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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媳妇庞红燕好媳妇庞红燕
周翠环 齐斐斐

徐磊徐磊
军人世家走出的二等功臣军人世家走出的二等功臣
本报记者 寇洪莹

本报记者 杨静然 本报通讯员 张 军

百善孝为先，孝为德之本。在献县
南河头乡东樊屯村，有一位普普通通的
农家妇女，多少年来，无怨无悔悉心照
料家中瘫痪在床的婆婆奶奶、瘫痪多年
的婆婆和双目失明的公公。她用执着和
坚韧、善良和勤劳、泪水和汗水，诠释
了孝道的含义。她就是村民们赞不绝口
的好媳妇庞红燕。

今年51岁的庞红燕娘家在衡水武强
县，24岁时，嫁给了献县南河头乡东樊
屯村大她一岁的樊长岭。樊长岭精神实
在、强壮能干，婚后，小两口吃苦耐
劳，精打细算又勤快，小日子过得虽不
怎么富裕，但也十分幸福。随着孩子的
出生，庞红燕夫妻的干劲儿更足了。

天有不测风云。2003年，庞红燕的
婆婆突发脑血栓，瘫痪在床，吃喝拉撒
只能在床上解决。看着病重的婆婆，她
主动跟丈夫商量，要自己在家里照顾婆
婆的日常起居，她相信婆婆一定还会再
站起来。就这样，庞红燕几年如一日，
一次次陪婆婆到医院做治疗、复查，从
来没有半句怨言，有的只是悉心的照料
和呵护关心。

每天天还没亮，她就起来忙活
了。先给一大家人做早饭，估摸着婆婆
差不多睡醒了，再去伺候婆婆洗脸穿
衣、喂水喂饭，天天如此。庞红燕常
说，自己累点不要紧，只要老人能快点
好起来，有个幸福健康的晚年比什么都
强。老人卧床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得过
褥疮，这无疑得益于儿媳妇的悉心照
料。每到天气好的时候，庞红燕就用轮
椅推着婆婆到大街上溜达，晒晒太阳，
找邻居唠唠家常。

2009年，80多岁的婆婆奶奶患类风
湿、关节炎，也开始行动不便，后来病
情逐渐加重，到后来完全瘫痪。庞红燕
抽个工夫就跑到奶奶家，帮着爷爷照顾
老人。2012年爷爷去世，庞红燕又主动
承担起了照顾奶奶的重担。她跟丈夫商
量，把奶奶接到自家来。就这样，在庞
红燕家的大炕上，一边躺着婆婆，一边
躺着奶奶。她照顾完这个，照顾那个，
没有闲下来的时候，直到2016年奶奶去
世。婆婆在庞红燕的精心照顾下，身体
逐渐恢复，现在能够拄着拐杖蹒跚着走
几步路。老人逢人就夸：“我能站起
来，全靠我的儿媳妇啊，我们儿子真的
没有看错人。”

早在20年前，庞红燕的公公就得了
青光眼，虽视力不行，但勉强能看到，
随着病情逐渐恶化，到2013年发展到双
目失明。眼睛看不见，但公公却又闲不
住，经常将家里的东西碰倒，有时刚刚
收拾好的家务，转眼被弄得一片狼藉，
她只是默默地重新收拾好。

庞红燕平日里起早贪黑照顾着老
人，农忙时还要去地里干活，生活主
要靠丈夫在企业打零工来维持。在这
样贫困的家庭条件下，这位朴实的农
村妇女却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孩子的教
育，时常鼓励孩子好好学习、好好做
人。她和丈夫言传身教，孩子们从小
就懂事孝顺，热情助人。庞红燕经常
说，她和丈夫吃多少苦受多少累都不
要紧，只希望孩子们将来有出息。孩
子们也都很争气，现在大儿子已经成
家立业，还给庞红燕生了个大胖孙
子，庞红燕脸上乐开了花。小儿子在
读中学，学习成绩非常好。女儿毕业
后也在县城找了份工作，庞红燕的日
子终于有了盼头。

邻居刘素兰说：“红燕真是个好媳
妇，这么多年来，这个家多亏了她，不
然长岭的日子咋过啊。”“红燕精心照顾
3个老人，把老人伺候得这么好，这些
年真的不容易，是值得全村人学习的榜
样。”村干部樊路杰说。

