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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有三个女儿，我妈是长女，嫁到了外

地，小姨也在外地工作生活。只有二姨找了本

地人，留在了外公身边。

外公种了很多蔬菜和草莓，假期我们去外

公家，不仅可以吃到美味的海鲜，还可以去外

公的塑料大棚里摘草莓。

当然，我们去了不能光吃不干活，外公还

会分配给大家农活，家里的小孩子也不例外。

下午收工回家，外公亲自下厨给我们做好

吃的。等饭菜上桌，外公总要提一杯酒，讲几

句话。

等外公二两白酒下肚，“话”风变了。刚开

始吃饭时，外公说的是地里的收成、销售价格

等农事，一旦外公喝得脸开始泛红，他便开始

转入正题。

先表扬二姨，说她虽然话不多，但干活

卖力，靠种地、搞养殖养家糊口，是家里

的老黄牛；再表扬我妈，说我妈从小就跟

他和外婆去地里干活，后来出去打工，每

年农忙了也赶回来帮着家里干活；接着，

外公开始评价小姨，说小姨是家里最不下

力的一个，大学毕业后留在外地上班，秋

收麦收很少回来帮忙。等吃完饭，外公会

指定一个家庭劳模，还给“劳模”发红包，

二姨和我妈轮流获奖，只有小姨年年落选。

我妈告诉外公，别每年都“批评”小姨，

外公却说，当家长的得公平公正，勤劳的孩子，

就该得到表扬和奖励，这是原则，也是对孩子

们的鞭策。

小姨也憋着一股劲儿。有一年在单位被评

上了先进工作者，外公也改变了对小姨的看法，

终于表扬了小姨一次，小姨终于在家里扬眉吐

气了。

外公一辈子勤勤恳恳，在村里是出了名的

“劳动模范”，谁家有农活干不过来，他也去帮

忙。有人说外公“傻”，外公说，不“傻”就

没有好口碑了。

我高一那年去外公家，忙着做作业没去地

里干活，外公也给了我劳动奖励。外公说，学

习也是劳动，三天做了几十张试卷，太辛苦了，

得表扬。那年，我破例当选家里的劳动模范。

勤劳是种家风，外公的劳模家风激励着一

代又一代，只要肯吃苦，就能把日子过好，这

是朴素的愿望也是人间真理。

读书那会，每个星期有两节劳动课。学

校里有自己的菜园，劳动课期间我们就去锄

草松土、浇水施肥，我还担任了劳动委员，

带头干活。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上面注明

带好镰刀锄头，积极参加学校里组织的劳

动。

听学长说，学校里有茶叶山、田地。

上劳动课也是挺有乐趣的，比枯坐在教室里

要活跃得多。茶叶在采摘之前要锄一遍杂草，

我们两人做对手，一个在条坝里面，另一个

在条坝外面，依次朝前锄草。清明节前后，

摘茶叶同样要给我们安排任务，下午收工的

时候，都要过秤称重，老师逐一记录在本子

上，以备学期结束后评出劳动先进。

为了完成采摘任务，滑头的同学会采取

一些不正当的手段，比如在竹篮下塞块石头，

或把茶叶弄湿，以增加茶叶的重量。这些

小伎俩都难逃老师的慧眼，一旦被逮到，老

师就会不顾情面当众狠批一顿，说你做人不

诚实，弄虚作假，让你颜面扫地，下次再

也不敢了。

学校里建有自己的小水力发电站，夏天

组织我们到水渠里清理淤泥、杂物，天气炎

热，大家在水里快乐的游泳、捉鱼摸虾。那时，

河里的鱼真不少，随便捞一下，便大有所获。

我们把鱼虾收拾好交到厨房里，晚上就有鲜

鱼吃，大家吃得肚子鼓圆，直打饱嗝。

学校里还养猪和鸭子，都是有专人饲养

的，但经常要我们以年级小组为单位，每周

去打两筐猪草。每次轮到我们小组，大家一

放学就飞快朝河滩奔去，齐心协力很快就打

了满满的两竹筐猪草，抬到饲养员手里。

冬季，学校就种油菜。也是两个人一组，

一个人递秧苗，一个人蹲在地里用小锄头打

个小窝，把油菜秧苗放入小窝中，轻轻掩盖

上土壤，再压实。油菜的行株密度都是有讲

究的，同学们会口授心传。别看种下去的时

候油菜秧苗东倒西歪的，但过上一段时间，

油菜秧苗活过来，站得挺拔笔直，一派生

机盎然的样子，我们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

心里都十分高兴。等来年油菜花开花的季节，

满垄一片金黄，沁人心脾的花香随风潜入教

室里，花香袭人，陶然欲醉。

哪些同学平时劳动积极，勤劳肯干，老

师都看在眼里的，到了学期末就评出优秀劳

动学生若干，奖励笔记本或自来水笔。每次

有机会登上领奖台，我都心潮澎湃。劳动

和学习相辅相成，劳动的光荣、劳动的收获，

让我们更加懂得了生活的的苦和生活的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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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居住那会，每逢节假日，赶上地里的农活不多时，

