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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映

周保中将军原名奚李元，
云南大理人，白族，1927年参
加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革
命道路。

周保中生活俭朴、严以律
己、坦诚无私、刚直不阿、品德
高尚，而这种良好的家风，在其
女儿、侄女等家人身上也得到
了完美的体现。

周保中的女儿周伟经常给
笔者讲起父母的故事：父亲参
加过“靖国护法”战争，入过云
南讲武堂，又参加北伐。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云南
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西南军政
委员会政法委员会主任兼民政
部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
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
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母亲王
一知是黑龙江省依兰县人，
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周伟的回忆中，周保中
将军在东北抗日战争中浴血奋
战，身上留下的伤疤有十几处，
最严重的一次是子弹打穿了腹
部，肠子流了出来。他用手将
肠子塞回腹腔，继续指挥作
战。由于积劳成疾，新中国成
立后他身体一直不好，但他能
忍就忍，不愿给身边的工作人
员增添麻烦，这种做法潜移默
化地影响着家人。

由于战争的原因，周伟出
生后不久就被寄养在苏联一家
保育院，直到抗战胜利，才回到
父母身边。周伟表示，父母都
非常爱她，但对她严格要求，经
常教育她不要搞特殊，做一个
奉公守法的公民。

周伟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为
一名主任医师，如今已经退休，
她的丈夫是退休的高级工程
师。他们常年奔波于东北、云南、重庆等
地，将所有积蓄用来收集整理周保中将军
和王一知同志的相关资料，为研究抗联和
两个革命前辈积累了珍贵的史料。她情系
大理，热爱家乡，把苏联红军赠送给父亲的
礼物、朝鲜金日成主席赠送给父亲的礼物
全部捐给了位于大理市湾桥镇的周保中纪
念馆，为纪念馆晋升为国家级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丰富了内涵，提升了品质。

周保中将军的侄女李玉回忆，云南解
放后，李玉的父亲奚李茂找到了阔别25年
的二哥周保中，时任云南省副主席的张冲
同志建议，安排奚李茂到个旧锡矿工作，周
保中说：“我三弟的确是辛苦了一辈子，我
被国民党通缉，家里也遭受过牵连，但我是
一名共产党员，是为人民服务的，党没有赋
予我这样大的特权，多少人还在为衣食奔
波，在找工作。我弟他有好手艺，还是让他
回老家发挥专长，自己解决温饱吧。”

周保中夫妇一生克己奉公，他们不仅
做最好的自己，还把优良的品德和良好的
家风传承给了下一代。周伟、李玉一辈，虽
然在平凡的岗位上，但不忘共产党人的初
心和使命，永葆革命后代的本色，一心为弘
扬革命精神不懈努力。这就是一个革命家
庭代代相传的良好家风，也是千千万万家
庭学习的榜样。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王蓓

前不久，李红珍又带着家人亲友一起到丈夫曹
玉建驻村扶贫工作生活了四年的地方——安徽省金
寨县吴家店镇竹根河村。

“这条进村的路，原本特别狭窄，是他们帮着修
起来的；现在，不光路修好了，还开通了公交车，有半
辈子没出过村的老人，一大早就坐上公交车去镇上
赶集、吃早饭，可高兴呢……”一路上，李红珍兴奋地
跟亲友介绍这里四年来的变化。

“太熟悉了”，接受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采访
时，李红珍笑着说：“儿子2018年上大学后，周末只
要有时间，我就去村里陪他。”相互鼓励、相互成全、
共同成长——2个多小时的采访中，一个个细节、故
事，让这个和谐幸福积极向上的家庭的样子，从轮廓
模糊渐渐变得清晰。

在过去近十年时间里，这个看似平凡的三口之家，
曾先后荣获安徽省五好文明家庭、省五好文明家庭标
兵、省直机关“最美家庭”家庭和省“最美家庭”家庭称
号；2016年被评为全国“最美家庭”、2018年被评为全
国“五好家庭”、2020年被评为全国“文明家庭”。

2016年5月，李红珍家庭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
全国表彰大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回想起五年前的情境，李红珍还深深地沉浸其中。

家风，是塑造人格的无形力量

家风是什么？在李红珍和爱人曹玉建看来，家
风就是家庭每个成员的生活方式、文化氛围和价值
观，是思想、行动、态度、精神、生活习惯、道德情感的
大熔炉，是在日常的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心灵、塑
造人格的无形力量。

李红珍觉得，好的家风源自家庭成员自觉的锻

造和传承。
曹玉建的父亲幼时读过私塾，三年困难时期从

师范学校辍学回乡，在村里是个文化人，一直坚持按
照崇德向善、勤廉笃实、修身正己的家风教导子女。
李红珍的父亲幼时家贫，读书不多，“但他对我们兄
妹三人言行举止、为人处事方方面面严格要求，尤其
注重教育”。

