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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说家风建设是一个难以绕开
的话题，是因为家风本身不仅是传统意义
上育人兴家的精神食粮，而且也是构成良
好社会风气的重要元素。习近平总书记站
在国家发展、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高
度，对传承优良家风发表一系列的重要论
述，还特别强调：“领导干部要把家风建
设摆在重要位置。”中共中央把树立良好
家风写进《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之中，足见
良好家风建设的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
和不可或缺性。

优良家风是家庭的传统美德，表现形
式多元：既有家中先辈以及父母的为人处
世、言谈举止的总结升华，又有明文记载
的家训家规、家范家法；既有诗词歌赋和
格言文章，又有能够带动本族遵纲守纪、
爱国恤民、忠孝节烈、勤俭持家的极具影
响的故事。家喻户晓的孔子“不学诗，无
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地对子教诲，
孟母三迁、岳母刺字等感人故事，即为家
风建设之典范。禁止鸦片的钦差大臣林则
徐后人，不仅至今无一吸毒贩毒者，而且
又因国人谓鸦片为“大烟”，因此他们连

“普通香烟”也不沾。当代钱氏家族，很
是吸引人们的眼球，有人给他们总结出：

“一诺奖、二外交家、三科学家、四国学
大师，五全国政协副主席、十八两院院
士”。令人敬佩称赞的现实，得益于《钱
氏家训》和“宣明礼教，读书第一”的钱
氏家风。

此时有人可能会问：真有这种因果关
系吗？我不强求问者立即去接受，但可以
共同探讨一个问题。无论自由恋爱还是媒
妁之言所建立起来的家庭，在婚姻初始
阶段，男女双方都会有不约而同的作
法，不仅过问恋爱对象的素养如何，而
且还要问其父母乃至祖父母品质如何，
甚至社会对其外祖父母及七姑八姨的评
价，也在过问之列，若一切皆好，成婚
概率则大大提高，反之，则大大降低，有
的就是因家风有碍而“一票否决”。结婚
是一对青年男女的事，为何扯进这么多人
和事及其利害关系？这就是千千万万家
庭，对家风与育人关系“定理”的实际运
用所致，充分显现出世人对家风建设与育
人关系的认可度。

我是好家风的受益者。10岁之前，我

处在四世同堂的大家庭里，曾祖父在其生
活不富裕的情况下，仍自办私塾，供子孙
读书，我也目睹了他年过八旬仍坚持田间
劳动的情境。全家尊长爱幼、团结和睦，
给我留下深深的记忆。

父亲是一位县处级干部，廉洁奉公，
勤政为民，在开展向杨善洲同志学习活动
中，我回顾了他生前与杨善洲的诸多契合
点，以 《父亲身上的“善洲”精神》 为
题，写下心得体会。认为：“他的行为，
他的理念，对我有着深刻的影响，使我终
身受益。”“父亲身上的‘善洲’精神，是
留给他的子孙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2015年母亲无疾而终，村里人给她举
行了一场追思会。母亲一生务农，既不是
党员也不是干部，能得到如此礼遇，算是
村民给我母亲的最高褒奖。本村和外村的
村民，自发参加追思会，聆听村干部对我
母亲生前的事迹介绍。结束后，年长者
说，今天讲的句句都是实话，这样的人和
事，应该学习；年轻人说，听到系统的介
绍，对她更加了解和尊重，确实是我们学
习的榜样。我很受感动，写下了《村民的
追思》一文。

父母亲在世时的行为，打动了周围的
人群，当然，我们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者。我曾连续两个春节回老家，给我们大
家族讲家风家教，让一家大大小小都知晓
且记住我们传承的好家风，并自觉继承和
严格践行，使之成为我们家立德树人的规
矩和工具。

常言，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
家庭的前途和命运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紧
密相连。家庭和睦，社会才能和谐；家教
良好，未来才有希望；家风纯正，社会才
会充满灿烂阳光。我虽然已经退休 10 余
年，是地地道道的老者，但我有决心把家
风传承好，丰富发展好，为家庭和谐、社
会稳定作出贡献。
（作者系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原党委书记）

家风建设，一个难以绕开的话题
□田启义

在夏邑县实验小学，一提起退休副校
长韩昌仁，大家都赞不绝口，敬佩有加。
他 1942 年出生，1961 年参加教育工作，
2003年光荣退休。韩昌仁先后在虞城县黄
冢小学、夏邑县济阳中学、夏邑县教育局
教研室、夏邑县实验小学工作。42年教育
生涯中，韩昌仁无限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既教书又育人，始终为人师表，注重对学
生的道德品质教育，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教
育和影响着从事教育工的家人。他家中先
后有 6 人担任中小学教师，都像他一样，
信奉学高为师、德高为范的格言，在自己
的工作岗位上殚精竭虑、立德树人。

