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父爱如山

♣田宗玲

父亲的一生

灯下漫笔

♣ 任崇喜

高粱莛儿
进入浅秋，金风送爽，高粱结在头顶上的穗

儿，像高举的火炬。颗粒饱满的高粱穗儿随风摇
摆，有野逸之美，比得上水湄边的蒹葭。

在这城郊，你看到的却是，丰硕的高粱穗儿被
塑料袋子包裹着，红色的，白色的，为的是防鸟。
城郊良好的生态，吸引来大量的鸟儿。它们着实
欢愉，蹦蹦跳跳，上下翻飞，随性得很。

举起火炬的那部分，就叫作高粱莛儿。既
柔又坚的高粱莛儿，有弹性，可做成馍筐、簸箕、
馍箅子、筷子笼、蝈蝈笼、锅盖等生活用具，样样
实用。

制作锅盖的过程，叫作“纳锅拍”。这个纳字，
本义是丝被水浸湿，在故乡方言里，有补缀、缝补
之意，多指密密地缝，如纳鞋底、纳袜子等。

纳锅拍，是农村主妇们的活儿。先选择几根
粗细均匀的高粱莛儿，上下两层垂直放置，用大针
穿上细麻绳或棉线，从锅拍的中心位置开始，将高
粱莛儿纳在一起。然后，以两根高粱莛儿为单位
有序添加，针眼轨迹呈“回”形，由中心向外均匀发
散。最后，主妇们会把大针扎在中心位置，用一段
细线作半径画圆，将圆圈外的部分修剪成相应的
造型，再沿着圆圈里约两厘米处加固一圈线，一个
锅拍便制作成功。

心灵手巧的农村主妇，凭着一根针、一根线，
做的锅拍周正美观，无论是大的、小的，还是方
的、圆的，看上去有独特的美感。如果有富余的
高粱莛儿，她们往往还会给街坊邻居做几个。远
亲不如近邻，这看似薄薄的礼物，却饱含浓浓的

情意。
直到今天，一些农村还存留着这样的风俗：女

孩子出嫁，娘家要给带上高粱莛儿锅拍、馍筐子
等，大多数是当娘的亲手做的。女儿是娘的小棉
袄，临行密密缝。可以想象，在这些“作品”上，当
娘的要花费多少心思。

这种锅拍用途很广。做饭时，盖那种敞口的
大铁锅，严严实实的，蒸焖出来的饭食极其醇
厚。也可用来盖水缸、面缸等，晾晒少量辣椒、菜
薹、瓜子。

一个高粱莛儿锅拍，可以使用一年左右。随
着时间的推移和烟火的熏染，它会逐渐松弛变形，
颜色会变黑。节俭的人家，往往会在上面缝上一
层麻布，来延续它的寿命。更换新锅拍，一般在春
节前，一则因为秋后有新的高粱莛儿可供纳锅拍，
有空闲时间纳锅拍；二是因为春节前后蒸炖烹炸
的食品多，需要好的锅盖。最喜人的是包饺子时，
用来放置饺子。农家过年，不在高粱莛儿锅拍上
撒些面，放上包好的饺子，仿佛就少了什么似的。
看到放置得满满的几锅拍饺子，幸福与满足感洋
溢心间，一切都是春暖花开。

在从前，能纺一手好线，是农家主妇的骄
傲。纺花前要先搓出棉条。搓制棉条，一般用高
粱莛儿作工具，长约尺半，粗细如小指。把弹好
的棉花用手扯长，按平后放在桌面上，把高粱莛
儿放置于其上，用手心平行向前搓动，使高粱莛
儿与棉条同时向前滚动。轻轻用力，向前搓动几
次后，用一只手捏住高粱莛儿一端，用另一只手

掌心按住棉条，匀力拔出高粱莛儿，一根棉条就
搓好了。棉条搓好后，整齐、均匀地码放在簸箕
里，待纺花时备用。

手巧的农妇淋醋时，用一根细铁丝，先轻轻捅
开高粱莛儿松软的中部，然后把它插在缸底的小
洞里，让醋顺着高粱莛儿向下滴，用以替代过滤
器。不知这样的方法，是否可以淋酒。

