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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忠孝难两全

“父亲节来临之际，祝父亲早日康
复！”在道孚县林业战线上工作的郭彪这
样说。由于工作原因，几乎每年春节坚守
岗位、不能回家的郭彪很内疚，特别是得
知父亲生病后，他更加伤心。但父亲极力
支持他的工作，没有多少言语，“我的病没

什么，有你母亲照顾，回去要安心工作，尽
好职责和义务。”听到父亲的叮嘱，郭彪深
感愧疚，觉得自己没有尽儿子的职责，总
觉得对不起父亲。

“70岁的父亲生病了？什么病？“”肺结
核。”今年 3 月，从母亲那里得知父亲生病
的消息，回忆起当时情景，坚强地郭彪再
也忍不住，双眼噙满眼泪。他说，父亲很坚
强，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无论遇到什么
困难，总是自己扛着，而如果有什么高兴
的事，父亲总是在第一时间让全家分享。

“通过自己的努力工作，让家人过上幸福
的生活，是我最自豪的事情。”这是父亲最
爱说的一句话。“父亲能做到的，我也能做
到。”郭彪觉得，好好工作，让家人衣食无
忧、幸福快乐，是对父亲最好的安慰，才能
对得起父亲的教诲。

谈到儿子，50岁的郭彪从来没有参加
过一次儿子的家长会，对此他深感愧疚，觉
得没有尽到父亲的职责。但儿子很理解，支
持他的工作。如今儿子已在重庆工作，郭彪
的一件心头大事落地。他最大心愿是儿子好
好工作，不辜负爷爷奶奶的期望。

节日当天，郭彪告诉记者，儿子给他发
祝福微信了，上面写着“爸爸节日快乐！保
重身体！”

郭彪正在工作。

坚实后盾助高飞
“从小父亲的严厉教

育，既磨练了我的意志，
又塑造了我敢创敢拼的
性格。”50岁的张国民这
样评价他的父亲，“没有
父亲的严厉教导，哪有我
今天的幸福日子。”

“过去由于家庭困
难，父亲向亲戚借过钱。”
张国民说，为了改变家里
的困窘的经济状况，他离
开了家乡，这一走就是
27年。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张国民干木工活儿，到处
打工，挣的钱并不多。“过
去走二郎山，来回都要走
几天，想回家过年真不容
易。”张国民回想起当年情
景时说，当年不仅购票难，
转车也麻烦，过年期间谁
不想回家，可是条件不允
许。回家之路的艰难曲折
让张国民暗下定决心，没有自己的事业决不
罢休。

如今，张国民做到了。他在康定市新都
桥镇开了一家酒店，生意还不错，但他并没
有摆出老板架子，每天与员工同吃、同干
活，特别朴素。“做生意不仅要赚钱，还要关
心员工们的辛勤付出，父亲也经常这样提
醒我。”张国民说，酒店上下一心、团结和

乐，生意反而越来越红火。
受张国民的影响，他的三个儿女很“给

力”：老大已工作，读研究生的老二今年毕业，
老幺读高中。儿女很争气，知道了读书才有机
遇，知识才是财富，这让张国民感到很高兴。

对于父亲节这个节日，张国民表示并不
关心。张国民的最大心愿是只要儿女们飞得
更高、更远，作为父亲都会义不容辞地支持。

张国民和他女儿。

陈友林正在整理商品。

“俗话说‘养儿方知父母恩’，我也是
当了父亲，才知父亲的担当和职责。”90
后的黄华兴说，2013年7月30日这天儿
子呱呱坠地，他的角色一下子从“孩子”变
成了父亲，从那一天起，父亲的担子就落
在了他的肩上。

“之前，我和老婆的生活自由安逸，
儿子一出世，时间都围着他打转，哪有
时间出去逛。”29岁的黄华兴说，儿子的
出生让自己倍感压力和责任。“我得拼
命地赚奶粉钱，保证儿子的营养跟得
上。”

尽管家庭的责任像大山一样压着，
但黄华兴还是觉得儿子是上天赐给自
己的最好礼物，累并快乐着。“尤其是累
了回到家里，抱着儿子，逗着他玩，看着
他笑，就感觉再苦再累也都值了，有了
孩子就多了一份责任和担当。”

