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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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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李玉仙讲述了一件让她印象深刻

的小事：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李家附近的

村庄有一名独居老人，不时上门讨要一些

菜叶和白糖，说是拿去做药引子。当时，

家中虽然物资匮乏，但李文才总会尽可能

分一些给他。“从来没听说过这两种东西

能做药引子，咱们一定是被骗了。”次数

一多，李玉仙忍不住向父亲抱怨。“我是

知道的，但他年纪大了，又实在可怜，咱

们何必拆穿他呢？”李文才还特意强调，

今后这种会让别人丢面子的话，一定不能

在当事人面前说。

李文才的老伴代菊英有两个弟弟，早

年父母去世时，她便把弟弟接来抚养，直

到他们长大成人。大弟弟身体不好，弟媳

去世得早，代菊英又把弟弟的三个孩子接

到家里住，供他们上学，给予他们无微不

至的关怀和照顾。对于妻子的决定和做法，

李文才始终全力支持。

随着李家的年轻一辈逐渐长大成人，

他们纷纷用自己的方式感激李文才对家庭

的付出。“外公过去在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所在地参与过农场建设，我要带他再到那

里走一走、看一看。”2013 年，90 岁的李

文才在外孙王雅川的带领下，从长水机场

坐飞机到广州、深圳游玩。“那是我第一

次坐飞机、和谐号动车和地铁，现代科技

如此发达，让我感慨万千。”李文才不禁

回想起当年随部队行军，从广东一步步走

到云南，长途跋涉多么艰辛。如今，坐飞

机两个小时就能抵达。

以身作则传承好家风

虽然今年已是 99 岁高龄，但李文才

耳不聋、眼不花，思维敏捷，时刻关心国

家大事。

“自离休至今，父亲始终保持着每天

读书看报的习惯。”儿子李玉昌介绍说，

每次州干休所党支部组织开展理论学习，

父亲都会按时参加。领取的学习文件和

材 料， 李 文 才 不 仅 要 通 读， 还 要 抄 写，

并与同为共产党员的李玉昌共同研究探

讨。“ 因 为 父 亲 看 得 多、 悟 得 透， 楚 雄

州委老干部局、楚雄州延安精神研究会

等单位经常邀请他撰写理论文章，抒发

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情怀。”李玉昌说，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晚辈们受到

了 良 好 的 教 育 熏 陶， 家 中 先 后 有 6 人 加

入中国共产党，多人获得相关单位“优

秀共产党员”“优秀公务员”“优秀青年

志愿者”等表彰。

在日常生活中，李文才要求家人合理

安排开支，克勤克俭，不乱花一分钱。他

本人也以身作则，对于能够再利用的家具

和物件，都会努力修复，尽量使其继续发

挥作用。但在公益事业方面，李文才却毫

不吝啬。他和家人为贫困地区、抗洪、抗震、

抗疫累计捐款 4.6 万余元，力所能及地帮

助贫困群众，不遗余力地回馈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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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才坚持每天读书看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