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渤海新区中捷新城社区周传

江的家，温馨的气息扑面而来。一抹

茶香在客厅里氤氲飘荡，琥珀色的光

从窗口透过。女儿在厨房忙碌，孙儿

欢笑打闹在膝下，快乐的时光仿佛在

此刻定格。

几十年来，周传江的教育理念很

简单：“对人要宽厚，做人要和善”

“厚德载物，忠厚传家”，短短几句，

却滋养出周家宽厚善良的家风，深深

影响着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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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家里话说说家里话说说家里话
徐泽升

1 月 15 日 ，

海兴县新华书店

二楼大厅比往常

要热闹些，身穿

红马甲的志愿者

将一笔笔助学金

交 到 学 生 们 手

中，脸上露出了

欣慰的笑容。

这是海兴志

善爱心团组织的

助学活动。人群

中不停穿梭、忙

碌 的 ， 是 52 岁

的刘崇祥，他是

志善爱心团的成

员，也是这次助

学 活 动 的 组 织

者。

脱 下 防 护

服，随即穿上红

马 甲 ， 助 老 帮

困、资助学生、

排忧解难……刘

崇 祥 像 一 团 火

焰，温暖着身边

的人。

刘崇祥刘崇祥刘崇祥：：：帮助他人帮助他人帮助他人 快乐自己快乐自己快乐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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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 家教 家风

家庭，是以婚姻和血缘关系
为基础的最小社会单位。天下之
本在家，家庭和谐，国家昌盛。
家是机体的细胞，细胞健康，机
体有力。家庭是避风港，是心灵
的栖息地。因为血浓于水，家庭
有强大的凝聚力；因为都是中华
儿女，国家有强大的凝聚力。

家教，是子女在家庭中受到
的熏陶和教育。学校传授给学生
的是科学知识，包括天文、地
理、物理、化学等考试类科目，
是某一阶段的考题，在学校言传
重于身教。而家庭给予孩子的是
人文知识，包括生活技能、言谈
举止、待人接物等科目，是人一
生的考题。

家风又称门风，指的是家庭
世代相传的做事风格、做人风范，
也是一个家庭的风气，是家庭中一
代传给一代的精神食粮。钱氏家族
秉持着“务本节用则国富，进贤能
使则国强，兴学育才则国盛，交邻
有道则国安”的家天下情怀，形成
了报效国家的家风。“两弹一星”
功勋中，钱学森、钱三强、钱骥，
钱家就占了三位。

家谱 家训 家规

家谱，是记载一个家族的世
系繁衍，家族支脉关系和血缘亲
疏的家庭传记。例如，我们徐氏
家谱记录了沧州徐氏一族，是明
永乐二年由江苏徐州迁至直隶沧
州，并把“读书、力耕、勤俭、
诚信”作为家训。家谱只有在过
年的时候才能打开，男丁要在正
月初一跪拜家谱，给祖先行礼。
而且也只在中堂展示半天，随后
要用红布包好，小心翼翼地存
放。清明节时，出嫁的孩子要回
到娘家，这也是家里人口最全的
时候。然后，大家一起去墓地祭
祀，在坟前把自己的心里话说给
先人，祈祷平安。

近年来，每到清明节，学校
都组织学生们到烈士陵园、无名
烈士墓、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花
篮，并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
班人”。南宋诗人陆游“王师北
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的
愿望如今已成为现实，看到我们
如今的美好生活，先辈们也一定
非常高兴。

家训，是一个家庭的行动指
南，可以成文，也可以口口相
传。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
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名句，
是林氏家训，也成为中华民族自
强自信的警句。

家训大多简单易懂。单位有
位姓鞠的同事，他自己总结家训
就两句话：“做事要舍得吃苦，
做人要舍得吃亏。”现在有很多
新名词，网上课堂、物品快递、
视频聊天这些生活新常态也给人
们带来了新理念，但家训以不变
应万变。我们全家人就经常一起
观看《记住乡愁》节目，学习耕
读传家、忠勇侠义、邻里互助等
中华好家风。在家庭活动中践行
家训，凝聚家庭力量。

家规，是家里的规矩和行
为规范，细致到对家人的穿衣
打扮、言行举止都有明确要
求。包拯家规是“后世子孙仕
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
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
之中”，时刻提醒家族成员不能
干坏事，要努力工作，为家
庭、家乡作贡献。家规从正、
反两个方面对家族成员进行教
育，让孩子们从小就心存敬
畏，知道守住底线。