记得2011年来到甘孜州三药王商店
工作时，黄华兴的父亲告诉他说，一个人
的一生前20年什么也不会，后20年什么
也干不了，能折腾的也就中间30多年。

“虽然只有短短7年工作经历，但现在想
起来，父亲的话却意味深长，很有哲理。”
黄华兴认为，当自己有了孩子，才体会到
父母一些繁琐的唠叨用心良苦。

如今，黄华兴的儿子已满6岁，今年
9月将步入小学。对于儿子如何学习，黄
华兴有自己独特教育的方式：严是爱，松
是害。给孩子创造好的生活条件和学习
教育环境，是父亲应尽职责和义务，但绝
不能溺爱孩子，尤其不能让孩子生长在

“温室”中，缺乏抗击打能力，没有爱心与
责任感。“孩子好耍是天性，既不能放纵，
又不能打压孩子，好好教育和正确引导
才是硬道理。”黄华兴很自信地说。

孩子健康快乐成长，知书达理，明
辨是非，这就是黄华兴觉得最好的父亲
节礼物。

父亲叮嘱记心间

“作为儿子，我 16 岁就离开家乡
出来打工，当过学徒、干过裁缝，如今
有的自己的事业——小卖部，也有了
自己幸福的家庭。”现年 47 岁的陈友
林感慨地说，自从有了孩子，才知道

“父亲”这一称呼在孩子们心里有多
重要。

陈友林自从离家来到康定，很多时
候都想回家。可父亲对他很严格，教育
他“要出息就要奋斗，要过好日子就得
吃苦”。就这样，陈友林在康定打拼了
31个春夏秋冬。谈起自己的父亲，陈友
林说：“感谢父亲的教导，不是父亲，没
有我的今天，不是父亲，我也不会体会
到作父亲的职责和担当。”

“老板，来一瓶矿泉水。”“好！”“老
板，东西放一下，一会儿来取。”“好！”......

一个“好”字，让所有顾客都感到放心。陈
友林开小卖部已经12年了，和周围的人
们都很熟络。“这些都与父亲一直教育我
做人要本分、踏实有关。”陈友林自豪地
说。如今，他的三个儿女都已长大了，平
常不仅经常来电或视频表示关心，节日
时还会寄礼物，这让陈友林深感欣慰。

“没有伞的孩子必须努力奔跑，做
个顶天立地、扛得起责任的男子汉。”
陈友林父亲经常这样告诫他，而陈友
林也是这样做的，并用这话告诫自己
的孩子。

“父亲节要到了，祝父亲节日快
乐！”收到孩子们的祝福信息，陈友林
开心地说：“作为父亲，就要勇挑重担，
为儿女倾心付出，为家庭任劳任怨，这
是我一生的目标。”

每年 6 月的第 3 个星期日是
父亲节。

世 界 上 第 一 个 父 亲 节 于
1910年诞生在美国，是由住在美
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市的布鲁斯·
多德夫人倡导的。多德夫人的母
亲在生育第六个孩子时，因难产
而死。多德夫人的父亲威廉·斯
马特先生在妻子过世后，独自一
人承担起抚养、教育六个孩子的
重任。经过几十年的辛苦，儿女
们终于长大成人。当子女们盼望
能让斯马特先生好好安享晚年
之际，斯马特先生却因多年的过
度劳累于1909年辞世。多德夫人
受到母亲节的启发，给当地一个
民间团体写信，建议设立父亲
节。1910 年 6 月 19 日，华盛顿州
斯波坎小城举行了全世界的第
一次父亲节庆祝活动。

初为人父知担当

陈友林正在搬运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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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6日是父亲节，对于所
有父亲来说，这是一个很寻常，
但又不寻常的日子。

父亲在家庭中，是全家的依
靠，为了让全家过上好日子，父
亲常常干着最难的活，吃着最大
的苦，挑着最重的担子。在子女
的印象中，父亲就是脊梁，就是
责任，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正
如郭彪、张国民、黄华兴、陈友林
所说，父亲在他们心中永远是教
育儿女的榜样。

黄华兴陪儿子游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