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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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芳华路小学六年级 张心怡

俗话说家和万事兴。大至国家之强盛，社会之
祥和，小至个人生活之幸福，事业之兴旺，身体之健
康，均有赖和谐的家庭为基础。而良好的家风不正
是和谐家庭的一种体现吗？我的家庭就正是如此。

小时候我家里来客人，无论是谁，父母总是热情
招待，那时我不太懂事，觉得这样做很麻烦，后来随
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明白了，这种家风是尊重他人
和诚实待人。

勤俭节约也是我们家的一种家风。在餐桌上，
我偶尔会剩一些饭菜，爸爸妈妈就告诫我，每一分钱
的来之不易，要尊重每一份劳动成果，而他们也是这
样做的，从不浪费食物，也很少买不必要的东西。这
种勤俭节约的精神，让我在成长过程中，养成了良好
的消费习惯，也让我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

最让我感动的是我们家的孝顺好家风。爷爷奶
奶年纪大了，但他们依然精神抖擞，每当节假日，我

们总是拎着大包小包的食物坐车回爷爷
奶奶家，把吃的都给爷爷奶奶留着，
妈妈还时常会关注他们生活中的
小细节。比如天冷了，妈妈总是
会及时给爷爷奶奶添几身新衣
服。爷爷奶奶看见我们回来了，
也总是乐呵呵的，奶奶还会给
我们做好吃的，一家人总是开
开心心的。

好家风是无形财富，能使
家庭和睦，影响家人的品格和
行为。我庆幸在这样的家庭成
长。我会传承和发扬好家风，
让它成为我人生路上的明灯，
指引我走向美好未来。

（指导老师：曹春香）

□孟津区朝阳镇第二中心小学六年级 聂鑫博

家是温馨小世界，我的家是一个秉持“活到老
学到老”理念的“书香家庭”。

爷爷是家庭文化的传布者，虽年逾古稀、白发
苍苍，却怀揣着一颗对知识永不熄灭的炽热之心。
每当晨曦初露，爷爷会轻轻地捧起那本古老的线装
书，那书的封面已饱经沧桑、满是历史的褶皱，但其
中蕴含的精神和知识，却散发着无尽的魅力。爷爷
沉浸书中的神情，宛如一幅细腻的画卷，字字句句
似在眼中灵动流淌。常年耳濡目染，这份专注给整
个家带来了沉稳的教养与静谧的书香。

记忆里，父亲的背影常与台灯和书页相伴。他
虽然只是一名普通职员，但他深知知识的重要性。
每当夜幕降临，父亲就会坐在书桌前认真研读书
籍，不时地还写些什么。他手中的笔在纸上飞舞，
仿佛在书写一个家庭的希望和梦想。父亲常说：

“活到老学到老。”这句话不仅是他对自己的要求，
也是对所有家庭成员的期望。

在我的家里，书籍如同繁星般闪耀。目光所及
之处皆是书的海洋，书柜里摆满了各种类型的书，
从历史到文学，从科学到哲学，应有尽有。我在墨
香弥漫环境里长大，从小就感受到了知识的力量和
书籍的魅力。爷爷和父亲还常常把书分享给邻居
们，和气友善，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和喜爱。

如此浓郁的书香家庭，得益于祖辈的传承和家
庭的价值信念所在。在书香家庭中长大，我深感自
豪和幸福。我坚信，只要我们继续传承这种好家
风，我们的家庭将会更加和谐、幸福。

（指导老师：陈菁）

□地矿双语学校三年级 吴浩辰

家风如明灯，照亮前行路，引领我们走向幸福
未来。我家的家风是“诚实守信、勤劳务实、勤俭节
约、乐于助人！”

姥爷在上学期间，曾三次救过落水儿童，是当之
无愧的小英雄。在他年轻时，有一次遇到邻居家小
孩儿磕破了头，当时已是夜晚，那个年代打不到车，
姥爷二话不说骑上他的自行车带着邻居驶向医院。
妈妈大学毕业那年，她的同学摔伤了盆骨，姥爷就把
那名同学抱上了回家的列车，姥爷的胳膊因此负重
过大而落下病根，一直到现在肘部都无法伸直。

