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承德市鹰手营子矿区老爷庙
村，有一处美丽、整洁的庭院，庭
院里有一株玉兰花，常常能看到几
位老人在这里晒太阳，这处庭院就
是由孙玉兰家庭创办的玉兰养老
院。

与别的养老院不同，玉兰养老
院里的老人，绝大多数都是失能老
人，还有的整日卧病在床。孙玉兰
和老伴儿闫占青不但要半夜起来给
瘫痪的老人换尿不湿，还要勤加查
看，就怕哪个老人出现什么状况。

为了给老人们创造更舒适的环
境，孙玉兰把自己的全部家当都投
入到养老院建设上。如今的养老院

宽敞明亮，卫生间、电视一应俱全，
院里还专门建了大型活动室、文化
广场，还栽植了萝卜、西红柿等绿色
蔬菜，供老人们食用。

“养老院收费低廉，但服务一
流”“她对这些老人没挑！儿女都不
见得能做到擦屎擦尿不嫌弃，不吃
饭还一口一口地喂”……孙玉兰用
自己的爱心和耐心把这个养老院建
成了老人们心中最温暖的家，获得
了无数的荣誉和赞扬。

“孝老爱亲，是咱们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其实付出越多，成就感
和幸福感就越强。”孙玉兰和闫占青
依旧整天在养老院里忙碌着。

如今，在孙玉兰夫妇的言传身
教下，在良好家风的熏陶下，孙玉兰
的两个小孙子在节假日的时候也会
来养老院，给老人们送零食、讲故
事。

孝老爱亲，是中华民族传统美
德和善美家风最直接的体现。传
递好家风的，还有多年如一日照
顾患病的父亲、公婆的滦南县扒
齿港镇毛家营村村民赵彩芸；不
离不弃照顾伺候九十多岁奶奶的
临西县下堡寺镇东留善固村村民
杨珍红，多年来照顾患病的父母
和独居老叔的沧县薛官屯乡范庄
子村村民苏洪杰夫妇……

8 2021年5月21日 星期五
版面编辑：董琳烨文明河北

心有小家 胸怀大爱
——走近我省“最美家庭”

河北日报记者 刘冰洋

感悟冉庄：“地下长城”御外侮
河北日报记者 赵 建

家，是成长的摇篮，是休憩的港湾，更是幸福的源泉。
最美家庭，馨香河北。日前，经过层层推选评审，省妇联揭晓了100个河北省“最美家庭”。这些“最美家庭”中，既有抗

疫医务人员家庭、公安民警家庭、一线工人家庭，也有爱岗敬业、热衷公益、孝老敬亲、绿色环保等各类家庭典型。他们用行
动诠释了忠诚履职、勇于奉献、舍小家为大家的家国情怀，彰显了守望相助、尊老爱幼的家庭美德，为全省广大家庭践行新
时代家庭观、弘扬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作出了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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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四通八达的
地道，青灰色的民居，苍劲的古槐，高
悬的大钟，头扎羊肚毛巾的民兵或使
用驳壳枪或拉响地雷，日本鬼子和汉
奸被打得死的死、伤的伤……冉庄地
道战纪念馆播放的电影《地道战》中的
一幕让人热血沸腾。

保定清苑区冉庄，就是电影中“高
家庄”的原型。

冉 庄 地 道 战 纪 念 馆 1959 年 建
馆，2010 年迁建新馆；冉庄地道战
遗址景区包括冉庄地道战纪念馆、地
道及街面旧址区三部分，1997 年被
中宣部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
基地。

近日，记者来到冉庄地道战遗址，
随人流钻进地道中。地道并不宽敞，在
部分路段，我们只能弯腰弓身前行。地
道内设有地下指挥部，并设有指示牌、
陷阱、储粮室、厨房、厕所等设施，地道
工事可以防破坏、防封锁、防水灌、防
毒气、防火烧。

