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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带父母开启了一段
为期半个月的自驾游。旅途中，
风景是迷人的，摩擦也是接连不
断的，但更多的是美好与回忆。”
近日，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
了他带父母旅游的经历，引来不
少评论。

当下，以共同出游的方式陪
伴 家 人 ， 成 为 很 多 人 的 选 择 。
在社交媒体上，和父母一起出
行的话题往往自带热度。有人
分享自己和父母一起出游的幸
福，有人推荐适合带父母出游
的目的地……当然，也不乏吐槽
的声音：出发前说好“都听你
的”，结果旅途中父母各种不满
意；生活习惯不同，被父母拉着
早起逛景点……

其实，每个人对旅游的预期
不同，选择和偏好自然也不同，
能否愉快同游，并非独属父母与
子女的问题，即便是同龄人、亲
密伴侣，也难免在旅途中闹矛
盾。

因阅历观念不同，父母子女
间本就存在代沟。出游在外，大
小事宜都要共同面对，身处陌生
环境、面对未知情况，子女与父
母的距离更近了，相处的时间更
集中，情绪难免会被放大。父母
子女如何相处，本就是个复杂难
解的课题，但无论如何，相互多
些尊重和换位思考都是最重要的
解题思路之一。珍惜同游的经
历，以此作为弥合代沟的机会。
多一些倾听，多一些沟通，不以
自己认为的“好”为唯一尺度；
多一些耐心，不必苛求一切完
美，也不强求必须合拍，这样或
许是舒适同行的有效方法。

一位网友说：“通过旅行学会
和日渐老去的他们相处。”一句话
道出与父母出游的初衷：感恩和
行孝。

其实，当若干年后，再回想
同游经历，曾经的尴尬、摩擦、
情绪小爆发，恐怕早已淡忘，反
会觉得“路短情长”，只恨相伴
时间太短。一边回忆，一边默默
总结“不吵架”的经验，一边盘
算下次一起出游的目的地。或
许，这才是更多人的真实状态。

常回家看看，常一起出去转
转，变的是方式，不变的是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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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微信运动，王建国的运动步数每天都排在前列。这些年，他一直在用一半的肢体“奔跑”。

坚持健身，养鱼养蛐蛐，帮助遇到困难的残疾人和身边人……他做了很多健全人都做不到的事情，人生天地比很多正常人都

更辽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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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格幸福瞬间定格幸福瞬间
传递家风美德传递家风美德

“一直想把当下的幸福记录下来，感
谢社区提供机会，圆了我这个小心愿。”

“这是我们家第一张全家福。”……
近日，新华区东环街道办事处世纪城

社区开展了“温馨全家福，传承好家风”
全家福拍摄活动，参加活动的有三代同堂
的大家庭，也有幸福的新婚小家庭。

在拍摄活动现场——这边，一家四口
正一起构思心仪的姿势；那边，年轻的小
夫妻专心致志地看着长辈化妆……活动当
天，大家热情高涨，耐心等待摄影师定格
温馨瞬间。

一张张全家福背后，展现出的是每一
个家庭的温馨和幸福。

拍摄活动进行的同时，世纪城社区还
组织“孝亲好儿女”“文明家庭”代表进
行事迹分享，代表们通过分享各自家庭对
家风美德的理解，讲述了家风的重要性以
及培养好家风的方式方法。

一位辖区居民表示，要从家风、家
教、家训中汲取精华，塑造新时代家庭文
明新风，自觉遵循勤俭持家、夫妻和睦、
邻里团结、尊老爱幼、忠孝廉悌的家庭美
德，以实际行动促进小家庭和谐幸福、大
社区文明发展。

接下来，东环
街道办事处还将通
过展览、故事会、
培树典型等形式，
推进家庭道德文明
及和谐家庭建设。

本报记者 张智超放不下的放不下的放不下的“““苦差事苦差事苦差事”””

天还没亮，张剑霞就醒了。这是她登上三尺讲台的第30个年头，长年不变的作息早已形成身体记忆。初为人师时，她常常感

到心里没底，“能不能把学生教好？该怎么去教？”如今她反复琢磨的依然是这两件事。

教师是份劳心费神的“苦差
事”，却也是张剑霞最放不下的牵挂。

52岁的张剑霞是献县第三中学
的一名数学老师。她的家离学校很
近，近到仅有一墙之隔，但她几乎
没睡过懒觉，长年不变的作息早已
形成身体记忆，她经常天不亮就
醒，起床就往学校赶。“我也想赖在
床上，但多在学校待一会儿，就能
为孩子们多解答一个问题。工作需
要我这样，我就必须做到。”

这个老师“管得宽”