庞红燕庞红燕（（右一右一））和公婆和公婆

家庭熏陶 从小立志

小时候，徐磊总喜欢翻
看爷爷奶奶和父亲穿军装的
照片，让家里人讲他们当兵
的故事，百听不厌。

徐 磊 的 爷 爷 徐 保 森 ，
1943年参军入伍，参加过抗
日战争、解放战争，经常夜
晚打仗和行军。一次在解放
东光胡集的战役中，徐保森
英勇冲锋时，不幸被敌人的
子弹击中，成为一名伤残军
人。徐磊的奶奶在部队当护
士，1948年随丈夫光荣退伍
后，回到农村。小时候，老
人经常说：“做人要忠诚，忠
诚于国家，忠诚于部队，做
人做事要对得起自己的良
心。”徐保森做事雷厉风行，
处处彰显军人气质，在村里
威望极高。谁家有红白喜
事，都叫他去当总理，谁家
有邻里纠纷，他都去当“帮
大哥”。

耳濡目染，徐磊的爸爸
徐士海在高中毕业后，也义
无反顾地选择了参军，在
1000多名新兵中被选中，进
入了公务班，当了首长警卫
员。退伍后分配到泊头上
班，4年部队生活塑造了徐士
海的优良品质。多年来，64
岁的徐士海在工程监理的岗
位上依然兢兢业业、克勤克
俭。

老一辈人的故事感染着
徐磊，梦想的种子开始在心
底生根发芽。徐磊期盼着早
日穿上戎装，保家卫国。

学业优秀 逐梦蓝天

“从小学开始，徐磊就一
直是优秀班干部！”徐士海
说，这一点作为父亲，都觉
得他了不起。同学们遇到不
开心的事或者学习上有困
难，都愿意和徐磊沟通交
流，徐磊成为同学们的“加
油站”、老师们的“小助手”。

初中时，徐磊的目标更
加明确了，他要当一名军队
飞行员，驾驶最先进的飞机
翱翔在祖国的蓝天。平日
里，徐磊勤奋好学，学习从
不需要家长监督。高考毕业
时，他报考了中国人民解放
军航空大学的海军飞行员。

在经过200多项测试后，徐磊
脱颖而出。当时学校面向全
国招收198名飞行员，沧州市
仅有两个名额，而他就是其
中一个。

“好男儿来当兵，大丈夫
去飞行，来到这里你会有热
血的冲动，也会有理智的深
情；你会是爱和平的卫士，
也是敢战斗的精英；你是中
华海之子，时代浪花白。我
们身处一个大有可为的时
代，欢迎广大青年才俊踊跃
参军。来到这里，实现你们
的理想！”征兵之际，泊头武
装部大厅屏幕上循环播放着
徐磊的励志视频，由此也激
励了许多人。

夜间飞行 处置特情

2021年4月，在一次夜间
编队飞行训练中，徐磊所驾
驶的战机在 2166米高度发动
机突发停车，他与教官一起
沉着应对，危急关头重启发
动机，驾机安全返回地面。
徐磊所驾战机为双发飞机，
两台发动机同时停车的情况
实属罕见。

“当时飞机所有仪表背
景灯突然熄灭，座舱内顿时
陷入昏暗，失去动力的飞机
就像一个巨大的铁疙瘩，再
加上夜间没有一点参照物，
高度迅速下降，数秒钟内就
从 两 千 多 米 掉 到 了 几 百
米。”徐磊回忆说。紧急时
刻，他和教官并没有第一时
间选择跳伞逃生，而是本着
对地面群众安全负责、对武
器装备负责的精神，数次尝
试应急启动发动机，最终启
动成功。

此时，战机距离地面只
有483米，这个高度不论是跳
伞逃生，还是战机紧急爬
升，都是一个极限高度。在
如此低的高度成功处置战机
空中双发停车特情，在全军
尚属首次。这次所保留的数
据上交海军，为今后的训练
留下了可靠的数据。他也因
此荣获二等功。

