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其光的妻子徐爱玉18岁

开始参加工作，20 岁时便开始

担任鲍田乡副乡长，鲍田乡分成

鲍田乡与新华乡后，她调往新华

乡任党委副书记兼做妇女工

作。1978 年，她调到塘下区担

任区妇女主任。

徐爱玉干了一辈子的妇女

工作，工作表现突出，曾是浙江

省妇代会代表，去杭州参加了6

届省妇代会。在担任妇女主任

期 间 ，她 还 带 动 妇 女 创 业 增

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养殖

湖羊的收益非常好，徐爱玉亲

自前往湖州，引来湖羊种，在塘

下推广养殖。在徐爱玉家里，

至今还保留着一枚全国妇联组

织于 1989 年授予她的“妇联工

作 30 年纪念”勋章。在塘下，

获此殊荣的仅她一人。

徐爱玉说，她生育了两个儿

子1个女儿，3个子女都是党员，

两个媳妇和 1 个女婿也都是党

员，连两个孙媳妇也都是党员。

“我们一家人聚在一起，都可以

成立一个党支部了！”朱其光老

人呵呵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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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陈绵绵

今年81岁的朱其光和80岁的徐爱玉是塘下的一对党员夫妻，夫妻俩都曾在塘下区任职，一个负

责办公室文书工作，一个负责塘下区妇联工作。在我市的老党员队伍中，夫妻俩同是党员，又在同一

地方工作，已属难得，更难得的是，两人的子女也都是党员。“我们全家都是党员，都可以成立一个党

支部了！”朱其光老人呵呵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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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岁参加工作，经历新中国成立初的动荡

几个大人开心地喝茶聊天，旁

边一群小孩在入迷地玩玩具。这

时，一位妈妈起身对孩子说：“安

安，我们要走啰！”

“不要！我还要玩！”

“不行！我们要回去了。”

其他大人也七嘴八舌地说：

“对啊，下次再玩。”但安安一点也

听不进去。

就在安安双眼泛红，快要崩溃

大哭的时候，当时也在场的欧顿教

育集团许老师说：“没关系，你再玩

5分钟，玩到时钟长针走到12的时

候再走。好吗？”

安安这才点头答应。

生活中，小孩哭闹的场景经常

都在上演，但大人们往往只重视赶

快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听话、不

要哭……），而忽略了孩子的心理

（为什么哭……）。其实，让孩子不

哭闹的关键只有一个，那就是“同

理心”。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大人常

常半拉半拽着小孩，甚至打骂。但

这些手段很难真正制止孩子哭闹，

顶多是让孩子因为害怕而不哭。

“想想看，当我们大人逛街逛

得正开心时，被别人强迫着要求离

开，我们会愿意吗？更别说被人拽

着离开了。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能

接受别人这样对待自己，就不要这

样对待小孩。”许老师说。

下面许老师就和大家分享 3

个让孩子不哭闹的小诀窍。

诀窍1、事先预告

开头提到的案例，就是在无预

警的情况下要求孩子离开，导致孩

子哭闹。事先预告可以玩多久很

重要。尽量具体，比如看时钟指针

到哪里，或是用沙漏等方式计时，

避免用“一下下”这种模糊的词语，

因为孩子的“一下下”，和大人的

“一下下”可不同。

诀窍2、认同孩子的感受

孩子跌倒了、玩具被抢了，难

免会哭。这时，大人先别急着用自

己的思维去泼冷水：“哭什么？”或

“你自己不好好走路。”要站在孩子

的角度理解、安慰他：“很痛吗？妈

妈帮你看看哪里摔痛了。”

诀窍 3、具体称赞孩子的好表

现

当孩子外出没有随意哭闹时，

别忘了给予肯定。“你今天很棒

喔！没有因为小朋友抢你玩具而

生气。”称赞尽可能具体，说清楚说

详细。避免用“很乖”这种模糊词

一语带过。

下次和孩子沟通时，多想想孩

子的感受，并试着运用这三个小诀

窍吧，你也可以教出不哭闹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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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其光老人出生于 1935

