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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下旬的一天，我收到
《胶东文学》原主编、国家一级作家
卢万成先生发来的微信：“今年，是
我们高中毕业班毕业50周年，为了
向这次聚会献上一个礼物，我想撰
写一篇班主任孙梅芳老师的文章。
请帮忙提供一些有关她的材料。”

卢万成先生是大手笔，我很乐
得效力，没几天便把孙梅芳的一些
情况成文后给了他。他回复说：“看
得出你为你亲家母提供材料真是不
遗余力，像你们这样融洽的亲家关
系，真是难得。你也为你亲家母写
篇文章吧！”

7月18日，卢万成撰写的文章
《桃李园中雨纷飞》在《烟台晚报》发
表。他把孙梅芳老师小学任教的故
事写得生动有趣，那么我就写写自
己眼里的孙梅芳吧。

一

孙梅芳的微信名是“梅花”，用
了她名字中的一个“梅”字，再加一
个“花”字。这是她赐给自己的，更
像是她一生的写照。每每看到这个
名字，我就不由得想起词作家阎肃
先生1964年写下的那首脍炙人口
的《红梅赞》，“红岩上红梅开，千里
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
丹心向阳开，昂首怒放花万朵，香飘
云天外。”唱着这首歌，写着孙梅芳
的故事，我似乎闻到了梅花那种淡
淡优雅、回味悠长的芳香。

孙梅芳出生在一个大家庭里，
其父孙显华，是烟台拔丝制钉业的

创始人，在烟台企业发展史上，称得
上是一位叱咤风云、值得浓墨重彩
的人物。2021年11月14日，《烟台
晚报》“烟台街”版刊登了哈本厚先
生撰写的《记烟台拔丝制钉业创始
人孙显华》一文，再现了以孙显华为
代表的一代人为民族制钉业崛起而
艰苦奋斗的故事。孙显华与妻子赵
秀兰育有4男6女，1945年11月，
排行老三的一个女婴出生了，夫妻
俩为她取名孙梅芳，也就是我的亲
家母孙梅芳老师。

孙梅芳从小天姿聪慧，受家庭
的熏陶，自幼知书达理，谈吐温文
尔雅。家境不错的孙梅芳顺利地
念完了小学、初中和高中课程，于
1964年7月高中毕业。当年8月，
她响应组织召唤，加入了人民教师
队伍，从小学老师干起，先后在解
放路小学、南上坊小学、平安巷小
学担任老师或班主任。无论在哪
所学校，她都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
子一样精心呵护，把三尺讲台当成
培育桃李的一方沃土。正像卢万
成写的那样——“孙梅芳老师平素
不苟言笑，声音顿挫，循循善诱，她
在教学中从来都是一丝不苟，张弛
有度，缓急从容。大凡执掌教鞭
者，有的人用嘴讲课，有的人用脑
教书，而孙梅芳老师则是用心授
业。”就这样，孙梅芳在小学老师的
岗位上辛勤耕耘了7年多。

1971年3月，孙梅芳被组织调
入烟台一中任教，开启了她的中学
教育生涯。随着外语被教育部列入
中学课程，烟台一中外语老师显得
异常匮乏，组织上又安排孙梅芳去
烟台师专和烟台教育学院进修英
语。这对她挑战不小，但生性要强
的她没有退却半步，硬是凭着一种
超常的毅力和耐力，顺利拿到了英
语任教资格。

二

一个人做了好事，大都愿意让
大家都知道，难得的是不让大家知
道、不求任何回报，孙梅芳就是这样
的人。40多年来，她献身教育，究
竟获得了多少荣誉，就连我这个亲
家都是一头雾水。她像蜡烛一样，
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不事张扬，甘当
一辈子无名英雄。

烟台街好多人都认识、了解孙
梅芳，都知道她是教师，对她教师之
外的头衔却大都不知。1998年，孙
梅芳被推选为民盟烟台市委会副主
委，后来又被推选为烟台市人大常
委会委员。按惯例，这是个正县级
干部担任的职务，孙梅芳却没有把
职务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只是感觉
担子重了，责任大了，要为百姓办的
事多了。尽管她这两个社会职务都
是兼职，可很多人都说：“孙梅芳的
兼职比我们这些专职的做得都好，
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是啊，自打孙梅芳担任这两个
社会职务后，她经常到群众中间，了
解社情民意，顺应百姓呼声，帮助市
民解决了一个又一个急难愁盼问
题。2002年，孙梅芳了解到烟台一
中、烟台教育学院周边有好大一片
居民区，一直没安上暖气，冬天挨
冻，居民反应强烈，她心急如焚。在
一次会议的间隙，她找到分管城建
的副市长当场进行了反映，呼吁尽

快解决这一问题。最终，这个片区
的供暖难题当年得到解决。2005
年，进德小区有上千户居民因未达
到入住率70%的供暖标准，只能靠
煤炉取暖、液化气做饭，液化气罐从
几十层高楼扛上扛下，百姓叫苦不
迭。为了帮助居民尽快解决这个问
题，孙梅芳楼上楼下了解情况，多方
协调，很快草拟了一份关于解决进
德小区居民供暖和通煤气的工作建
议书，建议采取“住户拿一点、政府
出一点、有关部门凑一点”的解决方
案，并迅速交到市人大常委会，随即
被转到了建设主管部门。当年12
月15日，进德小区的千户居民就迎
来了暖气进家、煤气入户。

三

在学校，孙梅芳是一位令人称
道的好老师；在市民盟、市人大，她
是一位人见人爱的公仆；在家里，她
又是一位孝顺的好媳妇、贤惠的好
妻子，更是四十多口人大家庭的台
柱子。