在我的印象里，做麻花，是均匀地把面搓成细
长条，两头往不同的方向搓，拧在一起后两头捏
紧，然后以油炸成的。朋友却说，炸麻花时，把面
扯成条状，一圈圈缠在高粱莛儿上面，炸好后把面
食从高粱莛儿上捋掉，就是一根麻花。这是他老
家的一种做法。据说，这样做出的麻花，个头相
当，一圈一圈，如螺旋般上升，十分美观，香酥可
口。想来，这样做麻花，似乎有些偷懒，但有民间
智慧的光芒在。

用高粱莛儿制作手工品，工具极其简单，仅是
小刀、尺子，不用任何黏结剂和加固材料。首先在
高粱莛儿上开槽、扣榫。开槽的深度是高粱莛儿
直径的一半，宽度是高粱莛儿直径的两倍。在高
粱莛儿上量出具体尺寸，用小刀刻出凹槽。然后，
将高粱莛儿咬合在一起，形成特殊的卯榫接口，构
建起一个牢固、平衡的框架结构。

在此基本上，在匠人的想象空间里，花样尽
可翻新，形态自然各异，从传统的蝈蝈笼、花灯
到各类仿古建筑模型，应有尽有，做工精细，典
雅大方。比如笼子，有单间的，有多间的，也有
几层“楼”的，高檐浅窗，亮堂暗室，不一而足。

这精心扎编而成的手工品，架构合理，疏密有
度，搭配得当，不用挂在树上，便一下子亮了人
的眼。而且，有股淡淡的高粱香味，更贴近野物
的生活环境。麻雀、鹌鹑、八哥、鹦鹉、蚰子、蝈
蝈在里面蹦来蹦去、喳喳地叫，再捉来虫子边喂
边逗着玩，或者躺在树荫下静听它们唱歌，其乐
无穷。

会扎花灯的人，冬闲时，拿出早已备好的高粱
莛儿，截成各种不同的部件，扣成一个个灯笼框
子，糊上纸，涂上颜色，画上花。据说，扎成这样一
个花灯，要七十二道工序。高粱莛儿灯笼便宜，美
观轻巧。农历正月十五的晚上，乡村元宵节的欢
乐气氛，绝对少不了高粱莛儿的功劳。

农家孩子，自有独特的乐趣。早年农村的大
多男孩子，都有一把自制弓箭。把竹片或者软木
棍两头弯起，用一根绳子固定，一个弓箭便制作完
成。别看这种弓箭制作简单，却是农家男孩子的
最爱。把高粱莛儿上到弦上，拉弓开箭，嗖的一声
飞去，有古时武士威风凛凛的感觉。为寻求刺激，
在高粱莛儿顶端，孩子们往往会用黑胶布绑上针，
射出去，能深深扎入黄土墙里。有时候，他们会用
这种弓箭比赛，看谁射得远射得高。甚至，他们用
这种弓箭射树上或天空的鸟儿，尽管往往无济于
事。一些顽皮的孩子感觉如此不过瘾，会“独辟蹊
径”，以自制的弓箭射羊、射鸡、射狗、射猪等，看到
它们被射中后疼得四处逃窜的模样，会高兴得不
行。当然，这般顽劣的行径，往往会招致大人们的
呵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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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振国

离人心上秋
人对环境是有主观体验和感受的，譬

如秋天到了，面对秋景秋色，便多了一些思
念和怀想，多了一些对故土和亲朋的牵挂
之情。

“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
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这是中
唐诗人张籍的《秋思》。张籍是和州乌江人
氏，即今安徽和县人，在洛阳为官的他，见城
里起秋风了，便想起了自己的家乡，但一封
家书又怎能装得下一腔怀乡之情，所以当信
差刚要上路时，他又匆忙叫住，打开信来再
细细地看一遍，看还有哪里没有说到。

“何处秋风至？萧萧送雁群。朝来入
庭树，孤客最先闻。”当秋风起，雁南飞时，
被贬谪到偏远南方的刘禹锡也想家了。刘
禹锡自述“家本荥上，籍占洛阳”。而他出
生在苏州嘉兴，即今天的浙江嘉兴，并在那
里度过了青少年时代，遭贬前在京城长安
任职，生活在长安，青年时期在洛阳也有过
游学的经历，唯独没有资料显示他在荥阳
生活过，虽然死后葬在了荥阳，所以刘禹锡
所思念的家乡，应该指今天的嘉兴、洛阳或
西安，抑或兼而有之。

