道地质工作的重
要性。舍小家、为大家，奉献精神在每
个地质人身上熠熠生辉。

父亲和母亲也都服务于地质行
业。父亲曾获“青海省第三届优秀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称号。
母亲无论在单位还是家庭，也都有较
好的口碑。老一辈的言传身教让我受
益终生，在填报大学志愿时，我毅然
选择了吉林大学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专业。“好，又一个地质接班人。三代
地质人，无上荣光！”接到录取通知书
时，姥爷高兴地说。

大学毕业后，我进入中国地质科

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边工
作边学习，在 2016年获得博士学位。
我的爱人积极响应国家号召，2012—
2013年在保定参与驻村扶贫工作，用
真情和实干架起与村民的“连心桥”。
作为父母，我们也将把红色传统传承
给下一代，继续为祖国再立新功。

“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战胜了
一切疲劳和寒冷……”这首鼓舞了一
代代地质人的《勘探队员之歌》，也将
继续激励我们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
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

（作者单位为中国地质科学院水
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