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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传承好家风 党员干部当先锋

2021年7月14日，72岁的李宏塔回
到家乡河北省乐亭县，亲手将刚荣获的

“七一勋章”捐赠给李大钊纪念馆。
李宏塔是全国政协委员，同时，他

还有一个更具光环的身份——中国共
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之孙。他
的父亲李葆华是中国人民银行原行
长。“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李宏
塔非常珍视，更愿意将这最高荣誉献给
祖 父 ，作 为 红 色 家 风 传 承 人 的 最 高
献礼。

李宏塔父亲去世后，曾有记者采
访，“您父亲留下了多少遗产？”“李大钊
的子孙不需要什么遗产，有精神遗产就
足够了。”李宏塔态度平和，没有一丝刻
意，他的淡然发自内心，是世代传承的
精神根植于血脉之中。

1918年，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
馆主任；1920年，又担任北大教授，加上
在多所大学兼课以及稿费等，每月收入
颇丰。然而，李大钊一家生活却非常简
单。与同时期的北大教授置房、购车、
休闲娱乐不同，他将自己收入的一大部

分用在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建党的事
业上，当时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刚刚成
立没有经费，李大钊就当众表示每月拿
出80元解革命之需、同志之难。

李大钊牺牲后，《晨报》《顺天时报》
等报道：“李大钊平昔不事储蓄，身后极
为萧条”、李宅室中“空无家俱，即有亦
甚破烂”、李夫人手中“仅有一元生活费
用”。

在清贫和艰辛中成长起来的李葆
华等子女不仅继承着父亲的革命事业，
也秉承着父亲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和
一心为民的初心使命。

李葆华一生从未向党组织提出过
任何要求，任何时候，他说得最多的就
是“服从组织，没有意见”。日常衣着一
套礼服、一件羽绒服，十几年不曾换过，
身居高位多年的李葆华，生活简朴得让
人难以置信，他一直居住的上世纪 70
年代建的房子内摆放的也是老旧家具，
客厅的沙发坐下就是一个坑。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李大
钊手书的对联，也是李家人珍视若生命

的宝贵精神遗产，如同传家之宝、家族
符号，镌刻在每一位李家后代的心上。

李宏塔在安徽担任民政厅长期间，
无论刮风下雨，都坚持骑自行车上下
班。20 年来，他骑坏了 4 辆自行车，穿
坏了5件雨衣、7双胶鞋，随着年龄越来
越大，才将自行车换成电动车，自己还
笑称是“与时俱进”；他曾4次主持厅里
的分房工作，却没给自己留下一套，住
在只有 55 平方米的两居室里，退休的
时候，存折上的数字却不到1万元。

原来，李宏塔同祖父李大钊一样，
把钱用在关爱贫苦百姓、无私助人的奉
献中。到农村看到五保户家的房子漏
雨、到福利院看到老人被子薄、到低保
户家看到过年包饺子的面没买，他都会
慷慨解囊，全力相助。

一根红线系三代，一种家风传初
心。李大钊仅1块大洋的遗产，留下的
却是丰盈的革命史迹、李家人珍视若生
命的家风和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

（作者工作单位：河北省乐亭县李
大钊纪念馆）

编者按 好党员要有好家风，好家风涵养好党员。
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中华民族重视家教家风的传统美
德，留下了不少为人称颂的佳话：李大钊留给孩子的遗
产仅一块大洋，焦裕禄教育孩子不能看“白戏”，杨善
洲不让家人搭“顺风车”……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员为
我们树立了榜样。

