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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年度河北省“新时代好少年”日前公布20名（组）优
秀青少年，为全省青少年树起标杆——

传承红色基因 争做时代新人
河北日报记者 薛惠娟

小孝于家 大孝于国
梁莉莉

【走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系列报道 】献县马本斋纪念馆成为全国爱国主

义教育和廉政教育重要阵地——

英名长留天地间
河北日报记者 刘冰洋

为谁辛苦为谁甜
解静静

2021 年，省文明办、省教育厅、团省委、
省妇联、省关工委在全省未成年人中开展

“新时代好少年”学习宣传活动，引导广大未
成年人向上向善、孝老爱亲、忠于祖国、忠于
人民，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
新人。

经过各地广泛发动、精心组织、层层
推选，日前，2020—2021 年度河北省“新
时代好少年”公布揭晓。20名 （组）“新时
代好少年”是全省 1300万未成年人的优秀
代表和模范榜样，他们不仅品学兼优、朝
气蓬勃，还在传承红色基因、热爱发明、
勤学善思等方面表现优异、事迹突出，体
现了新时代青少年们爱党爱国、向上向
善、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

他们分别是：传承红色基因、童心向
党的好少年邸嘉萱、李政翰、屈千翔、高
琬婷；弘扬传统、传播优秀文化的好少年
屈美妍、郑中祺、艾宇暄、芦欣泽；热心
公益、参与志愿服务的好少年宋佳宜、梁
静怡、蔡静逸、陈泽、李航、沈春晓；从
我做起、积极助力抗疫的好少年贾昊倩、
李将、邱祥熙；全面发展、勤学善思的好
少年王海航；热爱发明、科技创新的好少
年白家旭；机智化解危险、见义勇为的好
少年赵汉文、赵志远。

共语新时代，传播正能量

邸嘉萱是邯郸市丛台区实验小学的五
年级学生，仅仅 11岁，就已经是同学们眼中
的“网红小明星”。

她出生在一个有着红色基因的家庭，从
小接受着爱国主义的熏陶浸润。她利用黑板
报、宣传栏、主题班会，宣传英模事迹，讲述
中国发展。2019 年，她报名成为一名小小先
锋宣讲员。她的演讲作品《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楷模——雷锋》《雪山小太阳》等在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人民视频”客户端推
出，引起强烈反响。

共语新时代，传播正能量。
石家庄市金马小学的李政翰利用节假

日到西柏坡电报长廊，为游客讲解毛主
席、党中央指挥“三大战役”的故事；北
京市第八十中学雄安校区的屈千翔为身边
同学讲述 《闪闪的红星》《小英雄雨来》
等书籍里的故事；衡水市安平县第二实验
小学的高琬婷在第 26届全国青少年爱国主
义读书教育活动中，征文作品荣获学校一
等奖，讲故事比赛作品获河北省第一名、
全国三等奖的优异成绩……他们用实际行

动，诠释童心向党的时代内涵，用日常点
滴 ， 潜 移 默 化 地 践 行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观。

在秦皇岛市海港区新闻里小区，14岁的
屈美妍小有名气，居民们经常能在小区广场
上欣赏到她优美的京剧唱腔。

她是秦皇岛市第十六中学的学生，自幼
热爱传统戏曲艺术，2014年开始系统学习京
剧。她先后荣获中国戏曲家协会评选的中国
戏曲小梅花“金花十佳”、文化部“中国京剧
优秀小票友”称号。

不仅自己喜欢京剧，屈美妍还在学校宣
传国粹艺术，在她的带动下，有 40多名同学
开始学习京剧，并积极参与戏曲进校园、送
戏进社区等文化志愿服务活动。

以传统文化律己、修身，是新时代少
年们独特的魅力。河北安国中学的郑中祺
自幼习武，是崇德尚武、传承武术文化的

“小武术家”，带动和教授同学练习武术；
唐山市路南区南湖小学的艾宇暄两岁起随
父亲学习剪纸，是剪出美丽、传承非遗文
化的小能手；廊坊市第六中学的芦欣泽连
续4年担任市少年宫义务环保宣传员、传统
文化艺术推广员，是品学兼优、多才多艺
的小主播。

