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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读传记文学《邓稼先》，看到这样一
个情节，令我感动不已。

不少人问过邓稼先，搞两弹得到多少
奖金，他总是笑而不答。1986年5月，邓稼
先病危，远在美国的挚友杨振宁赶了回来，
到医院看望他，也问到了奖金的事情。邓
稼先伸出两个手指，杨振宁猜说 20 万、2
万、两千，均被否定。邓稼先说，20元。杨
振宁以为他在开玩笑，邓夫人许鹿希补充
说，这是真的，不是开玩笑，原子弹 10 元，
氢弹10元。

10元奖金能干什么？能买几斤苹果、
半袋面粉而已，这个数目也确实不那么“鼓
舞人心”。邓稼先为了新中国的“大炮仗”

（钱三强语），殚精竭虑，鞠躬尽瘁，立下不
世之功，凭他对两弹的巨大贡献，给多少奖
金都不为过。但他是为事业而活的，最关
心的是两弹的成败。在接受两弹任务时，
他曾表示，这个事情能搞成，这辈子就是有
价值的，为此去死也值得。而奖金在他眼
里不过是身外之物。所以，时任国防部长
张爱萍在邓稼先辞世后写下悼词：“君视名
利如粪土，许身国威壮河山，功勋泽人间。”
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也特地撰文悼念
这位相交半个多世纪的挚友：“邓稼先是中
华民族核武器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是
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
奉献精神的儿子。”

两弹元勋里，像邓稼先这样轻名利、重
事业，轻索取、重奉献，轻享受、重创造的科
学家还大有人在。“两弹一星”元勋、中国导
弹之父钱学森，在1994年获得何梁何利基
金奖，奖金 100 万港元；2001 年，他又获得
霍英东科学成就终生奖，奖金也是 100 万
港元。这两笔奖金的支票还没拿到手，钱
老就让秘书代他写委托书，将钱捐给祖国
西部的沙漠治理事业。在把奖金捐出时，
钱学森说：“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无独有偶，“两弹一星”元勋、著名理论
物理学家彭桓武，也将自己的 100 万港元
奖金悉数捐献，用来奖励从事科研事业的
后来者。当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主持人
问他何以如此时，本以为彭桓武会说出一
番既慷慨激昂又动人心弦的表白，没想到
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三个字：没用处。

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一群奉献者的
伟大精神，明白了一个道理：从事任何一项
伟大的事业，都要凭借内心发出的热爱和
无私的奉献精神，而不可能凭借金钱的支
撑和激励。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是
对那些没有信仰只认金钱的凡夫俗子来说
的，而对邓稼先等志存高远、以天下为己
任、不惜一切牺牲为民族铸剑的伟丈夫来
说，事业的成功、国家的强盛、人民的肯定，
才是发给他们的最好奖金。因为他们是大
写的人，是民族的脊梁，是人民的优秀儿子。

平心而论，我们都是现实的人，衣食住
行都要花钱，因而奖金是可喜的，也是重要
的，但世界上还有远比奖金更重要的事情，
以身许国，倾情事业，看淡名利，才是君子
所为。而且，一个人的正常消费量和所需
金钱是很有限的，无非“夜眠八尺，日啖二
升”，再多就是暴殄天物，也会成为累赘。
因而，一个人如果太注重那些身外之物，贪
得无厌，自戴名缰利锁，为物欲所驱使，在

“衣食足”“仓廪实”之后，还要疯狂和不择
手段地追求金钱，不仅是愚蠢和可悲的，而
且也是十分危险的。

古人诗云：“名利最为浮世重，古今能
有几人抛？”正因为少如凤毛麟角，才更显
其难得珍贵，也更令人景仰敬重；两弹元勋
邓稼先、钱学森、
彭 桓 武 ，无 疑 便
是那自古至今的

“几人”之一。

邓稼先的奖金
◎陈鲁民

他普通得像一棵微不足道的小草，却用一
堂堂法制教育课，在鹰城这片热土上，谱写着
一段延续了三十三载的义务普法情。他像一
支蜡烛，更像一束火把，燃烧着自己，发出的每
一分热，亮出的每一分光，都坚毅而执着地照
亮着漫长的普法之路……

