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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8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家庭记账本”算出好日子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郭洪申 实习记者 侯显峰

“父亲从1980年开始
家庭记账，账本上收支两
条线，每一笔都记得一清
二楚。”通辽市奈曼旗白音
他拉苏木希勃图村67岁的
杨德才拿出一沓泛黄的32
开本信笺，言语之间，充满
了对父亲精打细算、勤俭
持家的敬佩。

账号：0703324，金额：
400元，期限：3年，存入时
间 ：89.1.4， 应 支 时 间 ：
92.1.4；收入：8月27日，卖
豆角70斤，21元；支出：9月
30日，三轮车零件10元，锅
盖18元……

信笺纸上用表格形式
清晰地显示着当年的存
款、收入和花销，记录的条
目繁多细致。

吃不穷，穿不穷，算计
不到一辈子穷。这句老话，
被杨德才的父亲演绎得生
动而现实。杨德才说：“父
亲80多岁才把当家的权力
交给我。”

从2002年开始，当了
家的杨德才继承了父亲的
记账本，并且笔耕不辍，迄

今已记满了大大小小17
本。从上一代的花甲老翁
到下一代古稀之人，40年
账本不仅记录了一个普通
家庭的柴米油盐，也记录
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喜
人变化。

父亲离休后，杨德才
顶父亲班当了老师，虽说
当年家里有两个挣工资的
人，但勤俭持家的家风却
丝毫不减，而这种家风也
让杨德才家境殷实。“我们
家从来没向别人借过一分
钱！”杨德才说。虽说自己
有3个儿女读书，家里盖房
又买车，但那都是精打细
算省出来的。

一个数字就是一个历
史瞬间。“幸福也在这些数
字里。”杨德才说，1995年，
他花1.2万元买了两台摩托
车，当时全乡才仅有7台；
2004年，杨德才一次性拿
出11万元盖了新房。在那
个年代，过上了好日子的
杨德才声名在外。

“有人说我太会过。”
杨德才说，记账至少有3大

好处：一是能知道钱的来
源和去向，知道钱用到哪
儿去了，看账本一目了然；
二是能促成节俭的好习
惯，生活有计划，该花的和
不该花的钱每月都能给自
己提个醒；三是能促进家
庭和谐，记账后，家里不会
因为理财出现纠纷。

“只要精打细算，勤俭
持家，我认为就不会有贫
困户。”杨德才对于贫困有
自己的看法。他说，同村的
李升余是自己的外甥，刚
成家那会儿，生活拮据的
李升余在向杨德才求助的
同时也学习他的过日子之
道，小两口靠勤俭节约和
不断奋斗已在镇上买了价
值约40万元的楼房，还开
上了小轿车。

泛黄的老账本，已成
为教育后代的活教材。如
今，杨德才的3个儿女都已
成家立业，但记账的“父
业”得到了儿女们的继承，

“好日子就是这样一代一
代奋斗出来的。”杨德才颇
感欣慰，3个儿女孝敬老

人，传承了勤俭节约的好
家风。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
花齐放春满园。“我的亲戚
没穷人。”杨德才感言，村
里有40多户亲属，都受到
自己的影响，从亲戚朋友
开始到全村效仿，日子过
得是一个赛一个。一个账
本影响一个村子的生活习
惯，是杨德才没有想到的。

“家庭记账”模式在悄
然改变着希勃图村生活水
平的同时，也影响着希勃
图村人的精神面貌。希勃
图村人从比一日三餐开
始，到比打粮、比收入、比
清洁、比孝敬……你家有
的，我也得有，日子比着
过，好日子一家比过一家。
据了解，希勃图村有300户
有家庭轿车，占全村总户
数的80%以上。每天在乡企
打工的达百余人。“比”和

“超”已成为这个村的风
尚。

2018年初，白音他拉
苏木举办了精神扶贫典型
报告会，围绕小账本成就
大民生这一事例，对希勃
图村的“家庭记账”模式进
行宣讲。印发了以“树文明
新风做现代农民”为主题
的《家庭记账本》，账本扉
页上，“勤劳致富，勤俭持
家”八个字配《连年有余》
图，寓意深远。账本里除了
日记月结年汇总账单外，
还配有“兴家犹如针挑土，
败家好似浪淘沙”等家风
家训和反映当地风物人情
的奈曼版画。家庭记账模
式已经成为村民摆脱贫困
的内生动力，也成为当地
实施精神扶贫的重要举措
之一进行推广。

