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冬欢闫瑞林

在邻里眼里，她乐于助人、心地善
良、甘于奉献，是誓把沙漠变绿洲的“当
代女愚公”；在家人眼里，她是勤俭持家
的妻子、是百善孝为先的媳妇、是坚韧不
拔的慈爱母亲。她就是 63岁的贺改兰，
杭锦旗独贵塔拉镇居民。2023年，贺改
兰家庭被评为全国“最美家庭”。

夏日清早，被晨光微露浸润的独贵
塔拉镇生机盎然，平坦宽阔的环林路像
一条丝带飘向远方。行走其间，放眼环
顾，杨树叶、垂柳随风摇曳，大片的杨柴
花鲜艳地盛开在沙漠上，美不胜收。鲜
为人知的是，这里曾是一片黄沙漫漫的
大沙漠。

和往常一样，贺改兰夫妇正在巡护苗
木。夏季天气干燥，极易发生火灾，夫妻
俩志愿巡护已经很多年。巡护中贺改兰
看看这棵树、摸摸那棵树，20年前栽下的
树苗早已长成参天大树，可她依旧能准确
辨认出哪棵是自己栽种的，“那时候哪像
现在有树的阴凉，目光所及之处全是黄
沙，从早上 6点到晚上 6点，一天栽种下
来，嘴唇都是干裂的。”回忆起那段过往，
贺改兰眼里氤氲着泪水，苦是真的苦过，
可现在回望身后遍野的绿色，是希望与活
力的延续，更是贺改兰家庭艰苦奋斗奔小
康最有力的见证者。

1980年，贺改兰与高毛虎
结婚，当她踏进这个家门的时
候，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在
这样的情况下，20年如一日地
奉献家庭、孝顺公婆，贺改兰并
没有丝毫抱怨和退缩。1999年
两位老人相继去世，贺改兰夫妻开
始了他们在库布其沙漠植树造林、保
护生态的创业故事，从此铺展开了他们
绿化沙漠的人生事业。

独贵塔拉镇地处库布其沙漠腹地，一
年四季风沙肆虐，这里的农民大多时候一
年下来颗粒无收。随着政府的倡导，贺改
兰夫妇毅然投入到治沙绿化、为民造福的
伟大事业当中，就这样，他们一干就是30
多年。30多年间，他们挥汗如雨、老茧摞
老茧、青丝变白丝，但初心不改、攻坚克
难，为 10多万亩近 70平方公里的沙漠披
上了绿衣。如今，他们不仅用自己勤劳的
双手绿化了沙漠，保护了生态，造福了民
众，带动了乡村振兴，同时也实现了脱贫
致富。

贺改兰常说：“能有机会孝敬公婆，能

为沙漠绿化作贡献，能带动村民致富，为
困难人员提供帮助，那都是我的荣幸，多
年来这也成为我的信仰和追求，只要我还
活着，就不会停止，我会一锤接一锤地敲、
一件接一件地干，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每一个
“最美家庭”都书写着一个“最美故事”，他
们都做到了把个人理想、家庭愿景和国家
目标有机结合，贺改兰家庭用自己的勤劳
双手和持之以恒的“倔劲儿”绘就了一幅
敢把沙漠变绿洲的传奇画卷，走出了一条
生态生计兼顾的幸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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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玉霞

立夏已过，萨拉乌苏河畔披上了绿色。
绿色深处，全国“最美家庭”“五好家庭”任俊祥的家隐于山峁

间，一条蜿蜒的小路从大路延伸至院子，小院旁的果园里，桃树、杏
树、果树又抽出新枝、挂上新果……

刚刚过去的春天，对于俯身田野的农民来说，是一年的开始，
也是希望的起点。对于任俊祥来说，更是如此，作为一名普通乡村
女性，她比其他人多了一重梦想和希望。

烟火日常的间隙藏着梦想，田埂间的脚印印刻着韵律。那些
被岁月揉皱的日常褶皱里，悄然生长着会开花的愿望。

在萨拉乌苏河畔的无定河镇河南村，任俊祥家庭的故事如春
风化雨，浸润着十里八村村民的心田，他们用书香浸润生活，以家
风滋养乡邻，将岁月缀成温暖的诗篇。

推开小院门，院落干净整洁，屋舍里温馨温暖，一幅堆满幸福
笑容的全家福悬挂于客厅背景墙中央，在这有限的空间里，任俊祥
还挤出一方天地——书房，知识类、文学类、种植养殖类1000余册
书籍整齐地摆放在书架上，书架中间隔板上各类奖杯、奖牌、证书
林立，从中可以看得出、感受到这个位于田畴沃野间的农民家庭与
众不同。