秋风起，秋草黄，别离的人难免会触景
生情，生出些离愁别绪来。李清照婚后与
丈夫聚少离多，所以这方面的感触也多，譬
如：“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
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一种相思，两处
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
心头。”何止李清照，连金戈铁马的辛弃疾
都吟出了这样的诗句：“落叶西风时候，人
共青山都瘦。”而把这种愁绪写到极致的，
则是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
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
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所以南宋词人吴文
英干脆弄了句类似字谜的句子：“何处合成
愁，离人心上秋。”

但如果不是跟着吴文英猜字谜，“离人
心上秋”怕也并非只是一个愁字，譬如杜甫
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李峤的“他
乡有明月，千里照相思”，王维的“君自故乡
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着花
未”等，便都没有在愁字上纠缠。北宋神
宗熙宁九年，即公元 1076 年，当时苏轼在

密州，即今山东诸城做太守，中秋之夜，他
一边赏月饮酒，一边牵挂被贬到济南府任
机要秘书的弟弟苏辙，于是吟出了他那首
传颂千古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苏
轼苏辙兄友弟恭，尤其是苏洵辞世后，苏轼
像慈父一样关爱着弟弟。但在那个中秋之
夜，苏轼没有在词中更多地表现出愁绪，而
是运用形象描绘手法，勾勒出一幅明月当
空、亲人远隔、旷达高远的画面和意境，也
留下了美妙隽永而蕴含哲理的千古佳句：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
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近些年有个词很热，叫“乡愁”。《诗经·
小雅·采薇》中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
我来思，雨雪霏霏。”这句诗被认为是写乡
愁的源头。但在如今的概念里，乡愁已不
仅仅只是愁了，更多的则是被赋予了对故
土的依恋和怀念之情。所以当下有种很时
髦也很出新的提法，叫“留住乡愁”。在这
里，乡愁成了人们追求的一种滋味。

事实上，离人心上秋，今昔大不同。旧
时远行和传书主要靠脚力，所以才有李商隐
的“远书归梦两悠悠，只有空床敌素秋”，才
有元稹的“山水万重书断绝，念君怜我梦相
闻”，也才有李之仪的“我住长江头，君住长
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哪
比今日，现代化的交通通信手段高效便捷，
手机一按，电话、语音、文字、图片、视频都是
秒秒钟的事；再不济的话，高铁飞机，别说山
高水远，连地球那边一两天也能搞定，所以
不管是思乡也好，怀人也罢，再也不用像古
时那样愁苦了；何况如今物质生活条件好
了，都能有饭吃有衣穿了，彼此之间再也不
用为饥呀寒呀的牵肠挂肚了，譬如宋代那首
《寄衣》诗：“欲寄寒衣上帝都，连宵裁剪眼模
糊。可怜宽窄无人试，泪逐西风洒去途。”虽
然现在读来依然令人动容，但恐怕再难有同
感，而只剩下诗歌欣赏的意义了。但话说回
来，相隔两地，思念总是难免的。

离人心上秋，是情感的寄托，是精神的依
归，是心灵的祈愿，是一种人性之真、人情之
美，虽然带给人的有忧伤和愁苦，但更多的想
必还是温馨和甜蜜的滋味，秋日里有一份属
于自己的思念，是一种欣慰，一件美好的事。

荐书架

♣ 欧阳婧怡

《月亮出来》：开启一场穿越时空的归乡之旅

《月亮出来》共分为上、下两个篇章，其中上篇的主
要内容是关于家乡民俗和风物的记录，以及对儿童心
理的观察和体悟。“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是沈书枝的
文字留给读者的印象，这得益于她古典文学的知识背
景，以及对自然科学的浓厚兴趣。她在写植物或吃食
时，“有一种贯穿今古的浪漫和准确”。沈书枝总是不
惧小，不厌其具体烦琐，孜孜不倦地做着最细微的观察
与记录，用文字为读者构筑一片精神的乡土。

