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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初心代代传“五必”家训刻心头

图文传真传真

巾帼志愿者六年陪孤寡老人过春节“不断档”

风范范

■ 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 姚建
■ 李曦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山东省济宁市妇联从挖掘家庭文
化角度出发，注重以家庭典型作为引
导，不断推进勤俭家风进家庭、进社
区、进学校，在孔孟大地绽放勤俭好家
风的文明之花。

勤俭家风代代传 军旅家庭
践初心

“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
餐餐吃得精打光……”傍晚，“七点故事
时间”在杜晓璐家里照常进行着，杜晓
璐是济宁邹城市民政局妇委会主任，也
是全国最美家庭代表。在她家里有个
不成文的规定，每日晚餐后一家人围坐
在一起听父亲讲一段革命故事。

杜晓璐家是军人家庭，父亲杜祥
宏是一位有着36年军龄的老军官、老
党员，曾担任江苏省十三航校飞行教
官，把自己的人生都奉献给了祖国的
蓝天事业；丈夫曾斌1998年招飞入
伍，现任空军94543部队宣保股股长；
杜晓璐2001年入伍，曾任兰空94159
部队通信连话务员。从小到大，父亲
关于勤俭节约的谆谆教诲总响彻耳
边：吃饭的时候吃多少盛多少，好吃的
要先敬长辈，不能只顾自己吃好吃的，
要做到不挑食、不浪费；使用草稿纸的
时候，边边角角都要利用上，写满了才
可以扔掉；多用手绢、毛巾，少用面巾
纸等一次性卫生用品……

父亲的教导深深影响着她和孩
子，父亲的这种坚持也慢慢地影响家
里的每个人。孩子知道剩饭不仅是对
妈妈做饭的不尊重，更是对农民劳动
的不尊重，每次吃饭不会在碗里留下
食物。工作中，她也注意节俭，市妇联
面向全市家庭提出制止餐饮浪费的倡
议后，她在民政局妇委会发起了相关
宣传活动，给全体妇女同志发放了“杜
绝浪费粮食 巾帼在行动”倡议书，并
当场签订了“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餐饮
浪费”承诺书，号召大家抵制浪费，做
爱粮节粮的践行者；勤俭持家，做文明
健康家庭的倡导者；传承美德，做弘扬
时代新风的推动者。在她的影响下，
单位的姐妹也都开始崇尚勤俭节约的
美德。她还作为巾帼志愿者进社区、
进村居、进家庭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把自己的家风故事分享
给更多的家庭。

“绿色大家庭”教孩子学会勤俭

徐晶是济宁尼山母爱书院的成员，也是济宁市妇联“家
风志愿传承服务队”的一员。她开办了一家叫作“风信子”
的幼儿园，这里的孩子们都有一个“捡牛奶盒”的习惯。从
去年秋天开始，在徐晶的带领下，孩子们便开始做起了“收
垃圾”这件事——把喝完的牛奶盒回收，“给牛奶盒一次新
生命”，孩子们在徐晶的引导下了解到身边的牛奶盒、饮料
盒大多是纸铝塑复合包装，废弃的牛奶盒可以分解成为纸
浆、塑料和铝粉，经过进一步加工，它们就可以被制造成书
本、笔记本、手提袋、塑料垫等等，这样做能“像熊大熊二一
样保护森林少砍伐树木”。幼儿园的成成小朋友很让人感
动，他嫌自己收集的牛奶盒少，便从小区楼上一直敲门到楼
下，18层高楼挨家挨户去邻居家收集，把收集牛奶盒的意
义宣传给了整栋楼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

“勤俭节约不是少数人做很多，而是大多数人都贡献一
点力量，小力量汇聚成大力量，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孩
子们收集牛奶盒，做起来只是一件简单的小事，每天只需不
到半分钟时间，但却能使家庭、学校、社区垃圾分类更有效，
也在潜移默化中养成勤俭节约不浪费的好习惯！”徐晶说。
这个特殊的“绿色大家庭”给了孩子们最好的成长礼物。

