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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为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党中央、

省委和市委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部署要求，深入
推进清廉白城建设，营造全社会崇廉、尚廉、思廉、敬廉的

浓厚氛围，白城市纪委监委选取历届“清廉鹤乡”优秀廉洁
文化作品进行展示，充分发挥廉洁文化启智润心的作用，让
大家在笔墨丹青里感受廉洁文化的魅力与力量，让清廉之风
吹遍鹤乡大地。

晚风不经意间摇响窗前的铜铃，把
我从记忆中唤醒，终止思乡人贪婪的追
忆。这些年来，过往中不乏很多激动人
心的时刻，但独处时能够慰藉心灵的，
永远是深藏心底的一件小事。

秋天是农民收获的季节，家家户户
忙着抢收庄稼，各家各户的院子里堆满
了粮食。毕竟院子空间有限，按照惯
例，各户就把放不下的粮食暂时堆放到
村东头的打谷场上，为了防止丢粮，存
放粮食的农户晚上轮流值班。

每到秋收的时候，村子里就会来用
粮食换苹果的商贩，要是哪家孩子实在
闹的凶，大人就会很不情愿的挎一筐苞
米，换回三五个苹果。每当这时，这家
孩子就会高举苹果到小伙伴面前炫耀一
番，那时候隔着老远，仿佛都能闻到苹
果的香气。

小时家里条件不好，父亲更是严
厉，几次央求他拿粮食换苹果都没成
功。对于孩子来说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
的，白天盼着苹果，夜里梦着苹果，就
连空气中都满是苹果的香气，那时候苹
果包揽了我全部的日思夜想。

一天晚上，轮到父亲到打谷场值班
看粮，我终究还是没能抵住苹果的诱
惑，决定晚上去打谷场偷一筐苞米。打
谷场满满的粮食，少一筐苞米想必也没
人注意，况且是父亲值班，即使被抓
到，至少也能网开一面。

终于挨到深夜，估摸着干了一天农
活的父亲这会该睡了。我借着夜色来到
打谷场，农村的深夜极其寂静，偶尔有
几声狗叫。跟我想的一样，没碰见父
亲。我迅速装满一筐苞米，如风般消失
在夜色中，没敢将粮食带回家，而是藏
在离家很远的柴草垛里，然后返回家
中，静待明天早些来临。

清晨的朝阳如期而至，终于熬到换
苹果的商贩进村，我飞奔来到藏着“战
利品”的柴草垛，却发现昨晚偷来的苞
米不翼而飞，竟然连装苞米的筐都不见
了，我翻遍了整个柴草垛，甚至相邻的
柴草垛都找过了，连一粒粮食也没找到。我心想，也许是谁发现
了粮食，拿回家了，或者是哪个孩子拿走偷换了苹果，但无论如
何我都不愿意相信深夜偷苞米的事情被别人发现，最后只能带着
满脑子疑问忐忑的回家。

刚跨进家门，竟然发现灶台上整齐地摆放着一排青色的苹
果，灶台下放着一筐苞米，正是昨晚我偷的那筐。空气仿佛凝固
到了一起，虽然苹果就在眼前，却闻不到一丝苹果的香气，我甚
至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因为太了解父亲的脾气，所以只能硬着头
皮等待父亲的一切惩罚。

然而，当父亲看见我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站着不动，狠狠吸了
两口叶子烟，淡淡地对我说：“我和别人串了一下，今晚还是我
去打谷场看粮食，饭在锅里，中午你自己热一下，我去收地
了。”父亲说完拿着镰刀走了，留我自己在屋子里，看着眼前的
苹果，闻着叶子烟辣辣的味道。

晚上，我将一筐苞米偷偷送回昨天偷苞米的位置，临走时从怀
里掏出两个苹果放在了苞米上。晚风带着凉意，将苹果的清香吹
的好远、好远……从那以后，我也再也没有动过偷东西的念头。

多年后，每次看见苹果都会想起童年的往事，揣测当年父亲
为什么没有打我，也许是怕深夜里突然制止我而吓到我，也许是
为自己孩子的行为感到羞耻，也许是出于父爱本身的无奈而深深
自责，也许是想用这种方式让我感受到什么。风中飘着苹果的香
气，风中掺杂着叶子烟淡淡的味道，无时无刻，千里万里，如影
随形……

我生长在乡下，小时候居住的小村立在一个小
河边，除了那条河，小村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很
孤单。因为村子小，交通又不方便，村子里的人对
外面知之甚少，外面的人也很少来我们的村子。还
记得那时候，要是谁家来了亲戚串门，一村子的人
都会兴奋起来，见面打招呼都会说，谁谁家谁谁来
了。然后大伙就看热闹似的跑到人家溜达，唠嗑，
唠外面的世界。

