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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完美的幸福是什么？ 当我们把问题抛

给一位妈妈，她思索了一下说：“老人、孩子和

父母在一起，听到一个大家庭里几代人的欢

笑，其乐融融就是幸福。”

我们把问题给了一位爸爸，爸爸的答案

是：“在老人膝前、在孩子身边。一个家庭有

了老人的泰然、孩童的天真才叫完美。”

一位小朋友告诉我们：“爷爷打鬼子的故

事才是真的，他才是最棒的！”

祖父母呢？他们的回答自然是：“和孙儿

一起成长、和孙儿一起开心。”

当一个家庭可以分享跨越 50 年、甚至 80

年的真实故事，拥有白发下的智慧、阅历和平静

宽容、中青年一代的进取勤奋，以及童言的快乐

无忧，才是一幅真正既完美又幸福的景象。

你的家庭又有哪些故事？你对幸福的感

悟又是什么？欢迎广大读者通过本报官方微

博（http://weibo.com/scxb）进行互动交流。

记者手记

福是三分低落七嘴八舌为你唱
聆听他们的幸福故事，解密他们的幸福密码
芜湖市镜湖区叶明斌、姚东方家庭

你若茁壮成长，我便心如暖阳
在芜湖市镜湖区荆山街道荆山社区内，川

流不息的青弋江畔、远近闻名的荆山寒壁脚

下，住着一户普通的三口之家。

尽管家中条件不好，但父母一心为孩子付

出，孩子时刻为父母争光，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这家的男主人叫叶明斌，是一位社区辅警；

妻子叫姚东方，从事社区工作。1995年 3月 23

日，一个男孩呱呱坠地，给叶、姚夫妇带来了无

限的欢乐与希望，他们给这个男孩取名叫叶先

豪，希望他能有个坚强自豪的人生。

“孩子今年16岁了，在芜湖一中读高二，学

习成绩一直在班级名列前茅，明年考个理想的大

学，应该大有希望。”一说起儿子，44岁的叶明斌

乐得合不拢嘴。

而女主人姚东方，早已急不可耐，向记者展

示儿子获得的诸多荣誉。

2004年，9岁的叶先豪首次参加在俄罗斯举

办的“和平书画艺术国际联展青少年作品评奖”

活动，获铜奖；

2005年，书画作品获“孔子杯全国少年儿童

书画摄影大奖赛”一等奖；

2009年，获“天鼎杯”芜湖市中小学生书画

摄影作品三等奖；

2010年，在第二届全国学生规范汉字书写大

赛校级评比中，获市一中二等奖；

2011年获二胡10级证书……

孩子的荣誉，父母的骄傲

“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培养。这是我

们夫妻俩的共识。”姚东方告诉记者，为了把孩子

培养成才，夫妻俩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

16年来，他们省吃俭用，将微薄的工资收入，

几乎全部用在对儿子的教育培养上。叶先豪读

小学二年级时，每个双休日，都要到距家15公里

的市少年宫学习书法，由于交通不便，姚东方每次

都是陪着孩子步行，不论风吹雨打、酷暑严寒，母

子俩总是按时到课，从不间断。

在叶先豪学书法期间，姚东方注意到，孩子课

间时，特别喜欢到楼下的乐器班听古筝和二胡的

演奏。第二天，她就给孩子报了音乐班的学习。

“当时一个好一点的二胡需要3000多元。”

姚东方回忆说，为了给孩子购买乐器，她就在路

上捡矿泉水瓶卖。

“这几年，每到春节时，他都喊我一起到集市

上，现场书写春联卖，一点一点地攒钱。”姚东方

说起儿子，满脸的欣慰。

“再苦不能苦孩子”

“我不想让我的孩子，跟我们一样，平庸一辈

子。把孩子培养好，我们就感到幸福。”姚东方

说，她对儿子的教育方式，招来了不少反对声，但

她始终坚持。

“在一次班会上，孩子班主任对孩子说：你要

把主要精力放在功课上，业余爱好会一点就行

了。我严肃地对孩子说：老师这句话正确不正

确，主要看你自己了，你要证明给大家看。”

