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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城本溪，有这样一个大家庭，老家长于
成章几十年前将“公而忘私，甘于奉献”定为
家规。长子于恩惠严格恪守，更将其定为后世

子孙必须遵守的家训，要求每个小家庭必须上墙入心。
外孙孙晋秉承这一家训，从一名普通民警成长为全国公
安系统二级英模、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第四代后人
孙奕冰耳濡目染大家庭的荣光，今年高考报名时毅然选
择警校，立志做一名“公而忘私，甘于奉献”的人民警察。

7 月 20 日，高考录取结果
公布，本溪考生孙奕冰如愿被
警校录取，父亲孙晋得到消息
后，电话告诉奕冰母亲胡永莉
晚上一起去大舅家。相濡以沫
20年，胡永莉最懂丈夫的心，自
打嫁入孙家以来，每当大家族
中哪个孩子到了人生的关键节
点，“去大舅家”便成了这个小
家庭的惯例。

晚上下班后，孙晋接上妻子
儿子，赶往位于平山区的一处老
旧楼房。孙晋的表哥于利忠早
早守候在3楼的缓步台处迎接，

“孙晋，快进屋，你爸妈早都赶过
来了。”50 平方米的房间里，正
中的床铺上端坐着大家族中最
年长的老人、孙晋 90 岁高龄的
大舅妈高雅铭，孙晋的父母、表
哥、表嫂、表姐、表姐夫等十几口
人按辈分和长幼次序各自坐
好。今天是孙奕冰金榜题名的
吉日，大家庭借此张罗一次家庭
聚会。不过，与一般的家庭聚会
不同的是，这个大家庭的聚会不
是举杯庆贺，而是按家族传下来
的规矩，组织一次严肃而隆重的
家风家训传承活动。

制定家规的是大家庭中德
高望重的老人于成章，一位日伪
时期加入地下党组织、积极抗日
并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革
命。他用自己的革命经历作教
材，教育儿女要公而忘私，甘于
奉献，并将此作为后世子孙必须
遵守的家训。

孙晋的母亲于恩华是于成
章的小女儿，自幼受父亲的影
响，对大家庭的规矩充满敬畏。
自从和孙晋的父亲孙荣忠结婚
后，一直和于成章老两口生活在
一起，50多年来严格恪守家训，
不打一丝折扣，并传给儿子孙
晋，如今又传给了大家庭中第四
代后人孙奕冰。

孙晋告诉记者，在他的成长
过程中，父母对他的家教近乎严
苛，直到他为人父后，才真正读
懂父母的苦心。所以，他希望借
此方式教育儿子永不忘本。

孙晋的想法，得到母亲的支
持。75岁的于恩华干了一辈子
教育工作，深谙言传身教之道，
所以她希望多讲讲大家庭的故
事，让刚刚成年的孙子把“公而
忘私，甘于奉献”的家训传下去。

一句家训在这个大家庭中四代传承
本报记者 丛焕宇

在于恩华儿时的记忆中，父亲于
成章供职于日军侵占下的本溪湖铁
路。因长期目睹日寇烧杀抢掠的种种
暴行，担任工段小队长的于成章发誓
不为日伪卖命。他经常以各种理由组
织工友消极怠工，并趁敌人放松警惕
时，将紧缺物资偷偷运出来，交给地方
组织或发放给缺衣少食的老百姓。“抗
日战争胜利后听父亲说，他不仅从日
本人的严密管制下运出过大米，还为
抗日队伍偷运过药品及很多重要物
资。那时我不知道父亲早已秘密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于恩华说。

解放战争期间，于成章继续留在

铁路工作。1950 年抗美援朝战争爆
发，于成章义无反顾地报名参加赴朝
铁道工程总队，并动员大女婿李成章、
二女婿陈佐清一同报名。那时，他还
不知道他的大儿子于恩惠已随部队赴
朝作战。临行前，于成章对妻子温雅
娟千叮咛万嘱咐：“不要记挂我们，你
和家乡父老多做军鞋就是对抗美援
朝最大的贡献。”温雅娟含泪点头，目
送亲人登上赴朝参战的列车。

在朝鲜的每一天，于成章和两个
女婿都面临着死亡的考验。铁路线是
志愿军补给的生命线，敌人的飞机不
停地在空中盘旋、投弹。每次重磅炸

弹投下后，地面上都会被炸出十来米
深的大坑，有很多队友被炸弹炸死或
被埋在深坑中。一次，一枚炸弹落在
于成章眼前，但幸运的是，炸弹扎在松
软的泥土中没有爆炸，于成章算是捡
了一条命。