母亲见我们兄妹三人无事可做，就常常提议给家里来一次大

扫除。其实对于大扫除，我们并不陌生，每个星期学校都有大

扫除活动，我们早就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劳动，所以，就算年纪

尚小，我们也不觉得这活有多累。

母亲是个爱干净的人，这和她小时候的生活环境有关。

她本是城里人，随大姨一家投奔到父亲所在的乡村后，再也

没能回城生活。虽然母亲很少提及以前过得怎样，对农村吃穿

住行与城市相比也没有过多讲究，但对过去爱干净的生活习惯

一直保持着，无论岁月有多艰苦，母亲爱劳动的风范依旧，这

一点也深深地影响着我们。

既然要大扫除，我们说干就干，母亲给我们分工：我负责地

面，妹妹和母亲负责玻璃，弟弟清扫墙壁和天花板。这和我

们给班级打扫卫生时的分工都差不多。我和弟弟很快就干完了，

我也看得出来，母亲特意把最辛苦的活留给自己。擦玻璃需

要耐心，不然马马虎虎地擦，玻璃上的灰尘印记还是不干净，

让人看了不舒服。

农村的三间瓦房玻璃实在是不少，我和弟弟也加入到擦玻

璃的行列中。一遍不行两遍，在母亲的指导下，我们擦玻璃的

能力提升得很快，效果也很突出，知道了怎么擦才能让玻璃

透明净亮。我们的耐心和毅力也在家务活的劳动里得到了锻

炼。

余下的大扫除还有清洁灯泡、屋里的桌椅板凳和厨房餐

具，这些活多半以母亲和妹妹为主，我和弟弟在旁边换换水、

打打下手，半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傍晚，父亲下班回家，走进屋子忍不住赞叹：“咦，咱家怎

么感觉干净不少呢？”见父亲一脸疑惑，弟弟开心地说：“今天

是劳动日，我们在家大扫除过节。”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既然是劳动日，你们还这么辛苦，

咱得吃点好的，庆祝一下！”父亲说完带着弟弟去商店买菜。

这是一个值得回味的劳动日。此后每年的假日，我们都会

以这种方式来纪念曾经的岁月，搞卫生、大扫除成了我家对生活

回忆的特定方式。

父母常常说，过往的日子虽然艰苦，但每一个艰辛的经历，

都是生活赋予的最好礼物，它能让人懂得珍惜和热爱。我家

以劳动的方式感慨生活、感慨岁月，我们兄妹三人也从中受到

讲卫生爱劳动的熏陶。

这样的劳动方式慢慢演变成我家的传统，也可以说是形成

一种家风，这种家风一晃持续到现在。

这几年父母的年岁大了，我们搬到城里生活，母亲回城的

愿望也实现了，他们的晚年生活过得很幸福。要说时代的发展

让我家的生活处处有变化，可没变的是劳动的家风。我和弟

弟妹妹都已成家，但打扫卫生爱劳动的习惯一直未改。每个

月末，我们三个家庭都不约而同地回到父母家，分工配合、协

同劳动，来场卫生大扫除。父母也想动动手，我女儿连忙说：“爷

爷奶奶你们年纪大了，别干了，还是让我们来吧！”父母无奈

只好在沙发上看着我们热火朝天地忙活起来。

我们兄妹三个的子女接续着这个大家庭中爱劳动的习惯，

不管身在何处，他们保持着对劳动的热爱。孩子们在外求学，

还惦念着家里打扫卫生的情况，父母知道孩子们如此，倍感

欣慰。

人生里会经历无数次劳动，而从劳动里得到了意义非凡的

启迪，也能愉快地享受劳动后带来的愉悦感，这些都是无可

替代的财富。就像我家爱劳动习惯的养成，可不仅仅是温馨

着我们的幸福生活这样简单而快乐着。

劳动家风代代传

外公家的
劳动表彰会

难忘当年劳动课勤劳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 , 也是众多
家庭的良好家风。马上就是“五一”劳动节，本期，
我们从来稿中摘选 3 篇，看他们代代相传的劳
动家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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