老人 老屋 老家

老人的胡子里藏满故事，老
人的憨笑中埋着乡音，一声声喊
我乳名，一遍遍讲着“吃亏是
福”的道理。奶奶爷爷老了，话

也少了，一年四季坐在大门口，
眼睛望着远方，等着儿女们回
家，等着孙子孙女放学归来。家
人到齐，围在一起，才可以开
饭，这是我们家的“等饭”规
矩。奶奶爷爷走了，爸爸妈妈又
坐在大门前，望向村口的公路。
他们知道那是孩子回家的路，盼
着在外打工的孩子在村口出现。
父母也走了，我辈开始守门了，
守的是人丁兴旺，守的是阖家幸
福。

老屋里生育了几代人、走出
几个大学生，父亲反复讲起，我
们姐弟四个都是在这间屋子里出
生。在老屋，我们姐弟四个度过
了童年、少年时代，一砖一瓦都
带着浓郁的烟火气息。我住老屋
最西头那间，窗前是一棵大椿
树，树干需两人合抱，树冠像一
把巨大的伞。我最小，所以不用
干农活，在老屋里写作业，在大
椿树下背古诗，在院子里背诵英
语。妈妈说我读书费脑子，让我
吃白面馒头，而其他家人干活回
来只能吃粗粮窝头。现在想起
来，仍历历在目。

乡愁是什么？乡愁，就是你
离开了仍然会想念的地方。现
在，社会进步了，生活条件越来
越好，乡愁似乎渐行渐远。而老
屋的年轮却变得越来越浓，老屋
的根也越扎越深，呼唤着远方的
游子。

老家，是最坚强的后盾。疫
情期间，侄子在国企全封闭管
理，保障国家电煤运输畅通，侄
媳妇战斗在医院抗疫一线。两个
上幼儿园的孩子从城市送到农村
的家，看护人由爸爸妈妈变成爷
爷奶奶。走出家乡，身怀绝技，
干出一番事业，这是新时代家
风。此时，老家并不只是地理上
的某地位置，更多的是我们的
根、我们的依靠。

手机 网络 金钱

手机已经成了必需品，工作
和生活都离不开它，于是，低头
族、熬夜族、剁手族随之出现。
在家里吃饭时，饭桌上的家长里
短少了，手机里吸引眼球的段子
多了。虚拟世界让每个人成为一
座孤岛，阻断了家人之间的情感
交流。在我们家，一进家门，大
人不上网，孩子在院子里疯跑，
享受阳光，大人一起包饺子，享
受幸福时光。

现代生活离不开网络，网
课、网购、远程办公，网络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给人们的生活带
来了颠覆性的变化。但负面影响
也显而易见，网络成瘾症的数量
不断增加，甚至出现网络犯罪。
家长在孩子面前不应上网娱乐，
应自觉形成读书的好习惯，做孩
子的榜样。

金钱不是万能的，不能让金
钱影响血浓于水的亲情。家庭过
日子，就像涮火锅，都要往锅里
放菜，饭才丰盛；都去锅里捞，
什么也剩不下。齐心协力，日子
才能殷实。在家里不能算细账，
我爸爸说：“你们姐弟几个，条
件好的我就多要点，条件不好的
我就多给点。”“要”和“给”只
是一字之差，这就是家里的糊涂
账，但却是亲情账。

身教重于言传。家庭是人生
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
一任老师，要给孩子讲好人生第
一课，帮助扣好人生第一粒扣
子。放下手机和家人唠唠家常，
这就是烟火味的家。我自己有个
规矩：每周陪老人吃一顿饭，每
周陪老伴儿散一次步，每周陪孩
子读一次书。对家人好，对同事
好，对社会就好。家是最小国，
国是千万家，祝愿我中华民族国
泰民安。

见证中捷友谊农场的发展

87岁的周传江珍藏着几张老照片，
空闲时总会拿出来看一看。

“1956年，为支持新中国建设，捷
克斯洛伐克向中方无偿赠送 670多件、
可耕种10万亩土地的全套现代化农业机
械设备，周恩来总理亲自将接收这批设
备的地域命名为‘中捷友谊农场’。”周
传江轻抚着照片，思绪也回到了那个激
情澎湃的岁月。

周传江出生在北京，1956年 2月，
为响应国家支援农村建设的号召，从中
共中央办公厅来到中捷，成为中捷友谊
农场的一号农机手。

“1956年 6月，农业机械设备运到
沧州，我被分配到安装组，负责安装拖
拉机。那时的中捷友谊农场，芦苇、盐
滩、荒地一眼望不到边。”周传江说，
当时别的农场用镰刀锄头耕种，中捷友
谊农场的设备最先进。农场的第一台拖
拉机，就是他开的。

