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6月17日， 父亲在与癌症抗争了一年后，
被病魔无情地夺去了生命。 清明时节， 站在父亲的
墓前， 我的心仍很痛， 泪还流。

父亲走了， 他那挥之不去的音容笑貌频频地显
现在我的脑海； 好像就在昨天， 他还在帮别人修车；
在掏小区内堵了的下水道； 在帮邻居扎针 、 按摩 ；
在一桶一桶地浇着那本已枯萎后又嫩绿的藤萝……

在单位被称为 “老黄牛” 的父亲， 退休后， 更
是热衷于公益事业。

他的每一天都是那么 “忙”， 每天早晨的散步就
是他为别人做事的好时机。 他常常会在河边或河中
捞起浮上来的钱包、 皮夹等物 。 这是小偷偷了包 ，
把钱拿走， 包就扔在了河里。 为了把证件及时交给
失主， 父亲家里的电话就成了寻找失主的公用电话。
有些人接到电话及时取走证件； 有些实在找不到失
主， 父亲就把包放在居委会， 请居委会的同志帮忙
联系失主。

甭看父亲个小单薄 ， 散步时抓小偷绝不含糊 。
一次是看到小偷正在撬车锁， 他断然制止； 又一次
是他追赶撬车成功， 并已扛车就走的小偷， 在路人
的帮助下， 小偷弃车而逃。

有时散步， 父亲会遇到无家可归者或是残疾人
躲 （住） 在桥下， 只要他们不离开， 他定时定点地
给他们送水送饭， 有时还送药。 天冷了， 他会给他
们送去御寒的衣服。

楼道脏了，他要去扫；下雪了，他要去铲冰扫雪。
每天散步时， 他还要带手去撕胡乱贴的小广告。

即使是在癌魔令他身体虚弱， 不能像常人一样出行
时， 他仍然坚持参加志愿者的值班。 站着不行， 就
坐在马扎上， 用警惕的眼睛巡视周边环境。

正是父亲的 “忙”， 退休后， 他年年被评为社区
的优秀党员。 还被人们亲切地称为 “活雷锋”。

当有人劝他这么大年纪别太累时， 父亲最爱说
的话是： “累不到哪去， 都是伸把手的事”。

站在父亲的墓前追思， 我竟感到一个小人物的
大情怀， 一个平凡人的伟大！

“与人为善”、 “乐于助人”， 让人感动， 给人
温暖， 它传递的是一种强大的正能量， 是真正的雷
锋精神。

当今社会 ， 雷锋精神所能影响的远不止一个
人， 一个企业， 一个国家。 雷锋精神已经成为世界
诸多国家的人民努力学习和实践的精神， 每一个民
族和国家都在寻找和培养更多的雷锋， 因为人类文
明的发展都将因为有更多像雷锋、 像我父亲这样的
人而变得更加美好。

亲爱的父亲， 请您放心， 我们一定以您为榜样，
继承您的优良传统和品质， 在平凡的岗位上更多地
传递正能量。

母亲是一位很普通的目不识丁的农家妇女， 可是她常常教诲我和兄弟姐妹， 要做一个善良的好人， 要好
好读书， 只有掌握更多的知识， 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只有全国的老百姓都有知识、 有理想， 这个国家才有
希望。 母亲这些很朴素的道理， 成为我家的家训， 并薪火相传着……

□思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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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我永远的榜样

□杨利君

忘不了爷爷
“好好读书”的叮嘱

母亲的话，成为我的家训
□陈家忠

记得那是我在部队服役刚满三年， 第一次有了
探亲假给家里打电话准备探亲时， 才知道爷爷已经
病重好几个月了。 爷爷怕我担心， 影响工作， 没让
家里告诉我。 当我赶到家看到躺在病床上被病魔折
磨得满脸浮肿的爷爷时， 眼泪直往外涌。 爷爷却说：
“孩子， 爷爷没事儿， 到我跟前来， 让爷爷摸摸你的
帽徽和肩章。” 我强忍泪水贴近爷爷跟前。 爷爷抚摸
着我的军装端详了许久说： “孙儿已经是个合格的
军人了， 我就等着这一天， 这我就放心了。” 没过几
天， 爷爷安详地走了。 爷爷的匆匆作别给我带来了
巨大的悲痛和哀伤。 今天想起爷爷的英容笑貌， 我
仍禁不住泪如泉涌， 脑海中顿时浮现出一连串关于
爷爷的记忆。

爷爷有四个孙子， 小时候家里特别穷， 爸爸妈
妈整天忙着田地里的活儿顾不上照顾我们， 还为一
家人的吃穿发愁。 奶奶去世早， 童年的我和弟弟们
都是爷爷带大的。

记忆中的爷爷就是一个忠厚老实的农民， 每天
都是忙忙碌碌， 帮爸妈带孩子、 做饭、 喂猪、 干农
活， 把孩子们哄睡了自己才休息。 现在条件好了 ，
各种物质条件也丰富。 但是， 一家人围着一个孩子
服务， 仍感觉有些疲惫。 想想爷爷一个人操持着那
么多的家务， 真的很不容易。

长大了才知道爷爷曾经是个军人， 是第四野战
军的侦察兵， 参加过辽沈战役等解放战争， 立过战
功， 解放后为响应党的号召， 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才
解甲归田回到湖南老家。