隆化县回民小学的王海航笔耕不辍、热

爱写作，2019 年创作出版首部诗集，成为我
省出版著作年龄最小的作者，2020年又创作
出第二部诗集《诗海初航》。

品学兼优、热爱发明，涿州市实验中学
的白家旭在2019年世界机器人大会的AI太
空探索比赛中获得一等奖，2020年参加第二
十四届全国发明博览会，取得了发明项目
金奖。

用心服务他人，展现时代风采

他们是热心公益、奉献爱心的小志愿
者，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服务他人、回报社
会的志愿者精神，展现着“新时代好少年”的
风采。

石家庄新星学校的宋佳宜就是其中一
员。从6岁起她开始参与志愿服务，在学校支
持下，组建了“蒲公英爱心社”，带领同学开
展一系列公益活动，并当选为第六届国际青
少年绿色使者，参加“携手京津冀，共圆彩虹
梦”为主题的关爱血液肿瘤病患儿六一心愿
发布会。

走出校园，宋佳宜还以志愿者身份积极
参与文明城市创建活动，发放创城宣传单
600多份，绘制宣传板报20余期。

在我省小志愿者队伍中，沧州市青县一

中梁静怡参加青县让爱起航公益小记者团
队，多次参加献血、环保、重走长征路等活
动；秦皇岛市第十六中学的蔡静逸坚持 7年
用自己的压岁钱购买物资，为山里娃提供免
费爱心午餐；邯郸市丛台区中华桥小学的陈
泽每年到医院帮扶脑瘫患儿，为残障儿童创
作歌曲；承德市滦平县第二小学的李航是县
博物馆一名小讲解员，每周末为游客提供志
愿讲解服务，宣传长城文化、皇家文化等滦
平历史文化。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新时代好少
年”挺身而出，用稚嫩的肩膀扛起责任。

邢台市信都区西黄村镇马河完小的贾
昊倩，是大家熟知的“口罩女孩”，虽然家境
贫寒，却心怀感恩。

她的爸爸、妈妈、弟弟都是重度残疾人
员，一家人主要靠政府资助生活。2020年初湖
北武汉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她省吃俭用从
生活费中挤出 89.9元购买了 10只口罩寄往
武汉抗疫一线，同时寄出一封真诚的书信。

她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感动万千网
友，也带动了广大青少年学生积极参与
抗疫。

张家口市桥东区东风小学的沈春晓主
动担任社区服务志愿者，帮助社区工作人
员做好车辆、人员进出登记；河北丰润车
轴山中学的李将主动向村里递交请战书，
在流动宣传车里播放疫情防控知识、挨家
挨户发放疫情防控知识宣传单等；沧州市
第八中学的邱祥熙组织同学成立“健康学
习小组”，并创作文艺作品致敬奋战一线的
抗疫英雄。

在危险时刻，“新时代好少年”奋不顾
身，书写青春的勇敢和担当。

两名14岁的少年，勇闯火海救人的事迹
打动了无数人。他们是遵化市小厂乡松棚营
中学的赵汉文、赵志远。

事情发生在2020年11月7日。在遵化市
小厂乡小厂村村民张秀伶家中，三个孩子不
慎引起大火，只能从后窗跳到后院，两个较
大的孩子爬上墙头，却不敢往下跳，还有一
个孩子留在后院内。他们大声呼救。赵汉文、
赵志远听到求救声，迅速赶往现场，急中生
智用木棍搭上墙头，冒着大火成功救出三个
孩子。

“新时代好少年”的事迹和精神，为这个
冬天带来温暖和力量，引领全省广大青少年
见贤思齐、追比赶超，担负起新时代赋予的
历史责任，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
征程中唱响“强国有我，请党放心”的铮铮
誓言。

多少年来，教师被世人赋予太多崇高的内涵，而我觉得，
教师其实很简单，就是有责任、有担当、潜心为学生的工作
者。我也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