传统文化让孩子和家长领悟勤俭家风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这是《论
语》对勤俭节约的诠释，也是我们的祖辈孔夫子留给世人的精
神财富”。在曲阜市区的社区绿地，全国最美家庭代表、孔子
76代后裔孔令绍先生带着小孙子向市民们讲述孔氏家风，一
旁的群众不时向孔先生提问请教。像这样的场景，孔先生已
经不记得经历了多少次。作为曲阜市妇联家庭教育讲师团队
的一员，从宣传部门退休数年来，他一直跟随妇联组织参加各
类家风宣讲活动，“最大的感触是倡导勤俭家风能够感染一些
人，社区、学校、家庭，很多群体都受到了影响，这不是我个人
的贡献，而是整个传统文化带来的改变”，孔令绍动情地说。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一粥一饭，当思
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从唐诗到朱子家训
再到革命年代的童谣，一场名为“勤俭家风伴我成长”的主
题活动在济宁市太白湖新区京杭佳苑社区的家长学校展
开，济宁市妇联家庭教育讲师刘姝伶带领孩子们从诗词歌
谣里感受勤俭节约的内涵和价值，而像这样的家风讲座她
不知道讲了多少场，周边社区的孩子都把她当成了爱心妈
妈、知心朋友。刘姝伶说，“孩子们很纯真，在他们这样的年
龄从传统文化的角度为他们讲述勤俭节约的家风故事，本
身就是对文化的传承，而我们家庭教育讲师们也有意识地
在讲课中融入勤俭的传统和现代价值，对孩子们进行价值
观教育和引导，进而影响到家长和整个家庭”。

今年以来，济宁市各级妇联依托巾帼文明岗、家长学
校、妇女微家等阵地，通过丰富活动载体，大力推行“厉行勤
俭节约”的观念意识和行为习惯。依托妇联微信新媒体平
台发布倡议书，引导广大家庭自觉杜绝餐饮浪费，积极弘扬
勤俭家风，通过实施“家+文化”推进勤俭节约好家风建设
行动，深入挖掘各类“最美家庭”中的文化基因，在全市广泛
开展的家风家教百场巡讲、“母亲素质提升工程”系列讲座、

“新农村新生活”培训、各类“最美”家庭巡讲宣讲活动中融
入勤俭节约家风教育内容，讲述勤俭节约的家风故事和良
好家训，用身边的人、身边的事来影响和带动更多人厉行勤
俭节约、抵制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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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强洪
■ 史雅琴 江清湲

炸圆子、煨藕汤、包饺子……今年
春节期间，武汉市江岸区百步亭社区
温馨苑彭汉珍老人家中时时充满欢声
笑语，抱抱团巾帼志愿服务队志愿者
们为彭汉珍老人烹饪“年饭”，这也是
这些巾帼志愿者第六年陪老人过春
节。

看着志愿者端出一盘盘热气腾腾
的菜肴，彭汉珍老人感动不已，“每年春
节，抱抱团志愿者和社区群干都来看望
我，别出心裁为我做上可口的饭菜。去
年疫情多亏了社区和抱抱团团长，给我
送药送菜。下半年做了胆囊切除手术，
志愿者轮流照顾不让我出门，关心我生
活起居，我一点都不感到孤独，心里幸
福满满。”

今年75岁的彭汉珍，是一名身患

癌症的孤寡老人。没有子女的她在丈
夫去世后孤身一人生活，每逢节日倍思
亲。2015年被查出身患癌症后，原本
对生活失去了希望的老人在志愿者们
的帮扶下逐渐恢复正常生活，志愿者徐
蔚主动与彭汉珍老人结下“关爱对子”，
家里熬汤都会给老人送上一份，前几年
搬家后依然不忘送关怀，待彭汉珍老人
为亲人。在志愿服务队帮扶下，彭汉珍
老人重拾对生活的信心，自己也成了一
名志愿者。

“今年是我们抱抱团志愿服务队成
立第十年，志愿服务让我们找到自己的
价值。通过我们的陪伴，让老人们不再
孤独，感受到亲人般的情谊，我们也感
到无比幸福。”志愿服务队队长朱凤清
说。

据悉，每逢春节，志愿者们都会为
苑区的孤寡、空巢、特困老人做卫生、洗
被套、贴春联，料理生活琐事。

■ 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 姚改改

采访刘育平那天，他戴着一条鲜红的
围巾，十分喜庆。“因为我是‘红二代’嘛！”
刘育平笑着对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
者说。

刘育平所理解的“红二代”，并不是自
己的父辈有多么位高权重，而是父辈将一
颗中国共产党员的红色初心传给了他。

“我们刘家三代都是共产党员，现在红色
初心已经传到了‘红四代’。”

刘育平，今年69岁，原为浙江省绍兴
市上虞区文联副主席，祖籍绍兴嵊州市长
乐镇水竹村。其父刘祖香系当代著名茶
叶专家；其母赵合轩，毕生教书育人，历任
嵊州市百年老校校长27年；其子刘盼，现
任上虞日报社影视部主任，用光影艺术讴
歌百姓。有人这样评价他们——“刘家三
代人为他们的第二故乡上虞的发展作出
了杰出贡献。”

