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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薛丽娟

为进一步更新、树立科学的教育
观，2月20日，运城中学邀请山东知名
家庭建设志愿者方子到校，做了一场

“一个中国女性的家庭生活实践”主题
报告。当天，报告厅内座无虚席，共有
200余名教师职工和听众到场。

方子老师是传统文化学习者、践行
者、传播者，在全国公益主讲家庭分享
会千余场，她所践行的“幸福家庭建设
心法”行之有效，惠及百万家庭。“大道
不离日用伦常”，报告会上，方子老师以
自己40年的日用之常、生活实践为例，
针对家庭沟通技巧，分享自己建设幸福
之家的智慧经历，赢得阵阵掌声。

◆家要有温度，也要有规矩◆
方子老师从结婚时父亲送的三句

话和自己总结的三个小妙招，告诉大家
家既要有温度，也要有规矩。

看似一些生活小妙招，却处处彰显
大智慧，如“大声叫爸妈”“一秒钟回应”

“嫁给他就信他”等。人与人之间的亲
密关系其实是语气、语言的表达，家要
想有氛围，家人间要建立情感链接，离
不开温暖的语言和热情的表达。要明
白家不是讲理的地方，要讲情，最高级
的修养是将心比心。“种瓜得瓜，种豆得
豆”，你做了什么，回报是同等、匹配的。

既有优秀的职场经历，又创办过企

业，还有丰富家庭建设经验的她，从自
己人生历程难忘的几个节点，多角度分
享了自己对家庭和家庭关系的认知。
最后得出一个建立幸福家庭的秘诀：越
拥有越付出，越付出越拥有。

◆看到美好，懂得付出◆
针对人的烦恼从何而来，心理学之

父阿德勒说：人的一切烦恼都来自人际
关系。而一切人际关系的矛盾都源于
对别人的课题妄加干涉！

如何更好建设幸福家庭？人常说，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方子老师提出，
要改为“家家有本好念的经”。凡事往
正向、好处想，切断源头，转变念头，我
们要找到家庭中的优点，家人的优点，
提升情绪。幸福本简单，如果一直纠
结、关注问题，问题就会泛滥。当看到
的是美好，想他人好，去利益他人，更容
易活出自己的那份自信。

亲子关系，要爱和陪伴。所有的孩
子都是来报恩的，他们是来提醒你，让
你从索取者成长为给予者，使你变得更

好。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小
事一件件，先做了再说，干出底气，这就
是榜样的力量，所有的孩子都是可以教
得好的。

夫妻关系，把主语从“我和你”改到
“我们”。不要我大，要大我，要从更高
层次爱他人、爱生活、爱世界，有机会付
出爱，就能得到爱。

修复和自己的关系，倾听更大共同
体的声音。修得一颗柔软的心，把自己
的生命投入到无限利他的事业中，生命
便是永恒。

◆让爱从家里冉冉升起◆
她倡议各位教师用足够的耐心、高

度的责任心和科学的方法，经营好自己
的家庭，在爱与陪伴中，主动参与家校
共育，为学生的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
要把期待转变成行动，让爱从家里冉冉
升起，点亮万家幸福灯火。

活动现场，台下听众被方子老师的
报告深深吸引，精彩之处大家不断做笔
记和拍照。

一个半个小时的专题报告，大家收
获颇多。现场听讲座的刘女士说，“好
好说话，好好干活”说得太好了，通过讲
座，她学到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方法，知
道了如何经营夫妻关系，构建和谐家
庭，也知道了怎样与孩子沟通，对家庭
和睦、亲子和谐、兼顾事业方面有了更
深的认识。

“越拥有越付出，越付出越拥有”
——家庭建设志愿者方子女士运城讲座侧记

□尉惠全

我和战友是亲家，我家是个
儿子，他家是个女儿，都是独生子
女，天赐良缘，两个孩子成婚后，
组成了我们这个大家庭。这几
年，我们这个大家庭过年，过出来
了一个必须围绕的“圆心”。

我儿子是一名医生，为了儿
子上班方便，我们在医院对面的
小区给小两口置办了一套单元
楼。亲家住在盐湖区，我住在夏
县老家，到了过年的时候，我和亲
家都往儿子家赶。中国人过年
讲究团圆，团圆就是过年，团圆就
是幸福。

