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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这片土地上的家风与家族文化丰富
厚重，不仅在历史上滋养培育了一代又一代人
文翘楚，在当代更有不平凡的呈现与绽放。

媒体是一个地方的窗口、名片，需要承载一
个地方的人文精神。我们的“家范”专栏，将镜头

与笔触留给运城那些和美的家庭、那些可爱可
敬的人，让运城当代的家范故事，引领你我他。
欢迎来电、来稿推荐您身边的好人好事好家庭。

来稿邮箱：1371245160@qq.com
联系电话：18636318188/18735667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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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荣誉

【退而不休乐奉献】

一见面，赵宏元便很热心地告诉我
们，今年暑假，他们还将继续举办家庭答
辩会，并且形式愈发新颖，与往年相比更
加细化，分为少儿组和青年组，让孩子们
围绕中华传统文化知识，分别进行答辩。

家庭答辩，顾名思义，是以家庭名义
举办的答辩会，但却不失正式、严肃、严
谨的规模和形式，设有选手席、嘉宾席、
评委席、答辩席和计时计分台、监督台、
服务台，构成了“四席三台”完整流程，真
实模拟答辩会现场。成员们联系实际谈
认识、抒见解、讲感悟，并在聆听其他成
员不同见解的过程中，不断拓展思维。

赵宏元介绍，家庭答辩会不只是答
辩，更是变灌输为启迪，变训导为诱导，
变讲述为探讨。在家庭答辩会开始之前，
全体成员会一起升国旗、唱国歌，党员重
温入党誓词，并齐声朗诵家规家训，将爱
党爱国、爱家爱人的家风，浸润每一个参
加答辩会成员的心坎。

“孩子的成长不是打出来、骂出来
的，而是夸出来的。”这是赵宏元的口头
禅，也是他坚持举办家庭答辩会的宗旨。

赵宏元和梁迎春都曾就读于运城师
范，毕业后，赵宏元做过几年教师，后被
调入县委部门，2002年从盐湖区委原组
织部副部长岗位上退休。梁迎春则一直
在教育系统工作，最后从原盐湖区聋哑
学校校长职位退休。一直以来，两人都深
知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尤其是国家选拔
干部、选拔人才时，会有考试和答辩环
节，这让赵宏元认识到答辩对于一个孩

子拓展认知的重要性。
退休后，经常有亲戚朋友带着孩子

向赵宏元请教如何参加答辩、有哪些类
型题等，他也常常出一些模拟题来训练
孩子。慢慢地，赵宏元和梁迎春就商量，
何不从自家开始，以家庭为单位，举办家
庭答辩会呢？这样，就不再是家长耳提面
命地给孩子们讲道理，而是让孩子们在
解决问题中畅所欲言，在表达过程中给
大家讲道理，自己为自己找答案。

两人的这个想法，得到朋友赵新华的
大力支持，无条件为答辩会提供了场地。

2007年，赵宏元和梁迎春将亲戚、朋
友、邻居、同事的孩子组织起来，举行了第
一场别开生面的家庭答辩会。自此，每年
春节、暑假的两场家庭答辩会都会精彩上
演。赵宏元唯一的要求是，孩子来，家长必
须来，这样才能共同促进家庭教育。

而每一场答辩会的所有辩题，都是
由赵宏元准备。老两口平时喜好读书看
报，经常将有哲理、有意义的文章片段、
事例、漫画等摘录出来，结合现实生活事
件、古今中外典故和寓言故事，精心挑选
并整理成20多道辩题，并制作成图文并
茂的PPT，供选手抽选答辩。

为丰富答辩会的内容，赵宏元还设
计了跳绳比拼、金鸡独立、端球跑步等趣
味运动，以及八段锦、太极拳、诗朗诵、唱
歌等才艺展示，既展示了家长的风采，也
锻炼了孩子的胆量。

不仅如此，成员中谁取得了新的成
绩和荣誉，赵宏元都会与大家积极分享，
为其他人树立榜样，促进大家共同进步。
大家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下，思想更开阔、
情绪更高涨，家庭氛围也更和谐。

【幼承庭训铭心间】

能够如此重视家庭教育，离不开赵
宏元从父母那里传承的优良家风。

1947 年，赵宏元出生于盐湖区金井
乡南扶村一个普通农家，兄弟姐妹众多。
尽管家中条件有限，但赵宏元的父母十
分重视子女品德的培养，从小就教育他
们要勤俭节约、尊老敬亲、同情弱小。

尤其是支持子女上学，“只要你们愿
意，砸锅卖铁也要供你们读书，读到哪供
到哪！”这是赵宏元父亲对他们说得最多
的一句话。在父母的教诲下，赵宏元勤奋

学习、刻苦读书，凭着自己的努力考上了
运城师范，并在毕业后成为一名乡村教
师。

在卿头中学上初中时，正值困难时
期，赵宏元每个月能吃30斤粮食。虽然粗
多细少，但看着消瘦的父母，他每个星期
特意从家里拿些红薯，把精细的白面馒头
省下来带回去给父母吃。然而，奇怪的事
情发生了，挂在墙上网兜里的馒头总是莫
名其妙地“失踪”。他便把白面馒头放在一
名同学带锁的小木箱里。即便这样，还是
有人撬开了箱子后面，拿走了馒头。

