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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庭 ]

我对好人的敬
仰由来已久，无数
勇敢无私的名字如
星辰般在脑海中浮
现，我常常被他们
的举动所感染。

柞水县下梁镇
胜 利 村 村 民 张 德
凤，因不堪忍受家
庭 暴 力 与 前 夫 离
婚。改嫁后不久，
前夫石全有遭遇车
祸不幸身亡，长子
石玉涛也因煤气中
毒离开人世，石家
只留下了体弱多病
的次子石玉林和年
事 已 高 的 两 位 老
人。面对前夫家中
一系列的变故，她
没有任何犹豫便和
丈夫冯家有商议，
回到胜利村赡养两
位 80多岁的老人。

山阳县十里铺
街 办 祁 坪 村 唐 伟
丽，在一起意外交
通事故中，其父亲
失去了生命，母亲
落下终身残疾。当
时 19 岁的她，用稚嫩的肩膀撑起了这个残破的
家。后经社会、亲友帮助，她复学后参加高考，考
入商洛学院，并且照顾其弟考入山阳中学。平时
她一边要照看车祸后生活无法自理的母亲，一边
要上学，还要照顾弟弟的生活。

镇安县永乐街办典史村村民陈进梅，二十年
如一日悉心照料一个病重的奶奶、两个瘫痪的男
人（一个是丈夫、一个是前夫）和三个未成年孩子。

柞水县营盘镇营镇社区二组居民邹凤英，
61 年来，她悉心照顾失明的战斗英雄丈夫叶世
全，不离不弃，相濡以沫，从年少走到了白头，走
过了金婚。

镇安县永乐街办新城社区居民马华，是一
位致高位截瘫的残疾青年。马华开网店做公
益，参与以马华名字命名“马华公益活动”的志
愿者有 60 多万人，带动募捐善款 700 多万元，
帮助困难学生 400 多人，帮助家乡山区困难群
众 2000 多人。

……
这些群众身边的普通人，做的是平凡事，却以

感人的爱心、质朴的行动温暖着身边人，成为日益
壮大的“商洛好人”方阵中的闪耀群星。

因为工作关系，我采写挖掘过很多感人的典
型，走访慰问过很多模范，他们可歌可泣的故事，
让我动容，让我震撼。这些动人的事迹，拱起一片
片良知与道德的高地，拱起一座充满大爱的绿洲。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筑一座城。善与
美，几千年来都一直如同明星高悬在我们人类社
会的天空，值得一切人去景仰与追求。在商洛这
片充满勃勃生机的土地上，“中国好人”“全国道德
模范提名奖”“陕西省道德模范”“陕西好人”层出
不穷……

城市营养的滋润孕育出一代又一代、一群又
一群、一个又一个商洛好人，精神文明的力量铸就
了建设“一都四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商洛之
魂。向上向善的力量是强大的，也是持久的。春
天到来，一些事物已经扎根，正在不断拔节。春风
过后，文明的种子一定会在商洛每个市民心底生
根、发芽、开花、结果。

好人，一个熟悉的名片，是一个大写的人，
一个有利于社会、有益于人民的人。在这里为
你们礼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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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郭 宏）近日，丹凤县竹林关镇阳河村
红白理事馆完成挂牌。阳河村位于竹林关镇西南 10公里处，辖
6 个村民小组 600 余户 2000 余人。受地理条件影响，全村近
50%的群众通过易地搬迁和陕南生态移民迁到了丹水社区，在
老村子的多为留守老人，老人们的身后事成了他们的一块心病，
也成了村上亟须解决的事。

村上经过研究，决定把双河磨组的闲置学校改造成阳河
村的红白理事馆，不仅有利于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全面推行

移风易俗，传播文明新风，而且消除了留守老人心的心病，让
老人没有后顾之忧，还整合了闲置资源，避免了资源的浪费
和流失。“经过近一个月的施工，我们完成了对红白理事馆的
内外墙粉刷、主体加固、门窗更换等改造提升工程，该馆占地
面积 150 平方米，配套有 100 平方米的小广场，馆内锅碗瓢
盆、桌椅板凳等设施一应俱全。红白理事馆为大家过红白事
提供了便利，也有利于我们村形成文明新乡风。”阳河村党支
部书记张小军说。

阳河村有了红白理事馆

在山阳县小河口镇的一个小山村，有这样
一位少年，她照顾着生病的奶奶和母亲，照料
年幼的妹妹，帮残疾的父亲分担家务。她就是
2022年度“商洛市新时代好少年”当选者闫燕。

闫燕今年 12 岁，家中 5 口人。奶奶今年

已是 83 岁高龄，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父亲先
天性双手残疾，母亲是智力障碍者，妹妹只有
两岁，她家是建档立卡脱贫户。