“好日子是算计出来
的，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已成为希勃图村人的共
识。

【记者手记】

家庭记账本，记的不

仅是生活的变化，更是一

种乡风文明。家庭记账让奈

曼旗白音他拉苏木希勃图

村通过发扬勤俭持家的优

良传统实现了富裕和文明。

走在希勃图村，看到的是整

洁的院落、干净的街道，听

到的是村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感受的是人心思进、

人心思变的氛围。采访中，

我们清楚地看到，家庭记账

从勤俭持家改善生活到努

力奋斗实现美好愿望，已经

转变为当地村民们破除陋

习、树立新风、脱贫致富的

内生动力，成为当地实施

精神扶贫，实现乡村振兴

的重要举措之一。

新华社广州4月20日

电（记者 刘白云）“‘人
生最重是精神，精神日新
德日新’，这是廖仲恺先生
在狱中写给儿女的诀别诗
《诀醒女、承儿》中的一句，
我认为，这是廖仲恺精神
内涵的一个重要体现。”在
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大
学四年一直做兼职讲解员
的90后大学生谢思婷正声
情并茂地向参观者介绍。

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
坐落在为追念廖仲恺先生
而创办的“仲恺农工学校”
院内，该学校已从中专学
校发展为本科高校———仲
恺农业工程学院。馆内收
藏了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廖
仲恺何香凝夫妇及其儿女
廖承志和廖梦醒一家两代
人为中华民族复兴前仆后
继的珍贵史料。

廖仲恺（1877－1925），
原名恩煦，号夷白，字仲
恺，广东省惠阳县人，中国
近代民主革命家、中国国
民党左派领袖。

1903年，廖仲恺与夫
人何香凝东渡日本留学，

寻求救国救民的道
路。两人在日本东
京结识了伟大的民
主革命先驱孙中
山，从此坚定追随
孙中山，投身民主
革命洪流。

1905年，廖仲
恺夫妇协助孙中山
建立了中国同盟
会，廖仲恺担任同
盟会总部的副会计
长和外务部副部
长。两人在东京的
家，也成为孙中山
等革命党人的联络
站和集会场所。

1922年8月，孙中山先
后会见了共产党领导人李
大钊和苏俄使节越飞的代
表，决心联俄联共，接受改
组国民党的建议。廖仲恺
两次奉命前往日本与越飞
会谈，在国民党改组进程
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

1923年2月，在孙中山
返回广州复任中华民国陆
海军大元帅后，廖仲恺先
后担任大本营财政部长和

广东省省长等要职，全力
协助孙中山进行国民党改
组工作。

1924年1月，中国国民
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
广州召开。会后，廖仲恺任
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兼
任中央党部工人部部长和
农民部部长，2月又被任命
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代
理委员长。

国民党一大后，国民
革命运动在全国蓬勃兴

起。廖仲恺非常重
视中国共产党及其
领导的工农运动在
国民革命中的作
用，他与共产党真
诚合作，忠实执行

“扶助农工”政策，
积极支持工农运
动。

1925 年 3月孙
中山逝世后，廖仲
恺坚定维护“联俄、
联共、扶助农工”三
大革命政策，维护
国共团结和国民党
的革命方向，成为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

党左派的核心和旗帜。他
也因此被国民党右派视为
夺取党权、拆散国共合作
的重大障碍。

1925年8月20日，廖仲
恺在前往参加国民党中央
执委会会议途中，被国民
党右派豢养的暴徒刺杀于
中央党部楼前。9月1日，国
民政府为他举行国葬，广

州的黄埔军校师生、工人、
农民、市民群众等20多万
人前往悼念。

壮志未酬身先死，廖
仲恺以他的壮年生命，为
中国民主革命立下了不朽
的功勋。周恩来曾赞誉他
是国民党之重心、“工农运
动和反帝国主义运动的积
极领袖”，高度评价他“一
生苦斗，革命为党，牺牲为
国”的崇高革命精神。

在廖仲恺的革命生涯
中，何香凝始终给予其坚
定的支持。她曾作《赠别》
诗为丈夫壮行：“国仇未复
心难死，忍作寻常泣别声。
劝君莫惜头颅贵，留得中
华史上名。”廖仲恺遇害
后，何香凝强忍悲痛继承
丈夫未竟的事业，为巩固
革命统一战线而继续奋
斗。

在父母的教育和熏陶
下，廖承志和廖梦醒在青
年时代就投身革命。廖承
志参加过长征，经历了抗

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多次
身陷囹圄而矢志不渝，逐
渐成长为党和国家的优秀
领导人。廖梦醒从抗战时
期起担任宋庆龄的秘书，
长期战斗在特殊战线上。

今天，当我们回溯历
史，依然会被这一门忠烈
前仆后继、向死而生的爱
国情怀和事迹所打动。廖
仲恺何香凝纪念馆馆长蔡
瑞燕说，英烈的生平事迹
和精神品质，本身就是优
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具有
强大的生命力，不因时代
的变化而褪色，真正了解，
就会受感染。

2017年，仲恺农业工程
学院在90周年校庆时，将何
香凝当年的办学思想和理
念“注重实践，扶助农工”确
定为新校训，教育师生继承
廖仲恺、何香凝为民族复兴
奋斗不息的革命精神，务实
笃行，服务社会，情系农工，
立志报国，为贯彻落实乡村
振兴战略而奋斗。

廖仲恺：一门忠烈扶助农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