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11.25 佐责任编辑 / 龙廷恺 执行美编 / 沙 文

08
欧阳··

副刊

我的爷爷王根瑞是家住欧三居民区的

一名老党员，他给我留下了一份特殊的“遗
产”———许多枚毛主席像章。 他是毛主席的
忠实粉丝，所以这些徽章一直是他的心爱之
物。

爷爷年轻时响应毛主席号召赴成都支

援内地工作， 即便已是 4 个孩子的爸爸，但

他为了国家，为了责任，毅然决然地舍小家
为大家。 他曾说：“一个人的力量是小，但团
结起来的力量是无限的。 ”爷爷从成都回来
后，组织上分房给他，他却选择了最小的那
一套。 他时刻记着毛主席的教导，是一名有
着无私奉献精神的优秀共产党员。

虽然爷爷现在已永远离开了我们，但是
他的家风家训一直相传至今，他一直视为珍
品的毛主席像章也被我们代代传承。现在这
些徽章已传承到他的曾孙女，虽然小朋友还
年幼，但在耳濡目染下，她也被毛主席的伟
大人格和崇高精神所激励，对毛主席的红色
故事更是如数家珍。 她还从小立志，等自己
长大后一定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为祖国的繁
荣昌盛奉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红色家风的“红”，是革命的颜色，是共
产党人的底色；红色家风，山高水长，光照后
人，激励后辈。所以，爷爷传下来的不仅仅是
一枚枚毛主席像章，更是红色家风以及从老
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身上汲取的红色血脉

和精神力量。

1960年 10 月， 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决定：
在全军中开展以政治思想好、军事技术好、三
八作风好、完成任务好、锻炼身体好为内容的
五好战士运动。

我于 1961 年 4 月入伍 ，1968 年 3 月退
役，服役七年中，连续被评为“五好战士”，还
荣立“三等功”一次，受到嘉奖 6 次。

1965 年，我作为海军先进人物和英模代
表进京参加了国庆观礼， 受到了毛主席等党
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这张合影照片我一直
珍藏着。

“退伍不褪色，换装不换心”是我的座右
铭。 无论何时何地，我都是一名共产党员、一
名军人。因病退役后，我谢绝终身长休和享受
国家供养， 我唯一想的就是如何尽快继续为
党工作。

我在社区发挥余热， 担任居民代表长达
20 年间， 我把周围邻居的冷暖放在心上，把
大家的事当成自己的事， 尽我自己所能帮助
他们解决问题；对于小区里几位独居老人，我
经常上门关心他们的身体，陪他们聊天，我希
望通过这些点滴小事， 把自己的温暖传递给
他们。 2016 年 7 月，我很荣幸被评为了社区
“优秀共产党员”。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将始终铭记、
时刻践行入党时的誓言，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把一切都奉献给党和人民。我将这枚五好
战士奖章作为传家宝， 不仅因为这是一种无
上的荣誉， 更是希望将奖章背后所蕴含的家
国情怀，一代代传承下去。

每当我回忆起家庭往事，这件老物件总
能让我的心中泛起阵阵涟漪，它陪伴着我们
一路走来，见证了我们家的点滴变化，它就
是改革开放前上海许多家庭都会有的 “大
件”———蝴蝶牌缝纫机。

这台缝纫机见证了我们这个普通家庭

几十年来的风风雨雨，也见证了改革开放以
来我们生活日新月异的变化。它是承载着我
家很多记忆的“传家宝”：我妈妈曾用它来缝
制过床单、外套和裤子，后来又为我的宝宝
缝制过尿布、床垫，记忆里“咔嗒嗒、咔嗒嗒”
的声音熟悉而充满着让人安心的魔力。

随着我国经济和科技的飞速发展 ，这
种脚踩缝纫机已经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淡

出，许多孩子也许都不认识它，但这台缝纫
机却是我们家“不能丢弃的心爱之物”。 直
到现在， 我妈妈还是偶尔会用它来缝缝补
补。 妈妈总说，现在日子好了，但是也不能
铺张浪费。

