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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女儿写书：
十多万字，记录女儿成长

秦建新给女儿写的书名
为《向着太阳微笑》，全书有5
卷，分别是“坠入人间的天使”

“幼儿园，让我欢喜让我忧”
“上学记”“吾家有女初长成”
“精彩的高中三年”。全书十
几万字，记录了女儿曾秦子祺
从出生到上幼儿园、小学、初
中、高中及考上大学的经历，
其中有曾秦子祺成长过程中
的点滴变化，也有秦建新的育
儿心得等。

“当时并没有多想，就是
初为人母，想把自己对女儿点
点滴滴的爱记录下来。”秦建
新说，她平时有记日记的习
惯，婚后第三年女儿出生，她
把万千宠爱都给了女儿，日记
的焦点自然而然成了女儿。

她没有刻意去每天记录，
而是发现女儿成长过程中有
了变化才记录：女儿说谎了，
女儿成绩不如意了，女儿生病
了；看到不错的学习方法、文
章，写下来，推荐给女儿……
一点一滴，一笔一笔，不知不
觉，18年过去了，在女儿18岁
生日那天，她把日记编辑成
书，作为“成人礼”送给了女
儿。

曾秦子祺今年 27 岁，目
前在上海一家知名企业工
作。她告诉记者，18岁时，刚
考上大学的她读了母亲为她
写的书，特别感动，认为这是
母亲送给她的最珍贵的财富。

“人的一辈子真正能陪伴
孩子的只有十几年。”秦建新
说，闲暇时翻翻看看写给女儿
的书，当年的点点滴滴依然历
历在目，感觉依旧很幸福。

与女儿为友：
“家事”纸条，传递爱与幸福

在陪伴女儿成长的过程

中，秦建新还喜欢利用“家事”
纸条与女儿沟通交流，及时帮
她解决成长中的“小疙瘩、小
烦恼”。在秦建新看来，家长
与孩子交往时需要民主，不能
以“家长”的身份去压孩子，要
学会尊重、相信孩子，尽量学
着做孩子的“好哥们”“闺蜜”，
这样孩子才能敞开心扉，愿意
和你交流。

女儿上小学时，学校距离
家仅隔了一条马路。女儿性
格活泼外向，有一段时间放学
后总喜欢待在学校里玩，直到
同学们都走了才回家。她给
女儿留纸条：“妈妈对你这件
事不太高兴，但是你要是坚持
的话，你给我列个计划，合理
安排好玩和学习的时间。”女
儿也给她回纸条：“妈妈，你放
心，我很喜欢做这件事，我保
证学习成绩不会下降……”

上高中后，女儿有段时间
学习遇到瓶颈，心情低落，她
在纸条中写道：“成绩起起落
落很正常，你不可能永远一百
分，在我看来，七八十分和一
百分没有区别，你开心了、没
有压力了，学习效率自然就高
了……”

对于“家事”纸条，秦建新
有自己的看法：“孩子大了，有
想法了，有时候话赶话说出来
的话语气和态度不对，容易发
生冲突，用小纸条的方式沟通
会好很多。”

子祺表示，感谢妈妈一直
以来都是她“最亲的好闺蜜、
好姐妹”，感谢妈妈尊重自己
的想法，感谢妈妈认真倾听自
己的想法。

“陪着子祺成长，看着她
一天天的成长变化，真的是一
件很美好的事情。”秦建新告
诉记者，女儿上大学参加工作
后，虽然和女儿的距离远了，
见面的机会少了，但是她们的
沟通交流没有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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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困难让孩子们上学

当天一大早，岳书真就让
孙女去买了李宏照爱吃的热
豆腐。堂屋放着一台崭新的
电视，她高兴地说：“家里原来
的电视是我过 66岁生日时 5
个孩子送我的生日礼物，前不
久坏了，刚上班的大孙子李洛
宁知道后，五一又给我买了一
台。”

坐在干净整洁的院子里，
回想起以前，岳书真感慨万
千。1980年刚分家时，她和丈
夫背着债，带着5个儿女住进
了两间草房。岳书真小学没
毕业，字识得不多，但一直认
为学习很重要，无论再苦再
难，她都坚持让孩子们上学。