“地道始挖于 1938 年，一般宽 0.7
至 0.8 米，高约 1 至 1.5 米，上距地面 2
米多。”冉庄地道战纪念馆馆长周明慧
说，这里虽然又窄又矮，但抗日战士们
却能来去自如。

1937年，日军铁蹄践踏华北大地。
抗日军民奋起抵抗，地无分南北，人无
分老幼。

夏秋季节，游击健儿在“青纱帐”
里逞英豪，但冬天“青纱帐”消失后，莽
莽大平原上无处藏身。

为抵御外侮、保存自己，冉庄一带
的乡亲们用双手和铁锹、镐头，一点点

“抠”出能“埋伏下神兵千百万”长达16
公里的地道网。

冉庄村前那棵老槐树上挂着一口
大钟。敌军将至，钟声敲响，乡亲们便扶
老携幼，攀下门前的老井、进入家里的
灶坑、钻进牲口槽里的地道中……

地道内静谧、安全，地道外子弹呼
啸、杀声震天。

在一次战斗中，冉庄第一名中国
共产党党员、冉庄地道战创始者之一
张森林打完了所有子弹、摔碎了心爱
的马枪，被捕后受尽酷刑、坚贞不屈，
最后被敌人活埋，年仅34岁。

血债要用血来还。
有一天，日伪敌人以600人的兵力

直扑冉庄。当时，我方只有 20 个民兵，
在村边工事稍事抗击后，便诱敌进入
村内。在地道掩护下，民兵一齐开火。
600多名日伪军被打得晕头转向，拖着

死尸、架着伤员，狼狈逃窜。
日寇时时可能受到打击，却经常

连对手人影都看不到，因此叹息“神八
路，来无影，去无踪，要打哪儿就打哪
儿”。

“在战争最残酷的年月，英雄的冀
中党政军民，以英勇的战斗精神和无
比的智慧，筑成一道‘地下长城’，把无
险可守的平原变成了不可攻克的要
塞。”曾任冀中军区司令员的杨成武将
军曾深情地写道。

冉庄地道战纪念馆现有收藏品
363 件，其中革命文物 98 件。这一件件
革命文物和缴获的战利品记载着英雄
们的战绩：抗战期间，冉庄民兵共对敌
作战 157 次，打死打伤日伪军 2100 多
名；在阴暗的地道里，抗战军民们还制
造出大量地雷、手榴弹、子弹……

重温红色历史，不是沉溺于苦难
与仇恨，而是要传承红色基因，抖擞精
神再出发。

“先烈们坚强不屈、英勇献身的革
命精神，在和平年代依旧闪烁着光
芒。”周明慧说，他们通过升国旗、唱红
歌、颂党恩、演红色节目、讲红色故事
等形式，让人们铭记历史、不忘国耻，
为美好的明天继续拼搏奋斗。

“通过参观学习，我们上了一堂生
动的革命传统教育课，进一步了解了
中国抗日战争走向伟大胜利的历史进
程。”近日，省工信厅组织部分党员干
部赴冉庄地道战遗址开展主题党日活
动，党员们纷纷表示，要继承和发扬革
命先烈的光荣传统，踏踏实实做好本
职工作。

依托冉庄地道战遗址，冉庄村大
力发展红色旅游。如今，每年约有 150
万游客来这里参观旅游，接受爱国主
义和革命传统教育。记者看到，在冉庄
街道上，人流如织，很多游客装扮成八
路军战士、武工队队员的样子在拍照，
满脸洋溢着自豪感。

“通过发展红色旅游，当地经济有
了很大提升，年人均收入达到 18000
元。我们将进一步弘扬地道战精神，依
托红色旅游资源，推动乡村振兴。”冉
庄镇党委书记王立恒说。