年 ，新 中 国 成 立 时 ，他 才 15

岁。当年的农历七月十四，他

参加工作，在塘下区的通讯班

担任通讯员。据老人回忆，当

时新中国刚刚成立，而温州有

些岛屿如洞头、南麂岛、北麂

岛仍由国民党驻守，没有全部

解放。那时候土匪也多，局势

不稳定，稍有风吹草动，上至

政府，下至村民都非常谨慎。

有一次，解放军一部队的

船舶退潮时在鲍田滩涂搁浅，

由于船上没有食物，官兵们便

上岸来到集市上买食物。因

为语言不通，村民们不知道他

们的身份，误以为是国民党部

队，便上报给区政府。“当时政

府所有工作人员都出动了，我

也去了。”朱其光说，到了滩涂

边上的堤坝时，发现有几百号

人从莘塍方向走来，对方还有

机枪，差点打了起来，后来才

知道对方是解放军部队，误会

一场。

还有一次，两个民兵押解

犯 人 从 梅 头（现 温 州 市 龙 湾

区）到塘下，途经凰湾村时，看

到有 3 个人背着枪走上了附近

一座山。民兵立即向区里汇

报情况，区政府当即召集了各

机关单位人员、村民共几千人

包围了那座山，守了整整一夜

之后，发现没有动静，次日天

一亮，大伙又开始上山搜查，

结果什么也没搜到。

在塘下做文书工作时，发个通知挺困难

1950 年，朱其光调往瑞安

县工作，后来随着时任瑞安县

委副书记调往乐清工作，1953

年，他又调到温州地委机要交

通 局 负 责 送 机 要 文 件 ，1955

年，他入伍成为海军，在部队里

学习无线电通讯。1959 年，部

队送朱其光去武汉军校学习，

次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1961 年，本来有个机会

去青岛潜水艇指挥学校军事培

训的，就在报到的前 3 天，临时

接到通知，说培训取消了。”朱

其光说，当时国家非常困难，部

队里粮食也不够，官兵们吃不

饱，连树叶、水草都拿来充饥。

朱其光退伍后，到文成县

政府办公室工作了 10 年，直到

1971年，才调往塘下区任办公室

文书，这一干便干了15年。让朱

其光印象深刻的是，当时塘下的

通讯设备非常落后，广播和电话

线连在一起，到了下午播放广播

的时候，电话就打不通了。他在

办公室负责文书工作，经常要发

通知，塘下区下设17个公社，因

为通讯设备落后，通知时常难以

传达。“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

期，通讯设备才逐步得到改善。”

朱其光说。

妻子徐爱玉干了一辈子妇女工作

火红七月寻找红色

印迹。7 月初，《今日塘

下》推出了“老党员讲故

事”栏目，先后邀请陈超

贤、陈和中、池体开等 8

位塘下老党员讲述他们

的光辉事迹。在这些老

前辈中，有部分人的党

员身份一度连家人也不

知晓，他们秘密参与地

下党组织活动，在新中

国 成 立 之 后 才 迎 来 光

明；有人戎马生涯几十

载，为抗日战争、解放战

争奉献力量；有人在十

几岁参加革命活动，带

动村民开荒种粮，为塘

下的建设作出了卓越贡

献，见证了塘下社会经

济的发展。

老党员讲述的故事

很精彩，回味这些红色

印 迹 ，让 人 肃 然 起 敬 。

多位老党员提及，当年

他 们 和 老 百 姓 同 吃 同

住，农忙时和农民一起

下田，义务劳动不拿报

酬等等。他们的经历，

他们的精神，值得新党

员们学习和借鉴。

贯 彻 党 的 群 众 路

线 、践 行 三 严 三 实 要

求。我们相信，通过这

一系列的思想洗礼，党

员 们 能 进 一 步 提 升 党

性，激发正能量；我们期

待，党员干部能真正沉

入基层，进得了群众的

家里，聊得上百姓的话

题 ，以 心 换 心 、为 民 谋

利，以实际成效赢得民

心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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