“以前家里条件差，我这
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继
续上学，所以再难也要让孩子
们去读书，也算弥补了我的遗
憾。”岳书真说，那时最怕过星
期天，5个孩子眼巴巴地望着
她要生活费，她只能到处去借
钱。丈夫虽然是村医，但是来
看病抓药的人大都赊账，不仅
不赚钱，有时还倒贴钱。

曾经有一次，女儿李啸英
说她不想上学了，岳书真问
她：“不上学你想干啥？你会
干啥？你能干啥？”第二天，女
儿老老实实地背着书包上学
去了，再也没有提过不上学的
事儿。后来，李啸英不仅上了
重点大学，还读了研究生，现
在是律师。

“其实孩子们上学也不容
易，家里有 8亩（1 亩≈ 666.67
平方米）地，他们一放学就来
帮我干活。像我们家老大，有
一年下大雨，他从武功高中回
来，滚河的水特别大，两岸都
平了，他为了省1元的坐船钱，
愣是游了回来，现在想想心里
还后怕。女儿上初中时，有次
放学赶上下雨，她舍不得弄湿
鞋子，就脱了鞋往家跑，脚都

被石头割破了。”岳书真说着
流出了眼泪，5个孩子都懂事，
自己也要努力为他们做好后
勤保障。

“母亲是我们一生的教科书”

李宏照上班好几年了，知
道家里欠钱，但不知道具体欠
多少，每次问母亲，她都说：

“就剩两三万了，恁别管。”后
来，还是从父亲嘴里得知，为
了他们兄妹5人上学，家里还
欠着十几万的贷款。

“除了养育我们 5 个，父
母对于大家庭也付出了很
多。”李啸英说，他们尽心尽力
赡养老人，而且大爷爷偏瘫，
二爷爷尿毒症，姥爷患病，都
是父亲负责治疗，母亲每天端
吃端喝，精心照料。

李宏照表示，母亲一直
都在默默地付出，她的勇敢
正直、勤劳善良、乐观豁达，
是他们这辈子学到的最宝贵
的财富。穷养、富养，都不如
母亲的品德和教养，母亲是
他们一生的教科书。他现在
是平顶山市二高的副校长，
经常到全国各地做家庭教育
讲座，接待家庭咨询，2023
年，李宏照家庭获得了“河南
省最美家庭”称号。无论走
到哪里，无论取得什么样的
成绩，他从未忘记母亲的教
导“尽力做好自己的事情，真
诚地去帮助别人”。

吃着母亲刚刚调好、散发
着热气的热豆腐，李宏照说：

“母亲曾说过，出去吃饭要点
豆腐，因为在外面吃饭的人都
不是一般人，在行业里都是一
把好手，都有你值得学习的地
方，点豆腐就意味着有人会给
你‘点化’。”

“我不盼望他们能有多大
的名望、当多大的官、挣多少
钱，只要他们走正路，守规矩，
平平安安、踏踏实实地做好自
己就行了。”岳书真说。

两
硕
一
博
，儿
女
是
她
最
大
的
骄
傲

岳书真收到儿子李宏照送的花

快乐母女俩快乐母女俩

□本报记者 燕亚男 文/图

“妈，提前祝您母亲节快乐！”
5月8日，舞钢市武功乡同官李村，78岁的岳书真正在家里

忙碌，看到大儿子李宏照趁着休息时间订了鲜花和蛋糕提前回
来给她庆祝母亲节，她的脸上乐开了花。

提及岳书真的家庭，十里八村的乡邻们无不羡慕，兄妹五人
在父母的悉心培养下成就了“五子登科，两硕一博”的佳话，岳书
真也获得“最美老家妈妈”“十佳母亲”等称号。

□本报记者 李霞 文/图

“妈妈，我出差估计回不去了，
你和爸别忘了后天去科技园参加
活动！”

“好的，一定去，谢谢你宝贝！”5月9日上午，看到女儿
发来的信息，秦建新开心地给女儿回复。

秦建新今年55岁，家住湛河区姚孟街道姚电社区，她
是一位特别有耐心和爱心的妈妈。多年来，她像朋友一
样，利用“家事”纸条陪伴女儿成长，在女儿18岁时还专门
为她写下一本书作为“成人礼”，这本书她精心准备了 18
年，从女儿呱呱落地开始写起，记录了女儿上幼儿园、小
学、中学、考上大学的点点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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