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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爷爷
邹平市好生初级中学 赵一诺

我的爷爷最令我钦佩。
他是一位普通的农民，只读了五年小学，

学识不高，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但是在我
心里却很了不起。

记得小时候，我最期待放暑假，因为这样
就有充足的时间回家和爷爷一起去“凑热闹”
了。

有一次，我们在吃饭，听到院子里有人喊
了一声：“赵哥在吗？”“哎……”爷爷边回应边
往外走，我一瞅那人神情不对，就悄悄跟上
了。走近才知道原来是有两家因为琐事快打
起来了，我一听腿都软了，但爷爷却毫不犹豫
地跟着去了。

到了地方，只见两拨人剑拔弩张，参与调
解的警察也束手无策。爷爷走近了解情况，原
来是一家人的瓜藤长到了另一家里去了，阻
碍了出行，一个想铲掉，一个想继续让它生
长，两家便产生了争执。

只见爷爷走到他们面前说：“这是你家
吗？”那家老人回说：“二哥，我可是你兄弟呀，
不应该帮我吗？”随后爷爷字字分明地说道：
“是，那更应该赶紧铲了，那是人家的地盘。”
接着又对另一家说：“你也是，这么个事，都能
吵起来，都是邻居，远亲不如近邻，互帮互助
才是邻里情分。”两家人看到爷爷如此公正分
明，也不好再言语什么了。

后来那个瓜藤被铲后，那家人买了礼品
上门答谢，还买了蔬菜种子，因为他们都知道
爷爷喜欢种菜，爷爷收下了他们的好意，随即
来到菜园放下种子，顺便又摘了几种菜准备
招待他们，他们看这架势纷纷拒绝说：“这次
我们还要谢谢您呢，哪能再劳烦您呢，耽误您
老人家的时间不好。”爷爷哈哈大笑说：“不是
一桩事，留下来吧。”

因为爷爷一身正气，村里很多的纠纷都
是爷爷一一解决的，大家也乐意让爷爷帮忙
解决。爷爷真让我敬佩不已，更在我心里种下
了正义和仁义的种子。

这就是我爷爷，我最敬佩的人。
（指导教师：王春霞）

“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
生活的苦涩有三分，你却吃了十分
……”每当听到刘和刚的这首歌，我
便想起我的父亲。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当民办
教师的父亲也参加了考试，并被山
东农业大学录取。母亲并不同意父
亲去上大学，因为在长达四年的大
学生活中，母亲只能一个人承担着
繁重的家务劳动，并抚养教育三个
未成年子女，在当时的农村，这是非
常艰难的事情。在经过了艰苦的思
想斗争之后，父亲还是决定去上学
了。临走的前一天晚上，妈妈抱头痛
哭，隐隐约约听见父亲说“苦尽甜
来，上了大学有了好工作，才会有好
日子呀……”父亲走后大约两三个
月，有一天上午，村长给母亲送来一
封信，母亲拆开信一看，里面有五元
钱。母亲对我说，父亲把学校发给他
的菜票省下来，每顿饭只吃咸菜，好
不容易省下这五元钱，寄给家中补
贴家用。母亲拿着这五元钱，把那封
信读了一遍又一遍，眼里噙着泪花，
好长时间一动不动。

大学毕业之后，父亲干的第一
件事情，是在家中打了一眼井。我们
胡同里大约有十来户人家，可是没
有一口水井，要挑着扁担到几十米
之外的贾家胡同去挑水，非常不方
便。父亲就把我们胡同里的青年劳
力集中在一起，商量着打一口水井。
父亲在家中的西北角选好了地址，
大家轮流下井挖土。下到井中的人
用短短的铁锨把土锄起来，放在土
筐里，站在井台上的另一个人艰难
地转着辘轳，随着辘轳上的绳子一
圈一圈缠，用土筐运到地面的土越
来越多，井越来越深。才十几岁的我
也下到过井底，里面空气稀薄，混着
泥土的味道，呼吸困难，不到一分
钟，我就上到了地面。大约六七天
后，终于打出了水。大家非常高兴，
都说父亲为我们胡同干了一件好
事。后来，父亲让人安装了压水设
施，只需要轻轻地按着压水杆，又清
又甜的井水就会哗哗地从水龙头里
冒出来，十几岁的我也

成了压水的主力。
我们家的房子是已经住了好几

十年的土坯屋，房子已经破烂不堪，
成为危房。父亲找村支书批宅基地，
村支书说：“现在没有更好的宅基
地，前几年村里有个养猪场，现在养
猪场倒闭了，你就在养猪场的地方
盖房子吧。”父亲无奈，只好如此。养
猪场有许多大坑，要盖房子，首先得
用土把大坑垫上。于是，父亲找来了
我的叔叔、姨父、表哥等人，推着小
车到田野的公共用土地去推土垫
坑。终于，六间“前出厦”盖成了，我
们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房，父亲的
脸上也绽开了笑容。

