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老家在河间市诗经村镇北三十里铺村。这里是
毛苌故里，有着闻名遐迩的毛公书院，村风朴实，村民好
读诗书，是有名的文化村。

在村里，赵家是有着抗战传统的“书香家族”。2017
年，父亲珍藏的一张拥有 80 多年历史的全家福有幸入
选《国家相册》，成为记录家族红色历史传承的珍贵典
藏。这张照片拍摄于 1933 年，残缺的全家福背后印证着
一段刻骨铭心的抗日故事，那位在抗战历史上赫赫有
名“带着寿衣上战场”的抗日将领，便是我父亲的二叔
赵锡章。

赵锡章生于 1901 年，是赵家次子，毕业于保定陆军
军官学校，曾在傅作义部下任参谋、第七十师参谋长。
1933年，他和 30多位随从回乡为母亲过五十大寿，拍下
了这张珍贵的全家福。1938 年，在山西隰县一带与日军
作战前，他备好棺材和寿衣奔赴前线，最后因头部受重伤
壮烈殉国。

追溯到父亲的祖父及堂兄弟4人，均受教于毛公书
院。太爷赵震东，晚清秀才，中年去世；二太爷赵煦
东，开明乡绅，思想进步，抗日战争爆发后，鼓励子女
参加革命、保家卫国，为抗日献金献粮，把家中看家护
院的枪支、自行车捐献给贺龙的120师。在共产党的领
导下，家中成为抗日堡垒户，冒死保护了大批革命干
部，为抗战胜利贡献了力量；四太爷赵克让，国立北京
法政专门学校高材生，曾参加五四运动，七七事变前和
夫人创办“崇德女校”，为革命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
儿女。

家族先人为抗日战争献出宝贵生命，成为赵氏家族
的骄傲。他们爱国敬业的红色基因一直传承下来。说起后
代的发展，父亲非常欣慰，他与母亲都是小学退休老师，
赵家几代人中，从事教育工作的有 20余人，可谓桃李满
天下。

父亲年轻时一心扑在教学工作上，教学成绩好，被评
为“模范教师”。自1953年被《中国少年报》聘为特约通讯
员以来，他四十年如一日，在报纸和《内部通讯》上刊登了
数篇有参考价值的文章，先后被评为“优秀通讯员”和“最
佳通讯员”。

父亲和母亲退休后，坚持从退休工资中专门拿出
一部分资金，用于资助本村贫困家庭和贫困学生。在老
人的倡导下，子女孙辈们也结合自身实际，纷纷向灾区
群众和贫困学生捐钱捐物。近年来，全家累计捐款 8 万
余元。

“孝亲、睦邻、曲己、谅人”，遵此家风，我们家六
代人都恪守着实实在在做人、踏踏实实做事的原则，在
各自的岗位上各有成就，其中有8名共产党员。现在我
们一家四世同堂 21口人，父慈子孝，尊老爱幼，关系
融洽。

红色、文明家风一直是我们赵家为人处世的行为准
则，也一直影响、鞭策、规范着赵氏家族的后代子孙。

（作者系河间市诗经村镇北三十里铺村村民）

与大多数家庭一样，我家是个幸福的五口之家，有
相濡以沫的丈夫、孝敬懂事的儿子儿媳和聪明健康的孙
子。不一样的是，我家又逐渐多出 30名失去父母的孩
子，尽管他们姓氏不同、性格不同，有的已参加工作，
有的还在上学，但这个家始终是他们不离不弃的港湾，
他们都亲切地称我为“妈妈”。

1976 年，我从承德来望都任城内小学教师，1978
年又被分配到望都电影院工作。由于工作需要，我经常
下乡组织爱国主义教育观影活动，常接触到一些因贫困
而面临失学的孩子和父母早逝的孤儿，他们无助的眼神
深深刺痛了我的心。

