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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国芳家庭

言传身教传递善美家风

范振喜家庭

山乡巨变的坚强后盾

童莉家庭

建好小家温暖大家

（三）

骆宗明家庭

“家庭档案”里的家国情怀

付宏伟家庭

从孝百业成 家和万事兴

7

□河北日报记者 刘冰洋

“我们一定会将荣誉化作动力，
把善美家风传承下去。”日前，全国
精神文明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作
为全国文明家庭代表，靳国芳在现
场接受表彰，回忆起这段经历，她仍
然激动不已。

靳国芳今年83岁，家住石家庄
市裕华区建南社区。老伴儿郭普林
今年85岁，曾经是一名军人。

“我和老伴儿都是热心肠，退
休后，我俩总想为社区居民做点事
情，发挥余热，让雷锋精神在居民
中发扬光大。在我看来，雷锋精神
是永恒的，余热也可暖人心。”靳国
芳说。

1992 年退休的靳国芳，在社区
找到了自己的“舞台”。

建南社区建于上世纪六十年
代，是典型的老旧小区，空巢老人
多、困难群众多。她从帮助身边困
难群众开始，搞起了志愿服务。为
了方便大家联系，靳国芳把自家的
电话号码公之于众，干脆办起了从
不关机的“大靳热线”。

为小区加装天然气管道、协调
规划小区停车位……热心服务居民
的靳国芳，2004年被推举为业主委
员会“一把手”，她的名声越来越响，

“管的事儿”越来越多。她也获得诸
多荣誉：河北省道德模范、河北省优
秀志愿者……

对于靳国芳的付出，郭普林用
行动给予支持。“炊事员、接线员、拍

摄录像员、电动三轮车驾驶员、卫生
员，我管自己叫‘五大员’。”郭普林
说，“为了方便老伴儿接电话，家里
装了 4 个分机，厕所也有一个。她
一坐车就晕车，要是去远一点的地
方，我就用电动三轮载她。”

多年来，靳国芳和老伴儿相濡
以沫，言传身教培养子女良好品德，
树立了孝老爱亲、友善睦邻的淳朴
家风。

在靳国芳家中的墙上，悬挂着
一家人的合影。大家庭三代人相
处，其乐融融。“小家和谐了，大家就
和谐了，祖国才能够幸福、兴旺。”靳
国芳说。

在靳国芳的影响下，晚辈们工
作、学习之余，也热情投入到志愿
服务中。靳国芳介绍，“我们大家
庭常年坚持家庭聚会，每逢节假

日，儿女们就带着我们老两口去春
游、采摘、看文艺演出，有时在家
中唱歌，大家庭相亲相爱、互谅互
助。”

“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把良
好家风、志愿服务、文化传承结合
在一起，以小家庭带动大家庭，为
社会的和睦贡献了力量。”建南社
区党委副书记吴玉杰说，“靳国芳
的家庭营造出的良好家风，让社区
居民感受到了文明家庭最美好的模
样。受靳国芳的影响，社区很多年
轻人也加入了‘学雷锋志愿者工作
站’，积极奉献，关爱家人，为营
造良好的家庭氛围作出努力。”

“生命不息，服务不止。”虽然已
是耄耋之年，靳国芳说，只要干得
动，她会一直为群众做些力所能及
的事情。

□河北日报记者 薛惠娟

滦平县张百湾镇周台子村，昔
日远近闻名的贫困村，如今的富裕
村、文明村。

这都是因为有一名好书记范振
喜——他在身患癌症、历经生死磨
难的情况下，以超乎寻常的毅力带
领村民发展集体经济，把周台子发
展成拥有十几亿集体资产、农民人
均纯收入 3 万多元的“塞北山区第
一村”。

范振喜的家庭是成就这一巨变
的坚强后盾，也是和谐文明家庭的
典范。日前，他的家庭被评为第二届
全国文明家庭。

1987 年，范振喜上任之初，周
台子“一穷二乱民心散”。他暗下决
心，一定要让周台子改变面貌。治
穷先治乱，他接连砍出“三板斧”：
收矿点、清理陈欠、治理乱砍滥伐。