今年，清苑区计划投资 22 亿元，
建设红色记忆·冉庄文旅特色小镇项
目，打造集红色教育、军事体验、民俗
休闲、田园度假为一体的红色旅游景
区。

岁月静好，山河无恙，这片红色的
土地必将更加灿烂辉煌。

【走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系列报道②】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宋娜）日
前，由省文明办、省委省直工委、省
退役军人事务厅、省教育厅、省总
工会、省委、省妇联、省关工委主
办，河北新闻网、河北文明网承办
的“红色家风故事征集宣传展示活
动”正式启动，面向社会公开征稿。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建党百年来，一代代共产党
人形成和倡导的红色家风，彰显
了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优良作
风。此次活动结合党史学习教育，
旨在深化文明家庭创建，引导广
大党员干部群众从百年党史中汲
取精神养分，弘扬家庭美德、传承
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推动形
成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
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
明新风尚。

征集活动主要围绕以下五个
方面主题开展：讲述家庭成员坚
守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
的深厚情怀的故事，弘扬“信仰坚

定”的红色家风；讲述家庭成员忠
于职守、勇于担当、敢闯敢干、不
怕牺牲的故事，弘扬“忠诚担当”
的红色家风；讲述家庭成员坚持
勤俭节约、坚决反对浪费的故事，
弘扬“艰苦奋斗”的红色家风；讲
述家庭成员一心为民、关爱他人、
顾全大局、主动奉献的故事，弘扬

“甘于奉献”的红色家风；讲述家
庭成员始终保持一身正气，坚持
清廉持家的故事，弘扬“廉洁自
律”的红色家风。

作品内容需符合征集主题，文
体不限，可以撰写自己的家风故事，
也可以撰写他人的家风故事（需征
得该家庭同意）。作品须为本人原
创，拥有文字、照片版权。投稿时需
注明作者姓名、单位和联系电话，投
稿邮箱为hongsejiafeng@163.com。

作品征集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10 月 31 日。详情请登录河北
新 闻 网 ：http://zhuanti.hebnews.
cn/node_359260.htm。

河北日报讯（记者张淑会）5
月17日，经过近4个小时采集，来
自秦皇岛的“00后”大学生朱占文
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成功
为一名素不相识的血液病患儿捐
献了249毫升造血干细胞悬液。据
悉，朱占文是我省第518例成功捐
髓的志愿者。

今年20岁的朱占文是东北石
油大学秦皇岛校区的一名在校大
学生。2020年 8月，他和母亲在老
家吉林通化的流动采血点，完成
第一次无偿献血的同时，留取了
血样，正式加入造血干细胞捐献
志愿者队伍。

在大学期间，朱占文在紧张的
学习之余，还承担了学校很多公益
活动的宣传任务，经常动员同学们
无偿献血，传递爱心。“我父亲热爱
公益，乐于助人，每年都无偿献血，
母亲身体不好不能献血，但非常支
持父亲。”朱占文说，受父母影响，
他上中学时就有了献血救人的想
法，那时由于年龄限制和学习紧
张，就一直搁置了下来。直到2020
年参加完高考，他再次向父母表达

了自己的想法。
让朱占文没想到的是，留取

血样仅半年，他就接到了吉林省
红十字会的电话，得知自己的血
样与一名血液病患儿初配成功。

“有缘配型成功，就一定要捐！”没
等工作人员做动员工作，朱占文
就毫不犹豫地同意了捐献，“没什
么事情比救治生命更重要了。”在
家人支持下，他顺利通过了高分
辨检测和健康体检。由于父母工
作很忙，正在秦皇岛上大学的他
决定在河北进行捐献。

5 月 12 日，朱占文在叔叔和
秦皇岛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陪同
下，来到河北医大三院进行捐献
前的准备。打动员剂期间，朱占文
的左腿因以前拉伤过，所以疼得
厉害，对此医生建议服用一些药
物，但他担心服用药物对捐献产
生影响，便拒绝了。“比起患者的
痛苦，我所做的努力和承受的痛
苦微不足道。”朱占文说，他愿用
实际行动带动更多人加入捐献造
血干细胞志愿者队伍，以救治更
多生命。