十年前的夏天，我怀揣着教师梦来到泊头一中，当时受到
了很多人的质疑：“一个研究生选择来小县城工作？”我微微一
笑：“当老师，在哪儿都一样。”就这样，我一头扎进了教育
工作。

研究教学、管理班级、教育学生……早晨五点多到校，晚
上十点多回家，每天忙忙碌碌，一干就是十年。这十年，有道
不完的辛苦，更有说不尽的收获，让我更加懂得了教师身上应
有的责任与担当。

工作后，平时放假时间很短，但每次放假我都坚持奔波三
四个小时，回家看看偏瘫不能自理的父亲和日夜操劳的母亲。
记得有一次和老公一起回家，赶到家时已近中午，母亲包着饺
子，父亲安静地坐在椅子上等我们回来。父亲从 2008年患脑
出血后，身体一年不如一年，思维也越来越不清楚，但是他知
道想我们，每次听说我们要回家，他都要求早早起床，嘴里嘟
囔着“起床等静静”。离开家时，父亲只有那一句话——“给
人家好好教学”。

“给人家好好教学”，不知父亲已嘱咐过多少次。父亲从小
没在父母身边，小学没毕业就被迫辍学，没有接受过多少正规
教育，18 岁参军，20 岁入党，到部队后才真正开始读书学
习，父亲常说，是党和国家给了他学习的机会。我们听着父亲
讲的《英雄儿女》《三大战役》《上甘岭》等历史故事和战争片
情节长大，在不知不觉中接受红色教育，对英雄的敬佩、对祖
国的热爱油然而生。

父亲最喜欢读鲁迅的书，读得多了，也被鲁迅的个人品格
感染，有责任、有担当，耿直、率真。某些时候，父亲因为正
直吃过亏，甚至上过当，但是他依然坚持自我，不曾改变，就
像他之前对我们说的那样：“做什么要有做什么的样，不攀不
比，不怕吃亏。”这句话，我也一直在努力践行着。做老师就
要做好老师，潜心为学生，对每个学生负责，不放弃任何一个
学生。

每个学生背后都有很多双期盼的眼睛，作为教师不敢有一
丝懈怠。备课讲课、作业辅导，我要求自己精益求精；成绩分
析、心理疏导，我要求自己细致入微。也经常为准备一堂精品
课到深夜，为给学生做工作忘记吃饭。记得在怀二胎的时候，
有一次，吃过晚饭躺在床上不想动，但是还有晚自习需要上。
我假装耍赖，对四岁的女儿说：“妈妈不想去上班了。”她立刻
很严肃地说：“妈妈，你不去上班可不行，哥哥姐姐们会生气
的！”小小的年纪也懂得了“要有责任心，不能怕辛苦”的道
理，我很欣慰。

小时候，父亲见我们干活累了不想干的时候就总是说：
“不要怕辛苦，人怕干活，活怕干。”不知不觉，这种家风已经
传承到女儿这一代。这是祖辈父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
我们学习、生活的行动指南。虽有辛苦，但更有收获后的
甘甜。

“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每每看到学生拿到
心仪大学录取通知书时那灿烂的笑容，所有疲惫都抛之脑后，
我想，这就是一名人民教师的价值所在。

传承家风，躬耕教育，为追梦的学子，为自己的初心，也
为父亲的那句“给人家好好教学”。

（作者单位：泊头市第一中学）

对于一个家庭而言，良好的家风是必不可少的。“对国家尽
忠，对长辈尽孝，对兄弟姐妹尽义，对妻子儿女尽情”便是我家的
家风。

“对国家尽忠”得从我的爷爷说起。爷爷酷爱山西梆子，晚
上无事时常常给父亲兄弟几个讲戏文，其中，《隋唐演义》《岳飞
传》《杨家将》是最常讲的，也许就是从那时起，对国家尽忠开始
默默在父亲心中生根、发芽。

父亲是一个平凡的工人，但他对国家的忠诚、对国家的热爱
的那份真挚，时常令我感动。父亲出生在1949年，在他幼时、童
年以及少年时期，生活都非常困苦，长大后，被分配到工厂上班，
祖国让父亲获得了新生。他在工厂拼命工作，如饥似渴地学习
文化知识，只有一二年级文化水平的他，到现在也能把“老三篇”
背得流利顺畅，一字不差。

