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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下旬，秋意正浓，临沂市兰山区沂城
花园小区一幢居民楼前的山楂树上，红红的果
实压弯了枝条。这里住着全国“最美家庭”陈
庆理一家。“这是我家，旁边是我二妹妹家，
再往前是我三弟家，最头上是我四弟家。”陈
庆理指着一字排开的四座房子对记者说。

2017年大年初二，就在陈庆理家的院子
里，一家人穿上节日的盛装，围坐在陈庆理父
亲陈德甫和母亲史克兰身边，拍摄全家福。十
二年前，为了照顾上了年纪的父母，分散在济
南、临沂、滕州等地经商的陈庆理兄妹6个，把
家和事业都搬到了临沂，在一个小区买下楼
房，共同生活。自那之后，每到大年初二这
天，全家人都要聚在一起拍张全家福。他们相
亲相爱，和睦相处，生意越做越大，日子越来
越红火。相机的快门按下，定格了近50张洋溢
着幸福的笑脸。

陈庆理说：“生意做大了，和父母在一起
的时间却没了，这不是幸福。和父母住在一
起，孝敬老人，这才是最大的幸福。”

59口人聚在一个屋檐下

决定把全家59口聚在一个屋檐下，陈庆理
兄妹只用了不到半个小时。

夜幕降临，沂城花园所在的琅琊王路霓虹
闪烁，商贩的叫卖声此起彼伏，行人往来不
断，一派繁华都市车水马龙的景象。

2005年，沂城花园周围是完全不同的另一
副样子。也是秋天，陈庆理来看房子，他觉得
这里有点荒凉，“路没修好，出门就是庄稼
地。”

虽然位置比较偏僻，但陈庆理相中了这里
的房子，“三层楼，2 9 0个平方，还带个院
子。”陈庆理马上就交了订金。

交完订金，陈庆理给弟弟妹妹们打电话。
“他在电话里说，这里房子不孬，咱们买在一
块儿吧。”陈庆理的三弟陈庆环回忆说。

陈庆理劝弟弟妹妹买，除了觉得房子确实
不错，还有另一个想法，“父母年龄大了，喜
欢儿女在他们身边，人越多他们越高兴，我们
兄妹把房子买在一块儿，就都能在他们眼前孝
顺他们。”

陈庆理这样想，原因很简单——— 父母就是
这样孝顺奶奶的，“我父亲是远近闻名的大孝
子，我小时候家里穷，有一点好吃的父亲总是
第一个拿给奶奶。我奶奶临终前，父亲一直陪
伴左右，白黑照顾起居，奶奶走得很安详。”
耳濡目染父母的孝行，陈庆理想让父母也能安
享天伦之乐。

陈庆环和大妹夫颜士伦去浙江永康参加五
金博览会，接到陈庆理的电话时，刚走到半
道，他们马上就同意了。“我们房子都没看，
大哥说了，肯定不会错，我们积极响应。”颜
士伦说。

不到半个小时，兄妹6个就商量好，陈庆理
又交了五套房子的订金，他和三弟、四弟、二
妹夫家在一幢楼，二弟和大妹夫家在相邻的两
幢楼。

房子装修好了，陈庆理家第一个搬了进
来，接着各家陆陆续续往这搬，等一直和父母
一起生活的四弟陈晓青家搬来，一大家子人住
到了一起。

这么一大家子人搬了来，成了小区里的新
闻，左邻右舍纷纷上门来一睹究竟。

吃饭是一道独特风景

如同行星围绕恒星运转，搬到一起后，全
家人的生活都以两位老人为中心来安排。

每天早晨，大人孩子起床后的第一件事
情，就是到陈德甫和史克兰那里去问候。大人
吃完早饭出门工作，孩子们就跑去陪老人聊
天。下班回家，首先要到老人那儿去，有时碰
到一起，像赶集一样热闹。要是有晚来的，老
人就会念叨，为了让老人准时见到，一家人已
经多年不在外吃饭。晚饭后，全家人聚在老人
膝下，品茶拉呱儿谈生意，孩子们有的在院子
里玩耍嬉戏，有的弹奏钢琴古筝，有的练习书
法绘画，其乐融融。

