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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柯邑

最近，老干部梁志俊又写作了一
部文集——《我们一家》，以真挚细腻
的笔触，记录了他的家族故事。这些故
事，如同一幅幅生动的画卷，一一展现
在读者面前。这些文字，既是家族历史
的生动见证，也是对后世子孙的深刻
启迪与教育。老人家这种笔耕不辍、情
系后人的精神，令人感动。

他永远铭记父亲梁文英的红色伟
业，父亲那在革命岁月中铸就的不屈
不挠、勇往直前的精神一直滋养着他。
母亲樊改菊的懿德善行，以及在平凡
生活中展现出的温柔、坚忍和无私，也
一直温暖着他。他还分享了自己真实
生活中的点滴，以及在日复一日中积
累的智慧和感悟。这些他在书中生动
描绘的细节与瞬间，让读者仿佛穿越
时空，亲历了这一家人的喜乐悲欢。

家园，是心中最温柔的港湾

对远离故土的游子而言，家乡不
仅仅是一片土地，更是精神的寄托和
心灵的归宿。无论身处何方，家乡的山
川河流、风土人情总是梁志俊心中最
温暖的记忆。在书的开篇，他写道：“乡
愁，是回归故里的温馨；乡愁，是念老
怀亲的眷恋；乡愁，是美好往事的记
忆；乡愁，是挥之不去的思念。”

他在书中写了对于故乡稷山的歌
颂，从革命历史的角度记录了故乡三
个时期的发展变化。他认为，只有把这
些文化、文脉和历史记忆保存好，并且
让家乡父老过上充分享有现代文明的
生活，才能够真正保护好乡愁。

他的乡愁如同细雨中一柄执着的
伞，默默守护着他的心灵，不让其被异
乡的风雨侵蚀；又如梦中载归的船，承
载着他对家乡的思念和期盼，穿越千
山万水，回到那片熟悉的土地。这份乡
愁，渗透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是他对
家乡深切的思念和无尽的眷恋，是无
论走到哪里都难以割舍的情感纽带。

家庭，是社会组织的最小细胞

他在《依恋爱窝》这篇文章中，写
下他对于生命、家庭和国家的思考，体
现出中国人对家的独特情感。他的爱
家与爱国一脉相连，在他看来，一个以
文化底蕴为支撑，用爱与包容填充的
家庭，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他笔下
的家庭不仅能够抵御生活中的风风雨
雨，更能在各种挑战中展现出惊人的
凝聚力和生命力，培养人们坚韧不拔
的毅力。他笔下的家庭，还是一曲优雅
祥和的交响乐章，每个家庭成员都是

其中不可或缺的音符，他们用爱与包
容共同奏响了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也
让每个人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发
挥自己的价值，贡献自己的力量。

家训，是立身处世的道德准则

他说，家训是他写这本书的重点，
家训是家庭文化的精髓，如同一盏明
灯，照亮了家族成员前行的道路，指引
着他们塑造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规
范。历经岁月的洗礼，家训不仅凝练为
家庭的道德规约，更成为家族成员共
同的精神财富。

他既继承了古代家训的精华，又
吸纳了新时代的元素，写下了“学、爱、
善、孝、诚、勤、朴、廉、淡、趣”的“十字”
家训。这是他对后代的殷切期望和深
情嘱托，是家族智慧的结晶，也是对未
来的美好憧憬。

在书中，他引经据典，详细论述了
这十个字的含义，把每个字都掰开揉
碎地分析讲解，从世界观阐述到方法
论，几乎涵盖了一个人品行必备的所
有要素，每一个字都可以让人从中学
习、从中受益。

“学”为人生之导，在这个知识爆
炸的时代，不断求知、不断进步是每个
人毕生的课题。学习不仅是获取知识
的手段，更是一种生活态度，让我们保
持对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欲，让我们
的心灵永远年轻，思想永远活跃。

“爱”为德行之首，强调了爱心在
个人品德中的核心地位。爱，是一种无
私的奉献，是一种深刻的理解和包容，
让我们学会尊重他人、关爱他人，让社
会更加和谐，人际关系更加融洽。

“善”为做人之本，倡导我们以善

良之心待人接物。善良，是一种内在的
美德，让我们在面对他人时，能够心存
善意、行有善举，让我们的社会充满正
能量，充满爱与温暖。

“孝”为百善之先，弘扬了中华民
族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孝，是一种对
长辈的尊敬和感恩，是一种对家庭的
责任和担当，让我们学会感恩、学会回
报，家庭关系更加和睦，社会关系更加
和谐。

“诚”为人际之贵，强调诚信在人
际交往中的重要性。诚信，是一种品格
的体现，是一种信誉的积累，让我们在
与人交往时，能够坦诚相待、信守承
诺，让社会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更加
稳固，更加长久。

“勤”为成功之母，告诉我们只有
勤奋才能收获成功。勤奋，是一种对工
作的热爱，是一种对目标的执着，让我
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不轻言放弃，
不懈努力，最终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梦
想。

