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凯平

一个月来，二姐接连给我发来多个小贝贝的视
频。视频中，小贝贝跟着爸爸妈妈学读数字、学读汉
字，瞪着一双黑溜溜的大眼睛，一副充满求知欲、认
真学习的神态，模样十分天真可爱。小贝贝真的能说
话了！牛年大吉，牛年大喜，刚一过完年，一直沉默不
语的小贝贝，忽然开始发声、开始说话了，让人惊喜。

小贝贝是我二姐的小孙孙，今年三岁半。大多数
幼龄儿童长到一岁左右，就具有了一定的站立学步
和咿呀学语能力。可小贝贝却有些不一样，家里人耐
心教、揪心盼了一两年，小家伙就是一直不开口说
话。不过，小贝贝生得虎头虎脑，大眼睛，小嘴巴，憨
态可掬，模样可爱，小胳膊小腿也长得壮实，早早地
就会走路撒欢儿了。这孩子有着明显的儿童多动症
状。只要醒着的时候，那是一分一秒都别想让他安
静，在屋子里跑来跳去，又是爬柜子，又是上桌子，又
是上窗台，大人总悬着心，看管他的视线一刻也不敢
离开。有时，小贝贝在屋里转悠，会静静看着墙上贴
的各种看图识数识字画。这时，二姐赶快跑过去教他
读画上的数和字，小贝贝瞅着画，眨巴着眼睛，若有
所思，似欲言耳，但最后仍是一声不吭，一扭头走开
了。所有亲人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去年夏天，小贝贝在省城儿童医院治疗训练了
约20天时间。因时间短暂，尚无明显疗效，依然不能
说话。拿了医生开的药出院后，外甥和外甥媳妇就把
孩子带到他们打工的海滨小镇那里，边工作边照管。
此后，二姐和外甥，常常给我发来一些孩子由爸爸妈
妈陪伴着，在海边快乐地玩耍、看小鱼小鹅、捡贝壳
卵石的视频……外甥和外甥媳妇，抓住和孩子在一
起的所有时间和机会，教孩子学说话，教孩子做手
工。小贝贝悟性高，记忆力强，按顺序排放拉丁字母
模块，一教即熟，排得又快又对。只是孩子仍然整日
不言不语，不开口说话。

谁也料想不到，刚一过年，小贝贝就忽然能开口
发声、开口说话了，尽管咬字发音还有点不太真切标
准。也许在沉默中憋得太久了，这孩子一开口说话，
就迸发出蓬勃的求知欲望和表达欲望，学会的数字
文字，见到就读，说个不停。可以预期，有着较高智商
的天赋，有着良好的家教环境，小贝贝在学习说话、
增长知识方面，将有一个飞跃性的大进展。

当小贝贝具有了会说整句话能力的时候，当那
一天到来时，我要教他说出:

“我是一个所有亲人都关爱的小宝贝儿。”

家有贝贝

□刘建政

孙女中午放学回家，
对我说，爷爷，
我自行车的后撑坏了，
您找人修修吧，
下午上学还要用。
行！
只要是孙女的事，
我都满口答应。

小区离修理门市部，
近十里路程。
骑上车子走，
时间30分钟。
孙女的自行车是新型，
老胳膊老腿，
上下不方便，
不小心，会倒栽葱。
可孙女上学要紧呀，
今天，就逞一次能，
来一次冒险行动。

上坡、顶风、关节痛，
咬牙、弯腰、用力蹬。
车轮在旋转，前进。
年轮在转旋，逆行。
满头白发在玩现代，
人与车，极不相称。
街上行人都在看着我，

是在行注目礼？
还是在观老来疯？
有担心语，有赞叹声。

到了门市部，
老板也吃一惊。
这种车子也敢骑呀，
啧啧，真是危险。
我说，
不能耽误孙女上学呀，
今儿，当一回老黄忠。
她说，真是隔辈亲啊，
好感动。
修车的费用全免了，
为您赠送。

一句话说得我，
老泪纵横。
世上还是好人多呀，
春天里，
处处都是绚丽的风景。

望着修好的自行车，
我浑身暖融融。
车，还是那辆车啊，
仿佛换了新容。
每个零部件上，
都浸满了，大爱和亲情。
孙女骑上它，
一定能奔向美好前程！

亲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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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来管