1951年初的一天，于恩华远远看
见一个腰挎盒子枪的志愿军军官走进
自己家，他身后还跟着一名警卫员。
等她跑回家，眼前的一幕顿时把她惊
呆了——那个志愿军军官跪在地上，母
亲温雅娟正抱着他放声大哭。那时候
她才知道，自己还有个哥哥，就是那个
跪在母亲脚下痛哭的志愿军军官。

一家四人赴朝参战

在于家这个大家族中，孙晋的
父亲孙荣忠自言是唯一的“外来
户”。虽是 79 岁的老人，但因性格
开朗，风趣幽默，他和儿孙都成了能
推心置腹交谈的朋友。孙晋说：“我
父亲虽是于家女婿，却是于家家训
的推动者。”

孙荣忠回忆，“50多年前，我在
营口大石桥一个村小学当老师。一
天，一位同事见到我，要给我介绍个
女朋友。没等我细问，这位同事就
一顿猛夸女方。长相什么样啥的，
我记不住他是咋说的了，可关于家
庭出身这项的介绍我至今记忆犹
新。他说女方爸爸是老革命，妈妈
是有名的支前模范，长兄和俩姐夫
都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雄。
那年月恋爱结婚讲究政治出身，我
一听就立马同意了。可介绍人又告

诉我说，女方家是本溪市的，工作地
点在朝阳市。我说长相我不挑，离
得远我也不怕，单凭这样的家庭，女
孩子就错不了。”

孙荣忠说：“第一次见面，我心
里就认定了，她就是我要一生相守
的人。”

“那个女孩就是于恩华。她年
轻那会儿，温文尔雅，漂漂亮亮，是
个大美人。不过我是先爱上美德再
爱上美人的。”孙荣忠板不住幽默风
趣的性格，笑得像个孩子。

谈婚论嫁时，为了不两地分居，
孙荣忠毫不犹豫地选择追随爱人。
他带着母亲从大石桥来到本溪，继
续从事教育工作，直至退休。几十
年间，他和于家老老少少始终生活
在一起，亲身感受并受益于这个大
家庭里良好的家风。

家族中的“外来户”

“公而忘私，甘于奉献”的家训
传到孙晋这一代，越发展现出可贵
的精神力量。因从小就受益于祖辈
父辈的教诲，孙晋立志当一名优秀
的人民警察。

1997 年警校毕业后，孙晋被分
配到本溪市平山区公安分局刑警大
队反扒中队工作。从那时起，他每
天天蒙蒙亮就出门，晚上披星戴月
才回家，短短一年时间，便掌握了一
套特殊的抓贼本领。后来，他又自
建了“反扒档案资料库”，自创了制
服老扒手招法，丰富并创新了跟踪、
乔装、识别、抓捕、审讯等方法。

2008 年，在孙晋的提议下，本
溪 市 公 安 局 组 建 了“101 反 扒 大
队”，负责全市范围内的街面侵财
案件、拎包扒窃案件的侦破，同时
负 责 缉 毒 工 作 。 孙 晋 作 为 负 责

人，手把手教干警反扒技能，先后
培 养 了 48 名 优 秀 的 反 扒 能 手 。

“101 反扒大队”多次被调往省内
异地执行任务，先后荣立二等功
两次、集体三等功五次，被授予辽
宁省爱民模范单位、本溪团市委

“青年文明号”、本溪市优秀基层
党组织等荣誉称号。孙晋本人从
1998 年至 2019 年，先后荣立二等
功一次、三等功五次，并获得全国
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全国先
进工作者、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
察等荣誉称号。

2017 年，孙晋被任命为本溪市
公安局桥北分局政委。面对诸多
荣誉，孙晋说，“公而忘私，甘于奉
献”的教诲，是我一辈子的良训，
它督促我加倍努力工作，不辜负前
辈的期望。

从反扒能手到公安英模

1950年，于成章一家四人赴朝参战（左起分别为：于成章、于恩惠、李成章、陈佐清）。(采访对象提供)

部分家庭成员在家训前合影。(采访对象提供)