弘扬传承好家风，党员干部当先锋。新时代党
员干部要继承红色家风“传家宝”，注重家庭、家

教、家风，以党性传家训，从党史学习教育中厚植
家国情怀、涵养良好家风，以红色基因凝聚家风之

“魂”。
“喜迎二十大·共传好家风”2022 年河北省善美家

风故事征集宣传展示活动启动以来，全省党员干部积极
参与，用心讲述自己家庭或身边的善美家风故事。在

“七一”建党节到来之际，本版刊发部分投稿作品，展
现党员家庭的好家风、好故事。

祖父的遗产仅一块大洋
甄 珍

我的父亲是一名党的基层干部。
几十年来，他把全部的热情和精力都献
给了生养他的小山村，献给了勤劳淳朴
的父老乡亲。

记得我上五年级时的一个夏夜，暴
雨倾盆，洪水顺着门缝涌进屋子，我和
母亲尖叫起来，而当时担任村里书记的
父亲却神色凝重，“我得去看看。”说完
便越窗而出，组织村民进行抢险工作，
留下我们母女手足无措地站在已没过
脚踝的水中。

凌晨 3 点，洪水渐渐退去，父亲拖
着疲惫的身子回到一片狼藉的家中，面
对母亲的喋喋不休，父亲严肃地说：“我
是村里的书记，这个时候就应该站出
来，这是责任！”父亲坚定的目光和掷地
有声的话语在我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

那一年，我经常因为办板报、组织
活动等班级活动早出晚归，母亲常开玩
笑：“你现在比你爸都忙。”而我则一本
正经地说：“我是班里的大队长，这个时
候就应该多付出，这是责任。”一旁的父

亲听到后会心地笑了。
2008年，村里工作因拆迁等问题陷

入困境。区长、镇长亲自找父亲谈话，
想请父亲这位老书记帮忙解决问题。
我和母亲得知此事后极力反对，因为在
父亲为村里工作的二十年里，两袖清风
还难免遭人非议，而不在职的时间里，
父亲身心愉悦，家里的生活条件也明显
改善。为什么还要再去“遭罪”呢？

父亲并非“官迷”，两年前高票当选
的时候毅然放弃。然而这一次，在父亲
忧虑的眼神和叹息中，我知道父亲是下
定决心要出面了，因为他放不下的是领
导的信任、群众的期盼，是一个老党员
的使命感。

那段日子父亲几乎每天在村里工
作 12 个小时，时常因为思考问题而彻
夜难眠，胃病更是经常复发，仅一年时
间仿佛苍老了 5 岁。我和母亲心疼父
亲，但几次“劝返”都被父亲拒绝。如
今，每当我工作上遇到挫折，想到父亲
的坚持，我都会咬牙坚持下来。

父亲的努力与付出终于换来村里

的稳定和有序。可再次换届时，父亲又
把机会让给年轻人，选择不再担任，只
答应继续留在班子发挥余热。当拆迁
再次启动，父亲又满腔热忱地投入新的
工作中。

买卖房屋的、争夺家产的、认为分配
不公的……由于拆迁涉及多方利益，矛
盾频出，那段时间家里的门槛都要被磨
平了。父亲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反复耐
心地帮他们分析利弊，家里变成了父亲
的办公室。母亲不解：“你做了这么多工
作谁看见了？应该去村里或拆迁办解
决。”父亲却不以为然：“老百姓找我是信
任我，我就要赶紧解决好问题，帮百姓早
点得到实惠。”11天，父亲解决了10户家
庭的纠纷，顺利签字拆迁。

父亲像一头“不用扬鞭自奋蹄”的
老黄牛，不计名利、默默付出。责任、担
当、奉献的家风深深地感染着我，鞭策
着我在教育的沃土上辛勤耕耘，也将不
断丰富我的生命内涵。

（作者系秦皇岛市北戴河区教育和
体育局职员）

从小听着“孟母三迁”“精忠报国”
的故事长大，自然明白家风不仅是父辈
为人处世的延续，是我们一言一行中镌
刻的祖辈的风骨，还是长辈留给我们最
丰厚的财富，它看似无影无踪，却融入
了我们的日常点滴，甚至铭刻在我们的
骨血之中。

吃饭谁先落座？筷子先给谁？给
长辈端茶倒水双手的位置应该怎么
放？……在我们家，这一切都是自小从
父辈身上自然而然传承下来的生活习
惯。除了这些生活日常外，最让我引以
为豪的就是爷爷生前时常挂在嘴边的
那句话：“吃亏不一定是福，但总得有人
吃亏才能凑成个好！”