那时候家家户户都不富裕，我们家也不例外。穷
人的日子要想过好，除了从牙缝里省，勒着裤腰带算
计，那就是勤劳。只有勤劳肯干才有翻身的机会。

我母亲在村子里是数一数二的过日子好手。她的
能干，用村子里人的话讲好男人也顶不上。家里地
少，四口人，平均每人两亩地，年头到年尾不用说攒
点剩余，连吃都不够用。为了争来一块土地，我母亲

吃尽了苦头，谁家的林地被砍伐完，树根没人挖，我
母亲就去挖，挖完那一片林地，人家给低价种两年
地。一片树根，我母亲要从春天挖到秋天，累了躺在
树坑里睡上一阵子，渴了喝一口自己带的凉水，饿了
咬一口干巴巴的玉米饼子。尽管这样，我母亲却说，
饼子是甜的、水也是甜的。她望着自己挖出来的树
根，总是很得意，她算计着这片地挖好了，她会得到
多少收成，算计着这些收成换来的钱可以为家人添置
什么样的新衣，可以供我把书念到什么程度。

我们心疼她，劝她歇。她说，力气是使不完的，越
卖力的人越有力气。她还常常念叨，年轻贫不算贫，老
了贫受大贫。所以人趁着年轻，一定要舍得出力气，好
好干活，好好攒家业。她说农村的日子就是蚂蚁的家
家，一天一点付出，总有一天会过得饱满起来。

人都说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家的日子，就是在

我母亲蚂蚁般的勤劳下，一点一点垒起来的。我十一
岁时，村子里人会议论我们家是万元户。我十四岁
时，母亲靠着自己的双手开回了村子里的第一台拖拉
机。后来，母亲又靠着那台拖拉机，承包了村子里的
十几公顷地，愣是把自己过成了全乡都家喻户晓的人
物。到现在为止，十里八村，提起我母亲，没有不认
识她的，没有不竖大拇指的。

小时候，母亲从来不逼着我干活，但她身上那种
勤劳不认输的干劲如同遗传基因一样，深深扎根在我
的骨子里。如今，我年近不惑，但凡在生活里遇到什
么为难的事，就会想起母亲曾经遭遇的那些苦日子，
就会觉得只要努力，人生没有迈不过的坎儿。

勤劳锻炼意志，也让生活的苦和甜都变得回味
无穷。

要说家风，勤劳也是，至少在我们家。

我三叔是一名警察，在我的童年
里，他是“神一样”存在的人物，村
里谁家有红白喜事如果能邀请到三叔
讲几句话，简直就是无上的光荣。三
叔却从不愿意穿制服去参加这种场
合，但是每次都犟不过爷爷。那些
年，农民终日面对的只有脚下这片黄
土地，三叔考上警校当了警察，不仅
是爷爷的骄傲，也是全村的荣耀。

用现在的话来说，三叔当年也是
个很“硬核”的小伙子，他皮肤黑却
充满健康的活力，眼睛不大却坚定有
神。言语不多，但是做什么事都有板
有眼，令人钦佩。

当时隔三差五就会有人到爷爷家来
说媒，有产粮大户家的闺女，有中学的
女教师，甚至还有镇上领导的千金……

然而，三叔连看都不看，把人家
姑娘都得罪个遍。最后，三叔对婚姻
的选择让爷爷彻底伤了心，因为他执
意要娶同村的一个姑娘，他俩是高中
同学。爷爷心里一百个不愿意，但是

“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的道理他
还是懂的。在三叔的坚持下，爷爷最
后妥协了，三叔结婚以后，把家安在
了镇上。

2003年，我到镇上念初中，学校
供暖很差，到冬天时宿舍楼墙面结了

一层又一层冰，暖气片摸起来和冰块没
什么两样。我穿着一双又笨又丑的雪
地棉鞋，脚底还是感到一种麻木的冰
凉。母亲怕给三叔添麻烦谢绝了三婶
邀我去她家住的好意，但是三叔和三婶
开着车来到学校，硬是把我接了过去。

三婶是一个很温柔、很爱笑的
人，有时候还给我辅导数学。温暖的
房间里铺着漂亮的碎花床单，三婶还
在床头给我放了一盏小台灯，在三叔
家住比在学校宿舍舒服一百倍！

那时候，三叔家总有人来串门。
但 多 数都是 “载 兴而来， 败兴而
归”。记得有一次，村里的一个亲戚
拎着一筐笨鸡蛋来串门，说是串门，
实际上是他的亲外甥犯了什么错误，
亲戚来求情希望三叔网开一面，结果
被他坚定地拒绝了。