历经艰辛志不移

1961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韩昌仁
从虞城师范毕业被分配到虞城县黄冢完小
工作，那时他担任五六年级语文老师兼班
主任，且担任学校少先队总辅导员、校团
支部书记，满负荷工作，工资又低，甚至
不舍得吃一顿饱饭。但他从没因为工作繁
重讲过价钱，更没动摇过教书育人的意

志。班上有一位同学因为家庭困难而辍
学，他多次到学生家中去做工作，并从
自己微薄的工资中拿出一部分为困难学
生交了学费，而他自己却连一份菜也舍
不得吃。在此期间，他两次获得少先队
优秀辅导员称号。

1970年 3月，韩昌仁从虞城调回夏邑
县济阳初中任教，教初中二年级和三年级
数学课，并兼任班主任、学校教导处主
任。这时他已是拖家带口，妻子也是语文
教师，繁重的工作让他顾不上孩子，顾不
上家。他对工作的认真和一丝不苟精神，
让同事们十分佩服。1978年中招，他所教
班级学生数学成绩居全县第一。

1983年，夏邑县实验小学急需一名业
务骨干主持工作，县教体局领导第一个便
想到了韩昌仁，认为他业务能力强、品行
高尚，是不二人选。到县实验小学后，他
首先担任学校教导主任，后又担任业务副
校长、党支部书记等工作，并兼任五年级
思想品德课。在其任职期间，他始终坚持
带领师生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

“德育为首，五育并举”，大胆进行教育教

学改革，取得一个又一个成绩。学校管理
不断登上新的台阶，多次受到省、市、县
的嘉奖。据不完全统计，学校获得各种命
名、荣誉证书、奖旗、奖状、奖章 400余
件。其中，省级奖 20余件、市级奖 150余
件、县级奖200多件。

教书育人结硕果

有着 57 年党龄的韩昌仁处处严格
要求自己，培养出了大批的品学兼优
的 学 生 , 在 本 县 范 围 内 享 有 很 高 的 声
誉。从事教学教研和学校领导工作后 ,
更是不忘落实教育方针，培养全面发
展的人才，对教师高标准、严要求，培
养和造就了一大批省、市、县优秀教师、
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员。

教学实践中，韩昌仁积极探索儿童教
学规律，注重运用新的教学理论指导教学
工作，认真钻研教材。1999年 9月，韩昌
仁被评为河南省特级教师。他所分管的学
校德育工作，连续三年被评为“德育工作
先进集体”，连续6年被县委、县政府评选

为政治思想工作先进单位，两次荣获全国
读书读报先进集体。他本人也被破格评为
小学高级教师、河南省特级教师等。

高风亮节传家人

韩昌仁的师德师风，不断熏染和影响
着他身边的人。妻子牛保芝，也和韩昌仁
一样，是个退休多年的老教师。她当了几
十年的中小学语文教师，对学生像妈妈一
样慈爱，教课像工匠一样认真。她不断读
书、终身学习、永远进取，不论做人教课
都追求完美。

女儿韩雪艳，大学本科学历，1985
年参加教育工作，一直从事电教工作，
现在已是中学高级教师；儿媳胡玉玲，
如今也是 30 多年教龄，一直从事职业教
育工作，在父亲的影响下，更是无比热
爱自己的职业教育工作，她教学成绩突
出，已是受人尊敬的中学高级教师；
1988 年出生的外孙女王珊，大学毕业
后又考了特岗教师。她是韩雪艳的女
儿，受家庭的熏陶，对教育工作有了青
春无悔式的热爱；孙子韩谦，1996 年出
生，大学毕业后也考上了特岗教师，他
决心像爷爷一样，在三尺讲台上让自己的
青春绽放异彩。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超前
人。韩昌仁一家三代人的时代不同，教
育故事也不同，但是奉献教育事业的精
神是一致的。他们用 60 多年的不懈追求
和高尚师德，给教师这一职业作了生动
的注解。

赤心献教育 师德代代传
——记夏邑县实验小学原副校长韩昌仁

本报融媒体记者 张壮伟

本 报 讯 （记 者 张 壮
伟）为全面了解学生的暑期
学习、生活情况，及时对学
生的学习、生活给予指导，
同时在暑期疫情防控、防溺
水、心理健康、交通出行等
方面给学生提出建议和要
求，不断提升教师育人水平
和家长对教育工作的满意
度、认可度，近日，夏邑县
第二初级中学开展了暑期家
访活动。