他就是被称为“编外老师”的新华区关工
委执行副主任、区人民检察院退休干部周清
选，一位年逾八旬、有着 50多年党龄的老共产
党员，33年来义务讲授法制课 1600余场，听课
人数达50多万人次，他的足迹遍及全市100余
家机关、厂矿、学校，撰写的讲稿达 50多万字。
他融针对性、教育性和趣味性于一体的讲课形
式，引领许多青少年学生走出了法律盲区。

“讲课不仅是乐趣，更是价值的
体现”

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车把上挂只磨损严重
的公文包，这就是周清选义务普法的全部行
头；中等身材，衣着朴素，精神饱满，说话幽默
风趣，快言快语，笑容中透着温和，走起路来风
风火火，这是周清选给笔者留下的第一印象。
2017年深秋时节的一个周日下午，笔者来到位
于新华区家属院 2号楼的周清选家中采访，一
进门就看到他正在查找资料、编写讲稿，准备
下周到新华区一所小学作法制报告。环顾 56
平方米的一室一厅，简朴的居室中书架上全是
各样法律书籍，桌子上分门别类地安放着厚厚
一摞手写的备课资料。

“我看起来不像 80 多岁的人吧，这都是托
义务宣传法律的福啊!”搁下备课的笔，周清选
风趣地拉开了话匣子。他告诉笔者，下周要到
新华区和湛河区的两所学校去上课，近来讲课
任务排得满满当当的。谈话中，当我问起2014
年他喜获河南省“百姓学习之星”的事儿，周清
选憨厚一笑说：“这个荣誉的含金量真是不低，都
是组织上鼓励我哩，实际上我做得还远远不够，
活到老学到老，啥时候我都甘当一名小学生。”

义务普法，源于心中有情。交谈中，周清
选讲述了自己走上义务普法这条路的心路历
程，在这些鲜为人知的故事背后，彰显了一位
老共产党员的崇高使命，一位老检察官的责任
担当。

1982年 2月，周清选从空军驻辽宁某部转
业到新华区人民检察院，负责渎职、侵权案查
办工作。1984年 3月，他在当时的市邮电系统
办案时，看到几名 20岁左右的青年职工，因妨
害邮电通信罪被判了刑。此事对周清选震动
很大，他深感作为一名执法人员，不仅有责任
拿起法律武器同犯罪分子作斗争，更有义务让
广大市民学法、懂法、守法，只有这样，才能从
根本上预防和减少犯罪的发生。于是，周清选
主动请缨，精心备课，当年年底，为市邮电系统
的职工讲了一堂生动的法制课。结果，第二年
全市邮电系统各种违法事件就比上年减少了
许多，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从此，周清选
一发不可收，毅然决然地走上了义务普法之
路，经常有机关、厂矿、学校等单位慕名而来，
请他讲课，渐渐地许多人认识了这位法制课讲
得娓娓动听、妙趣横生的检察官，并亲切地称
他“周老师”。

1998 年退休之前，因工作太忙，周清选只
是把义务讲授法制课作为“第二职业”，利用星
期天、节假日或工作之余，进行普法宣讲，年平
均讲课40场左右。1998年，从工作岗位上退休
后，周清选婉言谢绝了一些单位的聘请，放弃
了在家享受天伦之乐的生活，因为他一门心思
想着自己的“移动法制课堂”，这下终于能够全
身心地投入其中了。风雨无阻外出讲课，没想
到这一干又是二十个年头。周清选说：“讲课
不仅是乐趣，更是价值的体现。”

余晖尽洒普法路，责任涂抹夕阳红。几十
年如一日，周清选用坚守诠释了责任担当、乐
于奉献，用行动诠释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现实样本。

“人家专家学者是著作等身，
我是讲稿等身”

“只要往讲台上一站，看着台下孩子们的
笑脸，我就把自己的年龄忘得一干二净，一连
讲上几个钟头都不嫌累。”周清选告诉笔者。

每一次讲课，周清选总是以极富有艺术性
和感染力的话语来打动听众的心。经过不懈
努力和积极探索，他摸索出一种通俗易懂而又
引人入胜的讲课方法，让听众在轻松愉快中受
到教育。为了让学生对一些常见的法律知识

