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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视点

解码“一大家”10 年走出 56 名大学生
□记者 张猛 文/图

������距董汉民老人家不远处， 有一
个董氏会堂，这是他们传家风、树家
规、扬家训的场所。 会堂四周悬挂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家训、家规展
板格外醒目。

董汉民老人说，每年过年，他们
家族老少都会来这里团聚。 其中一
项重要活动就是向当年考上高中 、
大学、 硕士和博士的家族学子发放
奖学金 ， 至今已累计发放 153100
元。 此外，他们还在大年初一举办运
动会、董氏年会等一系列活动，弘扬
传承积极健康、 蓬勃向上的生活方
式。

“10 年来，我们不到 400 人的董
氏家族里就走出了 56 名大学生，还

出了几个博士生和留学生哩！ ”董汉
民老人的话里，充满了骄傲。

良好的家风感染着家族每一个

人。 董汉民老人的弟媳黄凤芝在西
华县城经营一家餐饮公司。 她告诉
记者，嫁到董家以后，就觉得这个家
族的氛围特别好，“哥嫂对父母的孝
顺、对孩子的教导、对邻里的帮助，
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人生观和

价值观。 ”
受家风影响， 黄凤芝开始反哺

家乡，回报社会。 2006 年，黄凤芝看
到村里的路年久失修， 村民出行十
分不便。她便和丈夫商量自掏腰包 3
万元， 从村口到村尾修起了一条水
泥路， 还在村里安装了 40 盏路灯。

此外，每到春节，黄凤芝夫妇都会给
全村 80 岁以上的老人送去米面油
和慰问金，十多年来从未间断。

好家风对子孙后代成长更是一

笔珍贵财富。 从 6 岁至今，董汉民老
人的孙子董方元每年生日都会收到

一封爷爷写的生日贺信， 其中一封
信中写道：“亲爱的方元， 圆理想之
梦 ，利国 、利家 、利己 ，要对社会负
责，圆富民强国之梦，是你今后要一
直执着追求的目标和强大的学习动

力。 ”
目前， 正在泰国吞武里大学留

学的董方元在电话中对记者说：“爷
爷的教导让我受益匪浅。 他时常对
我说，要努力学习，早日学成归来，

报效祖国。 他的话一直激励着我，也
为我的人生指明了方向。 ”

董氏家族的良好家风激励着每

一位家族成员， 同时也为全村打了
个样。 村民张二生说：“董家家教严、
家风好，还乐善好施、待人热情，看
到他们一家人和和睦睦， 家族蒸蒸
日上，大伙儿也掀起立家规、树家风
的热潮。 ”

“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 家
庭是社会的细胞， 每个家庭都充满
孝善和美的正能量，把家庭维护好、
经营好，把孩子培养好、教育好，把
家风传承好、发扬好，社会就会更加
和谐。 ”董汉民老人如是说。 ②8

������ 一个家族 1100 年走出 5566 名大学生，， 其中 55 名博士
生、、66 名留学生。。 这些好儿女是怎样培养出来的？？ 近日，，
记者慕名走进西华县叶埠口乡张村，，对董氏家族一探究
竟。。

������“董氏家族非常注重家教家风，
他们的一言一行带出了好村风、好
民风。”张村党支部书记张永生开门
见山地说，“这与董老师的言传身教
密不可分，他在这个家族、这个村德
高望重。 ”

张永生口中的董老师说的是董

汉民老人。
年近八旬的董汉民老人身体硬

朗，精神矍铄，是董氏家族的长者。
他和老伴共同从教 40 余年，其个人
荣获 “国家特级教师”“全国优秀班

主任”称号，桃李满天下。
“多年的教育生涯，让我更加明

白好家教、 好家风对一个孩子未来
的影响有多大。 ”董汉民老人笑言，
“我在学校教书育人 40 年， 现在退
休了。我要用 10 年时间为董氏家族
再培养一批优秀儿女。 ”

家谱是一个家族优良家风家规

的传承。 2012 年，董汉民老人退休
后， 在家族众人的帮助下开始着手
续编《董氏家谱》。 老人说，续编家
谱，也是为了弘扬家族优良传统，传

承好家风。
“要做学问 、干事业 ，必须先

做人 ” “谦虚谨慎 ，顺 、和 、乐 、善
是做人的根基 ” “热爱祖国是每
个董氏族人最起码的公德和觉

悟 ”……翻开 《董氏家谱 》，内容从
做人做事到邻里相处 ， 从遵纪守
法到爱国报国 ，以小见大 、由己及
人 、从家到国 ，涉及方方面面 ，每
一方面都详细阐述说明 ， 读后发
人深省。 “我要把《董氏家谱》精编
成我们家族家庭教育的教科书。 ”

董汉民老人说。
董汉民老人认为尊师重教是家

训中一项尤为重要的内容， 一个家
庭只有重视教育， 才能让后人不断
进步，才能培养出更多优秀人才。为
此，经董氏家族商议 ，他们于 2009
年成立了家族教育基金会， 由家族
成员自发捐款， 每年向高中学历以
上的家族学子发放奖学金， 勉励他
们好好学习， 力争成为社会有用之
才。

尊师重教育后人

反哺家乡回报社会

董氏家族年会现场董汉民向记者介绍董氏家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