这台缝纫机承载的不仅是岁月变迁的

记忆，还有妈妈所秉持的勤劳朴素、乐观知
足的精神， 更体现了上一代人在 “条件有
限”的环境中，依然努力奋斗的顽强品质，
对小康生活不变的追求和坚持。 “自强不
惜，勤勉上进”，这也成为我们家代代相传
的精神财富。

“勤俭是我们的传家宝，什么时候都不能
丢掉”。 我是一名退伍老兵，也是社区理论学
习小组的领衔人之一。 今天，我讲一个“破”
碗的故事。

1947 年， 当时我刚 10 岁， 有一次吃饭
时，不小心碰摔了一只景德镇出产的青花大
瓷碗，碗当场摔碎成三大片。 在我准备将残
碗的碎片扔进垃圾箱时，被父亲给夺了下来。
过了几天，父亲找了个补碗匠将破碗修补好，
碗便可继续使用。

父亲教育我说：“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
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朱子家训》）”。
我吃饭时，掉落在桌上的一粒米饭，父亲都叫
我捡起来吃掉；我的衣服破了，母亲都会补
好，让我继续穿。母亲说：“新三年、旧三年、缝
缝补补又三年。 ”我的少年就是在勤俭节约
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

时间已过去 70 多年， 父母亲也早已去
世。 但父亲留我的这一只“破”碗一直保存至
今，作为我家的“传家宝”，教育我们的后代，
把勤俭节约当成家风一代一代传下去。

虽然国家面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
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 家中有很多精美的
碗用不完， 但我们要达而不忘本， 勤俭持
家、厉行节约，继续保持和发扬艰苦朴素的
优良传统。

今天， 我要介绍的是我家的 “传家宝”
———股票认购证， 它见证了我国改革开放的
成果，见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
见证了我国金融市场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的
辉煌历史。

1992 年，由于上市公司规模不大，股票
发行量低，为缓解供不应求的状态，便采用
了发行认购证、凭证摇号认购的方式。 认购
证每本 30 元，由于定价过高，无人问津，许
多单位便动员职工购买。我作为一名共产党
员，义无反顾支持国家的经济建设，主动认
购一份。

当时， 股票发行上市交易皆印刷有精美
的上市公司股票， 邓小平同志还曾将一张价
值 50 元的上海飞乐音响公司股票赠送给到
访的美国纽交所董事长约翰.凡尔霖。

1992 年， 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之后，上
海的股票交易价格全部放开。

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股票交易
已经从纸质交割变为线上交易。 股民们也经
历了从证券交易公司柜台申报、 电话委托交
易， 到如今无论身处何地都能轻松地完成股
票交易。

虽然凭证购股已经成为历史，但这份“认
购证”是我们国家逐步走向富强的见证。它提
醒着我们珍惜现在的生活， 提醒我们出发不
忘来时路。祝愿我们的国家永远安定富强，和
谐美满，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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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错有奖 欢迎大家来做 “ ”
如果您在阅读本月 《社区晨

报》时发现任何差错，可关注微信
公众号“上海社区发布”并于后台
直接留言， 将您发现的问题发送
给我们 （注明报纸名称、 所在版
面 、文章名称 、差错细节 ，本期截
止日期为 12 月 1 日）。 本月纠错
质量最高的一位读者， 将成为最
佳 “啄木鸟 ”，并获得 100 元的现

金奖励； 本月纠错质量相对较高
的另外十位读者， 则将成为优秀
“啄木鸟”，并各获得纪念品一份。

2020 年 10 月优秀 “啄木
鸟 ”：张德胜 、严志明 、肖焕树 、顾
志斌 、曹酉虹 、秦稚德 、李群 、赵
水生、路永敏、万燮

2020 年 10 月最佳 “啄木
鸟”：陈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