2021 年 7 月 19 日，泊头
市政府、人武部及退役军人
事务局联合海军航空大学某
部，为荣立二等功的现役军
人徐磊家庭送上功臣之家牌
匾、立功喜报和慰问金。

开学在即，51岁的庞海军变得
忙碌起来。他是高新区实验学校的
老师，也是家中的第三代教师。

站在三尺讲台上，庞海军总是
情不自禁地想起儿时祖父对他的教
导：“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
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
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如今，参加工作已 30 余年的
他，终于明白祖父、父亲为何坚守
于此——教师，不仅仅传道授业解
惑，更是在用自己的光与热，去点
燃学生们的希望。

这份教书育人的责任，在庞家
已经影响了四代人。

执着坚守乡村教育

庞海军一家教书育人的故事，
还要从他的爷爷庞维州说起。

庞维州出生在清末民初的沧县
韩正庄村，后来成为村里的教书先
生。因为学识渊博、品德优良，闻
名十里八乡。遇到家庭困难的学
子，庞维州还免费教学。

老人写得一手漂亮的小楷，抄
录的《四书》《五经》被家人一直
保存至今。一同保存下来的，还有
庞家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

到了庞海军的父亲庞楹森这一
代，更是把一生都奉献给了教育事
业。

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初
期，各项事业百废待兴，农村办学
的艰难更是不言而喻。条件简陋、
环境艰苦，甚至连学生用的课本、
教材都需要用手刻印。就是在这样
的环境下，庞楹森克服重重困难，
开展教学。为了让每个学生都有课
本，他整夜整夜地刻版印书；为了
翻修校舍，他多方筹措资金，反复
研究建设方案，废寝忘食地待在学
校，终于为村里的孩子们盖起了像
模像样的学校。

在庞海军的记忆中，父亲很少
待在家里。

“早上，天刚亮，父亲就起来
赶往学校，直到天黑才回家。周末
也很少休息。”庞海军说。

即便缺少陪伴，也丝毫不影响
父亲在他心目中的形象。

在庞楹森的努力下，他所任教
的韩正庄学校，设施环境和教学质
量都有了明显提高。1971年 4月，
韩正庄学校被评为市级文明单位。
1972年 6月，他被授予“河北省五
一劳动奖章”。

后来，庞楹森被任命为公社校
长，全部心思都花在了教学研究
上。1975 年秋，全县召开教师大
会，他带领的王祥庄学校各项成绩
都名列前茅。也是在这一年，由于
过度劳累，庞楹森在一次会议上突
然昏倒，被医院确诊为癌症晚期，
不得不离开他深爱的讲台。病榻
上，庞楹森还是想着学校的工作，
同事们看望他，他总要询问教师和
学生的情况。

第二年春天，病情有了好转，
庞楹森强烈要求出院、回学校上
班。那一年，唐山大地震，家人担
心他的身体，便陪他一起去学校。
学校也为他在学校的操场上搭起了
帐篷。那间不大的帐篷既是病房，
又是庞楹森的办公室，但他却感到
很幸福——因为能贴近他最爱的学
校和学生。

忙碌了几个月后，庞楹森离开
了人世，年仅39岁。

接过老一辈接力棒

父亲的离世让庞海军和家人悲
痛万分，却也为儿女们点亮了人生
的方向——带着父亲对教育事业的
眷恋与执著，去完成他未竞的事
业。

努力拼搏下，庞海军和大姐庞
俊英都成为了一名教师。

第一次上课，面对一双双懵懂
的眼睛，年轻的庞海军很紧张，但
内心却很坚定。那一刻的坚定，陪
伴了他一生。

讲台上的他，也总是情不自禁
地回想起儿时祖父常说起的那句古
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
修身。”

庞海军明白知识的重要性，
更深知，读书对于农村学子一生
的影响。教学上，他学习先进的
教学经验和方法，在课堂上大胆
实践，让学生在课堂上轻松愉快
地获得更多的知识；课下，他潜
心钻研教材，反复学习课标，不
断拉近师生间的距离，了解每个
学生的渴求。

他喜欢看学生们对知识渴望的
眼神，更喜欢看到学生攻破一道道
难题后自信的神情。那一刻，庞海
军终于明白祖父、父亲为何坚守于
此——教师，不仅仅在传道授业解
惑，更是在用自己的光与热，点燃
着学生们的希望。

