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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儿童节，儿时
过节的场景又一次浮现在了
眼前。

那时，母亲在一个村子里
教书，每天除了备课、上课之
外，还要做家务，还要照顾我
们姐弟三个的学习和生活。

那时候交通不方便，母亲
开会，或者买个什么东西要去
镇 子 里 ，都 是 走 着 去 的 。 过

“六一”也是。那天我们早早
地穿上新衣服，去了学校再简
单化化妆，之后排着整齐的队
伍向镇子里出发。一路上，大
家说说笑笑，想着一会要去表
演 节 目 ，嘴 角 不 由 得 就 咧 开
了，还真有点迫不及待呢。

到了目的地，太阳已经高
高挂在了天空，亮堂堂的，暖
融融的。按照出场顺序，一个
学校一个学校的挨着上，马上
就轮到我们了，可是脸上的妆
已经没法说了，一个个都变成
了小花猫。汗珠儿也不听话，
一颗一颗顺着脸颊落下来，汇
聚成欢乐的小溪。没办法，天
气太热了，我们又是在户外，
只好就这样了。可是这并不
影响我们表演的兴致，大家伙
站在台子上依然该唱就唱，该
跳就跳，直到把节目表演完为
止。

接下来就进入到了最重
要 的 一 个 环 节 ，那 就 是 吃 冰
棍。记忆中“六一”那天总是
特别的热，因为表演节目的原
因，我们来回要走一大段的山
路，于是父母们总会在那天特
意拿出一毛或者两毛，让孩子
买冰棍吃，对我们来说，这简
直就是一件最最开心的事情。

说到冰棍，其实就是一根
棍上一块冰，5分钱一根，有山
楂、红小豆、巧克力等各种口
味。夏天吃着有味儿，舔着吃
好 吃 ，嚼 着 吃 解 渴 ，最 喜 欢
了。雪糕 1 毛钱一根，雪糕的
棒子是扁扁的，不像冰棍儿是
方的，不过吃到嘴里又是另一
种味道。想想在烈日炎炎下，
能吃到这些透心凉的美食，怎
能不让人乐不可支、心花怒放
呢！

记得有一年过“六一”儿
童节，母亲给我做的是一件碎
花花上衣，下面配了一条蓝色
的裤子。上衣的领子是圆形
的 ，袖 子 类 似 于 泡 泡 袖 的 那
种，衣服上还有两个小口袋，
看着特别的可爱。那是母亲
好几个晚上踩着缝纫机做的，
我和姐姐一人一件。父亲还
给我们买了红色的塑料凉鞋，
只是鞋底有点硬，走起路来声
音特别的响。还有鞋底的凹
槽比较大，总会有小石子卡进
去，感到有点硌脚了就把鞋
子翻过来，找个小棍把这
些家伙再撬出来，有时还
要 数 数 撬 出 了 多 少 个
小石子，真是好玩极
了 。 有 了 新 衣 服 ，
有了新鞋子，我和
姐 姐 真 是 开 心
的 不 得 了 ，整
天念叨着，眼
巴巴地盼
着 儿
童

节
能 赶 紧
到来，因为到
了那天我们就能好
好过把瘾了。

小时候淘气，记得每年还
没过完夏天鞋子就会开胶或者
弄断，不过坏了也没关系，大人
们总能找来一只旧的塑料凉鞋
剪下一块来，拿一把夹煤块的
铁夹在燃烧的灶火上面烧的通
红，然后把烧红的铁夹放在凉
鞋断面和塑料块中间一会儿，
然后快速抽出铁夹用大拇指用
力摁住，断面立马就粘住了。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也偷偷
试过几次，果然收到了意想不
到的效果。其中有一两次由于
技术不到位，手指不免被烫到，
又不敢告诉父母，只好咬着牙
偷偷忍着。

小时候的我也是个爱臭
美的丫头，喜欢在头发上戴个
发箍或者弄个黑色的小卡子
什么的，记得那时扎好头发可
以绑一些丝带一样的东东，大
多是红色或粉色，窄窄的一长
条，买的时候按需要的长度裁
开就可以了。后来又出现了
手 绢 那 么 大 的 ，被 我 称 之 为