“有时候在地里干活，突然来了灵感，就把第一句话写下来，后
面的句子就全来了。”任俊祥从小喜欢读书，因为家庭生活困难，早
早就辍学回家务农了，但是对读书的热爱没有因此而停滞，反而更
多了一份执着和色彩。

泥土的芬芳漫过掌心，把寻常光景酿成诗行。1993年，任俊祥
开始写作，把锄头当作笔，将田垄化作纸，在劳作间隙记录生活感
悟，一山一水、一花一草、一人一事……平凡日子里的碎碎念念都
是她创作的源泉。

她酷爱诗歌，在与丈夫结婚的 30多年时间里始终自学不辍，
相继发表了《一个人的萝卜地》《露珠·绿叶·泥土的情怀》等作品，
散文《微笑的马铃薯》曾被《鄂尔多斯》月刊全年连载。

“《微笑的马铃薯》让我更加坚信，生活，就是怀揣一份好心情，
在简单的日子，也要以微笑的姿态，走好每一段路。”任俊祥说。她
的散文带着泥土的温度，诉说着普通人的尊严与梦想，这看似随意
信手拈来的段落，折射出的却是一幅时代巨变之下的乡村图景。

文化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任俊祥家庭的书香气息，不仅滋养
着自家儿女，更成了十里八村的“文化粮仓”。“书是好东西，要让
大家都尝尝甜头。”任俊祥常说。2004年起，任俊祥在家中办起
了“妇女学校”，免费为大家提供读书场所、阅读书籍，还举办各
类培训等，用知识帮助千余村民打开眼界，让文化的种子在田畴
间生根发芽。

然而，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生活，给每个人都准备了一副沉
甸担子。任俊祥家也少不了逆水行舟。

2015年，丈夫重病，2018年任俊祥自己也历经一场大手术，两
人都不能从事重劳力活儿，这突如其来的磨难也让这个平凡家庭
背上几十万元的债务。但是生活的重担从未压垮这个家庭，“只要
一家人平平安安，比啥都强。虽然欠了账，但是也因此更有了动
力。”这份平和与坚韧，像一粒种子，在岁月里生根发芽，成了他们
对抗风雨的底气。

任俊祥说：“每个人都有一颗知足常乐的心，这是我们家的‘传
家宝’。”任俊祥夫妻相互扶持，儿子儿媳扎根乡村教育，一家人耕
耘着 40亩大田、2个大棚、2亩果园，培育着 200多棵果树。“如今，
债务即将还清，玫瑰花开时，一出家门就能闻到玫瑰的芬芳，日子
虽平实却越过越甜。”任俊祥说。

从苦难中走来，在书香里成长，任俊祥一家的故事，是新时代
乡村家庭的生动写照。她家和大多数家庭一样，没有什么轰轰烈
烈的事迹，但一家人幸福和睦、互敬互爱、积极进取、乐于助人、遵
纪守法，深受邻里乡亲们的一致好评。

2016年，任俊祥家庭荣获鄂尔多斯市“书香家庭”、2020年荣
获自治区“最美家庭标兵户”、2021年荣获全国“最美家庭”、2022
年荣获全国“五好家庭”。

他们的“传家宝”没有金银玉器，却比任何珍宝都珍贵——是
面对生活的乐观坚韧，是对知识的执着追求，更是温暖邻里、反哺
乡土的大爱情怀。

这份家风，如萨拉乌苏河的流水，滋养着一方土地；似春日的
种子，在更多家庭生根发芽，让文明新风在北疆大地生生不息。

任
俊
祥
家
庭

任
俊
祥
家
庭
：：
田
埂
里
长
出
诗
行

田
埂
里
长
出
诗
行

贺改兰家庭贺改兰家庭：：夫妻同心守护生态家园夫妻同心守护生态家园

□闫伟

清晨6点，鄂托克前旗城川镇的天边
刚泛起鱼肚白，莎如拉家的灯已经亮了。
灶台上煮着热腾腾的奶茶，丈夫呼和牧仁
将烤好的奶豆腐切成小块，大女儿舞日丽
格和小女儿塔美儿温柔地帮妈妈整理药
箱，把血压计、听诊器一件件码齐。这是
自治区“最美家庭”莎如拉家庭的寻常一
幕：一家人分工默契，无需多言，却处处透
着温暖与秩序。