爷爷是一位老党员，他在村里义务
帮忙管了几十年的事，虽然没有实际的

职位，但丝毫不影响他在大喇叭里扯着
嗓子批评人。那年头，村上没有被他批
评过的人少之又少，很多别人避讳不言
的事情总是被他大大咧咧地公之于众，
时间一长，背后偷偷骂他的人越来越
多，好面子的父亲很不乐意，家里时不
时为此事争吵，但这并没有让硬脾气的
爷爷有所收敛，依然是那个爱管闲事的

“犟老头”。
后来，年近八十的爷爷终于在家人

的一致阻拦下“卸任”，那一刻，全家都
松了一口气。可好景不长，没过一年，
爷爷又为了村里翻盖小学的事同村委
会主任一起四处奔波找赞助，一连几天
不见人影。这一次连一向好脾气的姑
姑都急了，回家狠狠地数落了爷爷一
顿。爷爷第一次低了头，“我虽然不识

字，但我是个党员，我也知道为人民服
务是啥，吃亏不一定是福，但总得有人
吃亏才能办好事嘛……”

从那之后，家人好像默许了他的做
法。刚上大学的我，也突然觉得爷爷不
再是印象里那个讨人厌的“犟老头”了，
他活得那样通透、洒脱，坚定地守卫着
自己的信念。

再后来，一场疾病带走了老人。我
没想到葬礼上会有那么多人，好多人没
有接到通知自发而来，从没想过爷爷这
样受人尊重。时光荏苒，岁月冲淡了很
多痕迹，偶尔闲聊时提起那个“犟老
头”，也没人再说起他的不好，甚至父亲
的身上也越来越有了他的影子：村里只
要有人相求，父亲总是义不容辞，“要是
你爷爷活着，他一定也是这么做的。”那

“这个时候就应该站出来，这是责任！”
杨锦红

“总得有人吃亏才能办好事”
张冠杰

我家三代六人，我的父母、我和爱
人还有我的大女儿，五人是共产党员。
在我们这个普通的党员家庭，爱党护
党、听党话、跟党走就是我们家的家风
和传家宝。

我的家乡在冀南平原，这里是冀南
革命火种的发源地。“红色风暴燎冀南”
是这片土地的光荣烙印。我的太爷爷
受革命思想的影响，瞒着家人悄悄为组
织做工作。他跟人合开的小饭馆，成了
当时革命同志的秘密聚会地。

受太爷爷的影响，我的爷爷年纪轻
轻就参加了游击队，随着队伍南下，一
直到了四川。他在那里打过土豪、剿过
匪，冷枪子几度擦肩而过。后来，部队
就地驻扎，他服从组织安排，成了建设
天府之国的一员，为了纪念这段激情燃
烧的岁月，他给我的三叔起名“建川”。
爷爷在外多年，奶奶在家拉扯子女成
人、侍奉公婆百年，风雨一肩挑，不抱怨
不叫屈，这份要强让街坊四邻都叹服。

我的父母受家庭环境的熏陶，一辈
子把为党工作当成自己的信条。父亲
年轻时带领民兵参加朱庄水库建设，当
时条件十分艰苦，机械化工具少之又
少，大部分要靠人拉肩扛，住的板棚漏
风又漏雨，周围还有不少蛇鼠毒虫。即
便这样，一帮年轻人硬是凭借一腔热
血、两膀子干劲扛了过去。换防回家
时，父亲瘦得像是脱了一层皮，那时母
亲刚在医院生下我，医生看不过眼，大
着嗓门冲他嚷：“有你这样的吗？都三
天了你才来，知道你媳妇很危险吗，鬼
门关上走一遭啊……”

长年累月耳濡目染，我和爱人从父
母身上继承了对党的炽热之情。自律、
严谨，在工作上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是
我们共同追求的目标。由于工作的特
殊性，爱人常常要到工矿企业的生产一
线，查找风险源头，消除安全漏洞，一年
里有超过一半的时间不能在家。在事
故现场，他经常和一起去的老同志说，

