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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河东家文化，传承运城好家风。
为了丰富运城的新时代家文化内涵，传承
良好家风，书写新时代的河东家故事，留
住美好家影像，传承温暖家记忆。即日
起，本报面向广大读者征集家庭老照片与
新影像。照片可以是您的祖父母、父母，
也可以是您的过去、现在的全家福，家庭

活动瞬间，配以对家庭老人的回忆、追念
以及现代家庭故事文章，记录他们的教诲
和感人往事。本报刊发后，将在新媒体平
台进行联动扩大再宣传，永续运城家风记
忆，乘风化人，为年轻一代培根铸魂。

来稿邮箱：1371245160@qq.com
联系电话：18636318188/18735667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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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造就坚忍品格

鲍长安今年 86 岁，赵凤梅今年 80
岁，老两口精神矍铄、身体康健，耳不聋
眼不花。老人能有如今的好状态，源自
儿女们的孝顺，更源自他们有一份好心
态。

赵凤梅是晋中市昔阳县皋落村人，
父母在她十来岁时先后因病离世，只剩
下她和姐姐、三个弟弟相依为命，常年
吃不饱穿不暖，连盐都没得吃，生活之
苦可想而知。十一二岁刚上初中的赵凤
梅，还被县里的戏校选中去了剧团，每
天辛勤练功，师傅们非常严格，但她都
咬牙挺了下来。那个年代，她知道为了
生活需要一技傍身。

“这么穷，你们往外逃啊！”这是鲍
长安第一次来到赵凤梅家中的感受。

鲍长安是西安人，曾在西安市卫校
上学，1955 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山西省
卫生厅，后被分配到忻州市（原忻州地
区）宁武县阳方口煤矿医院药剂室。也
就是在这里，赵凤梅的姐姐认识了为人
踏实肯干的鲍长安，便为他和妹妹牵了
红线。

鲍长安的父亲是河南人，曾在西安
一家兵工厂修理枪炮，深知读书的重要
性，坚持供鲍长安读书学习。尽管父亲
在他很小时候也去世了，但他牢记着父
亲的谆谆教诲。

同病相怜的命运，拉近了鲍长安和
赵凤梅的距离，不久两人就结婚成了
家。那个时候，吃食只有粗粮，过年才能
吃上一口白面饺子，那便是最好的饭
了。

老两口育有三个孩子，女儿鲍艳艳
排行老二。老二出生没几个月，为了养
家糊口，赵凤梅带着她，去水土保持专
业队插了两年队，几岁的大儿子跟着鲍
长安过活。人们得知赵凤梅已有两个孩
子还来插队，纷纷为她点赞。

因为曾在剧团学过一技之长，她还
经常作为主演为矿上的兄弟表演节目。

记忆留下了苦难，但更多的是造就

了他们吃苦耐劳、踏实坚忍的品格，遇
事全靠自己去拼去闯。

虽然父母去世时赵凤梅还很小，但
她清楚记得父亲开垦了20亩荒地，种植
玉米和谷子，哪怕自己吃糠咽菜，也保
证交齐公粮，报答党恩。她还记得父亲
拉着她找寻二叔的情形。二叔参加过百
团大战，是连级以上的干部，后来被敌
人暗害。“父亲一直想要找到二叔的遗
体，但直到去世都没能实现这个愿望。”
赵凤梅说，她一直在多方寻找二叔，虽
然目前还没结果，但她不会放弃，会继
续和孩子们寻找，希望能够完成父亲的
遗愿。

国家也并没有忘记二叔，因为二叔
没有后代，国家赠送的慰问品都直接送
到了赵凤梅兄弟家。

老两口深深明白，正是因为二叔和
像二叔一样的共产党人的付出和贡献，
才有了如今的美好生活和国家的繁荣
发展，所以他们更应该珍惜眼前，脚踏
实地地生活。

奋斗浇灌幸福花朵

因表现优秀，赵凤梅争取到了调动
工作的机会。由于运城离西安近，两人
选择了运城。1976年，赵凤梅进入原运
城地区外贸包装公司，鲍长安进入第二
医院工作。异地他乡，无亲无故，一切从
头开始。但不变的是二人的踏实肯干和
对工作的认真负责。

赵凤梅是“一口清”仓库保管员，各
个县的几百种商品她都如数家珍，带领

“一口清”仓库获评全省外贸系统五优
仓库，并上了运城光荣榜。鲍长安曾担
任二院药剂科主任，那个年代都是“制
剂”，药剂需要制作和调配，所以他经常
加班加点。在鲍艳艳的记忆里，经常有
乡邻拿一包药来询问父亲，父亲拿出一
片，放嘴里浅浅舔咬一下，就知道什么
药，叮嘱乡邻该怎么服用。

