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林伊凡
凡心低首拜白洁，厚德远怀

留清香。
2020年是先父诞辰百年。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14年之久了，
每当想起，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
便浮现在女儿面前，谆谆教导回
响在耳边，泪水不禁涌满眼
眶……

追忆先父，千言万语凝聚笔
端，将女儿深深的怀念感恩之情
诉于本文，以纪念父亲的百年
诞辰。

一

父亲林白洁，出生于1920年
11月9日，病逝于2006年11月27
日。他原名林治德，治是他在家
族中的辈分分。

父亲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
命，1983年离休。

父亲籍贯山东文登，但他曾
告诉我们，按爷爷的说法，我们的
祖籍应是福建莆田。只因祖辈家
境贫寒，方举家迁来山东，并在胶
东定居。

父亲兄妹三人，他排行老大。
听父亲说，爷爷是私塾先生，除了
认真教育本村孩子，对他们兄妹
三人也很严格，三人小时候《三字
经》不离口，还要背诗吟词。父亲
十几岁的时候，为帮爷爷奶奶养
家糊口外出打工，虽然年纪轻轻
吃了不少苦，却也养成了吃苦耐
劳和坚韧不拔的性格。

多年之后，在共产党人的影
响下，他知道了只有革命才能使
全天下的劳苦大众获得解放和幸
福，故毅然挣脱了枷锁，走上了革
命的道路。

父亲参加革命之初，就把自
己的名字改为现在的林白洁，寓
示着他下定决心，一生一世都要
清清白白做人。

二

父亲参加革命工作起始于北
海银行。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北
海银行承担着“战时金融”的重
任，除了要完成平时的工作任务，
还为前线提供必需的金融物资保
障。虽然是在根据地，但也要配
备枪支弹药，随时随地都需要防
备敌人的捣乱和袭击。父亲头上
一直有战争年代负伤留下的疤
痕，但当年的一些经历，他极少
开口。

那时的环境非常恶劣，但是，
父亲从来没有叫过苦和累，工作
十分出色，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父亲冲破封建思想禁锢，摆
脱旧时家庭包办的婚姻，与母亲
相识相爱在战争年代。母亲解放
战争时期参加革命，也在北海银
行工作。有一次母亲在转移时不
幸摔下大桥，昏迷七天七夜后才
苏醒，却落下终生的残疾。虽如
此，但她从未放弃革命的初心，始
终以坚强的毅力为党工作。父亲

不尽的思念
——— 献给父亲百年诞辰

和母亲冒着生命危险，奉献于党
的事业，赤胆忠心，无私无畏，真
是可歌可泣！

解放后，父亲和母亲自北海
银行转至中国人民银行，自战时
金融转变为地方金融，自威海、青
岛辗转潍坊、济南至淄博，经受了
很多艰苦和挫折。这些城市，都
留下了父母亲献身革命奋发工作
的足迹和身影。父亲自参加革命
到新中国成立，先后在北海银行
威海分行、胶东分行、青岛分行分
别任记账账员、会计主管和科员。
1950年至1957年，他曾在中国人
民银行潍坊中心支行任总会计和
会计科长，在济南银行学校担任
教员，在中国人民银行淄博支行
任商业信贷科科长等职务。其其
间，父亲凭借着自己聪慧过人的
天赋和刻苦努力，专业技能超群，
本职工作样样出色。由于时代的
限制，那时财务工作的计算工具
就是算盘。要做好会计工作，必
须要熟练掌握珠算技能。听妈妈
说，银行系统为了不断提高职员
的业务能力，经常组织业务技能
比赛。那段时间，爸爸与另一名
叔叔在每次的竞赛活动中，成绩
总难分伯仲。往往是第一次比赛
叔叔夺冠，第二次比赛爸爸拔得
头筹。

俗话说“滴水穿石”，父亲优
秀成绩的取得亦非一日之功，都
是他日久天长兢兢业业刻苦历练
的结果，都是他不断学习奋斗拼
搏进取所得。这里面包含着父亲
辛勤劳动的汗水和夜以继日的
心血。