共产党培养的知识分子

“我的父亲是党培养的知识分子。”一
开口，刘育平就解释了“红二代”的缘由。

刘育平的老家水竹村耕读传家风俗
甚浓，农家子弟不论男女到了学龄都要上
学读书。刘祖香念小学四年级那年，学校
里新来了邢子道、陈布衣和唐友清三位老
师，他们吃住在刘祖香家，对穷人特别亲
和。后来才逐渐知道，他们是受中共嵊县
（今嵊州市）临时工委指派、以教书职业作
掩护从事革命工作的地下党员。老师经
常向刘祖香讲解革命道理，要他好好读
书，将来报效祖国，后又介绍他加入抗日
儿童团。

1938年3月，15岁的刘祖香被老师
推荐到浙江三界茶叶技术学校读书，成为

“当代茶圣”吴觉农的得意门生。在茶校
学习的两年间，他的班主任吕允福和语文
老师骆宾基均为中共地下党员。他们对
刘祖香十分关爱，学习上倾力，生活上照
顾，在他们的教育培养下，刘祖香走上了
革命道路。

20世纪50年代，刘祖香从宁波被调
回上虞，在章镇十里长山开垦国营上虞茶
场，创办上虞茶叶技术学校。他白天踏遍
荒山野岭，晚上庵堂席地而卧。每逢暑寒
假，当赵合轩携儿带女到上虞探亲时，头
戴草帽、脚穿草鞋、浑身泥浆的爸爸给孩
子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世纪 50年代，刘祖香用俄文撰
写的《茶树营养繁殖的探讨》等 3篇论
文发表于苏联科学院农科杂志，获得高
度评价；他创建的有 1200亩茶园的上
虞茶场，20世纪 60年代被评为浙江省
先进示范茶场；他离休后创办了当时全
国首家民间茶叶科学研究所——绍兴
市茶科所，建立了“种植——初制——
精制”茶厂一条龙的生产线等；20世纪
90年代，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
见……刘祖香对茶叶的痴迷与付出，潜
移默化地培养了子女做事认真执着的
品性。

母亲对子女的影响深远

父亲在上虞研究推广茶叶种植时，母
亲留在嵊县锦水小学任教，夫妻长年分居
两地，养育子女的任务，自然落在母亲身

上。父母节衣缩食，坚持让我们六个兄弟
姐妹读到高中毕业。刘育平印象中，寒冷
的冬夜一觉醒来，常常见到母亲在油灯下
批改作业。身为校长，看到学生没来上
学，母亲常常在漆黑的夜里提着马灯沿着
崎岖的山路上门家访，苦口婆心劝说，得
知学生因家庭困难读不起书，她就用自己
微薄的工资帮孩子们垫上学费。

身为校长，母亲严禁子女到她办公室
去，除非有急事。平日要儿女们到学校食
堂帮忙洗菜或打杂。“周末，妈妈让我们到
山上去割猪草，然后送到英烈军属家，他
们可以拿去喂猪。”不怕吃苦、不搞特权、

热心助人……这些美好的品格从小印刻
在刘家子女身上。由于母亲的严格要求，
刘育平和兄弟姐妹都成长为文教战线上
严于律己、爱岗敬业的工作者。

到人民中间去才能创作出好作品

不同于“一生事茶”的父亲，刘育平选
择了一生与摄影相伴。

与摄影的最初缘分，也算是父亲牵的
“红线”。20世纪50年代末，父亲去苏联
学习，买回一架捷克斯洛伐克生产的二手
相机。正读初二的刘育平马上对它产生
了浓厚兴趣，日夜研读一本由俄文翻译过
来的《摄影小经验》小丛书。当人们还视
相机为稀罕物的时候，刘育平已能熟练掌
控曝光、对焦及构图“摄影三要素”，拍出
令人惊讶的照片。

高中毕业后，刘育平被分配至茶场。
身为茶场领导的父亲把日晒雨淋最艰苦
的工作交给他。六月里，刘育平挑着160
多斤重的大粪去浇灌茉莉花。母亲来探
亲，看到晒得黝黑的儿子正在挑大粪，心
疼不已。旁人也觉得委屈了刘育平，但父
亲却说：“让他锻炼锻炼吧。”