这“三板斧”却先砍到了自家兄
弟。他硬是把原镇企业和村委会承
包给亲二哥的矿点收归了村集体经
营。他的无私，为全村发展、百姓获
益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1991 年秋天，范振喜为村办企
业考察项目时，不小心接触到放射
性物质，患上血癌。做骨髓移植手术
光押金就得10万元，这对他来说就
是一个天文数字。他怕自己的日子
不多，悄悄去给妻子挑了一件衣服，
给儿子买了个玩具，“以前没有时间
和你们过多相守，这就作为最后的
弥补吧！”

得知范振喜生病的消息，乡亲
们伸出了温暖的手。短短几天，全村
村民自发捐款10余万元。连不认他
这个兄弟的二哥，也决定为他捐献

骨髓，并在他住院时，翻新了他的房
屋，为他买了家电，给了他一个温馨
幸福的家。

范振喜任职33年，与血癌抗争
28 年，多次病倒在工作岗位，三次
大手术，四次接到病危通知。骨髓移
植手术后，大剂量的放化疗破坏了
他的泪腺，他患上了严重的眼干燥
症。但他从没有停下脚步，舍小家顾
大家，一心扑在工作上，无暇顾及家
庭和自己的身体。

近年来，范振喜先后被授予“全
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全国三农模范人物”“全国优秀退
伍军人”等荣誉称号。周台子村先后
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
文明村镇”“全国敬老模范村”等多
项国家、省级荣誉。

在范振喜的身后，有妻子刘丽
华的强大支撑。她不仅照顾他的身
体，教育儿子、操持家务，还担起了
照顾双方父母的责任。尤其每当父

母生病的时候，她都守在床前，无微
不至地照顾。

父亲的敬业，母亲的劳累，唯一
的儿子范立业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他从小就学会了照顾自己，尽量减
轻母亲的负担，不让父母操心。儿媳
平捷明理贤惠，勤恳敬业。十里八乡
的人都说，范振喜这个家庭妻贤子
孝、和谐文明。

但不幸的是，刘丽华患上癌症，
然而两次手术范振喜都因为工作没
能到医院照顾。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范
振喜连续二十几天坚持奋战在防控
一线，带领全村党员干部和村民代
表，投身到疫情防控工作中。在抓好
本村防疫的同时，他还组织大家为
一线医护人员捐款。他带头捐款一
万元，又替一名困难党员和 5 名 75
岁以上的老党员捐款 1000 元，妻
子、儿子、儿媳都捐了款，影响带动
全村为武汉捐款20万余元。

□河北日报记者 刘冰洋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我国各
个方面取得的成绩进行了总结，令人
振奋。”日前，滦州市滦城街道杨家院
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老爷爷宣讲
团”带头人骆宗明老人正在给村民宣
讲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今年 79 岁的骆宗明是滦州市
一名退休干部，在他的家中，一本本

“家庭档案”颇为显眼。“我从 1959
年开始坚持记录家庭里的大事小
情 ，这 已 经 成 为 我 家 独 特 的‘ 档
案’。”骆宗明介绍。

去年，骆宗明发动全家人，用了

□河北日报记者 刘冰洋

“不好意思，刚刚在开会。”在
衡水市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童莉
总是很忙，记者的电话打了多次才
接通。

“做护理，就得把患者当亲
人，像对待家人一样。”童莉是这
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今年 2 月 17 日，省卫健委组
派第七批河北支援湖北医疗队，
童莉主动报名参战并带队驰援武
汉。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童莉
充分发挥自己经验丰富、精于团
队管理、善于做病患思想工作的
特点，把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的
医护人员凝聚成了一支高效、主
动、积极的团队。

在武汉，她梳理出《护士人力
调配方案》《交接班制度》 等13项
工作制度及流程，建立了“组长-
副组长-护士”三级管理模式。工
作中，她格外用心、用情，关爱每
一名队员，对患者更是视为亲人，
在做好护理工作的基础上，主动对
患者进行心理疏导，激发大家共克
时艰的斗志。