“还顾望旧乡”是沈书枝的散文作品中一贯的情愫
与内核。身处城市，异乡人模糊的自我定位以及与故
乡真实的距离，让乡土成为可供抒情的遥远存在。然
而在新作《月亮出来》中，回到故乡的沈书枝却真实地
感受到“我是一个如今置身其中，但却只有过去与之发
生联结的人”，并且“似乎确定无疑的是，我终将会离开
这里”。这些表述精准地传达出在城市化进程不断推
进的今天，因求学打工而身处异乡的游子在往返于城
乡之间时的悬置与漂泊之感。

近年来，沈书枝在非虚构写作领域逐渐崭露头
角。曾获“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散文佳作奖、豆瓣

阅读征文大赛非虚构组首奖。沈书枝的文风深受周
作人、沈从文、废名一派影响，又继承了中国古典的
散文传统。其文字平和质朴，字里行间又饱含温情
与诗意。曾有评论比喻她的文字“如同薄暮时分眺
望平原地区的山峦，隐隐的轮廓轻微起伏，有说不出
的优美淡远”，但是“又别有一种贴近泥土的沉稳和
扎实”。

从乡间风物到“北漂”生活，时空的迁移和个人角
色的转变，让沈书枝的文字伸向了更远的地方。她更
深地进入生活，以及自省与思索的内部世界。在《月亮
出来》中，沈书枝拿出勇气、克服不安，把自己与家人不
完美的部分呈现了出来。因而书中的人物都是真实、
具体、矛盾的，让人情感复杂，而非只是带着童年与故
乡滤镜的暖光。

在沈书枝的叙述中，读者可以看到“被生活剥夺了
一层又一层的长辈们，似乎也只有和熟悉的人在一起，
回味存在于彼此记忆中的部分，才能感受到一点安全
的和爱有关的东西”。我们以为唠叨的背后，是对爱的
深深渴望。

百姓记事

♣ 肖宝龙

超薄片砂轮出世记
这天，原郑州第二砂轮厂遗址来了三位上海

老人，他们直接走进原二砂第五车间，这里的机器
设备早已拆除运走，室内空空荡荡。

他们在这里走动，沉默、欣喜、微笑、激动，不
断用上海话议论着什么。

我曾在二砂上班，将近 8000名职工的大厂，
现已成为别具风味、公园式的休闲娱乐场所，因为
思念这个地方，这天出来散步。

我疑惑不解，三个上海人在这里闲聊些什么
呢？我凑过去主动搭腔：“老哥们有什么事情吗？”

“我们是去北京旅游的，顺便下火车来这里看
看，几十年前我们曾经来过这里，就在这个车间，
诞生了第一片超薄片砂轮，给我国的钢笔生产提
供了牙齿，再也不用进口世界上少数几个发达国
家生产的超薄片砂轮了。”

原来这三位老人年轻时都在上海一家钢笔厂
上班，有一天这个厂的一个车间突然停产了。我
们现在用的都是圆珠笔，可在当时大家都习惯使
用钢笔。钢笔笔尖当中有一条细细的缝，整个笔
尖是一个像舌尖模样的铁质薄片，紧紧塞进钢笔
内的一个圆孔里，后面是吸装墨水的胶管。我国
缺少加工从胶管里向下输送墨水写字用的那条细
缝的超薄片砂轮，不得已只能从国外进口。因为
这种砂轮太薄，材料里又有部分金刚石粉末，当时
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发达国家可以生产。“当时我
国已有大大小小七个砂轮厂，七个砂轮厂基本上
同时组织工程技术人员开始研制超薄片砂轮，我
们三个就是派往郑州第二砂轮厂专门催促研制超

薄片砂轮的。”
“一路上，我们心急如焚，眼看着从上海至郑

州火车路两旁的县城，村镇土路的两边，上学放学
的一个个高、低年级的学生，他们肩上挎着各种颜
色、家中自己缝制的书包，手里拿着墨水瓶或多种
多样改制成的大小不同的墨盒。他们多么需要一
只小小的钢笔啊！”

“我们三个还未到郑州，第二砂轮厂早已接
到上级的通知：为了我们国家的下一代，愿尽快
研制生产出超薄片砂轮……我们听了非常高兴，
晚上我们就住在第二砂轮厂招待所，和二砂工人
一起上下班。可我们是外行，对研制超薄片砂轮
这样的技术一窍不通，只能干着急，在二砂住了三
四个月，打电话向厂里汇报了正在研制超薄片砂
轮进展的情况，我们又回上海了。”

