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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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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旬父母只知付出

樊菁菁是夏县裴介镇辕村人，家里
兄妹五人，在姑娘中，她排行第三，所以
生活中，她的身份常常是三姑、三姨、三
老姑、三老姨。兄妹五人中，她一人在
运城工作，其他几位均在夏县。

菁菁的父亲原本在外工作，后来为
了照顾家中的老人和妻儿，他辞职回了
家。从公职人员变为一个默默无闻的
农民，脸晒黑了，背累弯了，但是父母有
了儿子的照顾更安心了，孩子有了父亲
的陪伴，心理更阳光更健康了。在很小
的时候，菁菁就知道，父亲一心只为别
人考虑，从来不顾自己的得失。她想，
将来自己长大后也要做一个全心全意
为别人考虑、服务、奉献的人。

菁菁的母亲今年已经九十高龄。
她勤劳能干，阳光豁达，现在还能自己
做饭、洗衣服。每到节假日，她常常给
儿孙们打电话，喊孩子们回家，因为家
里有她做的好饭——饺子、包子、油饼、
甑糕。她想方设法为儿孙们做美食，用
最平常的方式传递她数十年如一日的
慈爱和关怀。

老太太一生爱劳动，闲不住，八十
多岁时，还常常做针线活。过去，老人
家常给孩子们做衣服，市场上现在卖衣
服的太多了，她便在家里缝制小褥子。
从市场上买来各种花色鲜艳的布片，再
买些弹好的棉花，她坐在阳光下，一针
一线地纳着缝着，做好一个，在太阳下
晒好，收起来。就这样一天又一天，一
个又一个，不长时间，她竟然攒了几十
个小褥子。孩子们来家里时，她会给每
人发一个。有时候，孩子的朋友来，她
也会送上小褥子，纯手工的棉制品，满
是心意。

母亲的付出，菁菁看在眼里，记在
心上。也许正是这些平常生活中的点

滴，给了她人生的追求和方向，也给了
她幸福和安详。

善待侄儿视如己出

菁菁只有一个哥哥，哥哥有两个儿
子。大儿子因为小时候发烧留下了后
遗症，从小失聪。为了照顾这个侄儿，
菁菁付出了不少。从让侄儿学得一技
之长到毕业享受残疾人就业政策，菁菁
多方联系，多方奔走。在侄儿心中，三
姑就像妈妈一样亲。

前不久，侄儿不幸突发重疾，失去
联系。他所在的单位将电话打到菁菁
单位，询问孩子的去向。菁菁得知后，
第一时间与丈夫一起赶到侄儿的住
处。到后才发现，侄儿住所的门从里边
反锁着，怎么也打不开。无奈，他们联
系了开锁公司。门锁打开后，菁菁发现
侄儿歪倒在椅子上昏迷不醒。他们又
赶紧联系救护车，将侄儿送到市中心医
院，菁菁又赶紧对接主治医师，为侄儿
进行手术。

开颅手术做了四个小时，等候在手
术室外的菁菁与其他亲人一刻也不敢
离开。手术之后，侄儿在重症监护室待

了一段时间，随后转至康复室进行康复
训练。为了侄儿跑前跑后，菁菁从来没
有叫过半句苦。侄儿顺利康复后，她流
下了幸福的泪水。有人说，可怜天下父
母心。菁菁用她的善良与付出告诉人
们，姑姑对侄儿的爱也是那样令人感
动、敬佩。

陪伴侄孙千里求医

家里兄妹多了，兄妹孩子的事情，
菁菁总是情不自禁地关怀、帮助，冲在
前面。前年秋天，侄儿的儿子，也是她
的侄孙需要在北京做手术。侄媳妇要
带着孩子去北京，知道消息后，菁菁赶
紧陪同侄媳一起进京。正是疫情期间，
一路波折重重，菁菁与侄媳妇费了不少
周折，终于让孩子住进了病房，预约上
了手术。