有道是：人有多敬业，其工作
就能多专业！正是如此，父亲的
工作才能够出彩，其领导的科室
工作多年以来也才能零失误。父
亲以及同事们都是建立和建设新
中国的普通人，身上却凝聚着推
进社会发展的力量。

当年，在父亲离休之后，我与
姐姐有幸亲眼目睹了父亲双手左
右开弓的超强珠算技能，甚至于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多么灵
活的双手啊，拨动自如，游刃有
余，加减乘除的计算结果，分分钟
就在算盘上打出来，而且准确无
误。我们相信这功夫应该不减当
年，而那时，敬爱的父亲已是六十
多岁的花甲老人了。这么出众的
爸爸，是女儿的骄傲和自豪啊！

爸爸经常对我们说，无论干
什么工作，都要具备过硬的本领，
干一行就必须爱一行、专一行。
爸爸做到了，他的言传身教，给儿
女们做出了最好的表率和榜样！
我们兄弟姐妹四人长大后，都在

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传承着父亲的
优良品质，都成了各自工作领域
的支柱、骨干甚或领导。

因为工作的需要与业务能力
的优秀，上世纪五十年代父亲曾
被调往济南银行学校担任会计教
员。那段时间，他工作很累，白天
给学员上课，晚上还得通宵宵达旦
备课和编写教材教案，力图将自
己工作上的实践经验与理论归纳
传授给每位学员。他的授课下了
不少功夫，写下教案和笔记若干。
为了提高授课水平，他还专门学
习《教育学》和《心理学》，并且学
习运用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
斯基的教育思想，来指导自己的
教学工作。

当我开始从事教育工作时，
父亲曾把他当年学习过的苏霍姆
林斯基的教育专著找出来给我学
习。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教育界
曾号召教师读《苏霍姆林斯基给
教师的一百条建议》，学习他的教
育思想。从那时起，我读懂了父
亲当年对做教师工作的女儿的殷
切期望。一个好的教师，必须是
一个懂得学生和严格自律的人。

俗话说得得好：人有多自律，就
有多优秀。父亲事事处处严格要
求自己，不仅自己工作优秀，还带
出了不少优秀学员，这是他的使
命，更是他的责任与担当。多年
以来，很多学员都在不同的工作
岗位上承担起重任。记得有一
年，一位省行的领导，也是他的学
生来看望和感谢他。父亲在高兴
之余却并不自矜，反而一再肯定
都是学生们自己努力进步的结
果，同时又不断要求他们要戒骄
戒躁、严以自律和不断进取，决不
能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多年来，父亲养成了学习、工
作时做笔记的好习惯。除了在济
南银行学校做教师时的许多备课
教案，父亲还有学习笔记无数。
那是他多年的工作经验和心血积
累，更是给儿女们留下的一笔无
比丰厚的精神财富。感谢父亲，
您是儿女们人生路上最好的朋友
和导师。您是女儿的父亲，更是
女儿永远的恩师！

三

由于工作的需要，父亲自
1957年下半年离开金融战线，调
往淄博市服务局任秘书科长，后
又从事商业工作。他先后担任淄
博市商业局秘书科科长、企业科
科长、纺织品经理部经理、财贸办
公室商业科科长。在他担任淄博
市服务局秘书科科长期间，曾承

担时任淄博市副市长袁鸿涛的秘
书工作。

父亲是老高中文化程度，文
采优秀才华出众，无论担任哪一
个单位的领导，发言稿、文章从不
需要他人代写，称得上淄博市商
业系统首屈一指的文胆和秀才。
父亲于1958年在位于北京的中央
商业干校学习进修，并以优异的
成绩结业。自1962年起，先后担
任淄博市纺织品轻化公司经理、
市外贸公司经理书记及淄博百货
站党总支书记。在他数十年的工
作生涯中，无论是在基层还是担
任领导，都是坚守初心、勤恳奉
献、任劳任怨，力争向党和人民交
出最优异的答卷。