“朴”为家范之宝，倡导简朴的生
活方式。简朴，是一种生活的智慧，是
一种对物质的适度追求，让我们在物
质丰富的今天，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被
物欲所困，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简单，更
加纯粹。

“廉”为执政之要，强调廉洁自律
是为政之本。廉洁，是一种政治的品
格，是一种对权力的敬畏，让人们在面
对权力和利益时，坚守原则，不越雷
池，让政治生态更加清明，更加健康。

“淡”为生命之美，体现了淡泊名
利的人生态度。淡泊，是一种超脱的境
界，是一种对名利的淡然处之，让我们
在面对名利的诱惑时，保持一颗平常
心，不为其所动，让人们的生命更加充
实，更加有意义。

“趣”为生活之观，鼓励我们以乐
观的心态面对生活。乐观，是一种生活
的态度，是一种对困难的积极应对，让
我们在面对生活的不如意时，保持乐
观的心态，积极寻找解决之道，让生活
更加美好，更加充满希望。

其中，“淡”与“趣”在以往的古家
训中很少看到，这是梁志俊自己对人
生的感悟和哲思。家风家训，作为中华
民族的文化瑰宝，是社会文明的宝贵
财富。在现代社会的浪潮中，更应珍视
并发扬家风家训的传承与创新，使之
在新时代的光辉下焕发出更加夺目的
光彩。

这本书是梁志俊对自己过往的回
顾，蕴含着他对人生的思考，是对传统
家训的创新和发展，也是一种启示和
引导，鼓励人们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
中，能够保持一颗平和的心，不被外界
的纷扰所影响，让生命更加充实，更加
有意义。书中讲述的故事，也在鼓励年
轻人面对生活的挑战时，保持乐观的
心态，积极应对，成为更好的自己。

运城晚报讯（记者 王捷）5 月 22
日，三晋文化研究会健康第一·第一健康
专业委员会宣传工作会议在运举行。市
委宣传部、市卫健委、市教育局、市科协
等相关负责人，以及该专委会成员和专
家学者 20 余人，围绕取得的成果、公益
栏目《健康第一·第一健康》进展情况和
未来规划等展开探讨，力求探寻新形式
和新内容，让健康科普走进千家万户，惠
泽更多群众。

会议首先回顾了“健康第一·第一健
康”专业委员会成立以来取得的成果。
2020 年，依托运城市营养保健行业协
会，该专委会在运城成立，全力推进个人
健康、家庭健康、社会健康、全民健康，蹚
出一条健康科普惠泽民生的新路子。由
其主办的公益栏目《健康第一·第一健
康》前100集，相继在运城广播电视台和
本报与大众见面。栏目由全国食疗养生
大会高级顾问、国家一级健康管理师、三
晋文化研究会常务会长、山西省爱民健
康基金会总顾问王水成担任主讲嘉宾，
从日常起居入手，推出100个健康话题，
为广大群众送上科学健康的养生理念。
栏目一经推出广受好评，并先后登陆山
西科教频道及《生命时报》《山西老年》

《健康生活报》《健康向导》等中央、省级
报刊。目前，栏目第101集至200集正在
陆续与观众见面，今年还将制作第三个
100集。

同时，该专委会还拓展线下科普，邀
请国家级专家开展健康讲座，组织科普
志愿服务队持续开展“健康科普进机关、
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进乡村、进家
庭”的“六进”宣传活动，向广大群众普及
健康基本知识和技能，推动“健康中国·
运城行动”在各县（市、区）落地开花。

此次会议上，与会人员就如何更好
地宣传健康科普知识，进一步提升栏目
质量、扩大栏目宣传、提高栏目效益等，
进行了深入探讨。大家表示，要深入推进
全民健康，从学生抓起，注重健康进校
园，减少学生肥胖、营养单一等问题，加
强学生体质锻炼；注重中老年人的健康，
助其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和心态；打造
品牌，突出健康食品概念；创作与健康相
关的文艺作品，传播健康理念；重视“预
防为主”，让大家有“少得病、晚得病、不
得病”的意识；充分利用全媒体融合，在
重要时间节点推出相关健康知识内容；
通过活动、访谈、科普、案例、综述等宣
传，让宣传工作更扎实，不断创新表现形
式和内容，继而扩大影响力和辐射力，让
健康理念惠及更多群众。

王水成对大家的意见和建议表示感
谢。他表示，专委会成立以来，坚持以科
学理论“健康第一”指导生活实践“第一
健康”，秉承“传播健康理念、传授健康知
识、传递健康信息、传导健康行为”理念，
用喜闻乐见的形式，让群众听得懂、用得
上健康知识。做好这些工作，离不开党和
政府的重视支持、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
的帮助、主办部门和承办部门的积极努
力。他们将充分吸收大家的意见建议，不
断落地实施，打造过硬队伍，丰富栏目内
容和形式，持续推进健康科普深入各县

（市、区），引起更多人对自我健康、家人
健康、朋友健康、全民健康的重视，让更
多群众受益。

让健康科普
走进千家万户

健康第一·第一健康专委会宣传工作会议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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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干部梁志俊：笔耕不辍传家训

▲梁家老宅门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