父亲爱厂如家，经常在完成本职工作之余，主动去维护厂里
的生产设施。他从不迟到早退，即便在20世纪90年代，工厂面
临重组合并时，他还是准时出现在厂里。当得知工厂重组，面临
下岗时，父亲黯然神伤、默默流泪，但仍旧没有一句怨言，积极响
应国家号召自谋职业。

当时，我们姐弟三人正在读书，父亲的下岗使我家的生活一
度陷入困境。而父亲并没有怨天尤人，他学着别人去集市上卖
菜、去私人工地当小工，用弱小的身躯支撑着整个家庭。当我们
望着辛苦的父亲，偶有埋怨时，父亲却严厉地说：“儿不嫌母丑，
狗不嫌家穷，哪能埋怨国家！”

春种、夏锄、秋收，为了解决我们姐弟的学费，父亲包了 30
亩地，靠着这 30亩地和打零工度过了那段艰苦的岁月，我们三
个都没有中断学业，受父亲影响，我们更加勤奋学习，最终都考
上理想的学校。后来，父亲退休后也闲不下来。他去小区打扫
卫生，挣的钱虽然不多，但他把这份工作当作事业来做，每天天
不亮就早早起床，把自己所属的区域打扫得干干净净。

父亲对国家的忠诚还体现在对我们的教育上。弟弟 18岁
时，父亲坚决地将他送到部队去保家卫国、报效祖国。不幸的
是，父亲前年患了重病，需要长期化疗、放疗，其中痛苦可想而
知，当弟弟想放弃签四期士官回家尽孝时，父亲勃然大怒：“自古
忠孝不能两全。小孝于家，大孝于国。国大于家，对国家尽忠就
是最大的孝。”弟弟哽咽着回了部队。

“对国家尽忠”已深植于父亲的内心，成为他的一种精神信
仰，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他用自己的言行将“对国家尽忠”家风
传递给了我们姐弟，我们也在不知不觉中传给了我们的后代。

作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一名文化的传播者，我常常希
望，我们大家都能将自己家优秀的家风在潜移默化中代代传承，
同时，每位教师在学校教育、日常生活中传承给学生，千千万万
个家庭的优秀家风就能组合成一股强大的力量，让我们的国家
日益强大，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作者单位：蔚县西合营镇中心校工会委员会）

开车从献县县城出发，沿着子牙新河
大堤向东北方向一路前行，约半小时时间
就能到达位于本斋回族乡的马本斋纪念
馆。在纪念馆广场上，马本斋纵马挥刀杀敌
的雕像巍然矗立，英姿飒爽。

“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千里驰骋”
“冀中血战”……走进马本斋纪念馆，一个
个布满沧桑的老物件、一张张记录历史的
老照片，向人们诉说着马本斋和回民支队
荡气回肠的抗战传奇。

马本斋，直隶献县东辛庄（今河北省献
县本斋回族乡本斋东村）人，冀鲁豫军区第
三军分区司令员兼回民支队司令员。在抗
日战争期间，他领导的以回汉青年为主力
的回民支队，驰骋于冀中平原、渤海之滨，
战斗足迹遍及冀鲁豫三省，与日军进行大
小战斗870余次，歼灭日伪军3.6万余人，令
敌人闻风丧胆，被毛泽东誉为“百战百胜的
回民支队”。

百战百胜的密码何在？在马本斋纪念
馆，从馆长哈光杰的讲述中，我们找寻着
答案。

站在马本斋的黑白瓷盘像前，哈光杰
介绍，纵观马本斋一生，“爱国”二字始
终贯穿。“1938 年 1 月，看到日军铁蹄践
踏华北，马本斋随即在家乡组织回民抗日
义勇队，在敌后袭击敌人、拔除据点，屡
建奇功。”