“在茶场工作的那段时光里，我深刻
体会到钢铁是练出来的，磨难就是财富。
这为我后来从事群众文化工作打下了扎
实的思想基础。”刘育平说。

劳作之余，刘育平喜欢写诗编剧本，

跑到山上采风拍照。不出几年，他的文艺
才华初露锋芒，作品被报纸杂志发表。当
时父亲希望刘育平能子承父业，但热爱文
艺的刘育平毅然选择了到上虞区文化馆
工作。

初来乍到，刘育平每天抢着干杂差、
打扫办公室卫生、为大家打好开水；长城
牌手摇油印机没人会用，被弃置角落沾满
灰尘，刘育平找来说明书反复琢磨，直至
使用起来得心应手，每到编印宣传资料高
发期，工作到半夜是常事……

“我爸妈从小教育我们要学会做人，
学会为人民服务，这些话我记得很牢。”刘
育平解释自己勤奋工作的原因时，这样说
道。

40多年来，刘育平从未忘却父母的教
诲。他始终以“讴歌时代、服务人民”为神
圣使命，深入生活，深入一线，深入群众，
用手中的相机，记录着上虞的城市变迁。

说起自己最满意的摄影作品，刘育平
特意翻找出一幅指给记者看。照片整体
以红与黑的强烈对比为基调，只见一轮旭
日冉冉东升，喷薄而出，一群直奔工地的
劳动者与肩挑沉甸甸担土而来的劳动者
擦肩而过，在艳丽朝霞的映衬下，奔走的
人群剪影和宁静的自然景观美妙地交融
在一起。

“这表现的是1991年冬，上虞6万军
民在杭州湾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的
场景。”刘育平说。拍摄这张照片实属不
易。当时正值隆冬，海涂滴水成冰。刘育
平每天睡芦席、餐海风，连续半个多月与
劳动者同吃同住同劳动。那一天，刘育平
早早起床拍摄海涂日出，恰好看到眼前的
壮丽场景，他激动不已，顾不得刚刚因陷
入淤泥里而被芦桩刺破流血的光脚，连跑
带跳，找到最佳拍摄点，“咔嚓嚓嚓……”
按下了一连串快门。

这篇讴歌劳动者光辉形象的作品，被
刘育平命名为《娥江儿女》，获奖无数。“摄
影家只有到人民中间去，扎根生活，才能
创作出好作品。”刘育平深有体会地说。

截至目前，他已义务为民摄影累计超
万余人次，先后有1200余幅摄影作品在
国内外报刊发表、展出、获奖。

“五必”示儿家训刻心间

20世纪80年代后期，刘家兄妹6人相继
成家立业，但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并未松懈。

“他们怕我们误入歧途，犯错误。”刘育平说。
1989年，刘育平37岁。5月的一天，

父母郑重其事地将他叫至跟前，捧出一幅
书法作品。“这是我们的家训，也是你的行
为准绳，请务必谨记在心。”

“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行必踏实，言
必守信，财必清廉。愿共勉之。”这便是书
法作品的内容，被刘祖香夫妇命名为《“五
必”示儿》。由母亲执笔，字字千斤，力透
纸背，也深深刻在了儿女们的心头。

据刘育平介绍，彼时的兄妹六人都工
作出色，有的还担任领导职务。父母的家
训，越发“箍紧”了戴在他们头上的“紧箍
咒”。

收到家训后，刘育平立马将其装裱起
来，挂到客厅墙上，一直到现在。这份家
训早已成为刘家人做人做事的准则，也成
为刘家后代子女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刘育平的儿子刘盼1982年出生，子
承父业学新闻，大二年时就入了党。毕业
后进入《上虞日报》上班的前一天，刘育平
像当年的父亲那般和儿子谈话：“新闻记
者肩负神圣使命，一定要传承我们的家风
家训，舞台搭好了，怎么演好戏，要靠你自
己。”

父亲给刘盼上了难忘的工作第一
课。上班没几天，山林着火。刘盼背着相
机紧随干部群众扑灭山火，发扬战地记者

“靠近靠近再靠近”的报道精神，用相机记
录了人民群众奋不顾身扑灭山火的感人
场景，得到了报社领导的表扬。2008年
四川汶川大地震，刘盼又第一时间日夜兼
程赶过去，冒着余震危险拍摄了大量照
片。阳光雨露育壮苗，刘盼荣获了浙江省
青年岗位工作能手称号。

2020年底，刘育平家庭被评为“第二
届全国文明家庭”。“传承红色初心，弘扬
传统美德，今后再接再厉，继续为上虞的
发展贡献力量！”年近七旬的刘育平发出
了铿锵有力之声。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刘育平家庭：

上阵父子兵！刘育平与儿子刘盼2020年共同为区人代会
摄影服务。

抱抱团巾帼志愿者在彭汉珍（中）老人家为老人做了丰盛的“年饭”。

1989年5月，刘祖香及夫人赵合轩
为其膝下六个儿女制定的《五必示儿》
家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