姥爷做过的好事，我们如数家珍，其他家庭成
员助人为乐的事迹也数不胜数。我姥姥曾在郑州
捡到过一个包，根据里面的工作证，得知失主是河
南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就专程把包送回了失主
的单位。妈妈每天接送我上下学，会帮助没找到
家长的同学联系家长，帮忘记戴红领巾的
同学买红领巾……这些事在他们
看来都不足挂齿，却像阳光一
样温暖着身边的人，也指引
着我接过优良家风传承
的接力棒！

现在，助人为乐已
成了我的习惯，给游客
指路、给同学讲题、借
物给邻居等，都是我的

“家常便饭”。我会让
我们的家风恒久地发
光 发 热 ，照 亮 我 的 人
生，也照亮世界上越来
越多的角落！

（指导老师：周文琴）

□东升二小五年级 李美意

我的外婆是一位60多岁的农村老太太，但她却
有着传奇的人生经历。

她皮肤是小麦色，头发花白，满脸皱纹。外婆曾
是老师，教过高中、初中，还创办过幼儿园，参加过新
中国的第一届教师节。后来她成了一名农民，在她
热爱的土地上播种、耕耘。

外婆常说，她有一块“老婆田”，因为她总是在玉
米畦里套种土豆，番茄田里套种大葱，韭菜地里套种
香菜。她把每一片田地都充分地利用，从来不让田
地空着。每天早上四五点的时候，她就到地里去辛
苦劳作，有时候中午也不回家，在地里吃自己带的干
粮应付一口。到了晚上，人们都回家了，她仍然戴着
头灯在地里忙碌。

收获的季节是外婆最忙也最快乐的时候，她常
常邀请亲朋好友来地里采摘各种各样新鲜的蔬菜水
果带回去吃，吃不完的就拿到市场上去卖掉。外婆
不仅勤劳，而且善良。她卖菜的时候如果遇到那些
贫穷的人就会把菜送给他们，还总会对人家说：“没
事，都是自己种的，吃点怕什么，赶快拿去吧！”

还有件事让我记忆犹新。一次我和外婆在家门
口的马路上散步，遇到了一地碎玻璃片儿，我感觉很
好玩儿，边走边踢，外婆急忙制止了我，她带着我回
家拿了扫把和簸箕，把路上的碎玻璃碴子都打扫得
干干净净。我问外婆为什么要这样做？外婆说：“马
路上都是来往的车子，这些碎玻璃会把车子的轮胎
扎破，扫走就不会扎到人们的车胎了。”听到外婆的
话，我觉得温暖又感动。

外婆是我的榜样，我长大也想成为她那样的人！
（指导老师：盛宇）

□航空实验学校三年级 雷子钰

“勤俭”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
我家，从小长辈就将“勤能补拙、俭以养德”的
道理作为家风家训传布给我。

当我读到“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
驾，功在不舍”时，妈妈告诉我，勤奋是一座桥
梁，能连接个人的成功与不足，即使一个人在
天赋上有所欠缺，只要不断努力练习，也可以
达到甚至超越那些天赋高的人。

在良好的家风熏陶下，我向长辈学习，向书
本求索。为了学好文化知识，我坚持早睡早起，
养成勤奋刻苦的学习习惯。我秉持今日事今日
毕的原则，不把学习任务拖到第二天。就像华
罗庚先生所说，“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劳一
分才”。我不但注重知识量的积累，更看重学习
效果质的保障。读书时我认真阅读每一个知识
点，不遗漏每个细节；写字时我用心书写每一笔
每一划，力求每次都有所改进和提高。我坚信
学习是需要用辛勤的汗水去浇灌的，否则开不
出美丽的花朵。通过不懈的努力，我先后荣获
校级“书香少年”“新时代好少年”、涧西区“红领
巾争章活动”二星章等荣誉称号。

家里长辈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俭以养德”
的家风传承。奶奶在厨房里保留着老物件，比
如一个购置于20世纪90年代、至今已使用30
多年却依然光洁如新的面盆。书房里，有爸爸
保存的他小时候用过的各类书籍。我上幼儿
园时，爸爸还用他小时候用过的现代汉语词典
教我认字、查字典呢！

小时候，妈妈教我背诵“锄禾日当午，汗滴
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诗句。
在家人的熏陶下，我深知每顿饭都来之不易，
我和家人一起践行餐桌光盘行动。

作为新时代的一名小学生，我会发扬好我
们“勤俭”的家风！

（指导老师：李丹侠）

墨香中的传承

家风如明灯

我的外婆 血脉相承的家风

家和万事兴

绘制 吴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