我出生于1947年，1971年3月
21日在新绛县南梁村光荣加入中
国共产党，当时我们村里有8名老
党员，大部分是从部队转业回来的。
我担任大队会计，作为整党建党第
一批发展党员，加入了党组织。

上任伊始，我积极响应号召，组
织大家兴修水利、建机灌站、打井修
渠、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努力改变生
产条件。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空
前高涨，我们的付出，让全村的粮食
产量有了迅猛增收。

1974 年至 1976 年，我在山西
农学院深造，毕业后回到县农业局
工作，在县委的领导下，大力推广各
种农业技术的先进经验和做法。为
了使小麦增产，我们在全县推广磷
酸二氰钾叶面施肥经验，并在全县
范围内积极推广土法生产磷酸二氢
钾。我们还在古交龙泉村搞玉米矮
化栽植试验，单位面积产量得到有
效提高，全省在新绛县召开现场会
推广。

1979年8月至1984年3月，我

先后在新绛县万安公社和横桥乡
任职，其间，正值十一届三中全会的
春风沐浴全国大地。每天，我骑着自
行车深入各村田间地头了解社情民
意，因村施策，因地制宜，顺势利导，
分类实施农村推行生产责任制的办
法，积极化解各种矛盾，稳步推行了
以户为主体的农村生产责任制，极
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
性，使农业连续丰产丰收。

在原地区物价局工作期间，我
们全面推行放管结合的价格管理体
系，做到科学有序、管而不死、放而
不乱，保证市场价格秩序。在全区实
行农村综合电价新模式，统一审核
达到一县一价。同时，根据电力和其
他费用对农村站灌和井灌价格，做
到站井明码标价；对化肥、农药、汽
油柴油等价格分批次予以核定，明
码标价；对医院和学校等服务行业
的收费价格分级分批次予以审定，
做到合理明码收费。省物价局及时
总结了运城地区的经验，召开全省
物价工作现场会。这一经验还得到
国家发改委的认可和重视，于1996
年5月在运城召开全国农村物价管

理现场会。直到现在，这一管理经验
还在全国推行。

1997年12月初，我奉命担任运
城地区审计局局长，到任后用了一
周时间深入13个县（市、区）调查研
究，了解审计工作情况，并提出审计
工作的新思路和新方法。在这一岗
位工作的10余年间，我们抓改革，
创新审计方法；抓审计宣传，扩大审
计影响；抓案件，加大审计执法力
度；抓审计成果转化，服务经济建
设；不断加强队伍建设。审计干部的
素质直接决定着审计工作的质量，
因此我们把提高审计干部的政治素
质和业务能力放在重要位置。经过
长期努力，我们整体队伍素质有了
很大提高，我本人也先后获得山西
省劳动竞赛一等奖和山西省劳动模
范光荣称号。

今年是建党100周年，党中央
开展“光荣在党五十年”活动，我的
心情十分激动。虽然年过七旬，但老
骥伏枥，志在千里，有生之年，我仍
要不忘初心，永葆共产党员本色，在
党中央领导下，发扬光荣传统，尽己
所能作出应有的贡献。

光荣在党五十年

□陈开荣

运城学院96岁高龄的尚恒元
教授，曾是我们在康杰中学高77班
就读时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

早在1949年兰州大学法学院
毕业时，恰逢兰州解放，尚老便毫不
犹豫地投笔从戎，随军参加解放银
川的战斗。1952年，他又随军跨过
鸭绿江，在抗美援朝中，荣立过三等
功，获得过一枚朝鲜军功章。1953
年，因在残酷战争环境中突患十二
指肠溃疡，他回国治愈后便退役转
业，以调干生名义考入北京师范大
学历史系。

在康中执教时，尚老师不仅课
讲得好，板书潇洒亦堪称一绝。在运
城学院时，因著作频出，《人民日报》
曾于1990年以通讯《点点心血凝成
书》，详细介绍了他的典型事迹。

而更令人敬佩的，是他矢志不
渝跟党走、力求在政治上不断追求
进步的执着精神。早在1950年在部
队，他就向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书，
但一直未能如愿。可他，硬是经过33
年的不懈追求，终于在1983年年近
花甲时，面对鲜红的党旗，庄严向党
宣誓，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93
年，原运城高专曾授予他“教师楷
模”的光荣称号。