1998 年，我开始义务承担这些孩子从小学到大学
的生活费，至今坚持资助300名贫困学生和30名孤儿。
每次下乡，我都会顺便到孩子家慰问，通过谈心，帮助
孩子们增强对生活、学习的信心和战胜困难的勇气。每
逢过节，我会将几个孤儿接到家里招待他们，让他们感
受家的温暖。

在我的带动下，我们全家义务帮扶身患智障的邻居
“老傻”，这一照顾，就是 30多年。全家人都不会嫌弃
他，拿起碗筷前都会问上一声“饭送过去了吗？”不论
谁到外边吃饭，也不忘挑“老傻”爱吃的带回来。就连
小孙子买糖葫芦也会说：“‘老傻’爷爷一根儿，我一
根儿。”不仅对智障老人如此，我还和家人资助了很多
贫困五保户老人。

除去工作，我把大部分时间、财力都放在了孤儿身
上。丈夫最初也有过反对，后来陪我到乡下慰问，看到
孤儿们恶劣的生活环境，不禁落泪，也开始主动资助孩
子们。

家风，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受家庭的影响，在检
察院工作的儿子始终任劳任怨，在一次下乡扶贫时，他
见所驻村的村委会没有电视，就自费给村里买来一台，
让村干部能够及时了解国家有关政策，还为村委会配备
了书橱和一批图书。

儿媳先后在乡镇、县直机关工作，她大胆探索、勇
于拼搏，受到上级肯定。工作之余，她也乐于助人，还
成为一名孤儿的“爱心妈妈”，从小学开始资助直到大
学毕业。

我的小孙子上三年级的时候，曾在作文里这样写
道：“我长大后要向奶奶学习，为社会多作贡献。”2008
年汶川地震和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他两次主动
捐出压岁钱共1500元。

退休后，在家人的支持下，我相继开办了望都锦秀影
城、保定市锦秀农村数字电影院线、贾村镇农韵影城等多
家企业，为了创造更好的条件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我的家，由“小”变“大”，大家互帮互助，团结
向上，先后被评为河北省文明家庭、全国五好文明家
庭、全国最美家庭。

（作者单位：望都锦秀影城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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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在一起，就是团圆”
——我们的别样中秋故事

河北日报记者 刘冰洋 王璐丹 通讯员 李瑞钊

由“小”变“大”，我的家
邝秀兰

【走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系列报道⑥】河北师范大学博物馆创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知史鉴往念前贤 启迪后学著新章
河北日报记者 赵 建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和家人共赏圆
月、品尝月饼是中国人欢度中秋佳节的传统习
俗。然而，在这个中秋假期，却有不少人放弃休
息，舍小家团圆，坚守一线。他们是重点工程的
建设者，他们是远在数千公里之外的援藏医
生，他们是坚守岗哨的部队官兵……他们用实
际行动书写着一个个奋斗故事，成为这个节日
里最亮丽的风景。他们说，心在一起，就是团
圆。

崇礼太子城小镇精装副总监刘
红军：“虽在异地，但是我们并不孤
单”

上午到现场检查施工情况，下午到各
施工现场验收工程并把检查后所需协调解
决 的 问 题 一 一 落 实 。 刚 刚 过 去 的 中 秋 假
期，刘红军在崇礼冬奥核心区每一天的工
作都不轻松。

太子城冰雪小镇位于北京冬奥会张家口
赛区的崇礼核心区域，总建设规模达 134 万
平方米，集颁奖广场、冬奥塔、文创商街、
会展酒店等为一体，将为冬奥会提供各项保
障服务。目前，小镇项目所有的主体结构及
外立面工程已基本完工，正在进行内部装饰
工程。

46岁的刘红军是崇礼太子城小镇精装副
总监，家在北京，2019 年进场工作。他所负责
的精装施工，是太子城项目能否完美收官的关
键环节。

“现在正是施工黄金期，我们的内部装饰
工程建设工作已进入冲刺阶段，项目部严格遵
循工程要求，细化任务，倒排工期，确保把小镇
项目做好做精。”9月21日，笔者打通刘红军电
话时，他正在施工现场进行验收，说到工作，语
气中充满了使命感。

