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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分姐姐 洛阳晚报教育周刊

■征稿启事：
2024洛阳“传承好家风 凝聚教育情”征文活动

开始啦！今年，本报继续联合洛阳市教育局思政科
开展“好家风”征文，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并颁发
证书。

●征稿对象：全市中小学教育系统相关人士、
在校教师、学生、家长

●征稿要求：800字以内，来稿须为原创未公开
发表作品，可围绕爱国、诚信、节俭、敬业、友善、守
孝、廉洁、正直、好学等角度入题。投稿时，在标题
备注“好家风征文”，注明作者姓名、单位、联系方式

●投稿邮箱：luobaojiaoyu@126.com
●咨询电话、投稿微信：15517919162（咨询时

间：工作日上班时间）
●微信公众号投稿：扫二维码关注“洛阳晚报

教育周刊”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侧“发消息”，点击底
部菜单“投稿”上传照片、文件即可

洛阳市教育局思政科 洛教融媒联办

传承好家风 凝聚教育情

闲不住的姥姥

□新安县涧滨水城实验小学六年级 苏琪棋

“学会自立，才能自强；依靠别人，决没出
息。”从我记事起，就开始听爸妈絮叨这些
话。小时候我根本听不懂，凡事总想着依靠
大人，该哭哭、该闹闹。直到上了小学，接触
课本知识后，才理解了话中含义。原来，爸妈
念叨的话是我家祖辈传下的家风。

我爸爸是个煤矿工人，妈妈在一个工厂
打工，我家的日子虽然过得一般，但爸妈靠着
自己的双手，勤勤恳恳劳动，再苦再累都是自
己扛，从不向别人求助。在这样的家庭环境
下，我早早学会了自立。

从我上小学一年级起，我就自己吃饭、穿
衣、上下学、做作业等，很少需要爸妈操心。
爸妈除了辅导我作业和有限时间内陪我聊
天、玩耍外，都在忙工作。我理解爸妈的辛
苦，所以从未觉得他们有忽视我。

今年放暑假，同学们的“行囊”都由父母
大车小车搬运走，我是自己扛，拿不住就跑
两次。当别人问我家大人时，我笑笑说：“爸
妈上班忙，比我累多了，我都快赶上妈妈的
身高了，学校离家不远，又不需要过马路，我
能行！”

看着他们赞许的目光，我情不自禁地回
想起爸妈讲过，他们和我同龄时，已经翻山越
岭自己跑10多里路去上学。想想他们，我还
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

现在的我，因自立变得更加自信、因自立
变得更加自强了。感谢我的爸妈让我学会自
立，更感谢我家的好家风。

（指导老师：杨尚青）

□北二分六年级 赵桉琪

我的姥姥今年70多岁了，但有一颗不服老、
热爱劳动的心。她的这种行为，无形中影响了我
们，形成了我们家的家风。

我家的阳台上、屋门口、楼底下都是姥姥种
植的蔬菜、水果和花草。姥姥格外喜欢它们，没
事就去看看、浇浇水。有时候我都觉得，我都比
不上那几盆小花小草讨姥姥喜欢。

我每次去姥姥家，感觉就像进了植物园似
的。家里的小狗也乐得屁颠儿屁颠儿地跟在姥
姥后面帮她衔着水壶。姥姥不仅给它们用最好
的土壤和最好的肥料，而且每天还把大部分的精
力都放在种植上。有时候花开得好，她还会自豪
地向我们展示呢！

最近，姥姥隔三岔五地就往小区大门口的花
店跑。她还迷上了小多肉植物，那肉嘟嘟的花瓣
儿确实可爱；还有一盆像水晶似的多肉，姥姥最
喜欢它，买回来后，每天无数次去观赏。

受姥姥感染，我从小就开始帮家里打扫卫生，
每次回姥姥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阳台转一圈，帮
姥姥给花浇水，看看姥姥种的绿植有哪些变化。

怎么样？我姥姥是不是个“种植迷”呀？我
一定要继续向姥姥学习，把我们家的优良家风传
承下去。

（指导老师：杨鲜红）

□市二外兰溪校区六年级 刘涵杨

如果说家是人心灵的港湾，那家风就是港湾
里的一盏明灯。我有一个幸福的家，我家的这盏
明灯就是“心存感恩，以孝为先”。

小时候读到“百善孝为先”时，我还不能真正
理解这句话的含义，我还不明白，什么是孝。

我的妈妈老家在山东，打我记事起就发现，
妈妈隔三岔五就会给姥姥打电话，问姥姥、姥爷的
身体情况、家里是否需要添东西等，真应了袁凯
《京师得家书》的那句话：“行行无别语，只道早还
乡。”妈妈让我明白，孝是一种心心念念的牵挂。