开办爱心便利店、帮扶特殊群体就业、为
贫困学生提供生活物资……2003年以来，刘
荣秀积极投身公益活动，累计参加志愿服务
1200小时。

今年 67 岁的刘荣秀是石家庄市天荟商
贸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近年来，她先后获
评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省优秀
共产党员等称号，今年 3月被评为 2020年度
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 100”最美志愿
者。

在荣誉面前，刘荣秀只有一句话：“这些
都是群众赋予的，是我们整个团队的成绩。”

2004 年，刘荣秀在石家庄开办了首家
“爱心救助”便利店，在店里，所有商品都有普
通价和“爱心价”。“爱心价”比普通价要低几
角至几元不等，城市低保户、特困职工、贫困
大学生等困难群体，都可以享受几乎没有利
润的“爱心价”。十几年下来，不计其数的困
难群众受惠。

爱心便利店还开设了提供免费送货服务
的“热线”电话。她组建了学雷锋志愿服务
队，为特困家庭、孤寡老人提供免费送货，定
期上门为社区孤寡老人洗衣做饭，用自己的
实际行动带动了更多的人参与到志愿服务中
来。

刘荣秀时刻关注特殊群体的就业问题。
“帮助他们，不仅仅是挽救了一个人，而且还
救助了一个家庭，减少了社会的不稳定因
素。”作为党的十七大代表，刘荣秀注意到国
家相关部门开始关注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
员的安置和帮教问题，随即萌生了帮扶他们
的想法。

刘荣秀先后安置了一批有犯罪前科的青
年，为他们能融入社会，过上正常生活开启了
绿灯。对待这些员工，她除了同工同酬、一视
同仁外，还在日常生活上对他们给予关照，业
务上找专人“传帮带”，让他们不仅在业务上
精进，还从思想深处得到净化提升。

2009年，刘荣秀组织天荟公司与石家庄
市长安区检察院携手建立了“未成年人犯罪
帮教基地”，以有偿劳动的新型帮教方式促使未成年人回归社会。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是刘荣秀对待特困家庭下岗职工始
终坚持的理念。多年来，她根据不同人特长，累计帮助百余名下岗职工
成功再就业。对于不能在本公司就业的，她积极协调，介绍给其他有能
力接收的单位。十余年来，通过刘荣秀安排的下岗职工，已远远超过了
她公司的总人数。

公益路上不停步。2003 年非典期间，刘荣秀成立了共产党员“抗
击非典物资保障特供小分队”，与16家抗非典定点医院建立联系，保证
所需商品24小时随叫随供。去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她大年三十带
领志愿服务队，将价值 6万余元的防疫物品送到石家庄市第五医院和
市疾病防控中心。

如今，刘荣秀仍坚持不懈地走在公益的路上。她带领志愿服务队
走上街头，为一线交警送去防暑用品；与贫困地区孩子结成帮扶对子，
为他们送上衣物书本、送去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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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家风故事征集
宣传展示活动启动

“00后”大学生朱占文捐髓救人

鲁春芳照顾患病鲁春芳照顾患病 2020 多年的老伴多年的老伴
儿儿。。 省妇联供图省妇联供图

孙玉兰在细心照料老人孙玉兰在细心照料老人。。省妇联供图省妇联供图

骆宗明与老伴儿李秀芹一起制作骆宗明与老伴儿李秀芹一起制作
了了3939本家庭档案本家庭档案。。图为夫妻二人在整图为夫妻二人在整
理档案理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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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蠡县鲁春芳家中，一本散发
着墨香的、厚重的《蠡县志（1996-
2005）》引人注意。

鲁春芳今年 70 岁，退休前在蠡
县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工作，主持修
订的《蠡县志（1996-2005）》获评河
北省地方志优秀志书二等奖。