每逢佳节倍思亲。刘红军老家在东北，中
秋节有祭月的习俗，今年过节没能和家人团
圆，他用视频连线的方式和家人一起进行了祭
月仪式。

“这个中秋节没能回家，有点小遗憾，但家
里人还是挺理解我的。”刘红军说，现在一刻不
能放松，要用心把控每一个细节。“希望冬奥会
开幕时，能够带家人来到崇礼，看看我亲身参
与建造的项目。”

“为了推进工程进度，万家团圆时，很多
一线建设者们仍全身心地投入工程建设中，
为项目尽快建成拼搏贡献。虽在异地，但是我
们并不孤单，坚持就是胜利！”刘红军说，为
确保项目如期完成，每天有 6000 名施工人员
在太子城冰雪小镇同时施工。“为了赶时间，
不少工人师傅们中午不休息，午饭都是在工
地上吃。”

一线工人不眠不休，管理人员也不例外。
“每天至少工作 10个小时，8个小时在工地，2
个小时在办公室处理业内事务。”刘红军说，这
是大家工作的常态。

“建设奥运，一生光荣。”在太子城冰雪小
镇项目部办公区域，办公房上方的这几个字十
分醒目。刘红军说，参与承建冬奥工程是无上
的荣光，激励着每一位建设者把工作做实做
好。

河北省第九批援藏干部人才何
旭鑫：“阿里的月亮真美，和家乡的
一样”

9 月 21 日，中秋节。19 时 30 分，阿里地区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灯火通明。

身着三级防护服，头戴正压头套，全副
武装的何旭鑫紧盯着电脑屏幕，细看最新一
批样本的核酸检测结果，松了口气：都是阴
性！

“今天处理了大概上百份样本。”一边说，
何旭鑫一边揉着自己的手指。

今年40岁的何旭鑫是承德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副主任医师。2019 年 7 月，他通过自
愿申请和组织审查成为河北省第九批援藏团
队的一员，在阿里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任
副主任检验技师，目前援藏已有两年多。

对疾控人来说，去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去
年春节，新冠肺炎疫情袭来，连续 40 多天，何
旭鑫与同事通宵达旦，参与阿里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实验室的质量体系和新冠检验检测方法
的认证工作。从疫情研判、病毒检测到环境消
杀……紧张忙碌的状态，让他时常觉得脑袋昏
沉、心跳加快。

何旭鑫在宿舍里摆了不同种类的止疼药。
“多层隔离衣、N95口罩和防护面罩一穿上就
是几个小时，由于新冠实验室属于负压运行状
态，高原反应更严重，不吃止疼药根本坚持不
住，这个不管用就吃那个……”何旭鑫轻描淡
写地说。

困难虽不小，但也没有动摇他的选择。
很多藏族大爷、大娘在接受完核酸检测

之后，回头会对他说句：“奥呀啾 （藏语意为
谢谢） ”。“有的农牧民说话我听不懂，但他
们会对我笑，那时觉得之前付出的一切都是
值得的。”何旭鑫说。

谈工作很欣慰，谈家庭很愧疚。何旭鑫
内心觉得亏欠家人太多，“父母身体不好，妻
子要照顾两个女儿和老人，很不容易。”

“中秋到了，我想家了。”他哽咽了一
下，转而笑着说，以前在家的时候，每到中
秋节，家里就会变得特别热闹。“母亲特地买
来月饼，一家人喜滋滋地坐在一起吃。”一到
晚上，月光格外明亮。妻子会给两个女儿讲
嫦娥奔月的故事，讲小玉兔的故事，一旁的
何旭鑫也听得津津有味。

为了缓解思念之苦，他给妻子打了一个
电话。电话中，何旭鑫给12岁的大女儿描述
高原上的月亮如何又大又圆，不用灯光就着
月光就可以在山路中散步，听得大女儿心里
直痒痒。