但是走出医院后，菁菁才发现，因
为手机行程码的颜色变了，她再不能回
医院去。为了陪侄媳，她住在医院附
近，与侄媳保持联系。

在交住院费时，因涉及医保报销程
序，菁菁连忙与夏县方面取得联系，帮
助侄媳咨询和办理医保报备手续。忙

出一头汗的她没有想着自己的舟车劳
顿、奔波疲乏，却欣慰地说：“能帮助孩
子们解决点困难，我心里就高兴，这一
千多公里的车就没有白座。”

返回运城后，因为是从外地长途返
回，她需要自我隔离半个月，才能上
班。每隔几天，爱人为她送去些食品和
菜品，她一个人静静地待在家里，没有
惯常的焦虑，却时时因为侄孙的手术成
功而欣喜。

“心里只想着别人，付出，再付出，
就有幸福的感觉。”她说。

亲人和睦收获幸福

上个月，恰逢父母都九十岁了。菁
菁又张罗着将兄妹、外甥、外甥女、侄
儿、侄媳组织到一起，为老两口庆生。
听从老人的建议，她还专程把母亲的姐
姐，九十多岁的姨妈接到现场，一大家
子人团聚在一起，忆苦思甜，感恩今天，
其乐融融。

因为只有自己一个人在运城市区
工作，早在二十多年前，菁菁就把父母
亲从夏县老家接到了跟前。平常照顾
起居，检查身体，她总是走在前面。

老家哥哥的西瓜熟了，她忙着帮
他寻找市场；外甥想创业了，她拿出部
分资金；小外甥需要上学了，她四处帮
着联系合适的幼儿园；侄儿生病了，她
又冲在前边，住院、急救、跑科室、找医
生……亲戚的事、朋友的事，甚至萍水
相逢的人的事，只要需她帮忙，她总会
不惜人力、钱物，解囊相助。

在她的影响和带动下，外甥、外甥
女、侄儿、侄女甚至孙辈都比较孝敬老
人，大家在节假日欢聚到奶奶（姥姥）
家，互通情感，增强联系，反观自己，从
大家庭中汲取正能量，经营好自己的小
家庭。

对自己的娘家人好，对自己的婆家
菁菁也一样孝顺，公婆住院、晚辈上学，
她总会走在前边，尽心尽力。

菁菁热诚善良，还很谦虚。她参加
各种培训班，学习传统文化，弘扬国
学。朋友说：“菁菁，你已经够好的了，
不用再学习了。”菁菁说，不敢这样
说。“反观自己，问问自己，真的有那么
好吗？问一问，听一听，就知道自己需
要改进的地方还有很多。”“人生有涯，
而知无涯。学习是一辈子的事，付出
也是一辈子的事。学习让你懂得付
出，不以自我为中心，放大格局与视
野。付出，再付出，会让你体会到幸福
的滋味。”

时常为老人、侄儿、外甥女的事情
忙碌，她对自己的女儿并没有多管，可
女儿聪明懂事，有自己幸福的小家，对
妈妈也很是孝敬。

想起传统文化课堂上常讲的一句
话：儿女不用管，全靠德行管。菁菁的
故事，也许正是对这句话的践行与诠
释。

樊菁菁家庭：在付出中收获幸福在付出中收获幸福

“让自己加入一个阳光正向的大
群体；

让自己成为爱本身；
命运的主宰者是自己，自己的主

宰者是念头，从守好自己的每个念头
开始，克念成圣；

幸福的秘诀是付出，再付出；
学习的能力就是生存的能力。”
这些都是本文主人公樊菁菁的人

生格言。
不少人都挺喜欢樊菁菁，大家都

说她为人大气，古道热肠，善良诚恳。
樊菁菁有一个和美的小家庭，还有一
个幸福的大家庭。当别人问及她家庭
幸福的秘诀，她总是笑着说，很简单，
付出，再付出。

近日，记者走访了樊菁菁老师，听
到了她不平常的家风故事。

□记者 薛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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