“绸绸”的头饰，看着四四方
方，质地更柔软，花色也更好
看。我会把它们一层一层叠
好，弄成蝴蝶结的样子，之后
固定在发箍上，或者绑在马尾
上。虽然花朵大了些，可是我
喜欢，重要的是小伙伴们都还
没有买到这个，特别是在“六
一”那天，我总是在她们面前
晃来晃去，还时不时的用手摸
一摸头上的“花朵”，看得她们
心都痒痒了。这个时候，我总
是摇头晃脑，神气活现，心里
美 滋 滋 的 ，像 个 骄 傲 的 小 公
主。

儿时的“六一”，总是让
人记忆犹新，回想起来依
然是那么的甜蜜、动人。

儿时的“六一”，虽
然没有现在的隆重，
却总是带着庄重，
一板一眼地。那
时 的 每 一 个 节
日 都 热 气 腾
腾 ，花 香 四
溢，陪伴着
人 们 走
过世间
的 风
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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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文明程度和
道德水准，同时也

让我们的生活更加
和谐。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
所学校，它直接或间接地

影响人生目标的实现，也让
家长们清楚地认识到，家庭

教育是人生的“起跑线”。为
人父母的责任不仅是让孩子吃

饱、穿暖，更重要的是对孩子进行
良好的教育，把中华民族的家庭美

德发扬光大。只有这样，才会形成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的良好社会风气，才能使千千万万个

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人民幸福
的重要基石。

良好家风将推动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
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为民族发展奠

定根基。中华民族一向重视家风的作用，培养子

女以孝为核心的伦理道
德体系，兼以悌、忠、信、
礼、义、廉、耻，让继承的
后人懂得进取，胸怀凌云，
心系国家民族之荣辱，为社
会创造价值。

家风、家训、家规是中国
的传统文化，是维系文明传承
的思想纽带，是为人之道、生活
作风的体现，是一种无形的力
量。

笔者也欣喜地看到，我所在的
家乡实施文化扶贫、选树典型等作
为乡村振兴、助力脱贫攻坚的重要
抓手和载体，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全力推动农村精神文
明建设落地生根。

如今，不少村文化墙用文字、漫画
等形式美化环境，也有张贴村规村训或
收集整理家训家风事例，作为发展乡村文
化传承，助推乡村振兴，浸润引导广大群众
的价值追求。同时，也见许多村开展各类评
选表彰活动，表彰“五星级文明户”“好婆媳”
等，以此为契机，弘扬孝亲敬老美德，努力形
成邻里和睦、家和万事兴的好风气。

我们说，构筑幸福的家庭离不开好的家教，
好的家教离不开好的家风。无论时代怎样变迁，
家庭教育和家风、村风建设不容忽视。

第二张老照片的场面是1975年学校组织的“六一”跳绳
比赛，赛后他们邀请前来看热闹的叔叔阿姨，进场与他们一起
跳大绳，儿子与另一位小朋友充当摇绳者，他俩很是卖力气，
娃娃大人同场竞技，同跳同唱，其乐融融，红火热闹，把这场活
动推向了高潮，这一美好的瞬间被定格在了照片上。

儿子当年过“六一”
□ 韩长绵

第一张是儿子
刚上小学一年级时，
也 就 是 1970 年 的

“六一”，他参加了学
校组织的打“冰猴”
比赛，虽然因为犯规
（一只脚出圈）而没
有获取名次，但却被
负责摄影的刘老师
给抓拍到了那个瞬
间，用儿子后来自己
的话说，就是这一张
失误的影像足够他
记取一辈子的了。

第三张是拍摄
于 1973年的“六一”
儿童节，那次已是三
年 级 好 学 生 的 儿
子，确确实实风光
了一把，他光荣地
当上了小号手，并
登台进行了表演，
荣获了节目一等
奖，那天他拿回的
奖品是一只漂亮
的文具盒。

好家风
是一种无形的力量

□ 李凤玲

翻开保存的老相册，看到几张儿子小时候拍
摄于不同年份“六一”儿童节的老照片，便勾起了
我的回忆，觉得很有意思。

如今儿子已经是 50好几的人了，当我与
他一起重新品味这几张老照片时，也搅动

了他的记忆之潮，津津有味地和我唠起
了儿时的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