长辈去晚辈处过年，似乎有
悖传统，我自圆其说：“守正创新
过大年，核心不变奔团圆。”小两
口新婚之年，春节假期，他们选择
了去南方旅游，逃避了独生子女
婚后过年的难题。而后有了大孙
女，紧接着有了二孙女，让小两口
带着两个小宝贝两头跑过年，这
不是高高兴兴过大年，而是在劳
累辛苦中度年，所以前几年都是
我们四个长辈去小两口家过年。
然而，这些都是过年时遇到的琐
事，是可以克服的难题，还不是我
们这个大家庭过年必须围绕的

“圆心”。

去年除夕夜，儿子值夜班抢
救了四个病人一夜未合眼，一身
疲惫，两眼血丝地回来过年，我既
心疼儿子，又高兴：“大过年的，不
是急病大病，谁往医院跑……你
不要怕吃苦，不要有怨气，赶快吃
一口，我们带小宝贝出去玩，你好
好睡一觉。”

今年腊月二十几，亲家给我
打电话说，让小两口和小宝贝今
年都回夏县过年，他们老两口初
一有安排了。我非常高兴，这是
小两口结婚后，回夏县老家过的
第一个年。腊月二十几，村里已
经锣鼓喧天，曾到省城太原表演
过舞龙灯的传统龙灯队，已经踩
着鼓点开始训练了，准备参加县
里组织的正月十五社火表演。俩
小孙女回来后，我们领着她们近
距离观看舞龙灯，接受传统文化
的熏陶。和儿子通电话后，得知
他除夕照常上班，初一前半天还
有病人需要医治，晚上还得值夜
班，我们之前的安排被否定了。
除夕下午，我们四个长辈都又到
了儿子家，开始包饺子，准备年夜
饭。年夜饭准备好后，等到晚八
点儿子从医院回来，我们才开
饭。吃完年夜饭，我和老伴连夜
驾车返回夏县。

初一中午，小两口领着孙女

回来了，儿子倒在沙发上就睡着
了。儿子四点钟醒来后，就开始
连续接打电话，忙着交代工作。

等儿子睡醒后，儿媳和两个
孙女吃零食几乎吃饱了，在饭桌
上就没吃几口饭菜。吃罢饭，已
经五点多了，他们放下碗筷就往
运城赶，因为儿子回去还要值夜
班。

初二中午，亲家来电话说，昨
晚儿子一夜未眠，为了不影响儿
子休息，他们领着两个孙女来夏
县玩。我们四个大人领着两个孙
女，在白沙河湿地公园欢天喜地
地游玩，在如画的文化长廊里，感
受着古夏都历史文化的深厚韵
味。后来，我们又去了白沙河二
桥旁边的夏都美食文化广场，那
里人头攒动，个个喜气洋洋。一
个挨着一个的小吃摊位、儿童玩
具摊位、儿童游乐设施，大显示屏
下的舞台上歌手放声高歌……我
们把两个孙女送到舞台上，放飞
她俩的快乐和幸福。

我们家过年是围绕着做医生
的儿子这个“圆心”在团圆，他在
救死扶伤的岗位上是无我的，在
无我的忙碌中，一切都要为抢救
生命让道。我们围绕着儿子这个

“圆心”团圆过年，年味更浓，年的
意义在延伸。

我 们 家 过 年 的“ ”

□牛润科

正 月 初 六
上午，从广场放
风筝回来，女儿
突然提议：“老
爸老妈，咱们照
张全家福吧！”
我和老伴举双
手赞成。

说照就照，
我们一家人兴
冲冲地出发前往照相馆。

一顿化妆后，在摄影师的指导下，我们家
的“亲情剧”开演了。“瞧，阿姨和叔叔入戏多
快。”摄影师旁白道，“可称得上是你们团队里
的两位表演明星啦！”照完一组，我们在看底片
时惊喜地发现，还真像摄影师说的，在20多张
底片里，我和老伴儿张张都笑得开怀，都用不
着修片了。“爸妈，我咋就没有遗传你们二老的
表演基因呢？”“外公外婆，快教教我，怎样照出
美美的照片呢。”一家人众星捧月般地夸赞着
我们两个老“明星”，我和老伴又开心又激动，
心照不宣地说：“哪有什么表演天赋呢，是我俩
觉得有一种幸福叫照‘全家福’啊！”孩子们也
异口同声道：“我们也是。”

是啊，照全家福不但能记录美好，把家庭
的幸福瞬间定格，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感觉到
家庭血脉与情感传递的生生不息。

有一种幸福叫
照“全家福”

圆 心

▲讲座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