可回到上海还不满一个月，上海钢笔制造厂
电话值班室就接到郑州第二砂轮厂打来的电话，
超薄片砂轮制造成功了。“我们咋也不相信，请求
厂里再打电话证实一下，回话很干脆，确实制造出

来啦，快来第二砂轮厂取超薄片砂轮吧！”
“我们三个人第二次又来到郑州第二砂轮厂，

就在咱们站的这个地方，当时有三台轧制薄片砂
轮的轧光机，其中一台的工作台面上，放着一摞
摞、一排排超薄片砂轮。”

车间里的工人听说我们从上海来取超薄片砂
轮，三台轧光机周围很快围满了人，我们三人刚拿
起一片超薄砂轮观看，一位技术人员指着超薄片
砂轮对我们说：“我们研制组的技术人员在一起忙
了几个月，也没研制出超薄片砂轮，结果被薄片砂
轮组的组长将超薄片砂轮做出来了。”说着他把这
位女工拉到我们面前，大家的目光立马集中到她
身上：中等身材，一身二砂工装，和其他女职工相
比，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她那一双明亮、聪慧
的眼睛，好像不停地闪烁着从脑海里发出的智慧
波纹……

“我直接操作机床让大家看吧，这比用嘴说更
直接。”她微微地笑着、兴奋得面颊和耳朵都有些
发红了。她胸有成竹地来到工具箱前，拿出她用

铁丝网做成的筛具，又回到轧光机前，将备好的超
薄片砂轮半成品送入两个上下滚动着的压辊缝
里，再到对面取出轧成半成品的薄片，把自制筛具
里倒入滑石粉，均匀的撒筛在薄片上，她一边小心
翼翼地筛撒着，一边说：“这就是我日夜梦想制造
成超薄片砂轮的关键！然后再将薄片像纸一样折
叠成双层，开动设备，将双层薄片送入轧光机辊子
中轧过去，因当中加了滑石粉，两面薄片不会粘连
在一起，把两片超薄片砂轮半成品揭开，放在冲床
的工作台面上，备好的冲床顶面装有超薄片砂轮
模具，脚踏冲床开关，只听‘叭’的一声模具扳上下
张开，整板的超薄片砂轮半成品成功了。再转下
道工序烘干、烧制……”她一边说一边走到成品超
薄片轧光机工作台面旁，拿起两片超薄片砂轮高
高举起，大声说:“这就是经过技术鉴定，我们厂自
己生产制造、符合国际标准的超薄片砂轮。在中
国郑州第二砂轮厂试制成功啦！”

顿时，整个车间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欢呼声响
成一片，多么激动人心的一刻！三位上海来二砂取
超薄片砂轮的年轻人，一齐走到这位女工面前，尊
重地深深地弯腰鞠了一躬，上前紧紧握着她的手
说：“我们代表上海钢笔厂全体职工，向你表示感
谢，你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崇敬、最需要的人才！”

如今各项科学技术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广泛应用的钢笔慢慢地从人
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圆珠笔在学校、工厂、企事业
单位的使用越来越普及，但当初研制生产钢笔的
往事，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怎么也挥散不去。

三年前父亲因病去世，永远地离开
了我们。父亲的一生，勤恳敬业，坦诚
磊落，值得我们深切缅怀和永恒怀念。

父亲田绍武，1931年出生于南阳
方城县一个贫寒家庭，姊妹五个，排行
老五，上面两个哥哥，两个姐姐。父亲
很小的时候爷爷就去世了，是奶奶、两
位伯伯和姑姑们把父亲带大成人。家
乡位于大山深处，交通不便，房子建在
半山腰里，吃水要到山下很远的地方
用肩膀挑水、庄稼地里种的粮食也是
靠人扛肩背。这样的状况磨炼了父亲
坚强的性格，他四五岁起就帮家里干
活。父亲自幼勤奋好学，少年时期跟
着村里的私塾先生读书习字，高小毕
业，成了村里少有的文化人，每年春
节，村里各家的对联总是由父亲来写。