父亲由于先天性双手残疾，没有去繁华
的都市闯荡，只能在村里做点零工、干些农
活，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生活的重担全
压在父亲一人的肩上，懂事的闫燕从小就经
常帮父亲分担一些家务。洗衣、做饭，这个小
女孩都能够轻松应对。学习之余，她也会帮
父亲干一些体力活，有时父亲上山挖药材，她
就背上背篓，跟随在父亲身后，帮忙背药材。
山路崎岖，杂草丛生，可闫燕一点儿也不觉得
辛苦。从她家到学校有二三十里路，不管天

气如何恶劣，父亲都会按时到学校门口接她
回家，望着父亲憨厚慈祥的脸庞，闫燕觉得自
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儿，能为父亲减轻一
点儿负担她觉得很开心。

闫燕经常为奶奶洗衣服、搓澡，闲暇时奶
奶总是抚摸着她的头轻声呢喃道：“我的乖孙
女。”她给母亲洗脸洗头，饭做好了先给妹妹喂
饭，在这样一个朴实无华的家庭里，欢声笑语
也时常萦绕在闫燕和妹妹的耳边。

在学校，她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她是同
学们的小老师，是老师的小跟班。她时常帮
同学洗碗筷，为同学讲解他们不懂的习题。
在班上，她既是劳动委员，也是小组组长，还

是学校“口才社团”团长，被学校评为优秀少
先队队员。她酷爱读书，特别是红色书籍，关
于革命先烈的书籍她都喜爱。她说：“小兵张
嘎、《鸡毛信》里的海娃，这些小孩儿和我差不
多大，人小心不小，我要向他们学习。”她积极
参加县红色故事“小小讲解员”的比赛、国旗
下的演讲，她喜欢戴着鲜艳的红领巾站在台
上抒发爱国之情。

少年不问出处，青春肆意绽放。贫寒的家
境，阻挠不了她向阳的心；困苦的家庭，给予她
更爱家人的力量。年少的她，尊老爱幼、爱心
暖人，蓬勃向上、自然生长，她是一朵灿烂绽放
的向阳花。

孝 老 敬 亲 好 少 年
本报通讯员 涂正英

家庭仪式感，是一个孩
子成长中的幸福源泉和长
大后的宝贵记忆，它唤醒了
家庭成员血脉相连的责任
心，造就了一代又一代人的
归属感和认同感，也是中国
传统文化得以传承的关键。

家庭仪式感不是追求
形式、浮于表面的作秀，而
是让人真切感受到情感的
流动、内在的滋养、精神的
富足。然而，快节奏的生活
和日益激烈的竞争压力，导
致一些家长苦于为生活奔
波，忽略或淡化了家庭仪式
感的教育，使孩子缺少了很
多感受生活的机会。因此，
充满仪式感的童年，就是家
长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以传统节日习俗为例，
吃粽子、饮雄黄酒、门前插艾
草、身上挂香囊……刚刚过
去的端午节，有多少孩子体
验了这些传统习俗？孩子们
可能已经知道端午节的由

来，但若亲自参与一次过节的仪式，就更能加深对课本知
识的理解，潜移默化地萌生爱国主义情怀，这是空洞的说
教无法企及的。再比如，过春节，家长可以带孩子一起买
对联、年货，打扫房屋，去亲戚家拜年，让孩子充分体验传
统文化的魅力；清明节，带孩子回老家扫墓，寄托对祖先的
缅怀之情，同样是一次生动的孝老爱亲教育课……

在日常生活中，也藏着许多小仪式。家庭成员过生
日，蕴含着对时光的缅怀，对生命的珍惜，对父母生养之
恩的感念；成人礼则意味着告别年少无知，像大人一样自
立自强、勇于担当；母亲节、父亲节无不在提醒孩子懂得
感恩，这都是进行家庭德育教育的良好契机。

家庭仪式感还可以发掘和创新，每个家庭都可以
形成各自独有的仪式感。比如，每晚给孩子讲睡前故
事、每周定一个劳动日、每隔一段时间深入沟通一次、
每月集体郊游一次、定期带孩子回家看望老人等，这
些小小的仪式不仅能增进亲子间的交流，也给平凡的
日子增加了亮色。

让孩子深度参与到每个家庭仪式中，获得丰富
的情感体验，在学习文化课之余，懂得更多的社会
常识，成为一个有情调、懂生活、有担当的人。上升
到国家层面，正是每个家庭特
有的仪式感的传承和延续，才
构 筑 了 中 华 民 族 丰 富 多 样 的
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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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大部分家长更倾向于通过开展亲子游戏、亲子阅读、亲子运动等活动建立起有效的亲子沟通方式，提高陪
伴质量。图为身为教师的杨帆与孩子在进行亲子游戏。 （本报记者 白志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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