“我是党员、我年轻，我先来。”
我是一名教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

导”等章节，是我常备常新的授课内容。
为了讲好入党培训课程，我翻阅了很多
党史资料，设计了党史故事等课堂细
节。为了做好宣传工作，我花心思捕捉
每一个感人瞬间，精心打磨每一篇稿件，
努力把身边人、身边事讲得更生动形
象。在教书育人的同时，我从未忽视对
女儿的教育。在她刚懂事的时候，我常
给她讲我们家的家风故事，让她知道她
的生日7月1日有着怎样特殊的意义，让
对党的热爱在她幼小的心灵生根发芽。

女儿很上进，在大二时成为一名光
荣的共产党员。她积极参加社会实践，
多次在学校创新设计大赛中获奖，如今
成了一名流体力学专业研究生。我相
信，女儿以后一定能够学有所成，用青
春奋斗续写我们的家风故事。

（作者工作单位：河北劳动关系职
业学院）

亲爱的女儿：
听了是不是感到不习惯？爸爸很

少这样称呼你，也很少像妈妈那样喊你
的乳名，总是像在部队点名一样直呼你
的全名。其实爸爸和妈妈一样爱你，只
是有时候表达的方式不一样。

你呱呱坠地的那一天，妈妈剖腹产
躺在病床上，我远在内蒙古，未能及时
赶回来。事后我才知道，当时你妈妈的
情况很紧急，不得不剖腹产，你从生下
来就开始吸氧，至今想起来都后怕，也
很内疚。这么多年来，我没有送你上过
学，也没有参加过家长会。很多人都误
以为你生长在一个单亲家庭。每当有
人问起这个问题，小小的你都会自豪地
说：“我有爸爸，是当兵的！”其实，没有
哪个父亲愿意错过女儿的成长和陪伴，
这恐怕也会成为爸爸终身无法弥补的
遗憾。

在你高考的关键时刻，虽然我已转
业到地方工作，但因为工作需要，被派
到宁夏，无奈之下，只能委托战友送你
去考场。你小时候身体弱，每年都要住

几次院，都是妈妈一个人带着你风里
来、雨里去。

作为一名军嫂，你妈妈从来没有任
何怨言。直到 2014年我转业后我们全
家才结束了聚少离多的生活。2019年，
因为组织需要，我再次提出到西藏阿里
地区援藏，你们都没有阻拦。

刚来到阿里时，很多人不理解我的
选择，为什么总是往艰苦的地方去。今
年，你来阿里探亲，体会到了高原反应
以及环境的恶劣；你到爸爸联系的脱贫
户探访，看到了农牧民生活翻天覆地的
巨大变化；你到海拔 5000 米以上的部
队哨所，看到你的同龄人在零下 30 多
度的一线观察哨执勤站岗。你说，这些
场景让你深受震撼。这时，我就知道你
理解了爸爸的选择。

在阿里，你看到了援藏工作队很多
皮肤晒成了古铜色的叔叔和阿姨们，他
们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依然忘我地工
作 ，展 现 了 崇 高 的 思 想 品 格 和 精 神
境界。

记得 2018 年得知你入党的消息

时，我激动得彻夜难眠，我知道你长大
了、成熟了，我相信你在党旗下宣誓的
时候，一定有着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
一样的激情、一样的期待、一样的初
心。作为家中的独生女，你就像温室的
花朵一样，没有经历过风霜雨雪和狂风
暴雨的洗礼，但作为一名党员，无论什
么事，你一定要冲锋在前、吃苦在前。
我一直坚信，越是艰苦处，越能见精
神。一名党员能吃多大苦，就能担起多
重的担子。