在父母的鼓励、支持和陪伴下，叶先豪从小

学到初中一直都是拔尖的学生，2009年，他以优

异的成绩考入省重点中学——芜湖市第一中学

高中部。

叶明斌笑着说，他们一家三口，虽然清贫，但

感觉富足，虽然辛苦，但是有收获，这就是他们想

要的幸福。

幸福密码：孩子是我们生命的延续，培养孩

子是我们人生必修的重要课程。在中国传统的

家庭里，很多父母的幸福往往就来自孩子的优秀，

常常“父母以子为贵”，这一点我们无法指责什么，

因为家庭教育不成功，幸福家庭便无从谈起。

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忽视一点，孩子的幸福来

自于他内心的感受，绝不是父母外在的强迫。

培养孩子，就是他们的幸福

枞阳县项铺镇陶龙满、陶琴家庭

让善、孝在孩子心中发芽
“我不孝敬老人，怎么

教育孩子尊敬长辈？陪着孩

子一起学习，孩子的学习兴

趣会更浓厚。”

这是来自枞阳县项铺

镇的陶龙满的家庭哲学，在

生活中，他一直坚持言传身

教，并以此教育孩子。2009

年，陶龙满一家被评为“安

徽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示范家庭”。

陶龙满出生于农村，1994年起就在山区

当老师，现任镇中心学校校长。1998 年 7

月，女儿陶泽莲出生。

“刚成家的时候，我们负了一定的债

务，但生活一直和和顺顺。”回忆起往事，陶

龙满很是感慨。

“每年农忙季节，我们回到乡下，帮家

里老人干农活，受我们的影响，我女儿每次

也争着要下田干活。”陶龙满说。

“隔壁邻居谁家孩子入学、学习上有什

么困难，我们都尽力帮忙。谁家有些小矛盾

了，我们也会上门耐心劝说。也许我们做的

都是小事，但是对孩子而言，却起到了示范

作用。”陶龙满笑着说。

父母身体力行为孩子

陶龙满告诉记者，由于哥哥身体不好，

他就和妻子主动承担了赡养父母的义务。

这让女儿从小就和二老特别亲。

“去年暑假，我们搬到街道上住，虽然是

租房，女儿坚持把奶奶接过来，陪奶奶过暑

假。”陶龙满告诉记者，每天早晨，女儿先起

床，备好洗漱用水给奶奶漱洗，再去铺床叠

被，等奶奶洗好，她端来小椅子请奶奶坐下，

帮奶奶梳理稀疏的白发；一日三餐，总是先

把奶奶的饭盛好，加汤添菜；安排好学习处

理好家务后，就和奶奶坐在一起，看看电视，

把学校里的事儿说给奶奶听。

“去年，奶奶因心脏病突发离开了人世，

泽莲更加惦记爷爷了，每到周末，第一件事

就是去看爷爷，帮他下地种菜，做饭。”说起

女儿的乖巧懂事，陶龙满很是欣慰。

女儿学父母孝敬老人

让陶龙满夫妇自豪的是，女儿的学习

成绩也非常出色。“从小学起，她先后担任

学习委员、班长，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

‘优秀班干’，13岁就拿到电子琴八级证书，

去年又顺利考取省重点——浮山中学。”

说起培养孩子的秘诀，陶龙满说父母

带头学习是关键。“她小时候，每天早晨起

床、晚上睡前，我们大人背一首唐诗，泽莲

也跟着背一首。老师布置的习题，我坚持

跟她一起思考，比谁做得快。”

“一个家庭，氛围很重要，家庭成员

营造得好，夫妻关系融洽，老人没怨言，

小孩乖巧懂事，家庭自然就幸福了。”陶

龙满这样总结道。

幸福密码：言传身教，上下和谐。每个

家庭，都有一串幸福密码，在生活的点点滴

滴中，父母平等相处，互助互敬，子女感同

身受，延续传递，让亲情在平淡中传递，让

和睦在生活中延伸，让关爱在心间永贮，这

就是幸福。

父亲陪女儿一起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