担任单位领导的那些年，他
以身作则、带头实干、争先创优，
各项指标都在本行业或本系统领
先。他很注重先进职工的培养教
育和树立典型（从父亲当年留存
的照片可见一斑），注意发挥榜样
的力量和作用，不断激发同志们
学习、劳动的热情与干劲，大大调
动了广大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大
家比学赶帮，单位的工作红红火
火，给国家和社会作出了应有的
贡献，带来了优良效益。

父亲身为领导，工作和生活
上处处以身作则。他不仅以博大
的家国情怀忠心耿耿为党工作，
而且还一心一意为职工群众着
想，将单位像自己的家一样来维
护和管理，将职工像自己的亲人
一样来关心和爱护，从不以权谋
私。工作日，父亲会经常下到单
位的仓库、车间与职工一起干活
劳动。父亲还经常利用休息时间
整理单位院子的卫生，甚至节假
日我们都会透过父亲办公室的窗
户看到他工作的身影（父亲工作
单位与职工家属院在一个大院）。

在分配住房问题上，作为经
历过战火考验的老战士和正县级
实职单位的一把手，父亲总是放
弃本应享有的优先选择房子的权
利，都是把最好的住房让给下级
和职工们。尤其当年住平房的时
候，都是把最偏最边上的位置留
给自己。在弟弟长大后面临分配
工作的时候，妈妈曾希望父亲给
弟弟安排个比较理想的工作。但
是，父亲宁肯被家人误解，也绝不
动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进行利益交
换，而是在知青上山下乡动员单
位职工家属的工作中，带头给弟
弟报了名。因公外出学习或开
会，父亲从来都是尽量少用或不
用公车。他平时出门骑自行车，
碰上下雨下雪天就乘公共汽车，
攒下了许多车票却不去报销。父

亲说，自己多负担一点，就能给单
位和国家节约点开支。对此，他
从没有感到掉份，更没有怨言，他
以点点滴滴的付出，彰显出一个
共产党员的大公无私和赤胆忠
心。万分感谢父亲，使我从小便
受到父亲的影响，并使我时时刻
刻以父亲为榜样，开启我的人生
之旅。

四

在我们小时候，父母就有意
识地引导我们参与到家庭劳动中
来，譬如养鸡、捕捉蚊蝇、编织毛
衣、纳鞋底、挖野菜等，培养我们
的劳动观念、习惯和动手能力，培
养我们珍惜劳动成果和敬畏生命
的良好品质，从而为我们良好的
思想和作风的养成奠定了基础。

父亲十分注重学习，其在单
位的工作作风也带到了家里。每
周一次的家庭会，妈妈都要做会
议记录，其内容除了读报学习，还
有总结和表扬。肯定我们在学习
上的进步和在劳动中的表现，指
出我们需要改正的缺点和提出希
望。父亲有时也做自我批评，还
让我们对他提出批评。因此那些
年，我们就有了经常性地增加课
外读物的机会。有的书就是我们
在家庭会议中提出要求，父亲母
亲给落实的结果。

也许从那时起，我们就开始
养成了读课外书的习惯。初识
《天文气象》，探寻《十万个为什
么》，认识《小朋友》，各种书本报
刊读物都陪伴了我们多年。《中国
少年报》是因班主任老师的建议
订阅的，我们从中学到了许许多
多课本上没有的知识。“知心姐
姐”不仅是全国儿童少年的贴心
人，几乎成了我们的家人。

如今，我们生活在幸福的家
庭中，继承着父母的优秀思想和
品质，传承着父母遗留给我们的
良好传统和家风，大家小家人人
作风正派、好学上进、廉洁奉公、
团结互助。每当聚到一起，都是
欢歌笑语其乐融融。我们的健康
成长离不开父母的精心哺育，我
们的每一点进步离不开父母的谆
谆教诲，使我们无论在工作学习
还是生活中，不惧任何艰难困苦，
不俱任何诋毁诽谤，因为始终坚
如磐石的信念和意志是父母给
的，自少年时代或童年时期就已
深铸心底！

敬爱的父亲，您所给予儿女
和晚辈的，永远都是取之不尽，用
之不竭的阳光和雨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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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生前用过的算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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