“这是我最得意的作品。”回忆
往事，鲁春芳感慨颇多，2006年退休
后，她本想在家照料患脑血栓多年
的丈夫，但当时县政府决定续修县
志，希望她出面帮忙。

出于对县志工作强烈的事业心
和责任感，鲁春芳毅然牺牲小家，投
入到紧张的修志工作中。

从2006年9月到2015年，鲁春

芳带领方志办修志人员呕心沥血，
辛 勤 笔 耕 ， 编 写 了 50 多 万 字 志
稿，搜集资料 600 多万字，统稿
150 多万字，提出书面修改意见 5
万多字。

为搜集资料，鲁春芳早出晚归，
跑遍了全县 60 多个部门、13 个乡镇
及 232个行政村，在 652平方公里的
土地上留下了她和同事们的足迹。
9 年里，150 多万字的志稿她审改了
近10遍，不仅对每篇内容的观点、文
字、数据等全面审阅，还兼顾其他篇
章的内容。

修志路上，鲁春芳遇到了很多
难关。一天下班路上，她被撞成骨
折，即便如此，仍然在病床上坚持修

改校对材料，还拄拐去保定市印刷
厂审稿校对。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道繁
杂程序，历经七改篇目，八易其
稿。2015 年 3 月，《蠡县志 （1996-
2005）》 通过了四级评审，达到出
版要求。

“修志虽然平凡，但给世人留下
财富，这也是‘得志’。”鲁春芳说。

爱岗敬业、甘于奉献，鲁春芳家
庭是众多“最美家庭”的缩影。他们
立足于各行各业，开拓进取、奋斗不
止，在广阔的社会舞台上将个人价
值融进时代发展，成就了最美家庭，
引导更多家庭学习最美故事、传播
最美能量、争做最美家庭。

在滦州市滦州镇，活跃着一支由
“五老”组成的关心下一代队伍——
“老爷爷报告团”，他们经常开展公
益性宣讲活动。今年80岁的骆宗明
就是“老爷爷报告团”的领头人。

2007 年退休后，骆宗明一心想
着继续为党为人民做点事，在老伴
儿李秀芹的支持下，他决定带头组
织成立一个宣讲团。很快，他的想
法得到了几位志同道合的老党员的
赞同，他们一起先后走遍了当地 91
个乡村，走访 450 余名老人，收集了
大量当年冀东抗日根据地的抗战故
事，并精心整理编写成了一套3万多
字的宣讲教材。

后来，骆宗明和团队一起，分区
分片走进全镇各中小学校，开展巡

回宣讲300多场（次），面向中小学生
进行爱国主义、革命文化以及遵纪
守法、传统美德等主题宣传教育，积
极传播红色精神、普及法律知识、弘
扬传统美德。

退 休 不 褪 色 ，离 岗 不 离 党 。
2015 年，在骆宗明提议下当地筹建
起一座民俗博物馆，他同几位老党
员一起下乡进村入户，共收集文物
560余种、3980余件，充实民俗展品，
丰富教育资源，为青少年提供了接
受爱国主义教育的更好场所。目
前，他们如期完成了河北区域内革
命战争故事的收集整理工作。

骆宗明说，他能全身心投入公益
事业，这离不开家人的支持。“老伴儿
有 60 年党龄，她一直全力支持我做

公益宣讲，有时候她也参与进来，跟
我一块儿发挥余热，贡献社会。”

热心公益，“最美家庭”的故事
还在继续。

“一定要让奋战在防控一线的
勇士们安心、安全地去战斗。”疫情
期间，李凤艳、王必顺夫妇多次捐
款，向疫情检查站和疫情严重地区
的村民捐赠军大衣、口罩、方便面等
生活用品。

李凤艳和王必顺是迁西县人，
两人均已退休。向学校捐赠校服，
向青少年赠送法律书籍，为中小学
生宣讲法律知识……多年来，夫妇
二人一直热心公益事业。

“我希望用一家的小爱，温暖周
围更多的人。”李凤艳说。

孝老爱亲 传承美德

爱岗敬业 自强奋斗

热心公益 无私奉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