3 月 16 日，在圆满完成武汉
大学中南医院的驰援任务后，童
莉又带队转战雷神山医院，接管
了两个病区，并再次出色地完成
了任务。无论在哪个病区，她都
是病区医患口中最为亲切的“河
北童姐”。

在婆婆眼中，尽管工作忙碌，
但童莉仍是一个称职的好儿媳。
2007 年，童莉的婆婆被确诊为重

症肌无力，先后3次在北京协和医
院住院治疗，每次住院都是童莉贴
身照顾。

治疗期间，婆婆每过3个月就
需要到协和医院复查，为了减少等
待时间，童莉每天早晨四五点就提
前去排队挂号，等到就诊时再把婆
婆从宾馆用轮椅推到医院。十几年
如一日的陪伴，童莉的婆婆身体奇
迹般地出现好转，婆婆逢人就夸童
莉孝顺。

1993 年参加工作以来，童莉
一 直 坚 守 “ 敬 佑 生 命 、 救 死 扶
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医
者美德，在工作中严于律己、兢
兢业业。在她的带领下，衡水市
人民医院护理部被授予“全国五
一巾帼标兵岗”，她也先后荣获

“ 全 国 医 院 护 理 管 理 先 进 个 人 ”
“全国优秀护理部主任”“全国杰
出护理工作者”“全国抗击新冠疫

情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工作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家人

的默默支持。童莉说，平时工作繁
忙，爱人就承担了家庭的大部分事
务，辅导面临中考的女儿、照顾父
母，成为她最坚强的后盾。在驻村
扶贫和支援武汉期间，童莉的弟弟
弟妹和小姑都到家里来帮忙，带孩
子、做饭、照顾老人，帮助解决童
莉的后顾之忧。

好的家风代代相传，看到母
亲在武汉无私奉献的精神，童莉
的儿子万文治大学毕业后，主动
参加了消防员招录，在日常训练
中，他不怕苦不怕累，得到领导
和同事称赞。女儿就读初中，学
习 刻 苦 、 乐 于 助 人 ， 在 疫 情 期
间，还主动当起了“小小防疫宣
传员”，在童莉的指导下为班里的
同学演练卫生七步洗手法，科普
防疫知识。

□河北日报记者 董琳烨

付宏伟是邢台市威县方营镇
孙家寨村一名“80后”，也是村党支
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自 2010 年
起，付宏伟家庭开始悉心照顾全村
孤寡老人，建起“没有围墙”的敬老
院。2018 年，他的家庭荣获第十一
届“全国五好家庭”称号，日前被评
为第二届全国文明家庭。

付宏伟和父母经常在村里举
办敬老爱心活动，妻子焦瑞爽每
到寒暑假，便从石家庄带着儿女
回村里做文明志愿者。一家人孝
亲敬老的故事在当地广为传颂，
在他们的榜样带动下，目前威县
已培树225个孝亲敬老村。

传了好几辈人的烛台是付宏伟
家的宝贝。“只要咱家有一口饭
吃，别人有难处，来咱家吃饭就不
能撵人家走。”付宏伟的爷爷把烛
台留下来时曾告诉他，长大以后要
学习蜡烛照亮别人，而不是借助别
人的光照亮自己。爷爷的这番话，
就像种子一样播撒在付宏伟心里。

2010 年底，付宏伟父亲得了
一场重病，回家看望父亲时发现，
全村 1200 余人，65 岁以上的老人
有 113 人，7 个孤寡老人，80 多户
都是空巢家庭。付宏伟怀着“百善
孝为先，尽孝不能等”的信念，决
定放弃舒适的城市生活，返乡孝敬
父母，孝敬全村老人。