和一些不良习惯导致的危害有一个准确、清醒
的认识，周清选还以填空、简答、名词解释等形
式向学生提问，使整个报告会气氛热烈，充满
互动。新华区光明路小学校长王凤云说：“周
老师的课有个特点，就是‘三贴近’：贴近学生、
贴近实际、贴近基层，孩子们很乐意听，我们学
校每学期都要请他做报告。”

在周清选的授课对象中，在校大学生和中
小学生占了80％。让青少年健康成长，是全社
会的共同责任，周清选觉得作为一名老党员，
自己更应该尽一分义务，献一分爱心。目前，
周清选被全市20多所中小学聘为法制副校长，
被市内 6所大中专院校聘为校外法制辅导员，
定期为学生辅导法制课。他还订阅了《法制日
报》《检察日报》《平顶山日报》等报纸，根据不
同年龄段学生的心理特点，把搜集的典型案例
和法律知识编成好记易学的打油诗、顺口溜、
法制谜语和小故事，让孩子们在轻松愉快中受
到教育。同时，为了提高讲课质量，周清选花
了大量的时间读书、看报、听广播、查资料、选
案例、搞调查，针对不同对象、不同层次、不同
时间，前前后后写了300余篇、50多万字的系列
讲稿，摞起来有一米多高。

由于不会电脑，周清选的讲稿都是手写
的，每天晚上 11点前他从没睡过，每年仅墨水
就得用五六瓶。周清选曾和别人开玩笑说：

“人家专家学者是著作等身，我是讲稿等身！”

“我是在党旗前举手宣过誓的”

三十多年义务普法的生涯中，无论刮风下
雨，还是酷暑寒冬，一个招呼、一个电话，周清
选便马上出发，路近的骑车，路远的坐公共汽
车。他给自己定下“不要接送、不吃招待饭、不
管人多人少”的

“三不”原则，并
始 终 坚 持 做 到

“有求必应，有请
必到，场场见实
效”。用他的话
说就是，“既然答
应给人家讲课，
就是下黑雪也要
去”。熟悉的人

都说，周清选并没退休，他每天的日程都排得
满满的，即使没有出外讲课，他也会待在家里
读书、看报，整理资料。

周清选坚持义务普法，天天忙得不可开
交，却从来没有收过讲课费。周围很多人不理
解，说他恁大年纪了，放着清福不享，整天风风
火火外出讲课，一分钱没得住不说，还得倒贴
钱搭功夫，图啥哩。对于这些，周清选却是无
怨无悔。他说：“我搞普法，一不要钱，二不吃
别人的饭，目的就是让大家懂法、守法，减少犯
罪。作为一名老党员，我是在党旗前举手宣过
誓的，只要是对社会和人民群众有益的事情，
即使没有一分钱报酬，我都会坚持干下去”。

虽近黄昏，夕阳却灿烂夺目。凭着满腔的
执着和热爱，周清选把自己的晚年全部奉献给
了普法事业。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无论
平凡普通，也无论古稀耄耋，只要心中有情、胸
中有爱，就一定能够发光发热，为他人、为社会
贡献自己的力量。

如今，周清选已年逾八旬，但他仍干劲十
足。每当有人问及周清选还要坚持义务普法
多久时，他总是笑着说：“生命不息，普法不
止。我将一直讲到讲不动为止！”

采访完周清选老人出来，已是华灯初上，
外面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细雨，老人执意要把
我送到路边。临别时和他那双有力的大手握
在一起，我的脑海里突然跳出了杜甫那首脍炙
人口的《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我想，“润物细无
声”或许最能表达周清选33年如一日义务普法
的真实心愿，在这段艰辛漫长的普法之旅中，
老人不图名不图利，坚守一颗执着的心，支撑
他不忘初心一路前行的正是信仰的力量——