记者采访的时候，陈庆理家的客厅里，放
着几个行李箱，那是陈庆理的大儿子陈加敬为
出差准备的。“我20号去浙江出差，都拾掇好
了，刚才去跟俺奶奶说了一声，25号回来，不
说不行，她一直会算着日子。”陈加敬笑着
说，不管谁出门，都要提前跟老人报告。

春节是一年最热闹的时候。除夕晚上，院
子里挂着喜庆的灯笼，大人们聚在一起陪老人
看“春晚”拉呱儿，孩子们到处乱跑，一直玩
到夜里两点多钟。第二天一大早，全家起来给
老人拜年。陈德甫和史克兰坐在沙发上，孩子
们跪下磕头，先是儿女，接着是孙子辈，最后
是重孙辈。陈德甫和史克兰定下规矩：成家立
业的不给压岁钱，不能挣钱的孩子每人100元。
史克兰说，2017年春节压岁钱一共给了3200
元。

“俺家人可多了，你看那相片上，放了假
回来和开会似的，都在我这里，都是孩子，我
看着高兴，哪有这么多人口的？放到哪个庄上
也数得着。”说起孩子，史克兰乐得合不拢
嘴。

这么一个大家庭，吃饭是一道独特的风
景。每到吃饭的时候，客厅里、厨房里和院子
里都有吃饭的，孩子们则到处找，哪有好吃的
就去哪。

不仅儿孙们围着老人转，家里的很多
物什也体现的是老人的意愿。走进陈晓青
家的院子，门前的一口地锅十分醒目。晚
上 十 点 ， 为 一 家 人 烹 饪 了 一 天 饮 食 的 地
锅，余温尚存。

地锅是陈晓青专门为父母支的，“有一天
吃过中午饭，我父亲对我说你支个地锅吧。”
陈晓青分析，父亲提出这个要求，一是因为习
惯，二是因为节俭，“我父母在老家烧了多少
年地锅，愿意吃柴火饭。再就是刚搬过来的时
候，院子里有很多装修用过的木头，他们觉得
扔了怪可惜，想当柴火烧。”

陈晓青有些担心，他怕烧完院子里的木头
后找不到柴火，但是和父母一起生活了几十
年，他从来没有违背过父母的意愿，都是父母
说什么是什么。地锅很快支了起来，史克兰一
有空就烧地锅做饭。

2015年，陈德甫不慎摔伤，从此卧床不
起，陈庆理兄妹都把生意交给孩子打理，在家
专心照顾老人。陈德甫生活不能自理，一刻都
离不了人，儿孙专门排了一份“孝心值日
表。”在陈加敬的手机上，记者看到了这份值
日表，陈庆理兄弟四个用大、二、三、四表
示，六个孙子写的是小名，每天分为三班，下
半夜和白天由儿子们负责，孙子们照顾上半
夜。

从那时起，陈晓青很少出门。他专门拜师
学做饭，悉心照顾父母饮食。陈晓青做的馒
头，从地锅上蒸出来，个大松软，香甜可口，
88岁的史克兰一顿能吃一个多。

陈晓青做的馒头不仅自己家人吃，还送给
小区里的左邻右舍，一大锅馒头一会功夫就没
了。他算了一下，今年蒸馒头已经用了一吨面
粉。陈晓青的馒头越蒸越多，他担心的柴火不
够的问题却从来没有出现，“小区里谁家有不
要的旧家具都送这来，物业上保洁捡的树枝也
都送来，柴火越烧越多。”望着院门口堆着的
几垛柴火，陈晓青笑着说。