爷爷喜欢看电影， 方圆七八里地的农村放电影，
爷爷都会带我去看。 爷爷拿把手电筒背着我到邻村
看电影的情景在我的记忆里仍然十分清晰。

爷爷最爱看的是战争题材的影片， 特别是看到
侦察兵趁着夜色摸敌人的哨兵， 翻墙进入敌营， 趁
敌人正在熟睡， 破门而入大喝一声， “不许动， 把
手举起来， 缴枪不杀！” 时， 爷爷总是按捺不住地兴
奋： “快看， 爷爷当年就是这样的！”

爷爷不善言谈， 但看得出此时的爷爷眼角里流
露着自豪。 由于从小时候跟着爷爷看电影， 对电影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也由于爷爷对战争题材电影的
偏爱， 我和弟弟们也对军装产生了特殊感情。 我18
岁参军到部队后， 成了一名军旅摄影师， 以至于现
在转业了， 仍在从事影视相关的宣传报道工作。 弟
弟们也先后走进军营。

忘不了爷爷不厌其烦 “好好读书” 的叮嘱， 忘
不了爷爷牵着弟弟的手蹒跚学步的身影， 忘不了爷
爷不厌其烦给我们叠纸飞机的场景， 忘不了爷爷做
的柴禾饭……印象里的爷爷总是那么慈祥。 太多太
多美好的回忆， 如今都成为我思念爷爷最珍贵的片
段。

爷爷离世已经16年了， 连日里频频梦到， 爷爷
带着我和弟弟们围桌而座， 吃着他做的柴鸡泡饭 ，
如同从未离开。 是的， 在我心里， 爷爷一直还在湖
南老家等着孙儿们回去。

如今， 我已经在北京安了家， 爷爷的曾孙也三岁
了， 下次我带曾孙到爷爷坟前给爷爷磕头。 清明将
至， 我在网络空间为爷爷点燃了蜡烛， 愿这烛光给
爷爷送去温暖， 带去我的思念……

母亲离开我们已有两年多了， 每每我想起母亲
的音容笑貌， 便情不自已地潸然泪下。 我依然固执
地认为， 母亲并没有离世， 她只是换一种活法， 依
然用她那双善良的眼睛关注着我们。

母亲仙逝时， 作为一个人子， 我没有在病榻前
侍奉左右， 在老人弥留之际， 陪伴她度过人生最后
一站， 我实在是一个不孝之子呀， 也许这就是我人
生永远的遗憾。

在我的记忆里， 无法抹去2014年1月7日下午15
时许， 老家的三姐给我打来长途电话， 急切地和我
说： “弟弟， 妈妈病重了， 你抓紧回家来看妈妈最
后一眼。”

听到这个消息， 感到特别的震惊， 我和三姐说话
都哽咽不已。 三姐连忙安慰我道： “你也不要着急，
这样我让妈妈和你说几句话。” 在电话那一端， 传来
很微弱的声音： “儿呀， 妈妈快不了事了 （江苏省
宿迁市方言： 意为自己快要去世了。）” 这句话成为
母亲给我留下最后的遗言。

母亲早在蛇年， 因患有心脏病住院了， 我常常
牵挂母亲的病情， 每天都要和老家的哥哥和姐姐通
上一次电话， 用焦灼的心情询问母亲的病情。 我因

工作缠身， 回家的日程也迫不得已地一改再改。 母
亲总在电话里安慰我， 说： “我这是老毛病了， 住
几天院就好了， 不要牵挂我 。 你好好为国家效力 ，
多出成绩就是对我最大的孝顺！” 母亲生病住院的日
子， 我都不敢关手机， 我就担心一旦关机， 就关闭
了我和母亲彼此血脉相连的心音！

接到母亲病危的消息后， 我立马和杂志社领导
请假回家， 并购买好回老家的高铁票 。 本想次日中
午就能到家 ， 陪伴母亲度过最后的时光 ， 哪知
道在2014年1月8日凌晨2时 ， 我的手机铃声响起，
三姐带着哭腔在电话那一端说： “弟弟， 妈妈快不
行了！”

我在电话里， 很清晰地听到母亲急促的像拉风
箱似的呼吸声音， 我大声地在电话里喊着 “妈妈 ！
妈妈！ 等着我！” 我拉着拉杆箱， 急匆匆地下楼， 拦
着一辆出租车， 风驰电擎般地向着首都机场奔去。 1
月8日凌晨4： 30分， 年已85岁高龄的母亲走了， 永
远地离开了我们……

母亲走了， 给我们留下了无限的怀念， 也给我
们留下了最为朴素的道理， 成为我们的家训， 并薪
火相传着……

清明将至， 为响应 “文明祭奠、 绿色祭奠” 理
念， 今年我选择网络扫墓， 让烛光照亮虚拟空间 ，
照亮爷爷杨天东的慈容， 送上晚辈深深的敬意和祝
福， 以寄托我的怀念之情。

当儿女们问我： 姥爷这么大岁数哪来的精气神？
我想： 乐于助人， 扶危济困， 公而忘私， 这就是父
亲的追求吧！ 有追求的的人才有精气神！

父亲带病在义务扫雪

爷爷杨天东的立功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