挂下电话，何旭鑫哭了一场。他想念女儿，
但援藏任务在身，无法陪伴她们。“每次回家，
她们都缠着我不让我走……”何旭鑫笑笑，双
眼泛起温柔的光。

又是一个月圆人不聚的中秋节，21时，河
北省援藏工作队组织了一台晚会。大家表演着
精心准备的节目，聊得热火朝天，兴头上，还一
起唱起歌来。

一位“援友”悄悄给他支了一招：兄弟，喝

点酒吧，喝了不想家。他偷偷环顾四周，看到不
少平时硬朗的汉子，情到深处，都已泪流满面。

这时妻子给他发来微信：“你要注意身体，
我们都很好，不要担心。”何旭鑫收起手机，把
头转向了窗外：“阿里的月亮真美，和家乡的一
样！”

空军石家庄飞行学院某旅飞行
学员：“为国尽忠就是对家尽孝”

9月20日，在空军石家庄飞行学院某旅飞
行大队俱乐部，看着精心布置的茶话会舞台，
飞行学员段卫超难掩激动。这是他进入高教机
飞行训练后，在军营度过的第一个中秋节，虽
然不能和家人团聚，但能与战友们一同坚守岗
位，思乡之情也缓解了许多。

段卫超是山东曹县人，高中毕业后，经
过招飞，成为一名空军飞行学员。今年 7 月
结束初教机学业后，来到该旅改装某新型高
教机。

“刚改装那会儿，我最不适应的是飞机4-
5G 的过大载荷和超高速度，第一次升空飞行
还出现了晕机呕吐的情况。”回忆初次飞行的
经历，段卫超说，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飞行员，
必须“过五关、斩六将”。

去年，该旅承训全军首批初教机直上某新
型高教机飞行学员，面对技术迁移的较大难度
和挑战，他们刻苦训练，最终以优异的成绩圆
满完成了任务。段卫超是该旅承训的第二批跨
代直上飞行学员之一。

跨代直上，对飞行学员的身体素质要求
更高。入学两个月，段卫超先后完成了集中
理论学习和首次实装飞行，技术提高不少。
一段时间下来，身体和心理素质越来越好，
空中态势感知能力更强，对飞好高教机也更
有信心。

“我还了解了很多教官师傅克服困难、完
成改装换羽的故事，这些都深深触动了我。”段
卫超介绍，他暗暗下定决心，以后也要像这些

“老飞”一样，努力飞得更高更远。
为了不让离家万里的飞行学员们感到孤

单，大队组织了茶话会、篝火烧烤等活动。让学
员丁在熙印象最深刻的事，就是为教官师傅们
送中秋祝福贺卡。在模拟机前、演练场上、宿舍
里，学员们各自选择不同场合，把亲手制作的
贺卡送给师傅。

“妈妈，中秋节快乐，我在部队一切都
好！”活动结束后，丁在熙拨通了家里的电
话。入伍 3 年，大部分时间不能回家，但只
要放假有时间，他都会和妈妈视频通话唠唠
家常。

来自山东莘县的飞行大队长李登川在航校
毕业后，选择了留校任教，成为一名飞行教官。

“都说中秋是团圆的日子，自从我离开
家、步入军营的那一刻，中秋节对我来说更
多了一份思念。”李登川说，每每这个时
候，都会想起父母，想起妻子做的荸荠丸
子、古城鸳鸯饼。“为国尽忠就是对家尽
孝，作为飞行员，守护好祖国领空，是我们
的职责，更是光荣使命。”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以顺天中学堂和北洋女师范学堂为前
身的河北师范大学，发端于清末国人革故鼎
新之际，成就于志士贤达教育救国之举，崛起
于改革开放中兴教育之时，腾飞于新世纪繁
荣勃发之日，先贤们为兴学殚精竭虑，为民族
奔走呼号，为真理执着求索……”9 月 18 日，
记者来到河北师范大学博物馆（校史馆），序
言里短短的几行文字映入眼帘，清晰勾勒出
这所学校“怀天下，求真知”的校训精神。这
里于2015年建成开放，今年被命名为第六批
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非兴学不能育人，非育人不能兴国。校
史馆一块块展牌展示了河北师范大学的办学
历程：1902年，顺天中学堂在北京创办，学生
修习经史、地理、物理、化学、数学、英文等，其
程度与高等学堂相当；1906 年，北洋女师范
学堂在天津创办，成为我国最早的女子师范
学校，建立了先进的化学、生物学、微菌学等
学科，并将办学与民族兴衰联系起来，培养了
我国第一批受新式学校教育的知识女性。