1949 年新中国刚成立，父亲 19
岁，背井离乡来到许昌，开始了人生中
的重大转变。由于父亲吃苦肯干，很
快得到领导和同事的好评。

上世纪五十年代，国家号召领导
干部下乡支援农业建设。记得有一年
父亲在郏县长桥小顿村驻村时，为了
落实上级指示，改善种植结构普级烟
叶种植，这对小顿村的人来说是个新
课题。村里没有这方面的技术人员，
父亲作为当时的驻队干部，与当时的
队长、村干部商量后成立技术小组，邀
请外村技术人员亲做指导，从培种到
栽苗。从打顶拾叶、烘烤晾晒，一个季
节与村民们吃住在一起，乡亲们都把
他当成自家人，在劳动中父亲也着实
得到大家的爱戴。父亲的汗水和智慧
得到了回报，当金灿灿的烟叶出炕时，
全村社员脸上展开了幸福的笑容。

父亲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按当
时的个人条件，他完全可以找一个公
职人员的对象，可父亲知道老家还有
年迈的母亲需要照顾，大哥、二哥家的
孩子还没人缝衣做鞋，为老家的亲人
分担解犹，是他的责任和担当。父亲
娶了家乡的农家姑娘。父亲结婚后，
母亲作为父亲的贤内助，一直在老家
生活，直到我们姊妹五个出生，都是母
亲照顾我们，父亲作为一个国家干部
每年只能回家两三次，每次也就只待
三天。

1974 年父亲调回离家较近的鲁
山县税务局。他主动要求到基层工
作，回来时一辆自行车，后座上带着一
个行李卷和一个小木箱，小箱子沉甸
甸的，我好奇地打开一看，发现里面全
是父亲工作中历年的奖状和荣誉证
书。不同时期、不同字体。这些证书
能铺满整个房间，见证着父亲作为共
和国第一代财税人艰苦奋斗的历程。

父亲在张良镇任税务所长时，工
作需要机关人员驻村，他把所里的管
理工作让给年轻的副所长，自己主动
要求去到老庄村一个偏僻的生产队砖
瓦窑蹲点。与窑上民工同吃同住，整
个夏天父亲没回过一次家。秋收时节
镇里开会，父亲顺路回家一趟，当时我
在大门口，远远看到一个又黑又瘦的
老人，头戴一顶草帽，推着自行车，走
近了才认出是父亲。跑上前去接车
子，母亲说咋累成这样了？父亲说没
事，我顺路回来看一下，一会儿就走。
喝碗水的工夫，母亲煮了几个鸡蛋，放
在车兜里，我送父亲到村外，父亲嘱咐
我，你是老大要帮家里干活，要好好读
书。说着他拿出熟鸡蛋递给我，说带
回去给弟弟妹妹吃。望着他远去的背
影，我不禁泪眼模糊……

父亲很爱护职工。记得有一年冬
天，我去看父亲，刚进门就看到一位妇
女在恳求父亲：“叔，你可得救救我们
一家人，一定要他向正路上走。”原来
这位妇女的丈夫是所里一名职工，染
上了赌的恶习。为了让他改掉这个毛
病,父亲想了很多方法，让大家监督，
他自己亲自跟踪这位职工，苦口婆心
教导。刚开始，那位职工嘴上说改正，
可仍然积习难改。有一次晚上，天降
大雪，父亲看到他没在单位，就冒雪找
了几处，终于把他堵在赌场门口。他
看到父亲羞愧难当，回到单位扑通一
声给父亲跪下，并发誓“再有此行为，
就直接开除我”，经过一年多的耐心教
育，该同志彻底改掉了赌博恶习，从而
挽救了一个家庭。

父亲是一名共产党员，在艰苦的
岁月里，始终发挥模范作用，从不占公
家一丝便宜，工作中勇担重担。凡是
苦的累的难缠的工作,自己抢先干。
他生活上带头节衣缩食，时常教育我
们要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要有艰苦
奋斗的精神，要好好学习，做一个有用
的人。父亲忠于职责，不讲情面，村里
有不少人想找父亲托关系办事，父亲
遇到这种情况总是果断地回绝。

晚年时期的父亲注重锻炼身体，
总是说：“我身体好了，就不拖累你们
了。”每天早上起床后打扫卫生，直到
去世前还不忘锻炼。

父亲的一生虽然平凡，但他坚强
的意志、不屈的人格，忠于职守的品
德，是留给我们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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