前不久，离休后的尚老师，还把

珍藏多年的图书和书稿，全部无偿
捐献给运城学院图书馆。

在建党百年华诞之际，我们班
15名老同学满怀敬慕之情，特意登
门看望了德高望重的老班主任。听
着他语重心长的嘱咐，我们既为当
年能在名师门下就读而感到荣幸，
更为他踏平坎坷成大道、矢志不渝
跟党走、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所感
动。故赋诗一首衷心祝愿这位德高
望重的革命老前辈健康长寿：

两度名校攀书山，再上战场唱
凯旋。读书岂止破万卷，行路何惧万
里难。著作迭出早等身，初心不改志
更坚。献身杏坛育桃李，“教师楷模”
誉满天。

矢志不渝跟党走
——记我们的班主任尚恒元老师

□韩之坤

还没有道别，爷爷就突然离世。
他平静地躺在那里，浑然不觉周边
的哭喊声。我站在一旁注视着他，祈
祷上天再给他一次生命。

眼泪止不住地流，回忆一幕幕
充满了我的脑海。

自我有记忆以来，爷爷就退休
了。他退休后的生活，并不是我想象
中的那种“清闲自在”。他曾说，工作
很忙，家里的事做得太少，所以退休
后要多为家里做点事。

上学时，我每周都随父母回老
家看望爷爷奶奶，有时还会一连住
上几天，可我从来没有比爷爷奶奶
早起过。每天起来，爷爷不是在院子
里打扫卫生，就是下地干活。我工作
以后，因业务繁忙，回去的次数屈指
可数。但每次回去，爷爷都会和我聊
工作上的事，交流读过的书。每次话
题一结束，爷爷又去地里忙活了。回
来时，他骑着的自行车前篓后座总
是满满的，全是新鲜蔬菜，让我们临
走时带上。

爷爷的勤劳和良好的生活习
惯，成为他身体健康的秘诀，让他看
起来比同龄人年轻很多。

爷爷是一个嗜书如命的人，他
的藏书可谓汗牛充栋，这与他的工
作有关系。爷爷曾是一名教员，还担
任过我们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但
他一生都以教师身份自居。

退休后，家人经常带爷爷奶奶
旅游。游玩时，爷爷最大的兴趣是看
旅游景点介绍，凡是有字的地方，他
都会认真阅读。即便是旅游，只要一
遇到地方介绍或有关历史的书，他
稍加阅读后便会买下来。一趟游玩
下来，往往比他人耗时几倍。与其说
爷爷喜欢游玩，不如说游玩带给爷
爷阅读的快乐。

我书柜中的部分书籍，是爷爷
赠予我的，也有我从他那里借来的。
我喜欢读书，也有藏书习惯，这不能
不说是受爷爷潜移默化的影响。

爷爷为什么喜爱读书？我在爷
爷的临终手稿中，找到了答案。爷爷
幼时命运多舛，常常食不果腹，正是
优异的成绩给了他继续求学和生活

的希望，正是博学多识走出困境，才
有了如今温馨美满的四世同堂。是
读书，扭转了他的人生。

爷爷作为退休老教师，在党和
国家的关怀下，有着相对殷实的退
休金，但多年来，除了修葺老家的门
楼、安装一台空调、换了一台电视机
以外，其他地方几乎没有改变。穿戴
方面，爷爷奶奶从来不主动买新衣
服，旧衣物也绝不会扔掉。饮食方
面，一个馒头一碗汤就能对付。然
而，每当子女家有困难，爷爷都从不
吝啬，他一直是子女的坚强后盾。

我们常常想把爷爷奶奶接到城
里住，以便尽一份孝心，可这实在是
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生病感冒、
春节看灯展、每年要体检，亦或是各
家添丁进口、乔迁开业，爷爷总是轻
描淡写地回绝我们。其实，爷爷只是
不想给我们增添负担。

不善言辞的爷爷走了，但他自
强不息的精神将在我们家代代相
传。他的一言一行，影响着我们家里
的每一个人，他塑造的家风，引导着
我们家族前行的方向。

爱书的爷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