老师们深入学生家中，
与家长、学生促膝长谈，就
学生在学校的各种行为表
现、思想动态等与家长交

流，通过与家长和学生的全
方位沟通，了解学生的暑期
安排。老师们督促家长与孩
子共同制订暑期学习、生活
计划，多引导孩子阅读课外
书籍，鼓励孩子做一些力所
能及的家务，多陪伴孩子进
行体育锻炼；提醒家长切实
履行好监护责任，促进孩子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家访后，老师们及时将
家访的经过、收获记录在家
访情况记录表上，并根据家
访中对学生的了解进行分
析，制订出有针对性的教育
方案，寻找教育的最佳措施。

夏邑县第二初级中学

教师忙家访 共育促成长

本报讯 （记 者 张 壮
伟） 8月 16日，夏邑县高级
中学为期10天的军事素质训
练和德育学习圆满结束，
2022级新生在该校运动场接
受检阅。

一支彩旗队、50支军训
中队、3000余名新生在教官
的带领下，迈着整齐的步
伐，喊着嘹亮的口号，在现
场领导、家长、老师的注视
下进行了会操表演。齐步、
正步、敬礼、跑步，看似简
单的动作，背后却是无数次

重复的练习。他们意气风
发、斗志昂扬，他们经受住
了烈日的考验、风雨的洗
礼，在军训中学会了勇敢面
对，强健了体魄，振奋了精
神，磨砺了意志。军体拳表
演环节，男生威风凛凛、气
概非凡，女生英姿飒爽、巾
帼不让须眉。

该校校长李伟要求全体
新生把这次军训作为迈入高
中生活的第一步，在今后的
学习生活中，做一名合格的
高中生。

夏邑县高级中学
军事素质训练圆满结束

“选择做一名教师是我一生中
最正确的决定。”“作为一名光荣
的人民教师，为学生付出是我的
神圣使命。”这是宁陵县“最美教
师”张霞接受记者采访时发自内
心的感言。

张霞 1999 年毕业于民权师范
学校，回到老家宁陵县孔集乡第
一初级中学任教。她说，选择人
民教师，虽然工作辛苦劳累，但
是一看到可爱的孩子们，我就内
心充满了爱，充满了快乐，我一
生无怨无悔。

今年3月，班里有个住宿女生
叫杜新蕾，她找到张霞说：“我的
被子线开了，想用针线缝一下，
可是我不会缝。”张霞就趁大课间
时间，来到学生宿舍，给杜新蕾
把被子缝好套好，还顺便教会了
杜新蕾缝被子的方法。她说：“能
为孩子做点事也是老师的荣幸。”
事后，杜新蕾偷偷把一个纸折飞
机放到了张霞的办公桌上，还留
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老师，
您是我遇到的贵人！希望老师在
以后的工作中一帆风顺，生活美
满，万事如意！”张霞十分感动。

有一些节日学校不放假，张霞就会和同学们一起庆祝。
每年的端午节，她都会在家买好材料，做好粽子带到学校和
学生们一起分享。同学们感激地说：“张老师就是我们的亲
人。”

张霞一直相信，没有教不好的学生，不存在所谓“烂泥
扶不上墙”的说法。针对成绩不一样的学生，张霞会对他们
进行开导，针对自己的弱项，探究原因。有的学生是记忆力
不太好，她说勤能补拙，尽心尽力帮他们寻找好方法，鼓励
他们不要放弃自己；有的学生讨厌学习，张霞就会绞尽脑汁
找出“病症”所在，让他们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爱上学
习。“老师，不是我不想学，是我……”2020年 3月，班里有
个学生叫申书政，对张霞倾诉：“学习时我总是忍不住跑神，
被别的东西吸引注意力，根本停不下来。”张霞就安慰他不要
放弃自己，一起寻找办法，提高控制能力。让他给自己列一
个清单计划，明确地写上自己还没做的事，或者给自己定一
个奖罚措施。张霞也会时时监督学生的计划实施情况，采取