岁月沧桑，浩气长存。1944 年 2 月，因
积劳成疾，马本斋病逝于冀鲁豫军区后方
医院，终年42岁。在延安各界举行的追悼大
会上，毛泽东亲撰挽联“马本斋同志不死”。

瓷盘像中的马本斋，身形高大、英勇
威武。

在绘画作品《马本斋光荣加入中国共
产党》前，哈光杰继续讲着，“在党组织的教
育下，在人民军队的大熔炉和抗日战争烽
火硝烟的考验中，马本斋的政治觉悟迅速
提高，他深深地感受到党的伟大，决心加入
中国共产党，为打败日本侵略者，为祖国和
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我心甘情愿把我的一切献给伟大的
中国共产党，献给为回族解放和整个中华
民族的解放而奋斗的事业。”马本斋1938年
写下的入党申请书里，透露出他爱党爱国
的赤子之情。

“马本斋对党的忠诚始终如一。”哈光
杰介绍，1944 年初，回民支队接到命令，开
赴延安，保卫党中央。出发前，马本斋抱病
为部队作了最后一次动员，叮嘱同志们“要
跟着党，跟着毛主席，抗战到底！”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
在纪念馆“英雄母亲”的板块，哈光杰

在一辆木制小推车前，停下脚步，久久
驻足。

哈光杰说，1941年 7月，为使马本斋屈
服，敌人使出卑鄙伎俩，他们包围了马本斋
家乡东辛庄村，逼迫乡亲交出马本斋的母
亲白文冠，三位乡亲为掩护英雄母亲献出
了生命。

“白文冠为保护乡亲挺身而出，敌人就
是用这辆木制小推车，将她押送至河间，这
辆小推车是马母报国捐躯的见证。”哈光杰
指着这辆推车，叹了一口气，接着说道，“为
了让儿子彻底断绝救自己的念想，从进河
间的第三天开始，白文冠就与日伪军做绝
食斗争，最终，绝食七天七夜的马母壮烈殉
国，时年68岁。”

得知母亲牺牲的消息后，
马本斋强忍悲痛写下“伟大母亲，
虽死犹生；儿承母志，继续斗争！”
的壮语。

“与敌军抗争，人民群众也发挥了重
要作用。”哈光杰感叹道，抗日战争期间，东
辛庄村“妻子送郎上战场，父母教儿打东
洋”，共有200多位青年参军参战，近百名优
秀儿女牺牲在华北大地。

走出纪念馆，我们心中仿佛已经有了
答案。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怀、对党的事业的
无限忠诚、人民群众无私的支援……这，都
是我们“百战百胜”的密码。

“马本斋烈士虽然已经离开我们 70多
年了，但是他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奋
斗、不怕牺牲的精神，一直激励着一代又一
代人继续奋斗。”在纪念馆广场上，哈光杰
深有感触地说。

如今，马本斋纪念馆已经成为全国爱
国主义教育和廉政教育著名“打卡地”，每
年都会有大批干部群众前来瞻仰，接受精
神洗礼。

英雄已去，精神犹存。本斋回族乡大力
挖掘红色资源，以红色精神引领乡村振兴，
焕发出新的发展活力。

本斋回族乡清真肉类食品加工产业蓬
勃发展，目前全乡共有肉类储存加工冷库
113 家，油脂厂 4 家，年加工各类牛羊肉 30
万吨、日均加工 800吨，并相继建成多家省
市级新兴龙头企业，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
清真食品集散地之一。

2020 年，马本斋出生地本斋东村成为
全国首批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村。

本斋东村党支部副书记马龙飞说，“本
斋东村是抗日民族英雄马本斋的故乡，也
是一座红色美丽村庄。接下来，我们将充分
挖掘马本斋精神内涵，整合红色资源，发展
壮大集体经济，努力将本斋东村发展成为
集红色教育、参观研学、工业旅游、购物娱
乐于一体的美丽乡村。”

傍晚时分，本斋东村灯光熠熠，一片欣
欣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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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县本斋明德小学
的学生在马本斋纪念馆
开展“追忆英烈‘红领巾’
讲红色故事”活动。

河北日报通讯员
高亚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