买房车带父母旅游

陈晓青爱照相，全家人每年春节拍的全家
福就是他的作品。他家的客厅墙壁上，挂满了
历年拍的全家福，没挂出来的照片更多，都整
整齐齐码放在一个个鞋盒里，妻子陈美玲说：
“我们家的照片，你两三个小时都看不完。”

这些照片，大部分是兄妹6个陪父母旅游时
拍的。史克兰有哮喘病，冬天不能出屋，等天
暖和了，孩子们就带两位老人旅游散心，每年
都要出去好几次。

“北到大漠，南到海南，西到西安，这些
地方俺父亲母亲都去了。”陈晓青说。

陈德甫过80大寿的时候，全家人一起去了
日本，赏樱花，吃了火山烤的鸡蛋；2006年春
节，全家26口人，陪着两位老人到三亚过年。

最初带父母去旅游的时候，陈晓青用傻瓜
相机拍照，洗出来照片效果不好。为了给父母
拍出更好的照片，他把傻瓜相机升级为单反相
机，还下了一番功夫研究摄影，“学得相当精
了”，还买了覆膜机，给照片封膜，后来又买
了录像机。

不光是相机，陈晓青的车也在换。一开始
是开小车，陈晓青说他的车跑了80万公里，父
亲坐了至少50万公里。

说到开车，陈庆理接过话茬，“俺四弟开
车又快又稳，到一个地方说几点到就几点到，
俺父亲很高兴，喜欢坐他的车。我开车慢，俺
父亲不愿坐我的车，他说他要是年轻点就不让
我开车。”说罢兄弟俩哈哈大笑。

陈晓青家的后院里，停着一辆房车，这是
他为了方便父母旅游买的。2010年，陈庆理、
陈晓青和两个妹妹开着这辆车一路向北，陪父
母欣赏草原和大漠的风光。

每次出门，陈庆理兄妹都要多安排几个
人，仔细照顾两位老人的生活，让他们像在家

一样舒适，陈庆理形容说犹如众星捧月。有一
次，史克兰在车上靠着小孙女睡着了，当时年
仅八岁的小孙女用胳膊托着奶奶的头，一托就
是两个多小时。史克兰醒来才发现，对孙女心
疼不已。

“这样的日子喝凉水也舒坦”

“飞机坐了四回，也不晕也不掉向，去过
上海、海南、苏州、杭州、深圳，在日本过了
七天……”对于去过的地方，史克兰如数家
珍。

史克兰说，能看这么多景，都是因为儿女
好。她特意夸了四儿媳陈美玲：“这个儿媳妇
可好了，天天烧好茶做好饭，伺候我吃喝，也
不心疼钱，领着我到处跑，也不生事。”她接
着说：“其他儿媳妇也好，孙媳妇也好，好媳
妇都上俺家来了。”

有人曾经问史克兰儿女孝顺的秘诀？史克
兰回答说没啥秘诀，“从小好好看着他们，别
胡闹，好好上学，长大了找工作干，好好干
活，不把孩子往孬路上领。”

陈晓青家客厅的桌子上，到处都是碎布
片，这是史克兰做针线活用的材料。在孩子们
的精心照料下，史克兰身体硬朗，哮喘病已经
很长时间没犯过了。身体好了，勤劳了一辈子
的老人就闲不住了，把不用的碎布拿来做针
线。史克兰做的东西种类繁多，有马甲、棉
袄、座垫、鞋垫等。“地里的活，厂里的活，
还有针线活，没有我不会的。”老人得意地
说。

10月14日，孙女在一张纸上对奶奶今年的
劳动成果进行了统计，不同的东西用不同的符
号代表，马甲是一根线段，棉裤是一头接在一
起的两根线段，枕头是个圆圈，座垫是个方
框。统计的结果数量惊人：马甲有88个，棉裤
12条，枕头12个，小花篮44个，座垫45个，最多
的是一种叫小疙瘩的小绣球，有129个。