父亲是县种子站的一名农艺
师，分管小麦玉米制种工作，但是他
主要的工作地点并不在办公室里，
而是在田间地头。他经常穿着球鞋，
挽着裤腿，到地里边去指导育种工
作。在我的印象中，父亲经常出差，
经常连续好几天不在家，没时间关
心我的学习和生活，我不免心生怨
恨。母亲劝我说：“你爸爸是公家人，
吃公家的饭，拿公家的钱，就要为公
家办事，可不能因为自己家里的事
耽误了公家的事呀。”母亲这朴素的
话语，让我理解了父亲工作的重要
性。

我的大学是在滨州学院上的。
第一年的暑假结束后，我要返回学
校，那天下午，我坐上了长途汽车，
等待出发。就在这时候，我透过车窗
看见有一个人骑着自行车，从远处
朝长途汽车快速地骑来。等他走近
了，我才发现是父亲，他站在长途汽
车的外边，逐个窗户找寻着。我打开
了窗户，只见父亲满脸汗水，气喘吁
吁，他递给我一个塑料袋，我打开一
看，原来是一袋咸菜。我这才记起，
我曾经在和父亲聊天时无意之中说
过，学校里的咸菜很不好吃，又软又
咸，我喜欢吃硬一点的、不太咸的咸
菜，这件事被父亲记在了心上。就在
我坐上公共汽车的同时，父亲想起
了关于咸菜的事情。他骑上自行车，
急匆匆地去小商店买了咸菜，又急
匆匆地赶来送给我。长途汽车发动
了，父亲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直到消
失在我的视野里。当时的我有
点迷惑不解，不就是一袋咸
菜吗，值得你这么着急地满
头大汗地给我送来吗？二
十多年后，直到我的孩子
去上大学，我也去车站送
孩子，才深刻体会到了
这一袋咸菜的价值，它
包含了父亲无尽的爱
心、担心、祝愿和希
望。

母亲患有腰椎
间盘突出的 疾
病，我多次开着
车和母亲去医
院看病，父亲
总是跑前跑后，

找大夫、交钱、买

药。母亲腿脚不灵便，父亲就承担起
了所有的家务，从来没有怨言。父亲
常对母亲说：“孩子们小的时候，我
去上大学，四年多，你自己拉扯着三
个孩子，不容易啊，现在你生病了，
也该给你补偿一下了，就让我多劳
动劳动，多承担承担，这样我的心里
也好受些呀。”我听了这些话，又想
起了 40多年前，父亲在上大学前一
夜母亲哭泣的情景。如今，母亲的眼
泪和常年的劳累已经化成了她晚年
的幸福生活，父亲没有食言，他用自
己的实际行动来报答了母亲。

父亲喜欢下棋，经常参加比赛，
也经常当裁判。我和儿子也受父亲
的影响，很喜欢象棋，每当逢年过
节，我领着儿子看望父母时，我们总
要切磋几盘象棋。父亲经常从象棋
中总结一些人生的道理，例如：要有
大局观念，要攻守平衡，要有长远打
算，既要大胆又要心细等。

父亲喜欢读书，尤其喜欢读名
人传记，例如《毛泽东传》《我的父亲
邓小平》《十大元帅和十大将军》等。
每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给
我们讲名人们的故事，我们从故事
中获得了力量，能够辩证地看待一
些问题，正确地看待困难和挫折、成
功和失败。父亲有时候还学着写两
首打油诗，有一次，我的侄女考试进
步了 100多名，并获得了两个单科
第一，父亲高兴地给侄女奖励了 300
元，并写了一首小打油诗：“忽闻孙
女捷报传，一个标兵俩状元。天生我
材必有用，栋梁之材在眼前。继续努
力不停步，寄去奖金三百元……”

我和父亲也曾有过摩擦，有过
矛盾，有过争吵。从少儿时期对父亲
的崇拜，到青春时期的怀疑，再到青
年时期的思想碰撞，直到现在的理
解和宽容。尤其是从我自己抚养孩
子以后，更深深体会到了父亲的不
容易。以前对父亲的一些埋怨、不满
和怨恨，也随风消逝。有一次，我们
一家人在一起吃饭，父亲说：“我这
个人脾气不好，以前对你们说了什
么不好听的话，做了什么不好的事
情，请大家原谅你们的爸爸。”我听
了这话以后，觉得父亲的形象更加
高大了，作为一位父亲，能向自己的
孩子们道歉，这要有多么宽广的胸
怀和多么大的勇气呀。

父亲是一棵树，为我们撒下绿
荫；父亲是一把伞，为我们遮风挡
雨；父亲是一头牛，为我们辛勤耕
耘；父亲是一座山，为我们默默付
出。我的父亲是一个平凡的人，他的
言行举止深深影响着我，塑造着我，
改变着我，让我人生不偏航，鼓励我
不惧风雨，奋勇前行。我为有这样的
父亲感到骄傲和自豪。

耳边又响起了那首熟悉的歌
曲：
“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

人间的甘甜有十分，你只尝了三分。
这辈子做你的儿女，我没有做够，央
求你呀下辈子，还做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
邹平市梁邹实验初级中学 辛志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