虽然至今咱们家还是聚少离多，
但我相信，一个人内心的坚定足以战
胜一切困难。当听到你对我说，准备
明年暑假来西藏支教，我很欣慰，也很
支持。我相信，通过这次入藏探亲，你
心中的目标会更加明确，信仰会更加
坚定，前行的脚步会更加坚实有力。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我始终相信你，
亲爱的女儿，前进的道路上我们一起
加油！

（作者系河北省财政厅援藏干部、
西藏阿里地区财政局副局长）

我出生在一个党员世家，家族中有
八人是共产党员，从小耳濡目染，无时
无刻不被他们身上散发出的党员所独
有的精神感染着。

姥姥 1940 年出生，19 岁便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历经战乱与饥荒、天灾与
人祸，受穷吃苦养育了三个子女。老人
家既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同时也是
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用自己瘦弱的肩
膀，支撑起我们现在这个幸福温暖的大
家庭。

姥姥的一生历经坎坷，饱经风霜。
年轻时，经培训成为一名幼师，进行支
教，1959 年又成了“赤脚医生”，到隔壁
村进行支援，成为妇女主任；中年时，姥
爷遭遇车祸不幸身亡，上有老，下有小，
一大家子的事情全靠她一人操持，一次
次的难关，她都咬牙坚持了下来。“人活
着，就得有骨气，就得活出自己的精气
神儿。”每次跟我们小辈们说起这些，姥
姥总是精神抖擞。

不论村里组织什么义务活动，姥姥

总是积极报名参加。每次捐款姥姥都
说，“国家有难，我们必须帮忙。”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80岁高龄的
她仍报名到村头站岗防疫，践行着一名
共产党员的初心。

大伯年轻当兵的时候就入了党。
村里杂事多，作为村干部的他都要管，
不管是谁家有事，哪怕是半夜，也是随
叫随到。当时村里通讯不便，如果是比
较要紧的事，大伯就一户一户地去家里
通知。忙碌，早已是大伯的日常。自打
我记事以来，大伯就一直忙碌着村里的
工作，印象最深的就是他骑着一辆自行
车在村里和乡里之间来回奔波的身
影。老百姓靠天吃饭，如果遇上灾年，
大伯就开始东奔西走为村民们揽活，带
着 大 家 外 出 打 工 ，解 决 村 民 的 生 计
问题。

我曾问大伯为什么要那么辛苦去
管那么多人的事，慈爱的他立马表情严
肃：“人活着，不能只顾自己，能帮助更
多的人，才更有价值！”现在想来，这也

许就是良好家风的传承吧。
姥姥和大伯的言传身教给当时年

幼的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在我心底埋下
入党的“种子”。随着年龄的增长，这颗
种子也慢慢发芽，长成参天大树。大学
期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是一名 90 后，2014 年成为一名
人民教师，来到偏远山区任教。孩子们
的父母大多外出打工，我既是老师，又
像妈妈，下班后要辅导那些父母不在身
边的学生，还时常给他们做一些好吃
的，事无巨细，用爱去教育他们。

我偶尔也会被身边的困难困扰，但
是，每到觉得坚持不下去时就会想到姥
姥的话：“年轻人不要怕吃苦，年轻的共
产党员更不怕吃苦。”就这样，我在偏远
山区坚持了5年。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
一代人的担当。我会用实实在在的行
动，把红色火种传递下去。

（作者工作单位：秦皇岛市抚宁区
留守营学区赵庄小学）

红心向党传家风
李 琳

给女儿的家书
田雪林

把红色火种传递下去
马爱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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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老人，终究是给父亲传承了些什么。
“孙媳妇是从小长在大郭庄老爷

（因为爷爷排行最小，别人尊称‘老爷’）
身边的大孙女！”两年后，结婚第一次回

老家过年，面对一屋子的长辈，爷公公
自 豪 地 说 。“ 家 风 正 ”“ 子 女 都 懂 规
矩”……一时间，屋内称赞不断。

我又一次意识到爷爷给我们留下

的财富是如此珍贵，他用自己朴实无华
的一生积淀出的家风，是那样沉甸甸。

（作者工作单位：沧州市渤海新区
中捷产业园区十一队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