史克兰做的东西，家里人人有份，陈庆理
鞋里垫的鞋垫和陈美玲身上穿的马甲，都是母
亲做的。家里来的客人，也都会得到老人做的
小东西。

做这么多针线活，史克兰说一点也不累，
“你知道不？大人小孩都不惹我生气，这样的
日子喝凉水也舒坦，你说是不是？”史克兰拉
着记者的手说。

亲兄弟不明算账

陈庆理兄妹，做着不同的生意，从白手起
家，艰苦创业，到生意越做越大。他们说，这
其中的关键，不是高深莫测的商海秘密，而是
团结和睦的家庭关系。

陈晓青是兄妹中最早经商的，他走出这一
步，对父亲的孝顺起了很大作用。

中学毕业后，不到20岁的陈晓青到滕州工
艺美术厂当学徒，学画扇面。一年半后，他被
调到设计室搞设计。当时，厂里工人每月工资
只有50多块钱，陈晓青能拿到1500元。

“我父亲以前在村里的羊毛厂里当会计，
他喜欢做生意，认为做生意可以锻炼一个人，
他就说别画画了，去日照做生意吧。”因为父
亲的一句话，24岁的陈晓青下海经商。

仅凭父亲的一句话，就放弃待遇优厚的工
作投身前途莫测的商海，有没有担心害怕过？
陈晓青回答说：“父亲人品好、心术正，从他
身上学到了做人处事的方式，什么事该做什么
事不该做，很明确，所以出去的时候没有担心
也没有害怕。”

从到日照经营门市部，到做批发，再到临
沂做批发，陈晓青的每一次重大决定，父亲都
帮他把握大方向，“他是我的主心骨。”

随着父亲年龄增大，他的角色渐渐由家庭
会议来承担，“有好项目，全家一起坐下来商
谈，分析利弊，没有老幼尊卑之分，谁说的对
就听谁的，一旦定下来，就筹集资金注入，尽
快把生意做起来。”陈庆理说。

尽管如此，陈晓青不论干什么事情还是习
惯征求父亲的同意，“他不给我拿主意，就说
你需要就干呗，有他这句话，心里觉得特别踏

实。”
俗话说，亲兄弟明算账，陈庆理兄妹却是

反其道而行，不仅心往一处想，钱也老往一处
使。

2003年，陈庆理建货架厂，租厂房买机器
要好几十万元，一下子拿不出来，弟弟妹妹们
资金也都紧张，他没好意思向他们开口。可弟
弟妹妹们知道了，纷纷凑钱，帮他建好了厂
子。厂子建好了，没有流动资金，陈庆理偷偷
从银行贷了20万元，结果弟弟妹妹们知道后都
气坏了，一起抱怨陈庆理，后来又凑齐了钱替
大哥还上了贷款。

陈庆理的货架生意现在已经交给了儿子，
儿子接手后，把货架生意做到了十几个国家和
地区。来自天南海北的客户，谁是值得信赖和
合作的？陈加敬有一套来自家庭的判断标准，
“我做生意首先看人品，对父母不理不睬不尊
重，这样人的生意坚决不做。”

陈德甫上过私塾，是村里少有的文化人。
陈庆理记得他小时候，一到过年父亲就免费给
全村人写对联，一写就是好几天，忙得连自己
家里的事都顾不上。受父亲影响，陈庆理兄妹
都乐善好施。

在帮父亲准备纸墨的时候，陈庆理迷上了
书法，现在是临沂有名的书法家。记者见到陈
庆理的时候，他刚忙完一个为期三天的书法义
卖活动，“五个人写了好几百张。”义卖所得
的款项全都捐给贫困儿童。陈庆理最爱写的是
《朱子家训》和《诫子书》，不仅兄妹6个的客
厅里都挂着，还经常送人。

临沂有很多外来务工人员，每年春节这些
外来务工人员返乡的时候，陈晓青就会组织员
工到车站，免费为他们发放自己生产的保温
杯，让他们路上能喝到热水。到现在，已坚持
了4年，送出2万多个杯子。很多客户就是看中
了陈晓青的善举，主动找上门来和他做生意。