有一年寒冬，下着小雪，爷爷出门不小心摔
了一跤，到医院检查是大腿骨折，需要手术。爸
爸当天正好下夜班，接到电话后，他拖着疲惫的
身躯赶到医院，一天都没有休息。晚上我放学回
家，看到爸爸嘴唇干裂，才知道他一天连水也没
顾上喝一口。爷爷手术后需要一直卧床，为防止
压疮，爸爸每天给爷爷翻身、拍背、按摩；怕爷爷
躺着无聊，爸爸还专门给爷爷买了收音机；每天
的伙食，爸爸也是变着花样做……同病房的病人
都很羡慕我爷爷，直夸爸爸孝顺。爷爷出院后在
我家静养，我家住5楼，爸爸二话没说，背着爷爷
爬上了5楼。我看到豆大的汗珠从爸爸额头上
滑下，心里很受触动。爸爸让我明白，孝是一种
真真切切的付出。

这就是我家的家风——以孝当先，虽然它没
写到纸上，也没挂在墙上，但它在我家每个人的
心底，如一盏灯，永远为我们指引着方向。

（指导老师：邢翠娜）

□陇海初中九年级 王晨旭

爸爸这个形象，在我心中一直很模糊。爸爸
妈妈也没有告诉我什么是家风，我一直以为，我们
家是没有家风的。

妈妈总是告诉我，爸爸为了这个家在外奔波，
有时间他一定会回来的。可我的记忆里，有时过
年也见不到爸爸。

有年春节，爸爸破天荒地回来了。刚放下行
李，爸爸就变戏法似的从手里变出一串葡萄来。
我很惊讶地说：“爸爸，现在不是冬天吗？怎么会
有葡萄啊？”爸爸摸摸我的头说：“爸爸去了新疆，
那边的葡萄很好吃，快尝尝看。”我洗了洗，丢了一
颗葡萄到嘴里，一口咬下，丝丝甘甜沁入味蕾。
我说：“爸爸，这葡萄好甜啊，跟之前吃过的都不
一样！”“那当然，只有新疆那块土地，才能产出
这么好吃的葡萄。”爸爸慈爱地笑了。从那时
起，我就立志要去新疆看看，去看看那与河南不
一样的土地。

之后的每一年春节，爸爸都会带不一样的东
西回来：有时是一朵盛开的花，有时是南方的水
稻，有时是时令小吃……逐渐开阔了我的视野。

令我印象最深的那年春节，爸爸带了一大箱
茶叶回来。我很困惑：茶叶这么苦，为什么要带回
来？爸爸说：“这可不一样，这是南方丘陵茶园的
茶叶，你尝尝，特别香！”我将信将疑地泡了一杯
茶，入口回甘，好清甜，还有一种香气袅袅不散。
爸爸说：“一方土地一方水，中国十大名茶，大部分
都在南方。”

不知不觉中，我的眼界被爸爸打开了，我立志
要好好学习，长大用脚去丈量这个世界。谢谢爸
爸带给我的“世面”。

（指导老师：贾少阳）

□洛阳偃师中成外国语学校五年级 张辰天

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文明的光辉绵延不
绝。从孟母三迁到岳母刺字，好的家风承载着祖
祖辈辈对后代的希望。在我们家，没有记录在册
的家风，但我那没读过几年书的爷爷，用实际行动
告诉我——勤俭是我们家的传家宝。

记得我小时候回家过年，每次都看到爷爷穿
着那件破旧的劳动服迎面走来，淡蓝色的衣服都
快褪成了灰白色，肩膀上还磨出了洞，裤子上打了
几个补丁，颜色深浅不一，浑身上下给人一种岁月
沧桑之感。我好奇地问爷爷：“为什么不换一身新
衣服呢？”爷爷说：“这身衣服干活穿正合适，扔了
怪可惜的。不是有句老话说得好，新三年，旧三
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嘛！”

渐渐地我长大了，我发现“抠门儿”的爷爷带
出了“抠门儿”的爸爸。一年冬天，陪伴我家十几
年的抽油烟机坏了，一片扇叶脱落下来，冷风从缺
失处钻进来，厨房瞬间变成了“苦寒之地”。妈妈
建议买个新的，可爸爸说：“一勤天下无难事，修修
还能用。”别说，爸爸还真是有能力，竟然修好了。
爸爸骄傲地说：“看看，我是不是又给咱家节省了
上千元？”我赞同地向爸爸竖起了大拇指。

耳濡目染，近朱者赤。从那以后，我学起了
爷爷和爸爸的做事风格，无论在家还是在学校
吃饭，我从来不多盛，怕吃不了浪费了。我的
节俭也体现在学习上。写作业时，我决不浪
费作业本上的每一处空白。有一次，我的钢
笔不出水儿了，我把它拆开修了修，果真修
好了，省下了买新钢笔的钱。

勤俭，是中华民族的制胜法宝，我愿做
法宝传承人，筑牢华夏民族的精神长城！

（指导老师：韩静静）

百善孝为先

爸爸带我“见世面”

“抠门儿”的爷爷

自立则自强

绘制 吴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