两所新式学堂的设立，在当时“民智未
开”的背景下，犹如刺破暗暗长夜的一道耀目
霞光。

河北师范大学英才辈出，从校友张申府
协助李大钊、陈独秀出版《新青年》、创办《每
周评论》到介绍周恩来、朱德入党，从北洋女
师范学堂教师白毓昆在滦州发动起义到被捕
之后从容就义，从校友邓颖超、郭隆真、刘清
扬等青年发起组织觉悟社宣传马克思主义到

组织开展反帝爱国运动，一批批师生走上革
命道路，推动了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发展。

在学术界和体育界，学术大师梁漱溟、汤
用彤，中科院院士严陆光、郝柏林，体育界精
英许绍发、蔡振华，作家王蒙，细胞生物学家
孙大业、物理学家李树深……一代代师大人
创新争先，芬芳桃李满燕赵。

百余年的奋斗与辉煌、光荣与梦想，是一
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激励广大师生砥砺
前行的精神动力。

“赓续先贤精神，校博物馆坚持把‘立德
树人、文化育人、科普育人’作为根本任务，常
设展馆包括校史馆、天地科学馆、生命科学
馆、艺术馆和文物馆等5个展馆，除展示校史
之外，还面向学生和社会进行科学知识普
及。”河北师范大学博物馆副馆长朱绍华说。

知史鉴往，缅怀前贤；启迪后学，共著新
章。

“通过参观，我们深切缅怀为中国科教和
革命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杰出校友，也下定
决心传承他们心系国家、造福社会的奉献和
担当精神，树立远大志向、培养高尚情操，刻
苦学习文化知识，不断提升专业素养，练就过
硬本领，将来为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量。”该校初等教育专业大二学生王少灿说。

此外，河北师范大学积极创新，把思政课
堂“搬进”博物馆，聚力打造“真知课堂”“行走
课堂”“红色课堂”，为全校学生奉献一道精神
盛宴。

“按照课程安排，全校 6000 余名 2021 级
新生将陆续在任课教师和辅导员的带领下参
观校史馆，以此作为思想政治理论第一课。
同时，在今年党史学习教育中，还举办了党史
学习教育成果展、思政课建设成果展、中国共
产党革命精神研究成果展等展览，坚持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
人。”朱绍华说。

今天的河北师范大学博物馆，不仅是激
励本校师生不懈奋斗的窗口，更成为社会传
承红色文化、开展教育研学的重要场所。

小学生走进大学博物馆、“科学之夜”
科普活动、河北省革命旧址手绘作品展……

河北师范大学博物馆在展示悠久学术成就和
光荣革命传统的同时，积极与社会上各个单
位展开紧密合作，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科普
活动，开设临时展厅，奏响爱国主义教育强
音。近年来，每年入馆人员平均达 3 万多
人次。

春风化雨传文明，润物无声育新人。
“下一步，河北师范大学博物馆将加强校

史资源整理挖掘，不断丰富馆藏资源和展陈
内容，以更全面、生动的形式展示百年学府的
学术成就和革命传统，助力学校培养有理想
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大学生，为弘扬爱国
主义精神作出更大贡献。”朱绍华表示。

一脉家风 六代传承
赵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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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河北
师范大学博物馆
副 馆 长 朱 绍 华

（左）正在为该校
新生讲解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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