“我是在党旗前举手宣过誓的”。

信仰的力量
——记坚持普法三十三年的义务普法员周清选

◎梁永刚

我和发小都是在2000年结的婚，我比他早几天。
一天，他忽然打电话给我，说：“刚才从网上看

到，结婚十七年在婚俗上叫作玫瑰婚，听起来很浪
漫。你是个文人，应该懂得浪漫，今年你们的结婚纪
念日怎么过？”我没有直接回答，反过来问道，你们准
备咋过？

他很认真地对我说，我们准备搞一个稍微隆重
的活动，纪念一下。我说，我们就算了吧，天天写材
料，忙得脚不沾地，哪有工夫去组织这个。

挂断电话，我再也无心做事，也赶忙上网查阅，
了解婚俗方面的知识，心中顿时生出很多的感慨。从
影视作品中，两口子走过银婚和金婚的不易，我们或
多或少有所耳闻。“半世纪牵手，养儿育女柴米油盐，
苦也恩爱乐也恩爱，磕磕绊绊终不悔；五十年同心，
事业家庭酸甜苦辣，哭也甜蜜笑也甜蜜，风风雨雨永
相随。”电视剧《金婚》中这副对联，真真切切道出了
一对夫妻从结婚走到金婚所经历的磨砺和坎坷。

细想我们的十七年，亦是为工作忙忙碌碌，为生
活全力以赴，为父母牵肠挂肚，为子女含辛茹苦，好
像从来没怎么想过我们自己。记得有一年情人节，

上初中的儿子千叮咛万嘱咐，
非让我给他妈妈买个节日礼
物。不懂浪漫的我只得答应，
但买什么礼物让我犯了难。因
为太奢侈不是我们的习惯，胡
乱买一个又显得不严谨。想想
我们一路走来，不求奢华只为
家庭努力付出，生活虽平淡可
我们很知足；又想起曾经吃过
的一种棒棒糖，外苦里甜，这不
正像我们的生活吗？苦尽甘来
才是最美丽的收获。于是我就
买了两支棒棒糖，爱人一支我
一支。后来有感而发，写了一
篇散文《情人节·棒棒糖》。

记得有一次，我忽然接到
岳父的电话。他劈头盖脸就是

一顿训，说你们都已经成家了，不能再让父母为你们
操心了，要好好地过日子，还说了些让我一头雾水的
话。我把这事儿和爱人说了，爱人也蒙了，打回去电
话问发生了什么事儿？原来三岁的儿子无厘头地对
岳父岳母说，我们两口子打架了。问清了原委，我俩
相视一笑，但一下子也明白了一个道理：婚姻看似是
两口子的事儿，其实已经远远不止，上有父母牵挂，
下有儿女惦念，我们的一言一行影响的是几个家庭
的安宁。

我总觉得结婚纪念日过也罢，不过也罢，能够真
心陪伴、永久陪伴，才是最重要的。十七年，十七岁，
如果是一个孩子，如今正是激情四射、朝气蓬勃之时。
而对于我们自身而言，已过不惑之年，也渐趋人生的成
熟阶段。婚姻的旅途上经受着各种各样的诱惑，有七
年之痒的彷徨，有左手摸右手的乏味，有鬼迷心窍的
蛊惑，但也有相濡以沫的关爱、信任和包容。选择何
种方式，不在于外界的浮躁和喧嚣，而在乎两人之间
的默契。一句“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说起来简单，但
只有付出真情与真爱，方能求得圆满。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
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
慢慢聊。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
变老，直到我们老的哪儿也去不了，你还依然把我当
成手心里的宝。”这时，电视里响起这首曾经非常熟
悉、非常喜欢的歌曲。我不由得笑了，好婚姻是需要
认真经营的，或许真的应该好好纪念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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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母亲

◎
高
德
领

今年的母亲节是 5 月 14 日，恰逢一带
一路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几十个国家的
元首、政府首脑和几百个国际政要齐聚雁
栖湖畔，共商开放合作共赢大计。在母亲
节当天感受祖国母亲一天天强大，这让每个
中国人都由衷地振奋，我也由此想到了自己
的母亲。