“这点小事儿都不帮忙！”这是那
位亲戚临走时气哼哼丢下的一句话。

在他们眼中，这些都是小事儿。
那时候，我也不太明白大人们之间事
情，但是我相信三叔一定是对的。我
看见三叔偶尔会在家喝闷酒，三婶就
在一旁默默地倒酒。

当然，求办事的还不止这些，还
有介绍对象的、升学选班主任的、孩
子落户口的等等，一些人之常情的举

手之劳，三叔也不是不通情理，但是
三叔底线原则明确，违规操作的事情
一律挡在门外。三婶也是一样，无论
是谁，她都会热情招待，只是说：“我
做不了主，等老三回来的。”让人觉得
送礼反倒是太见外了。

三叔和三婶就是有一种默契，三
婶的文化不算高，但是从来不会坏三
叔的事。爷爷为了这些事没少生气，
三叔就给爷爷买了两本书，书名大概
叫《我的堕落之路》《深渊》之类的，
讲得都是公职人员违法违纪从而走向
犯罪的故事。爷爷戴着老花镜，没事
躺在炕头上一页一页地翻，他果然再
也没有因为这种事情责怪三叔。

三叔总是加班或者值班，难得回
到家里，4岁的小侄子就缠着他讲“警
察抓小偷”的故事，三婶围着围裙在
一旁笑眯眯地望着他们爷俩。那是在
我印象中，他们一家人最温馨的画面。

后来，我考上了县高中，又念了
大学，来到了遥远的城市工作、成
家，很少能见到三叔一家人，只是逢
年过节通过手机相互问候。

前两年，听母亲说三婶不幸患上了
宫颈癌，我赶往医院看望三婶时，她一
个人静静地躺在床上，脸上失去往日的
红润，看起来很憔悴，但是眼睛还是当

年那样明亮，闪烁着温暖的光。
庆幸的是，医生说是宫颈癌初

期，发现的早没有生命危险，医生说
坚持放疗就能够康复。

“三婶，我三叔呢？你都这样了他
还上班！”我忍不住责备地询问着。

“他最近忙嘛。”三婶轻轻地笑着说。
后来，听侄子说他正在办一起跨

境的诈骗案，得过几天才能回家。
侄子马上要高考，复习很紧张，我

趁休年假的机会主动承担了三婶的陪
护。我很感恩，能有这样一个机会照顾
三婶，像当年她照顾我一样照顾她。

守在三婶身边，她并不像生病的
人，平静、乐观，每当讲起三叔就会
滔滔不绝，说着说着又气又笑。我忽
然感觉，也许正是因为三婶这样温暖
的爱，三叔才能更加放心冲锋陷阵，
更放心的从事他钟爱的神圣职业。

我常常能在电视上看到关于三叔
的采访，看到报纸上三叔所在的单位
又破了大案。他从来不会感性的表达
情感，得到任何荣誉时也只是淡淡一
笑。时光如水，三叔还是那个让我崇
拜和仰视的偶像。

三婶住院那些天，无论多晚，三
叔都会每天和三婶视频，对着三婶说
着一堆抱歉和安慰的话。

我调侃三叔：“大嗓门，说什么话
都像在审犯人。”

三婶听了笑得前仰后合，也许这
是只有她才懂的柔情吧！

三婶一生最大期待就是三叔每次
都平安归来，家庭的温暖是三叔在艰
难岁月里最温柔的期待。而三叔的廉
洁、正直、勇敢，则是面对世界燃烧
最热烈的火焰。

我还不太记事时奶奶就已经走
了，听父亲讲，奶奶是大户人家出身，
读过私塾，娘家姓郑，是农安县当地有
名的大户。奶奶裹了小脚，可走起路来
却风风火火的，很爽快的性格。爷爷性
格温和，家里的大事小情都是奶奶说
了算，家里的经济支出、人情世故、孩
子管教等这些事，奶奶哪样都不含糊。

当年家里条件并不十分好，可是
奶奶出门必须是穿着干净得体，头发
总是梳理的光亮整洁。用她的话说：

“出门一定要干净利落。”奶奶家教
严，家风正，在老家很有名气，被当
地传为佳话，奶奶对待亲朋邻里非常
善良友爱。她是当时远近出名的接生
婆，还会看小孩头疼脑热的小病，只
要谁家有事找她，哪怕是深更半夜，
奶奶也风雨不误，随叫随到。

