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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恰值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在这
举国欢庆的日子里，我更加怀念父母。他们
是老党员、离休干部，也是求解放、搞建设、
改革开放的奋斗者。他们的一生是光荣的
一生、战斗的一生，是为党为国也为家奋斗
的一生。他们不仅给了我一个幸福的大家
庭，最重要的是创立和倡导了“敢于担当”
的好家风。我父母是好家风的倡导者，更是
践行好家风的排头兵。

我父亲李春雨在任饶阳县委书记期
间，经历了 1963年特大洪灾的考验。那年
八月初，饶阳县连降暴雨七天七夜，特别
是上游急需大量泄洪，洪峰一次又一次冲
击着堤坝，情况十分危急。他除了按上级
要求抽调机关干部组建抗洪抢险队伍，部
署机关企业的物资转移和人员保卫工作，
还特别在全县动员 1.57万人分赴南堤北
堤和行洪道做好各种分洪准备。为保北大
堤，继 8月 6日安平县奉命于 14时在东程
干扒口分洪后，当日 19时，饶阳县接到上
级命令在罗屯分洪，这时我父亲赶到现场
亲自指挥。当时村民趴在堤上，不忍扒堤
分洪。在面对村民的行为和顾全大局的艰
难抉择的紧要关头，我父亲勇敢地站出
来，亲自做好群众工作，并要求党员和干
部顾大局讲奉献，带头撤离大堤。在确保
所有群众安全撤离后，他组织了扒堤分
洪，他是最后离开大堤的那个人。面对已
被洪水四面包围的孤岛县城，他代表县委

发出了“与县城人民同生死共存亡”的动
员令，而且不分昼夜坚持亲临一线，加固
堤坝，巡堤查险，下水堵涌，直至抗洪胜
利。

当时我只有10岁，不能亲自参加抗洪
抢险。但我的大哥那时在饶阳县中学上高
中，亲自参加了抗洪全过程，并被评为“校
抗洪模范”。每当他讲起这些，还是那么深
情那么激动。他为有这样的父亲而自豪，也
为能成为父亲麾下一名“小兵”而骄傲。

那年的洪灾造成了秋天收成骤减，次
年五月又遇蝗灾，使群众生活受到极大的
影响。为了能让老百姓吃上饭不挨饿，身为
县委书记的父亲亲自抓了两件事：一是组
织并推广大种两红一白（即红薯、多穗红高
粱和白马牙玉米）以求多打一点粮食；二是
核查上级粮食产量实情，坚持深入基层调
查研究，如实挤掉虚假水分，以确保不征

“过头粮”。在他的坚持下，全县拟上报的粮
食产量由1100万斤减到860万斤。为了百
姓碗里有粮，他宁可被误解受责备也决不
追逐“浮夸风”。这是我父亲的一贯作风。

我的母亲王玉华在近四十年的革命
工作中，也同样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
一位。她身后，衡水市公安局在介绍她的
生平时，给予了高度评价。在从事多年的
公安局预审工作中，她熟练掌握《刑法》

《刑诉法》等各项法律业务知识，积累了丰
富的工作经验。她坚持重证据，重调研，严

格履行法律程序，坚持依法办案。凡她经
手的案子都办成了铁案，为衡水市公安局
预审工作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虽因工作保
密性，她从未向我们家人透露过任何案
情，但在我探亲休假期间，曾亲眼看到她
坚决拒收涉案人员的任何礼品，还曾看到
过她婉拒被洗清冤情的人登门致谢的感
人场面。正因为母亲坚持原则，任劳任怨，
淡泊名利，为警清廉，生前她才能获得多
种奖章和证书，我特别为母亲身后能在遗
体上覆盖一面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而
感到欣慰和骄傲。

在组织的培养教育和红色家风的熏
陶下，我懂得了感恩，学会了担当。我1972
年入伍，1982年调入衡水军分区干休所卫
生所工作。最难忘的是 2000年 4月，为改
善和提高军队离休老干部医疗条件，中央
军委有关部门明确规定了全军干休所卫
生所医疗设备和技术水平达标的硬性指
标，并严肃指出在下半年验收中，对所有
验收不合格的，卫生所长就地免职，干休
所评优一票否决。当时，我所原老所长因
身体等原因辞职休息，全所处于混乱状
态。卫生所只有五间房和一些简单的医疗
设备急需改造达标，尤其是建所20年来各
种医疗资料、处方、登记和病例书写不规
范不完善，并且这又是验收的重点，完成
达标任务艰巨又繁重，组织上让我挑起这
个担子。我临危受命，承受了极大的压力，

克服了家中的困难（当时婆婆身体不好、
大女儿高考、二女儿中考），迎难而上，全
身心地带领医护人员投入到整改中。白
天，在完成好正常工作的同时，坚持组织
大家认真学习和刻苦训练各种急救理论
知识和技能；晚上，带头顶着高温酷暑和
蚊虫的叮咬，整理完善各种医疗资料。经
过连续 4个多月的苦干，硬是让多年积压
的各种医疗资料达标归档，同时，干休所
也加大了资金和人员投入力度，为卫生所
改建装修了 12间房屋，并增添了放射、化
验、B超等医疗设备。在所领导的大力支持
和全所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当年 9月份全
军干休所医疗部门达标验收和技术考核
时，我们一次性全部达标过关，受到了全
军通报表彰，荣立了集体三等功。