两人的一举一动，孩子们全都看在
眼里。早在宁武生活的时候，年纪还小
的鲍艳艳和大哥虽然不懂什么是艰苦，

但他们知道每天天
不亮就要起床，帮
妈妈去捡拾别人没
烧尽的炭核。偶尔
家里有个鸡蛋，父母
让给孩子，鲍艳艳和
大哥总会留给小他们
好几岁的弟弟。知道父
母工作忙，很小的时候鲍
艳艳就经常帮家里干家务，洗
碗、洗衣服。小小的个头儿因为抱着盛
满水的洗碗盆，经常弄得胸口湿湿的。
提及这个细节时，鲍长安泪湿眼眶，他
知道他们对孩子的成长有所亏欠。

父母的付出，孩子们的懂事，让这
个家有了更多的理解和包容。大儿子工
作第一年就把50元工资交给了父母贴
补家用，鲍艳艳买房，父母和兄弟都给
予了帮助……全家人互帮互助，团结友
爱，终于迎来四世同堂。

前不久那段极寒天气，鲍长安和赵
凤梅没有受一点风寒。因为这个冬天他
们住在外孙的房子里。老两口过去住小
院，自己取暖，这一直牵挂着儿女们的
心，每年过冬他们轮换着接老两口去住。

品德滋养优良家风

三个儿女全都事业有成，在各自岗
位作出了贡献。提及对儿女的教育，老
两口说并没有刻意去说教，但他们身体
力行地践行着一个原则：什么坏事都不
要干，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决
不违法乱纪。

鲍艳艳曾听大哥讲过两件事。在宁
武时，大年初一的凌晨，点燃树枝和煤
炭组成的火堆（系当地的民俗“旺火”），
燃烧时间越长就预示着来年越红火，大
哥五六岁时正淘气，除夕晚上天还没黑
就点了火堆，母亲知道后狠狠把他揍了
一顿。“那会儿我哥小，调皮不懂事，但
后来他跟我们讲，是母亲让他知道什么
是规矩，什么是敬畏。”鲍艳艳说。

还有一回，大哥在外面和小伙伴起
了争执，父亲看到后不问青红皂白，先

踢了大哥一脚，一下
平息了“战争”。“发
生了事情如何最快
把事件平息，就是
要先管好自己人，先
找自己的原因。”鲍

艳艳说，后来大哥明
白了父亲的苦心，这也

让他们兄弟姐妹几个在后
来的生活中，悟出不少智慧。

老两口有退休工资，虽经历过艰苦
日子，现在的生活早已翻天覆地，但他
们仍然非常简朴，任何物品都做到物尽
其用。“很多东西不说贵贱，而是看需不
需要。”鲍艳艳说，直到现在他们兄弟姐
妹几个仍然都“很会过光景”。

家风如雨，润物无声。
在这样的潜移默化中，鲍艳艳他们

继承了父母踏实坚忍、勤俭持家、尊老
爱幼、向上向善的美好品质，并且一代
代传承了下去。

鲍艳艳和儿子一家原本住在同一
个小区。如今她和儿子、儿媳、孙女、孙
子住在一起，儿子的房子空出来，让老
两口住。这也方便她照顾老人，每天晚
上给老人送去晚饭和物品，再打扫整
理。每天中午，老两口就到她那边吃午
饭，还能在小区里锻炼锻炼。

对父母孝敬，对待自己的公婆也同
样。鲍艳艳平时经常去照看他们，操心
老人的饮食起居，还让父母和公婆常小
聚交流。

鲍长安、赵凤梅的孙辈们有的在上
学，学习成绩优异，有的已经成家立业，
在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已上幼儿园的
小重孙，也在无形中模仿着大人们尊老
敬老的行为。赵凤梅说，有一回她起身
准备走，四岁的小重孙赶紧拿拐杖给
她，让她很是高兴。

鲍艳艳笑说，她曾问过儿子将来老
了怎么办，儿子笑着说：“你们怎么管姥
姥姥爷，我们就怎么管你们。”

这正是家风传承最质朴但又最美
好的诠释。家风滋养，福佑着一家人，也
让我们这个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鲍长安、赵凤梅家庭：孝悌传家福泽长孝悌传家福泽长
□记者 王捷 文图

“祝爷爷福如东海，寿比
南山！”

“祝老爸生日快乐，健康
长寿！”

……
1 月 7 日，在真挚的祝福

声和热闹欢乐的气氛中，鲍长
安老人度过了他的 86 岁生
日。一直以来，每当鲍长安和
老伴赵凤梅过生日，后辈们都
会齐聚一堂，带着蛋糕和礼
物，做一桌丰盛的家常菜，为
他们祝寿。于这个如今四世同
堂的大家庭而言，尊老爱幼的

传统美德和“老老实实做人、
踏踏实实做事”的家风家训，
早已深深印刻在每个家庭成
员身上，他们用实际行动，谱
写了一曲“团结一心、互敬互
爱”的家庭和谐曲。

近日，记者走近两位老人
及他们的女儿鲍艳艳，了解
了这个家庭背后的不凡故
事。两位老人 20 世纪 70 年代
来到运城，无亲无故全靠个
人努力打拼，换得了如今一
大家的幸福。优良家风，离不
开两位老人的言传身教，也
离不开子女在潜移默化中的
汲取与传承。

▲四世同堂 ◀鲍艳艳和父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