“万事开头难，有苦才有甜。”老人
经常与晚辈分享那些往事。

“春天，一场风就能把居住用的帐
篷、被子、褥子全刮到沟里。夏天，蚊
子咬得人无法入睡，浑身是包。耕地
时，身上露肉的地儿就抹上拖拉机保养
用的油，蚊子一叮，就被粘在了身上。

干完活一看，身上密密麻麻的全是蚊
子……”周传江笑着说。

其实，他本可以不受这份苦。1960
年，周传江的母亲已经在北京为他安排
好了工作，但他却义无反顾地留在了中
捷。从青丝到白发，他无法割舍这里的
每一寸土地。

周传江至今珍藏着一个旧笔记本，
打开扉页，上面写着“奋斗”两个大
字。当年那个朝气蓬勃的青年如今已两
鬓斑白，笔记本记录了中捷友谊农场的
发展，是老人难忘的回忆，也是他一生
辛勤奉献的印记。

家风滋润心田

周传江有 4个女儿，当年的六口之
家如今已经变成20多口的大家庭，孩子
们勤俭孝顺、忠厚朴实。他常说，家和
万事兴。还教育孩子们，对人要宽厚，
能帮助别人的尽量帮……这些朴素的话
语如细雨般，滋润着孩子们的心田。

周传江的 4个女儿，在当地也有着
“四朵金花”的美誉。

大女儿周晓新是个热心肠。一次，
一对卖菜的夫妇开车去批发蔬菜，路上
不幸遭遇车祸。她得知后，立刻前往医
院。这对夫妻的女儿在外地工作，儿子
马上要高考，周晓新就一直守在医院，
陪伴照顾着他们。周晓新还是个热心

“红娘”，经过她的牵线搭桥，说成了好
几对姻缘。

二女儿周晓燕心地善良，心灵手
巧。邻居一位大姐是残疾人，丈夫又因
车祸去世，大女儿嫁到保定，二女儿正
上初中，经济条件很不好。周晓燕几乎
每天都去她家看望，还给大姐介绍了一
份工作。闲暇之余，周晓燕爱做零活、
爱种菜，自己开辟了一片菜园，菜熟
了，就摘下来送给亲朋好友。

三女儿周晓英爱笑，善解人意。每
当做点好吃的，有新鲜的，就给邻居们
送去，还将家中衣物送给困难家庭。

四女儿周晓红古道热肠，邻居家孩
子发高烧，孩子爸爸不在家，她二话没
说，带上孩子和家人直奔医院。挂号、
交钱、拿药，周晓红忙前忙后，回到家
又给孩子熬粥，邻居看在眼里，感动在
心中。多年来，她还资助了几位品学兼
优的学生。

女儿们都觉得，父母是她们最好的
老师，家风就像一粒种子，种下爱就会
结满爱的果实。

点滴小事诠释真善美

虽然已 87岁高龄，但周传江精神
矍铄、乐观开朗。他常常感慨：“自
己能够活到今天，都是孩子们的功
劳。”

前段时间，周传江因肾结石住院治
疗，4个家庭抢着照顾。女儿给老人端
屎端尿，女婿背着老人做检查，只要老
人有事，一个电话，都是随叫随到。四
女婿说：“老人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幸
福。”而周传江却觉得，自己的健康离
不开孩子们无微不至的照顾。

在周家的平凡生活中，总是流淌着
脉脉温情，让人心生暖意。

周传江的老伴儿去世早，看着孩子
们每天忙碌，他主动提出雇个保姆。经
朋友介绍，一位娄姓保姆走进了这个家
庭，每天为周传江洗衣做饭、收拾家
务。白天孩子们忙，但每天晚上都来家
里看望父亲，帮保姆一起洗刷碗筷、收
拾屋子，把保姆当成自家人对待。孩子
们平时还给保姆买衣服、日常用品，前
段日子保姆膝盖痛，又带她去黄骅求医
问药。

在良好家风的熏陶下，周传江的女
儿、女婿们孝顺体贴、知善行善，孙儿
们也都品学兼优。如今，20多口的大家
庭有的在外地工作，有的仍在上学，但
即使时空变换、相隔千里，融入血脉里
的品德也不会改变。因为他们的根，厚
植在“立德行善”的家风中。

周传江家庭周传江家庭周传江家庭：：：
家风如细雨家风如细雨家风如细雨 滋养儿女心滋养儿女心滋养儿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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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家庭事迹文明家庭事迹