我感谢父母给了我们一个幸福美满的
家。他们不仅为我们树立了忠诚于党、奉献
为民、敢于担当、率先垂范的好榜样，而且
培养出了为党为民也为家的好后代，我们
弟兄五个在党的培养教育和父母的言传身
教下，都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作出了应有
的贡献，并全部安全着陆顺利退休，给了父
母最好的慰藉。我们都能做到离岗不离党，
退休不褪色，接过接力棒，继续努力传承

“敢于担当”的红色好家风，要让下一代也
能“勇做顶天立地事，甘做三牛（老黄牛、拓
荒牛、孺子牛）埋名人”，为江山更锦绣，人
民更幸福贡献一切！

敢于担当为人民 红色家风永传承
李增廷 昨天，看儿子算算术题。

老师教的 10 至 20 之间的
数减 10以内一位数算法是：先
把被减数分成 10+X，再用 10
减去减数得 Y，最后让 X 加 Y
得到想要的结果。

儿子觉得这样的算法太麻
烦，不直接，就自己数数，比如，
12- 5=？儿子从 12 开始数，
12、11、10、9、8，数了 5个数，就
认为减去了五个数，写的试卷
上得数为8。

这是我发现好几个错误之
后，慢慢跟他聊才发现的“省事
的算法”。

于是，我举了一个例子，屋
子里有爸爸、妈妈、儿子，三个
人，问 3-2=？让他数数，数一
个数，就出去一个人，儿子数
3，我出去，数 2，他没动，沉了
一下，儿子笑了。

我俩聊道：
“按你的算法，得数是 2，

对不对？”
“对。”
“实际应该是几？”
“1。”
“知道哪里错了吗？”
“知道了。”
我于是说，你这个办法不

科学，就是在这里：一方面容易
人为造成数的误差，一方面容
易误认为最后的数是得数，实
际最后的数没有了，最后数到
的下一个数才是得数。

还有更奇葩的。
12-8=？
儿子是这么算的：12可以

分为 10 和 2，他觉得 10-8，一
个一个数起数来太麻烦，要从
10一直倒着数八个数，于是把
10 又分成 5+5,8 分成 4+4，两
个 5、两个 4，分别作减法，得到
两个 1,1+1 是他拿手的，等于
2,2再加上从 10分出来的 2，最
后等于4。

我对这种算法表示既惊奇
又气愤。

惊奇的是，他自己觉得老
师的算法麻烦，竟然有了自己
的“解决之道”。

气愤的是，为什么独创“独
门绝技”呢，因为自己没记住十
以内的拆分法（1和9,2和8,3和
7……5 以内的数掌握比较熟
练），于是自己的算法产生了。

我无奈地摇摇头。不接受
老师的算法，自己“闭门造车”，
看来我该给他做做思想工作
了。

我看儿子算算术
王俊岭

有的人可能会有这样的烦恼，为什么
自己无论如何小心翼翼、认真仔细，却总不
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总会在不经意间让
他人失望甚至得罪某人，从而闷闷不乐。

事实上，宇宙中的一个重要法则便
是：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完美的。
对于人而言，就是我们常说的“人无完
人”。如果我们将这条法则放到社交中，就
会变为：你不可能同时满足所有人。

因此，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必要太
过于纠结，为了迎合他人而伤害自己是一种
没有意义的行为，从长远来看这样做反而不
利于人际关系的发展。事实上，一定程度的

让身边的人失望，也是一种做人的智慧。
在群体心理学中，将一个人总是看重

他人感受的心理称为“内耗效应”。精神
分析学家认为，这种内耗效应的出现与原
生家庭的情感体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我们在小时候与父母的相处模式与互动
手段，会很大程度上影响我们人格的最终
形成。那些在家庭中对孩子特别严厉的
家长最终会发现，自己的孩子变得胆小而

谨慎，他们害怕失败，害怕别人对他们失
望，如果有人对他们不满意，就能引起他
们非常严重的焦虑感。

这些现象在心理学看来，都是不尊重
自己的表现，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一个人
为自己而活，做事也因自己而做，我们不
能要求每个人都对自己满意，只要能够问
心无愧，那么自己的做法便是合理的。

同时，人们发现，那些“内耗效应”严

重的人一般都有着好脾气与强大的忍耐
力，在其他人对自己造成伤害、忽视、侵
犯、指责、暴力的时候，他们更多的应对措
施也仅仅是反思自我而不是奋起反抗。

心理学认为，愤怒是人的一种心理防
卫机制，当人受到的伤害超出了个人心理
承受极限时，就会迸发出愤怒的情绪，以
帮助自己摆脱被压制的状况。事实上，愤
怒也是一个人正常情绪的一部分，在必要
情况下的合理宣泄并不会对人际关系有
太大的影响，相反，他人也会因为你的愤
怒而清楚了解你的态度与底线。

(摘自《中国家庭报》)

把握好“态度”和“底线” 也是一种做人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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