于恩惠身为于成章、温
雅娟的长子，是三个妹妹一
个弟弟的榜样。在整个大家
庭中，他尽管话最少，但却最
有影响力，特别是其父母去
世后，家中大事小情，基本由
他拿主意。

1964 年，于恩惠从部队
转业后，被分配到本溪市饮
食服务公司做党委书记。
在物资紧缺并需要凭票供
应的年月，只要于恩惠稍稍
动用权力，便可轻松保证一
家人吃喝不愁。但于恩惠
从来没有为家人谋过一点
私利。于恩华至今还记得，
因为家里人多，常出现吃喝
断顿的时候，只能到街坊邻
居家去倒短。

非但如此，于恩惠还把
按级别应享有的待遇一再
让给他人。孙荣忠说：“我
岳父和大舅哥，都是有军
功、有资历的人，按有关规
定，他们都能分到面积大、
条件好的房子，但他俩背着
家人，把机会让给了别人。
那时候家里人多，老少三
代四家12口人，挤在面积不
到 40 平 方 米 的 老 旧 小 房
里。一打开屋门，就是一排
大通铺，冬天还勉强对付，
一到夏天，屋里热得像蒸
笼，睡着都能热醒。”

孙晋小时候总是问姥
爷和大舅：“你们都是大官，
比你们级别低得多的人家
里都有大房子，咱家这么多
人，咋不能有个大房子呢？”
每当这时，大舅总是教育
他，不要和别人攀比生活条
件，要比就比谁为国为民奉
献多、贡献大。

于成章是老革命，于恩
惠是地师级干部，都有资格
坐轿车，家里配电话。但家
人从来没见过他俩坐轿车，
家里也根本没装电话。孙
晋小时候纳闷，曾偷偷问过
爸爸妈妈为什么，爸爸妈妈
告诉他，大房子、小轿车和
电 话 都 被 姥 爷 舅 舅 拒 绝
了。这叫公而忘私，是优秀
品质，应该学习。

还有一件事，让一家人
深受触动，至今难忘。在于
恩惠临终之前，儿子于利忠
去医院陪护。当时于恩惠手
术后刚刚脱离危险，正在输
氧气，只见他一把扯下氧气
面罩，用微弱的声音问于利
忠：“你借我们单位的订书器
还了吗？”

虽然于恩惠已经去世多
年，但是他的言传身教，叮咛
教诲，让家人尤其是晚辈时
刻不敢忘记。

如今，大家庭的长者是
高雅铭，已 90 岁高龄。她
耳不聋，眼不花，经常张罗
大家庭的成员聚聚。每次
聚会，话题总是离不开“公
而 忘 私 ，甘 于 奉 献 ”的 主
题。晚辈人心里都明白，这
是老人家在履行于恩惠的
临终嘱托，让大家庭把家训
传承下去。

于恩华回忆，在战火纷飞的岁月，
哥哥作为军人，每天都要真刀真枪地与
敌人作战，时刻面临生死考验。后来她
才知道，哥哥从朝鲜战场回来前，母亲
有很长一段时间无法知道他的死活。
哥哥后来告诉家人，在参军离开家乡的
那段日子里，他作为先锋连的战士，在
解放战争期间，先后参加了辽沈战役、
平津战役，战斗最惨烈时，一个连仅剩
下六七个人。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接受
任务，赴湘西剿匪。那里山远地偏，通

信不便，因此与家里断了音信。
“我岳父岳母去世后，于恩惠是家

庭中最有影响力的长者。他时时处处
以身作则，到了晚年，更是要求大家庭
中的每个小家庭将家训上墙，让后世子
孙铭记于心，身体力行，做一个公而忘
私，甘于奉献的人。”孙荣忠说。

于利忠说，父亲平时沉默寡言，很
少谈及战争往事，只有一次例外。那是
上世纪80年代，一家人正在看电视剧

《乌龙山剿匪记》，当看到解放军战士被

土匪残忍杀害时，父亲突然老泪纵横。
在于利忠的再三追问下，于恩惠才道出
实情，“你可知道，爸爸当年正是在乌龙
山那里剿匪啊。电视剧里的事我们天
天亲身经历，记不清有多少战友牺牲在
土匪的刀枪下，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
只有多为国家、为人民做奉献，才对得
起那些逝去的英灵啊。”

于恩惠的二女儿于利爱清楚记
得，父亲全身上下有大大小小18处伤
疤，都是战争期间枪炮留下的痕迹。

家训上墙铭记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