“授人与鱼，不如授人与渔”的方法，提高学生的自控能力。
2017年 10月，班里有个学生叫刘卓豪，上课有时无精打

采，作业不能按时完成。张霞细心观察，发现他背东西的速
度特别快，同样的时间，他能比别人多背两首古诗；同样的
单词，他只需要别人一半的时间。张霞发现他这个潜能后，
对他说：“以你的记忆速度，你那么聪明，把时间多用在学习
上，成绩一定会比现在好得多！”通过和他交流，张霞才知道
刘卓豪是单亲家庭的孩子，爸妈离异。他对张霞说：“老师，
我不想上学了，爸妈不爱我了。”张霞悉心开导他:“怎么会
呢，每位爸爸妈妈都爱自己的孩子，你的爸妈同样会爱你，
你现在最该做的事情就是努力学习，把成绩提高上去，让爸
爸妈妈看到你的进步。以后有什么困难，告诉老师，好吗？”
从此以后，刘卓豪遇到学习或者生活上的事情都主动去找张
霞，张霞会关心他的学习情况，帮助他辅导功课，慢慢，刘
卓豪的成绩就上来了。

张霞说：“所谓教书育人，就是除了传授给学生知识之
外，更应该重视学生思想品德教育，言传身教学做人。”张霞
每年都会义务献血。2021年 6月 21日，张霞像往常一样献血
后回到教室上课，可能是课业繁重的原因，她在上最后一节
课时逐渐感到体力不支。想着一会儿就结束了，再坚持一下
吧，谁知道却忽然眼前发黑。为了不让学生担心，她用尽最
后的力气回到办公室，最后还是同事把她送去了医院。同学
们得知后深受感动，说：“等我们满十八岁了，也去献血。”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近年来，张霞先后获得了县、市
优秀教师，文明教师荣誉称号，2021年被评为商丘市优秀老
师，今年被评为宁陵县“最美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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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许业合
通讯员 闫占廷）“唐叔叔，
您 微 信 转 来 的 学 费 已 收
到 ， 谢 谢 您 ， 还 惦 念 着
我！”8 月 15 日，收到“中
国好人”唐志发转账的宁
陵 县 高 级 中 学 学 生 林 雯
雯，在微信中表达感恩之
情。这是她第二年收到唐志
发叔叔的爱心资助。

秋季开学在即，因为疫
情原因，唐志发不能像往年
一样到林雯雯家里送学费，
于是就采用这种微信转账的
方式。“雯雯同学虽然双腿残
疾、家庭贫困，但自立自
强，学习特别刻苦，我要为

她鼓劲加油。”唐志发说，
“咱说到就要做到，我要一直
资助雯雯考上大学，助力她
实现自己的理想。”当天，他
一共向6名贫寒学子捐助了2
万元学费。

据悉，去年 7 月，本报
以《农家残疾女孩想圆“轮
椅梦”》为题，对林雯雯身
残志坚、自强不息的事迹进
行了报道。唐志发获知消息
后，第一时间出资为她购买
了电动轮椅，圆了残疾女孩
的“轮椅梦”，并冒着炎热驱
车来到宁陵，捐赠给她 2000
元学费，热情鼓励她自立自
强、努力成才。

“中国好人”唐志发
资助宁陵残疾女孩

本报讯 （张中华） 8 月
14日，梁园区凯旋路第二小
学召开了 2022年度助力文明
城市创建、打造和谐文明校
园工作加压会，对于文明创
建工作进行部署。

学校领导传达了梁园区
文明办相关会议精神，公布
省文明办、省教育厅《河南
省中小学文明校园测评体
系》（2022 年 7 月），对测评
体系中的新变化一一做了说
明，并结合深化文明校园创
建工作指标体系要求，进一
步明确了文明校园创建工作
的目标，对责任分工和时间
节点进行了细致的安排，要
求各科室在积极开展创建工
作的同时，认真梳理，精心

准备指标材料：要对照标
准抓落实，严格对照测评
体系，紧盯指标要求，精
准发力；要围绕台账抓落
实，打造亮点，做到网报
材料不丢分、实地测评不
扣分、问卷调查得高分；
要注意收集整理好相关创
建资料，将各项任务落到实
处。

大家充分认识到做好文
明创建工作的重要意义，进
一步认清了形势、统一了思
想、明确了任务分工，增强
了文明创建工作的责任感和
紧迫感。大家纷纷表示，要
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
为文明创建工作作出自己的
贡献。

梁园区凯旋路第二小学
加强文明校园创建工作 日前，夏邑县教体局局机关全体

党员干部走进龙港湾党史馆开展“新
时代 新征程 争出彩”主题党日活
动。 本报融媒体记者 张壮伟 摄

8 月 16 日，刚刚被清华大学录
取的学子王络在父亲的陪同下，向
民权县第一初级中学敬赠了“圆梦
清华，感恩母校”锦旗，真诚感谢
母校的精心培育、老师的辛勤付出。

本报融媒体记者 许业合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