投身公益

刘崇祥当过兵，曾在部队服役 13年，
2003年转业，来到了海兴县新华书店工
作。

几年前，刘崇祥被“好人之城”的氛
围感染，产生了一个愿望：投身公益，回
报家乡。

彼时，海兴志善爱心团虽成立时间不
长，但他们扶危济困、助人为乐的精神，
深深打动着每一位海兴人，刘崇祥于是加
入其中。从那以后，每逢周末或假期，他
都会跟随团队走进困难家庭，送钱送物、
打扫卫生、陪伴孤寡老人。

那一刻，他的心中生起一种无与伦比
的幸福和快乐。刘崇祥觉得，那是做公益
带给他的。

在刘崇祥的带动下，爱心团成员不
断增加。他们秉承着“感恩社会奉献爱
心”的宗旨，围绕“助学、助老、助
残、帮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爱心活
动。3 月，他们资助贫困学生、发放助
学基金；4 月，他们组织活动，到烈士
陵园缅怀先烈；5 月，他们看望孤寡老
人，为老人送去生活用品……到了春
节、重阳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老人
们的家里就更热闹了。

志善爱心团下设办公室、考察组、物
资组等多个具体部门，为的就是更好地帮
助大家。而刘崇祥所在的办公室较为忙
碌，每次活动前的组织、沟通，事无巨细
都由他负责。除了工作，他把大部分精力
都投入在了公益事业上。

利他就是利己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在助人的过程
中，刘崇祥得到了成长，收获了快乐，身
心更加丰盈充实。

2021年春节前，赵毛陶镇的张福勇家
1万多公斤苹果滞销，令父子二人愁眉不
展。张福勇患有肾炎，需要穿刺治疗、长
期服药，他离异带着13岁的儿子生活。本
想在集市批发苹果挣些钱，没想到，因疫

情各村集市都取消了，造成苹果滞销。这
让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得知情况
后，刘崇祥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呼吁大家
伸出援手，利用多种渠道帮忙推销。短短
几天时间，1万多公斤苹果销售一空，解
了张福勇家的燃眉之急。

漳卫新河辛集大坝，是上游泄洪入海
前的最后一站。大坝有丝毫险情，沿岸村
庄都可能遭殃，还会波及整个县城。2021
年8月，看护巡查人员在41公里长的堤岸
上驻扎下来。看到防汛一线的执勤人员忙
得都吃不上一口热饭，刘崇祥和爱心团团
长决定在防汛一线建起“幸福食堂”，为
防汛救灾一线的勇士们做爱心餐。他们把
锅架在了堤坝下，为防汛一线的2000多名
执勤人员送上热乎乎的饭菜，直到汛情结
束。

最美志愿者

在刘崇祥看来，每一位志愿者都是一
束光，汇聚在一起，就能为人们照亮前行
的路。

一路走来，志善爱心团的影响力越来
越大，他们走遍了海兴城乡的每个村落，

为近百位孤寡老人送去温暖和关怀，资助
了数百位学生。大学生、高中生每人每学
期 1500 元，中、小学生每人每学期 500
元。光这一项，志善爱心团每年就要支出
近10万元。

但让刘崇祥倍感欣慰的是，当年资助
过的学生不仅顺利完成学业，还成了志善
爱心团的志愿者。“有的学生参加工作后
的第一个月，就拿出一部分工资捐给了我
们。”他说。

就这样，爱的火炬一棒接一棒传递下
去。

平日里，刘崇祥的生活被安排得满满
当当，不仅要上班、照顾家庭，还要打理
爱心团队的大小事务，他却依然乐此不
疲。看到孤寡老人脸上露出笑容，看到昔
日受助学子回报社会，刘崇祥觉得，那就
是做公益的意义。

“河北最美志愿者”“沧州好人”“优
秀共产党员”，这些既是荣耀，也是鞭策
——激励着他，在公益路上不断前行。

道德模范道德模范··身边好人身边好人

周传江周传江（（中中））一家欢聚一堂一家欢聚一堂

城市楼房越来越高，马路越来越拥挤，人

们手机里的消息越来越多，这是标准的城市

化生活的一幕；进了家，来个“葛优躺”，嘴里

嚷着累，叫个外卖，然后钻进网络，这是家庭

中司空见惯的一幕。有必要倡导“家俭则兴，

人勤则健；能俭能勤，永无贫贱”等先辈家风

家训，放下手机，围坐餐桌，多陪伴家人，多听

听老辈说说“家里话”。

刘崇祥和志愿者们看望孤寡老人刘崇祥和志愿者们看望孤寡老人

家风家训家风家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