大伯当年国高毕业，文笔很出
色，考到县上做文书工作。上班的头
天晚上，奶奶当着全家人的面告诫伯
父：“端公家的饭碗要懂得管住自
己，不得‘爱小’，吃人家的嘴短，
拿人家的手短，要自爱，千万不能败
了老刘家的门风。”就在伯父当文书
期间，我老叔一次瞒着家里人去看伯
父，并从伯父办公室拿回来一些办公
用纸，被奶奶发现了，奶奶抄起家里
的柳木烧火棍，叫过我老叔劈头盖脸
就是一顿毒打，把烧火棍都打断了三
截。老叔被打的不轻，在炕上躺了三
天才下地。奶奶教训孩子，没人敢讲
情。父亲记得，他当年只有看着掉眼
泪的份。天性宽厚仁爱的伯父一直牢
记奶奶的教诲，那些年虽时局动荡，
人心浮动，却始终勤奋工作，一心为

公，最后任到秘书职务。
刚强的奶奶病倒了，她老人家是

摔在了为邻村小孩子看病回来的路
上。当时父亲已经是公社卫生所的负
责人，每天给奶奶打针用药。奶奶一
定会问，药是不是自己花钱买来的，
如果是在公家拿来白用的，奶奶说：

“宁死也不会用。”奶奶病重时，就是
硬挺着，也要坚持自己起来上厕所，
不用母亲去扶她。听长辈们讲，我奶
奶是一个特别讲规矩的老太太，家教
和门风在她心里比什么都重要。

我的父辈，三个姑姑、父亲和老
叔也都一直牢记奶奶的严厉家教，无
论到哪里，都秉承良好的家风，不管
是工作还是平时过日子，都教育子女
不忘初心，言传身教，严守奶奶留下
的严厉家风。

按村里人的评价，婆婆家是富裕
户，公婆特别能干，也特别节俭，节俭
到出了名。

他们年轻时候吃了很多苦，现在
日子好过了还是能省就省，这是好事，
我不便说什么。可是让我难以忍受的
是，家里做饭的盆、锅、铲还打着补丁。

前几年，家里一把用了很多年的
锅铲把手断了,我马上买了一把新的
回来。可是没几天，断了的把手被打
了铆钉重新接好了，新的锅铲却不见
了。做饭用的东西打补丁，日子过到
这份上我可不能同意。在我的抗议下
新的终于代替了旧的。

去年回来过年，突然发现那把打
了补丁的家伙又出来了，而且厨房里
就只有它一把锅铲的身影，很显然它
被婆婆天天用着，绝不是替补。我盯

着这个特殊的家伙什么话也没有，倒
是婆婆知道我，她说你爸又重新修了
修还能用。

惊人的事情还在后头，刷碗的时
候我突然觉得挡手，举起小盆一看，小
盆也打了补丁！在厨房里转一圈，嫂
子走时留下的没有把手的平底锅不知
道什么时候安上了一个把手，我细看
了一下，是一个大勺的把手。能舍得
一把大勺我觉得公公婆婆很了不起，
刚要夸夸他们，再一看换了的大勺，又
是个打补丁的货！我的天，厨房简直
成了二手货市场！问一问才知道原
委，原来是妹妹的双层底大勺破了个
洞，公公把这个洞用电焊补上了才舍
弃了先前那把又生锈又糊锅的大勺。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追求，一个人
有一个人的境界。公公虽然是村支

书，可是他勤劳节俭，不但不贪图享乐
还能变废为宝，有这样的老人做榜样
是我们的幸运，我们应该以他为榜样，
学着勤俭节约才对。

关于节约，我觉得我们已经做得
很好，不管是水是电还是粮食，我们家
里的每一个人都真正做到了不浪费。
儿子十岁的时候，我妹妹在我家洗澡，
他听到放水的声音长了点就去敲卫生
间的门，告诉他老姨少点使水。因为
这个事儿，他被叫了好一阵小气鬼。

正所谓“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
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三
代人的节俭形成了我们家勤俭节约的
家风，希望这份朴素的家风，能陪伴
孩子成长成才，能够指导他为人处
事，成为我们国家的合格建设者和可
靠接班人。

勤 劳 也 是 一 种 家 风
●翟 妍

童

年

的

青

苹

果

●

王
慧
娟

我小脚奶奶的严厉家风
●刘育民

三 代 人 的 节 俭
●乔巨华

我 的 三 叔 三 婶
●齐 芳

翰墨丹青扬正气 清风廉韵满鹤乡
——白城市纪委监委“清廉鹤乡”优秀廉洁文化作品展之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