2011 年，他开始照顾村里的
孤寡老人，带领几名义工坚持每
天给老人们送去饭菜和衣物，近
10 年来风雨无阻。每到冬天，付
宏伟还每月组织两次给全村 70 岁

以上老人洗脚的活动，每次洗完
脚都给老人换上新棉袜，临走时
还为每位老人送上米、面、油等
生活用品。

除此之外，为营造孝子光荣
的浓厚氛围，每年重阳节付宏伟
出资举办孙家寨村“慈母”“孝
子”评选活动，让孝亲敬老道德
模 范 成 为 乡 亲 身 边 的 榜 样 、 楷
模。同时，还用家庭积蓄在村里
建 起 了 “ 空 巢 老 人 服 务 站 ” 和

“老人免费洗澡堂”。房子外围墙
壁都比正常的厚一倍，确保冬暖
夏凉；洗澡堂台阶两侧设有缓步
台；卫生间里既有蹲位，也有坐
便器，处处体现对老人的关爱。
付宏伟家庭和义工们的善举感动
了全村人，得到越来越多爱心人
士的理解和支持。

“付占刚，9 月 12 日，面粉一
袋……”付宏伟的爱心记录簿上的

名字从无到有、从少到多，都是乡
亲们从最开始时的不理解到支持的
见证。“经常是早上开门后，看见
村委会门口有米、面之类的物品，
也不知是谁放的。”乡亲们以这种
方式默默支持着付宏伟。

人心换人心，黄土变成金。
为支持付宏伟供养老人，几户村
民联合起来免费提供了一块地建
孝道菜园，种的菜不仅供老人食
用，还免费送给全村人分享；听
说付宏伟想给老人建敬老院，全
村的党员干部和几十名村民代表
一 致 同 意 给 敬 老 院 免 费 提 供 土
地；村民们有的捐钱、有的捐建
材、有的捐器材，有的主动来当
义工干力气活……

每月在饺子宴上看到老人聚在
一起吃饺子的场景，付宏伟满是欣
慰。“人数最多的一次饺子宴，有
1200多人呢。”付宏伟说。

三个多月的时间，把他记录的内容
逐条整理，并加入了图表、照片和
一些老物件，最终归纳成 14 大类，
388本的“家庭档案”。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这
些档案既是我们家庭的‘独家记
忆’，又是咱们国家发展变迁的‘国
家记忆’。”骆宗明说。

在诸多的“家庭档案”中，有一
张手绘的个人工资增长曲线图，一
条红色的曲线昂扬向上，从1959年
一直延伸到了2019年。骆宗明老人
感慨地说，1959 年，他的工资是
26.5 元，2019 年，每月退休金已增
长到 5139 元。“这条红色曲线记录
的不仅是我的工资变化，更反映出
新中国成立以来老百姓节节升高
的幸福指数！”

在他的“家庭档案”里，还增加
了一份特殊档案。从 2006 年开始，
他和几位老党员，走遍了当地91个
村，采访了451名老人，把当年冀东
抗日根据地的抗战故事总结编写
成了一套 3 万多字的乡土教材。他
们还曾到全镇的中小学校巡回宣
讲这套“特别”的教材。

骆宗明常说，在他心中有两个
家，一个是小家，另一个则是国家。
无论是 388 本的家庭档案，还是 3
万多字的抗战故事乡土教材，这些
都是他留给家里最宝贵的财富。

“爸爸送给我们每家一个‘档
案本’，就是让我们记住，不管走到
哪儿，都不要忘了‘小家’和‘大
家’。”四女儿骆艳青说。

骆宗明在教育好后辈的同时，

积极发挥余热，热心公益事业。他
深知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希望
通过自己的宣讲，让孩子们学习传
承老一辈吃苦耐劳、脚踏实地的精
神品质。

为了让孩子们记住乡愁，2015
年，骆宗明提议筹建了民俗博物
馆，带领老同志共收集物品 560 余
种，3980余件。“这不仅是我们老一
辈人的乡愁，也是你们的乡愁，希
望你们不仅要记住，更要把它一代
一代传承下去！”每次为青少年朋
友介绍展品的时候，骆宗明总是言
之切切、谆谆教导。

关心关爱下一代健康成长，骆
宗明先后荣获“全省关心下一代先
进个人”“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
人”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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