张剑霞是土生土长的献县人。
1993年，毕业于沧州师范专科学校
（现沧州师范学院）数学系的她，被
分配到献县淮镇中学教初中数学。

对于刚毕业的张剑霞来说，生
活仿佛只是从一个校门走进另一个
校门。但从学生到老师的转变，使
一切变得截然不同。

那时候条件差，教学任务又
重，初为人师的张剑霞心里没底，

“能不能把学生教好？该怎么去
教？”为了找到答案，她用了很多

“笨办法”——向其他老师学习，研
究他们的课堂经验和教学方法；一
有时间，她就直奔书店购买各种教
案，照着先进的教学案例学，学会
了再去上课……

凭着这样一点点啃到底的功
夫，张剑霞获得了来自学生、家长
以及同事的认可。

1997年，张剑霞调到献县第三
中学任教，当教学对象从初中生变
成高中生，她要改变的不仅仅是教
学方案。“高中阶段的孩子很多处

于叛逆期，如果处理不当，容易导
致孩子学业荒废、性格暴躁，甚至
沾染上不良的习惯和风气。”如何
帮助他们平稳度过叛逆期，张剑霞
觉得，重要的是真正走进他们心
里。

她开始学习心理学知识。
大多数时间，张剑霞同时教着

两个班级，且高中数学的教学压力
特别大，她只能挤占本就不多的休
息时间。依旧是一点点啃到底，最
终花了6年时间，考下了国家二级心
理咨询师证。

从此，张剑霞操心的事情更
多了，学生们的成绩、生活、心
理……她虽然不是班主任，可劳心
累神的地方一点不比班主任少。

多年前，张剑霞遇到这样一个
学生。因为父母离异，她的学习成
绩从靠前跌至倒数，原本开朗的性
格也不见了。

从高二开始，张剑霞一有时间
就和那个学生聊天谈心，关注她的
学习成绩，更关心她的生活起居。

张剑霞事无巨细，从高二到高
三，她用了两年时间，终于解开了
堵在学生心里的疙瘩。“孩子最终考
上了大学，并且是她最心仪的专
业。直到现在，她还经常和我联
系，聊一聊学习中遇到的困难、感
情上的疑惑……”谈起这些学生，
张剑霞满脸幸福。

30年只请过3次假

工作中的张剑霞是个“拼命三
娘”。她把所有精力和时间都给了学
生，30年只请过 3次假，一次是产
假，一次是父亲去世，还有一次是
因为做手术。

张剑霞身体不好，2008年查出
了子宫肌瘤。其后几年，由于病情

变化，张剑霞的身体出现严重贫
血，一节课上下来，身体虚到双腿
直打颤、满身出虚汗。

医生让张剑霞抓紧手术，可她
却犹豫了：“当时我正教高三，要是
这时做手术，学校就得给我那100多
个孩子换老师。这个时候换老师，
对孩子们的影响太大了。”

手术的日子一拖再拖，直到
2021年国庆节前夕，张剑霞实在扛
不住了，这才被抬进手术室。

手术很成功，所有人都非常高
兴，只有张剑霞除外。医生让她住
院观察一个月，张剑霞一听就恼
了：“要不是国庆节孩子们放 7 天
假，我都不一定同意做手术……”

她生怕哪个学生落下课程，每
天和医生软磨硬泡，最终只住了 13
天就出了院。

校领导心疼她，让她在家再休
养几天，可她就是待不住。

有学生在学校里看到了张老
师，一边激动地大叫起来，一边飞
快地跑回班里，告诉其他同学。

学生们一拨接着一拨来办公室

看望她。“那段时间，我办公桌上每
天都摆满了各种零食，还有帮我打
水的，拉着我手嘘寒问暖的……”
张剑霞一边说一边笑，眼圈渐渐红
了起来。

2022年秋天，张剑霞进行二次
手术。这一次，她一堂课都没耽
误，要不是心细的学生看出她写板
书吃力，学生们甚至都不知道她刚
刚做完手术。

来自学生的祝福

30年里，张剑霞前前后后教了
近 2000名学生。在这些学生心里，
张老师既是老师，更是他们的亲人。

每年的教师节、劳动节、春
节、中秋等节假日，张剑霞收到的
来自学生的祝福短信和电话，多到
数不过来，尤其是在这一天的零点
零分。这些学生有的仍在继续求
学，在天南海北，国内海外；有的
刚刚步入社会，从事着千行百业；
有的已为人父母，孩子也成了张老
师的学生……对他们来说，时间的
脚步从未停止，与老师的牵绊也丝
毫未变。

张剑霞有个微信视频号，从
2020年春节开始，她就在线上上免
费的心理咨询课。她还多次登上献
县青少年活动中心和献县融媒体中
心的教育大讲堂，为家长讲解如何
引导孩子学习以及如何与青春期的
孩子进行沟通。

张剑霞每次在网上开直播课，
直播间里都会涌进不少她曾经的学
生。“张老师好！”“张老师我想你
了！”像这样的留言经常在直播间里
刷屏。“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儿得到
的消息。”张剑霞笑着说。

前不久，有人把张剑霞的故事
写成文章发在了网上，在众多留言
中，有这样一条点赞数颇高：“老师
的脚步很短，短到 30年走不出三尺
讲台；老师的脚步很长，每一个飞
到远方的孩子，都变成了她的脚
印。”