74个“和”字

今年春节，陈庆理一家拍完全家福后，还
集体创作了一部书法作品。陈德甫首先提笔，
在纸的中央写下一个“和”字，其他家庭成员
依次书写，有的写一个，有的写两个，还不会
写字的婴儿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也留下了稚嫩
的笔迹。最后，全家人一共写了74个“和”
字。

“和”是陈庆理一家最令人羡慕的地方，
“和”也是陈庆理一家的密码，人们总是好奇
地问，这么一个大家庭为何能如此和睦团结？

陈庆环说：“本身就是一家人，不和自己
一家人和睦和谁和睦？在外面也要交很多朋
友，更别说自己家人了，自己家人更亲近，方
方面面都可以在一块说，有什么事情都说到面
上，大家庭就没什么问题。”

陈庆理的侄媳妇陈冰说：“将近60口人也
红过脸，但我们有一条家训‘兄弟相爱则和
调’，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大家共同遵守、
不能逾越的规矩。往往家庭不和谐，都是没有
规矩造成的；一旦有了规矩也就有了秩序，和
谐之门自然就开启了。我们家人人坚守家训，
大人对孩子没有呵斥之语，弟兄妯娌间宽容谦
让，互敬互爱。”

陈加敬说：“家里这种环境多少年了，都
习惯了，很正常的事情，就像吃饭拿筷子一
样。”

陈美玲则反问：“生活不就应该是这样的
吗？不都能做到吗？”

陈庆理的孙辈们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他
们大都是全家搬到一起后出生的，从小就生活
在大家庭的环境中。在这个大家庭里，他们不
缺玩伴，玩耍时来去成群；他们唯恐落后，各
方面都比着进步。

陈庆理说，希望他的孩子们永远都住在一
起。

2017年大年初二，家住临沂沂城花园小区的陈庆理一家按惯例拍摄全家福。相机的快门按下时，这个“全国最美家

庭”的成员已经增加至59口人。为了孝敬老人，原本分散在各地做生意的陈庆理兄妹六个聚到一起，共住相邻的楼上，共

同生活，和睦相处。陈庆理说：“生意做大了，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却没了，这不是幸福；全家住在一起，孝敬老人，，这

才是最大的幸福。”

“全国最美家庭”同书74个“和”字
□ 本报记者 王建 本报通讯员 臧德三

■ 责任编辑 郭爱凤

2017年大年初二，就在陈庆理家的院子里，一家人穿上节日的盛装，围坐在陈庆理父亲陈德甫
和母亲史克兰身边，拍摄全家福。相机的快门按下，定格了近50张洋溢着幸福的笑脸。

2018年冬奥会前，
“女祭司”彩排圣火采集

希腊古奥林匹亚遗址，装
扮成女祭司的演员们进行2018
年韩国平昌冬奥会圣火采集仪
式的带妆彩排。2018年平昌冬
季奥运会是是韩国第一次举办
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也是亚
洲第三次举办冬奥会。

滑翔运动员
与八哥翱翔天际

西班牙男子Horacio
Llorens是一名滑翔伞运
动员，曾5次蝉联滑翔伞
特技飞行世界冠军，他
驾着滑翔伞升入高空，
与成千上万只八哥鸟一
起“迁徙”，画面十分
壮观。

美国船员潜水
解救被困海龟

在美国第五舰队执行
海上安全行动的行动区，
“阿里·伯克”级导弹驱
逐舰“霍华德”号上的人
员潜水救一只被缠在半沉
渔船上的海龟。

印度家长把孩子
摁到牛粪里求好运

在印度的贝土尔村
庄，村民将自家的小孩
子扔进牛粪中，强迫他
们在牛粪中打滚。父母
们认为这能给孩子们带
来好运和健康，让他们
远离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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