生气的赵宏元回家向父母抱怨，母
亲却告诉他：“饥饿生贼不是贼，也许偷
白面馒头的人家里比咱家更困难。心胸
宽阔一些，想得长远一些，有失就有得，
多行善，能积德。”朴实却深刻的一句话，
给年少的赵宏元留下深刻震撼，也为他
埋下了同情弱小、关爱他人的种子。

从那时起，赵宏元便把父母的教诲，
以及父母所倡导的忠、义、仁、善等优良
家风牢牢记在心里，生活中遇到有困难
的人，他都会竭尽所能地帮一把。他还把
这个事情写成文章《馒头无奈》，给孩子
们讲那时的故事，让孩子们明白“一粥一
饭当思来之不易”的道理，切身明白“仁
善”的意义，将家风家训落到实处。

而在梁迎春眼中，公公婆婆为人正直
质朴，遇事不急不躁，从没有和其他人红
过脸，让她看到了生活中的大智慧。

【家风如雨润新苗】

在赵宏元家中，一个印着“忠义仁善
谨（十要十不）”大家庭家规家训的木质
摆台十分醒目：“忠——要忠贞不失节，
要诚信不虚伪；义——要公正不偏袒，要
担当不推卸；仁——要宽容不计较，要感
恩不亏负；善——要礼让不争端，要积德
不欺凌；谨——要严谨不放逸，要精进不
松懈。”这是赵宏元自己总结概括的，他
希望将这一家训渗透在每个家庭成员乃
至加入家庭答辩会大家庭所有成员的一
言一行中，砥砺传承，正气育苗。

赵宏元、梁迎春的三个女儿和女婿，
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大孙女赵
冯茜、孙子李赵桐、小孙女赵凌晨，如今
也都大学或研究生毕业，找到了不错的
工作。他们都是家庭答辩会的参与者，也

是受益者。他们不仅拓宽了思路和视野，
面对问题时有了更深入、全面的思考，而
且有了更多的同理心和共情能力，兄弟
姐妹之间更加团结有爱、互帮互助。

当孩子们遇到生日、升学、就业、获
奖、晋升时，赵宏元夫妻会牢牢把握好这
个“关节点”，采取致贺信、赠诗歌、开座
谈会等形式，给孩子们话人生、定目标、
指方向。

小孙女赵凌晨过12岁生日时，为了
让她懂得这一天不仅是生日，更是母亲
的“受难日”，引导她孝敬父母、尊老敬
亲，赵宏元赠诗：“凌晨窗外喜鹊飞，首轮
初度阖家醉。精进笃学立大志，努力成才
树雄心。乐天应知母难日，福年岂忘父春
晖？”孙子李赵桐大学毕业后有些茫然，
又想“当兵”，又想“打工”，还想当个“小
老板”。赵宏元夫妻便给他写了一封《选
择的学问》的长信，并召开家庭分析会，
大家坐在一起帮助迷茫的他选择方向。

对自家的孩子如此，对参与大家庭
答辩会所有的孩子亦如是。赵宏元希望
孩子们在人生路上都能得到正确的引
领。只要有孩子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他便
会把文章剪贴在一个本子上留作纪念，
除了相应的稿费，还会给孩子们翻倍红
包奖励，鼓励他们继续动笔写好文章。

在赵宏元夫妻的努力下，截至目前，
答辩会这个大家庭已走出25名大学生、3
名研究生、4 名博士生和 20 名教师、村
官、公务员，并有6名在校学生加入党组
织。孩子们在他们的呵护下走正路、走好
自己的人生路，这是他们最高兴的事儿。

今年3月，赵宏元因病动了一个小手
术，全家人把他“捧在手心里”，三个女儿
和女婿忙前忙后在他身边照料，孙辈也都
尽己所能看望、照顾他。孩子们的表现，让
两位老人十分欣慰，也让他们看到，这些
年对家庭教育的坚持，是正确的。

如今，孙辈们也接过答辩会的接力
棒，负责部分事宜，把这一形式传承下
去。今年暑假的答辩会，小孙女将接过赵
宏元手中的话筒，独立主持。

家风如春日细雨，润物细无声。正如
梁迎春告诉记者：“没有家风就没有目
标。”一个个踊跃参与的家庭，一张张意
气风发的笑脸，一场场精彩纷呈的家庭
答辩会……家风传承，就这样，浸润着参
与答辩会的每个人。

“五好家庭”赵宏元家庭：家风如雨 正气育苗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今年76岁的赵宏元和
老伴梁迎春，多年如一日注重家庭教育、家风传承，退
休后更是探寻家庭教育新路径，通过举办家庭答辩会
等形式，传承良好家风，倾心培育“幼苗”，感染更多家
庭，为培养下一代不断发挥着光和热。

自2007年开始，两位老人坚持每年举办两届家庭
答辩会，最多时有20多个家庭参与进来，成为河东家庭
教育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全国五好家庭”、山西省

“三晋最美家庭”、运城市“最美家庭”、盐湖区“十大最
美家庭”等荣誉，是对赵宏元家庭做法的肯定与支持。

6月26日，赵宏元、梁迎春两位老人接受了记者的
采访，为我们讲述了他们的家庭故事和初心。 ▲和美一家 ▲分享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