1997 年，庞海军成为教学骨
干，被调入杜林回族乡吴庄子小学
担任校长，后又担任杜林第二中学
副校长兼教导主任。

和庞海军一样努力的，还有他
的大姐和妻子。他的大姐庞俊英
1980年任教，先后获得市级优秀教
师、市级“十佳”巾帼建功明星、
沧州市学校管理工作先进个人、沧
州市人民政府记二等功等荣誉，工
作成绩显著，现任运河区回民小学
党支部书记。妻子辛月红于1990年
任教，教学成绩优异，曾参加河北
省“百、千、万优质课”评比活
动，获得市级一等奖，2003 年、
2006年获县政府记三等功，目前在
高新区实验学校任教。

这个以教书育人为己任的家
庭，1990年就受到市政府“师尊门
第德望重，教育世家最光荣”的赞
誉；2005年，又被河北省教育厅授
予“河北省优秀教育世家”的称
号。

做播种人和燃灯者

26岁的庞玮是庞海军的儿子，
也是这个家庭第四代教师，在路华
小学教学。长辈们做人、做事的态
度潜移默化地印在了他心中。

读中学时，庞玮每天中午要骑
车 40分钟，到达父亲所在的学校，
和父亲一起吃午饭。而父子俩在一
起吃得最多的，却是一碗最简单不
过的开水冲鸡蛋。

“父亲顾不上吃饭，也顾不上给
我做饭。”庞玮道出缘由。那些年，
庞海军教化学、带毕业班，每天中午
都要准备下午做实验的器具和事项，
有时，还要给落下课的同学补课。

庞玮说，父亲回到家也一样忙
碌，备课、写教案、批改作业，有
时还要和家长沟通。那个在台灯下
伏案工作的背影，在他的脑海中始
终挥之不去。而那碗鸡蛋汤，也成
为父子俩最温暖的记忆。

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令庞玮
难以忘记。

母亲辛月红是一名英语老师，
由于患有甲状腺肿瘤，先后在天津
做过两次手术。2002年，完成第三
次手术的她，由于病理结果不乐
观，要做颈清术，把颈部的淋巴全
部根除。就这样，辛月红第四次被
推进了手术室。5个多小时的手术
结束，全家人泪如雨下，而她苏醒
后，迷迷糊糊说的第一句话却是：

“我还能送好这届毕业班吗？”医生
说，部分甲状腺切除，声带受影
响，尽量不要说话。可辛月红宁可
带上扩音器，也不想耽误教学。那
一年，她带的毕业班，英语成绩排
名全乡第二。

成长在这样的环境下，庞玮曾
一度非常排斥教师这一职业，上大
学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电器工
程专业。但命运兜兜转转，毕业后
的他考取了教师资格证，决定一
试，没想到却考上了教师的岗位。
几年教学下来，他爱上了这份职
业，还迎娶了一位教师作妻子。

当年，祖父用毛笔抄录的《四
书》《五经》以及老人曾翻阅过的
《康熙字典》《辞海》等，被庞海军
一家细心地保存下来。一张张泛黄
的纸页，承载着庞家几代人诲人不
倦的家风家训。

有人曾问庞海军：“如果重新选
择，你还会从事教师职业吗？”他回
答：“我会，也会建议子孙当教师。
因为我们是春天播种的人，是点亮
希望的人。”

“光荣之家”“光荣退役军人之家”“光荣家属”“最
美家庭”，还没走进泊头市银河御府小区徐磊的家，这个
家庭的喜气和荣光已扑面而来。

三代军人，从战火硝烟到和平盛世，时代在变，唯
一不变的是流淌在这个家庭血脉中的红色基因。生于军
人世家，今年26岁的徐磊，已成长为解放军某部的一名
飞行员教官。在一次夜间编队飞行训练中，由于成功处
置战机空中双发停车特情，在全军尚属首次，荣立二等
功。

干净整洁的家里，徐磊的父母指着墙上挂着的“二
等功臣之家”牌匾，和记者自豪地聊起了徐磊的成长经
历。

庞海军庞海军（（左二左二））和家人和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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