张剑霞为学生辅导功课张剑霞为学生辅导功课

▲在家锻炼

◀王建国的
生活充满乐趣

王建国是老典型了。
40 年前，王建国 26 岁，在沧

州车务段任火车站调车长。那时的
他是个帅小伙儿，一米九一的身
高，走到哪儿都是人们注视的对
象。

可谁都没有想到，命运的列车
会突然驶出轨道——1983年 12月 20
日，为救刚来不久的小徒弟，他不
幸被火车碾掉双腿，从此半截身子
空荡荡的。

短暂的颓废过后，王建国重新
找到人生方向。他征战运动赛场，
在省级比赛乃至全国大赛的多个项
目上，斩获二三十块奖牌，并屡破
记录。

如今，王建国早已退休，他的
生活又有了哪些新变化？

一路“狂奔”

打开微信运动，王建国的运动
步数每天都排在前列。

只要不是特殊天气，每天清
晨，人们都会在人民公园看到一位
特殊的健步走爱好者，他就是被市
健走健身协会称为“健走之神”的
王建国。

今年是王建国加入健走行列的
第 17年，他端坐在轮椅上，飞快地

“走”在健走队的最前列，一圈又一
圈。这些年，他每天四五点钟起
床，天不亮就出门锻炼，连他自己
都算不清用坏了多少辆轮椅，只记
得练得最狂热时，每个星期都要给
轮椅换一次轮胎，速度提起来，普
通人骑自行车都追不上。

健步走只是王建国众多运动
爱好中的其中一项。每天健步走

结束后，他还要练一会儿器械，
举 杠 铃 、 做 引 体 向 上 …… 早 些
年，像这些动作，他一口气能做
300来个。

前两年，王建国健身时不小心
从器械上摔下来，医生在他颈椎的
位置下了钢板。就算这样，也没让
他放弃锻炼。

王建国成了健身圈里的名人。
无论岁数大小，人们都尊称他一声

“二哥”。每天晨起锻炼，王建国总
能见到不少关注他很久的老朋友，
有的人专门等在他经过的路边，就
为喊一声“二哥好”，语气中有赞赏
有鼓励，但更多的是佩服。

寻找“苗子”

被火车碾掉双腿后，王建国也
曾在赛场上叱咤多年，在多个项目

上屡破纪录。如今，他虽然早已退
役，但从未远离赛场。

前不久的杭州亚残运会上，被
称为“中国飞鱼”的沧州运动员郭
金城连夺3金3银。那几场比赛，王
建国看得热血沸腾，一个劲儿地
喊：“好样的！”

他的这几声呐喊，既喊给郭金
城，也喊给他发现的那些好苗子。

“运动让我重获新生，我也愿意帮助
更多残疾朋友在赛场上重拾自信。”
王建国说。

王建国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
做的。

李大海 （化名） 患有智力障
碍，4岁那年，他和身患残疾的父亲
来沧州生活，不慎在途中走失，一
连3天没有消息，最终在王建国的帮
助下被找到。

从那以后，李大海就成了王建
国的家人，隔三差五就到家里做客。

通常情况下，智障患者难以完
成精细动作，对大部分事物都没有
兴趣。而在日常交流中，王建国发
现李大海对篮球特别感兴趣，运动

能力也相对不错。
他开始有意培养李大海，带着

他一起训练。智障患者通常很难长
时间保持注意力，李大海也不例
外，经常练上一会儿就烦了。“谁都
拿他没办法，除了我。”王建国骄傲
地说。

多年来，王建国没事儿就陪着
他一起训练。如今，李大海已是一
名篮球运动员，与队友一起获得过
全国金牌。而像李大海这样，通过
王建国的帮助，在赛场上重拾信心
的残疾人还有很多。

拥抱生活

虽然已是冬季，但一进王建国
的家门，虫鸣声声入耳，花草枝繁
叶茂，处处是生机，彰显着生活的
乐趣。

王建国养了几十条小鱼，采
访那天，正赶上其中几条生产。
他 埋 着 头 ， 把 那 几 条 小 鱼 捞 出
来，单独放在一个鱼缸里，里面
还有新捞的鱼虫、石头和水草。
这是王建国为那几条小鱼精心准
备的“产房”。

王建国家电视柜一侧有一个小
方桌，桌子上放着十几个小罐子，
蛐蛐的鸣叫声不时从罐子传出来。
王建国年轻时就喜欢蛐蛐，这两年
又重新把这爱好拾了起来。

坚持锻炼，为残疾人以及上了
年纪的邻居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开
着三轮车送老伴儿去跳舞……这些
事让王建国找到了属于他的人生意
义，让他把退休生活过得丰富多
彩。

“这些年，我遇到过很多残疾朋
友，他们像我一样，也曾固执地认
为是生活欠我一个满意，但生活又
有什么错呢？与其纠结、沉沦，还
不如努力地去生活，改变自己。”王
建国不只一次这样说。

▲王建国王建国““走走””在健走队在健走队
最前面最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