这一天，我来到母亲墓前，默默地向她老
人家致哀。母亲去世已经三年多了，骨灰一
直在家中供奉，直到今年初才选好墓地把骨
灰安葬，母亲总算入土为安了。

在她老人家离开我们的日子里，我曾多
次在梦中和她相见，每次母亲都会告诉我，她
很好，不要惦记她。三年多时间，一千多个日
日夜夜，我无时无刻不在怀念我敬爱的母
爱。正像法国作家莫泊桑说的那样：“人生最
美的情景出现在我们怀念母亲的时候，因为
每个人都沐浴着母亲给予的爱的阳光。”

从记事起，我每天都能看到母亲忙碌的
身影，她从早到晚不知疲倦地操劳，早上天不

亮就下地干活，回到家还要做饭、洗衣，操持
家务直到很晚。当全家人都已入睡，她还在
灯光下缝补衣服。

在那普遍用不上电扇更不知空调为何物
的年代，每年夏天，母亲总是早早地买回几把
芭蕉扇，供全家人使用。那时农村蚊子特别
多，一到晚上嗡嗡地叫，咬得人难以入睡，这
时母亲就拿起芭蕉扇，先给奶奶扇，奶奶入睡
后，再给我们兄妹扇。当全家人都入睡，母亲
才会放下手中的芭蕉扇去休息，此时已是半
夜时分。母爱尽在无言的细节中。母亲手中
的芭蕉扇不仅扇跑了蚊子，送来了凉风，更如
春雨般温润平静，而这绵绵春雨般的滋润，让
幼小的我刻骨铭记。

我们家兄妹六个，洗衣服是一项繁重的
工作，然而母亲从不让我们穿脏衣服，再苦再
累也要把我们的衣服改得合身、洗得干净，即
便是补补丁也要补得整整齐齐。夏天好办，
可一到冬天，母亲那双辛苦的手就经常裂着
口子。晚上洗完衣服，母亲都要烧上一盆热

水，把手放进去泡了又泡，然后把楝树籽捣碎
涂在手上，以治疗冻裂的双手。

那时候生活困难，母亲经常去捡菜叶、拾
麦子、挖红薯，以保障全家最基本的生活，尽
量不让我们挨饿。记得1961年的夏天，母亲
带我到几十里地外去拾麦，住在一位远房亲
戚家。白天我们到地里拾麦穗，晚上回来又
捶又搓地进行脱粒装袋，几天下来居然装了
满满一袋麦粒，足足有五六十斤重。

我和母亲轮流背着麦子回家，到家后母
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拾来的麦子磨成面，
然后做了一碗面疙瘩端到奶奶床前。母亲善
良、包容，与邻里和睦相处，从没有与任何人
发生过口角。尽管自己家里日子也不宽裕，
但不管谁家遇到困难，她总是毫不犹豫地伸
出援助之手。

有人说：推动世界的手是摇着摇篮的手，
一个家庭哪怕家徒四壁，只要有一个正直勤
劳、善良乐观的母亲，这样的家庭就是心灵成
长的圣殿和源泉。母亲对孩子的影响，是一

股永不间断的力量，会持续于孩子的一生。
对此我感同身受。每当我在工作中或是生活
上遇到困难，我都会想到母亲，仿佛她老人家
在注视着我，用她那充满慈爱的目光鼓励我
从容面对。

母亲是首诗，写满了善良、勤劳和牵挂。
记得我上高中时，外出串联两个月未归，当时
因通信不畅，很少给家里联系。当有一天我
突然回到家中站在母亲面前时，她大喜过望，
深情地说：俺孩儿回来了，今天晚上我能睡着
觉了！儿行千里母担忧，原来我在外的这些
日子，母亲常常是彻夜不眠，我真后悔没能早
日给她报个平安。

英国诗人乔治·赫伯特说过：一个好母
亲，抵得上一百个教师。父母就是我的启蒙
老师，他们虽然从没有给我讲过大道理，但在
潜移默化中教会了我如何做人，而且是做一
个好人。因为只有好人才有可能做一个好
官，虽然很多好人不一定有机遇做官，但要做
一个好官必须首先做一个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