药箱里的温情：医者仁心有
“家味”

莎如拉的药箱是嘎查村民最熟悉的
“安心符”。箱子里常年备着风油精、创可
贴，还有她亲手晒制的蒙药药包。“夏天蚊
虫多，给牧区老人送药时带上药包，他们
能少受罪。”说着，她又往箱子里塞了两块
女儿准备好的奶糖，“有些孩子怕打针，哄
一哄就好了。”

这份细腻的关怀源自家庭的熏陶。

莎如拉的太爷爷曾是草原上的“马
背医生”，她读书时，听从了太

爷爷和父母的建议，选择了
读 医 ，在 她 毕 业 回 到 家 乡
后，老人把用了半辈子的
药臼传给了她。“太爷爷
说，药臼捣的是病，暖的
是心。”如今，这只磨得
发亮的药臼摆在客厅最

显眼的位置。孩子们从小就懂它的分
量：舞日丽格给奶奶端药时，总会轻轻
吹凉汤剂；塔美儿摔伤膝盖，自己抹完
药还不忘把药箱擦干净。

餐桌上的“家风课”：小事见
品格

走进莎如拉家，最醒目的不是家具，而
是墙上手写的“家规”：茶碗不留剩、言语不
带刺、遇事不退缩。每周家庭聚餐时，夫妻
俩会结合生活点滴给孩子们“补课”。

“上周大雨冲垮了西面草场上的小土
坝，阿爸带着党员连夜抢修，饭都顾不上
吃。”呼和牧仁夹起一块羊肉放进女儿碗
里，“但当天咱们家剩的半锅炖菜，为啥都
没了呢？”舞日丽格立刻红了脸：“我和妹妹
觉得吃剩菜容易坏肚子，就偷偷倒掉了剩
菜……”“浪费食物就像扔掉了牧民的辛
苦。”莎如拉轻声接话，转身从橱柜端出腌

好的萝卜干，“这些是前村王奶奶教妈妈做
的，明天咱们给独居的巴爷爷送一罐去。”

这样的场景在莎如拉家并不鲜见。
丈夫的旧衬衫改成了孩子的书包衬里；淘
汰的血压仪零件被塔美儿做成科技课模
型；就连药箱里用过的玻璃瓶，洗净后也
会装上沙葱籽送给邻居育苗。嘎查的村
民常说：“他家的‘破烂’都能变宝贝，但帮
扶乡亲时从不抠门。”

星光下的传承：三代人的坚守

每到寒暑假，莎如拉会带孩子住进牧
区卫生室。深夜出诊时，舞日丽格拿着灯
走在前面照路，塔美儿抱着妈妈的药箱小
跑跟随。莎如拉回忆道，很多年以前，有
次救治发烧的小羊倌后，男孩掏出皱巴巴
的五元钱说：“这是我捡瓶子攒的……”莎
如拉没收钱，却收下了更珍贵的东西——
第二天，男孩领着妹妹主动来卫生室打
扫卫生，他说，“您教过我们，帮助别人不
用等长大。”

这种言传身教的力量，在时光里悄然
生根。去年冬天，莎如拉工作时扭伤了
腰，但第二天要给嘎查村民们体检，舞日
丽格说：“妈妈你来指挥我们就行，我们肯
定不会耽误您的正事。”

第二天清晨，零下 20摄氏度的寒冷
天气里，姐妹俩的身影在卫生室门口忙碌
成一道剪影。舞日丽格仔细核对血压计
校准数值，塔美儿帮助把一些常见病的用
药分包成小袋，写上蒙汉双语的服用说
明。“家风就像草原上的芨芨草，看着不起
眼，扎了根就能连成片。”莎如拉用手抚着
药包说道。

国际家庭日前夕，莎如拉全家将一
面褪色的旧党旗仔细叠好。那是呼和牧
仁带领村民脱贫时插在田间地头的“战
旗”，如今成了家里的“传家宝”。“旗子破
了可以补，但初心不能丢。”呼和牧仁和
莎如拉的话，道出了这个家庭最朴素的
信仰。

莎如拉家庭：平凡日子开出幸福花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从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到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再到朱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生动的家训故

事、深刻的家风箴言，蕴含着丰富的人生智慧。

家风之“家”，是家庭之“家”，亦是国家之“家”，优良家风是一个家庭最珍贵的“传家宝”。5月15日“国际家庭日”前夕，本报走进了我市几个

全国“最美家庭”及自治区“最美家庭”中，了解他们的家风故事，探寻这些家庭的“传家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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