在这个大家庭里，孙梅芳社会
职务最高，人脉最广，但她洁身自
好、严于律己，从不为自己和家人谋
取半点私利。她的一个女儿、一个
儿子都是自己找的工作，在私企上
班，收入不高。知情人都说：“孙梅
芳家人可没沾上她一丁点光！”

在孙梅芳的大家庭里，老人离
世后兄弟姐妹仍然像石榴籽儿一
样，紧紧地抱在一起，团结得像一
个人一样。这得益于孙梅芳的一
个提议，就是每年兄弟姐妹都要开
几次家庭例会，大家有啥说啥，畅
所欲言，一家有事，大家帮忙。这
样的家风，在孙梅芳这个大家庭里
已延续了多年。孙梅芳在家里收
入最高，兄弟姐妹谁家有事，她都
慷慨解囊，全力帮助，帮助每个家
庭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她的
婆婆活到102岁，之所以高寿，作
为媳妇的孙梅芳功不可没。她待
婆婆就像对待亲妈一样，夏天热
了，她为婆婆擦洗身体；婆婆病了，
她为婆婆喂水喂饭、倒屎倒尿；冬
天来了，她为婆婆买了新的棉被，
穿上保暖衣裳，不让婆婆受一点委
屈。婆婆在世时经常说：“孙梅芳
不是我的亲女儿，但比我亲女儿还
亲！”她的老伴给孩子买饭时不慎
摔了一跤，折了四根肋骨，不宜做
手术，只能靠静养自愈，孙梅芳和
大女儿承担起全部家务，烧水做
饭，一日三餐，细心呵护。老伴逢
人就说：“我娶了孙梅芳这么个好
媳妇，是我的福分！”

在生活方面，孙梅芳继承父母
勤俭持家的家风，无论是生活困苦
的年代，还是经济富足的今天，她都
不梳妆打扮，更不涂脂抹粉，一件衣
服一穿就是许多年。她总是在家中
招待客人，即使是亲家来了，也在家
中接待。她说服老伴：“我们能做饭
就安排在家里，不仅不浪费，还有家
的味道！”

作为亲家，我与孙梅芳相处了
十几年，感情深厚。作为《中国黄金
报》的记者，我曾写过多位人民教
师，写过许多英雄模范，但像孙梅芳
这样的老师，我却见之甚少，更觉难
能可贵。有幸与孙梅芳结为亲家，
这是我的骄傲和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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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努力为莱州打造市北的后花
园！”听着眼前这汉子掷地有声的话语，
我的心为之一震，对这位意气风发的年
轻人，多了一份深深的敬意。

他叫徐军，中等偏上的个子，炯炯有
神的眼睛，是这处叫爱琴海玫瑰园的主
人。认识徐军，是一个偶然的机会。那
天清晨，雨淅淅沥沥地下着，我随莱州市
作协的采风队参加活动。“你们是作协的
同志吗？快快到屋里坐吧！”看到我们的
车停靠在路边，他热情地招呼。

“快尝尝吧，我们自产的玫瑰花茶，
可以缓和情绪、消除疲劳，还有美容减肥
的作用……”他忙不迭地给我们倒茶。
那茶，琥珀一般明澈晶莹，有一股淡淡的
幽香，还有丝丝缕缕的甜，喝下去五脏六
腑都说不出的熨帖。

雨渐渐停了下来，他招呼我们到玫
瑰园走一走。嗬！好大的一片啊，目之
所及都被满眼的绿、满眼的红、满眼的白
包围着。雨水冲刷过的世界清新逼人，
空气中混合着泥土的气息。周围的花花
草草上滚动着晶莹的水珠，在阳光的照
耀下，像一颗颗耀眼的钻石。

“我的玫瑰品种不同于别人的，叫中
天玫瑰，三季都可以开花，而且是药食同
源的，直接就可以吃。”说着，他揪起几朵
玫瑰花瓣嚼起来。我也试着吃起来，
咦？居然是甜丝丝的，香喷喷的。

“我本来是做订单式苗木培育的，玫
瑰苗长大后直接就可以发给客户，不愁
销路。但玫瑰是好东西：可以入食，做成
玫瑰酱、玫瑰花饼，也可以包饺子，油炸
玫瑰花；可以入药，理气活血、疏肝解郁；
也可以制成玫瑰原液、纯露、精油等美容
护肤用品……”徐军边走边跟我们聊着，
说起玫瑰，他仿佛有说不完的话。

“这几年，随着玫瑰园的规模越来越
大，我就自个琢磨，这满园的玫瑰花浪费
了，怪让人心疼的。我就寻思拓宽经营
路子，尝试着做做采摘、加工、观赏的模
式。”徐军说，“这里可以建一个人工湖，
这些小屋可以采用徽派建筑风格，改造
成特色民宿，这里可以打造成人们休闲
娱乐的场所……我们搞丛林苗木的目
标，就是想为莱州市民打造一个市北的
后花园。我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
所以我想带领大伙一起干，一起勤劳致
富！”他的眼里闪着光，脸上洋溢着幸福，
恍如农民看着丰收的庄稼。我被他折服
了，一个整天与泥巴打交道的“泥腿子”，
一个靠手艺营生的老百姓，竟然有这样
一种情怀。

驱车走在回家的路上，车厢里散发
出阵阵淡淡的玫瑰花香，脑海中满是绚
烂绽放的玫瑰花，耳畔响起“打造莱州市
北后花园”的豪言，我的眼前突然幻化出
一只只勤劳的蜜蜂，正忙忙碌碌地采蜜、
酿蜜。

小人物也有大情怀！徐军，还有许
许多多像徐军一样的普普通通的劳动
者，他们不正像蜜蜂一样，用自己辛勤的
劳动酿造出生活的蜜，创造着和创造了
美好的生活。

小人物，大情怀
于鸿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