耳濡目染，让年轻的曹玉建和李红珍在生活、成
长、考学及至参加工作，都谨守良好家风。

家教，是家庭成员间润物无声的影响

“有孩子后，我们努力营造和谐向上的家庭环
境，始终把对孩子的教育放在第一位。”李红珍说，曹
玉建在省教育厅工作，出差多，但只要在家，“他会陪
儿子一起读书、游戏。”

在安徽农业大学工作多年的李红珍看来，对社
会有用的人才首先必须有责任感和爱心。儿子曹翔
宇从小学起一直担任班长，“值日、出黑板报、为班级
服务，即便占用不少学习时间，我和他父亲都全力支
持，因为，愿意为集体和他人付出，是责任感的体
现”。

2007年，李红珍和爱人商量，参加“给山里娃
找个城里家”活动，资助岳西贫困山区的单亲家庭
孩子岳安。“那年暑假，只比翔宇大一岁的岳安在我
家生活了几天，翔宇跟他吃住玩在一起，亲如兄
弟。后来，每年我们都会接岳安来合肥或者我们带
着翔宇去山里看他，给这个常年跟爷爷一起生活的
孩子一些母爱，鼓励他好好学习，改变生活和命
运”。

2008年，李红珍参加了儿子所在琥珀小学组织
的为留守儿童当代理妈妈活动；2013年，李红珍又和
爱人结对帮扶寿县焱刘中学的一名贫困女生。无声

的爱在一次次爱心公益活动中传递，爱的种子也在
儿子曹翔宇心中扎根、萌芽。

2018年，曹翔宇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在
担任学生会干部之外，他成为“志愿北京”注册志愿
者，经常性参加志愿服务，连续三年参与义务献血。

距离虽远，心却从没远离过

李红珍觉得，家人间相互理解，遇到困难和问题
时相互鼓励、支持，是这个小家庭不断成长，每个人
都变得越来越好的秘诀。

2017年初，儿子上高二，曹玉建被选派到金寨
县偏远乡村担任第一书记兼扶贫工作队队长。李红
珍回忆：“我担心孩子会因为缺少父亲的陪伴情绪上
有波动，儿子却安慰我们，你们放心，爸爸在或不在，
我都一样学习。爸爸放心去扶贫，那是你的工作。”
2017年4月末，曹玉建去了金寨县竹根河村。

“他之前设想周末可以回来陪陪儿子，去了才发
现，路途太远、交通不便、时间明显不够用，回家是不
可能的。两周后的周末，儿子小考结束。从没开车
上过高速的李红珍和儿子决定“给爸爸送车”。李红
珍回忆：“我们早上八九点出发，下午快4点才到村
里。看到我和儿子的一刹那，他又惊喜又感动。”

李红珍还带着公公婆婆、父母家人去村里看望
过曹玉建。“既让老人放心，也支持他安心工作，圆满
完成扶贫任务。”

再过一个月，曹玉建就能完成交接工作回到合
肥，“我们也能结束两地生活”，李红珍笑着说：“不过，
这三年多，我们一家三口分居三地，心却一直紧紧相
连。我们常常视频，遇到拿不准的事，都一起商量，
遇到困难，相互鼓鼓劲！每年短暂相聚的几天，我们
一定待在一起，去看看双方父母，散散步、聊聊天，距
离虽远，心却从没远离过！”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张萌

在黑龙江省宁安市牡丹江南岸，当年27
岁的抗日烈士胡振芳已在这里长眠了80年。
国难当头，他怀着不屈的信念，用一腔热血书
写了一段永不褪色的青春传奇。

日前，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来到胡振
芳女儿胡立生家里，聆听在她的成长历程中，
父母为她留下怎样的生命印记。

父亲的不屈之志

1913年，胡振芳出生于黑龙江省东南部
古老、秀丽的宁安县，这片坦坦荡荡的黑土
地，孕育出他心底的那种坚贞与不屈。

他自幼禀赋聪明，活泼开朗，6岁上学，8
岁登台演讲就极富感染力。一年，远嫁到北
平的一个亲戚回乡，看到胡振芳聪明好学，就
把他带到北平读书，后来他考入北京大学。

在北大，胡振芳深受革命师友的影响，积
极参加进步活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
北大师生作为抗日救亡浪潮中一支重要力
量，组成南下示威团，对软弱的国民政府提出
强烈抗议，胡振芳就在其中。

胡立生说：“那时，家人担心父亲的安危，
劝他回家，父亲不听，依然走上街头参加抗日
活动，他慷慨激昂的演讲激励了更多同胞参
与到抗日游行的队伍中。家里不再给他生活
费，父亲被迫放弃学业返回老家。”

“父亲懂日语，回到宁安后，经人介绍加
入了苏联红军远东司令部情报组，父亲以东
园子小学校长的身份作掩护，秘密从事抗日
活动，专门收集日军军事情报。除了用秘密
电台发送情报外，还曾多次装扮成熊穿越边
境给苏联红军送情报……”抗日烽火燃遍神
州大地，每一份救亡图存的力量都显得弥足
珍贵。

1941年3月的一天，胡振芳接到日本宪
兵队队长的请柬。“那天父亲回来得很早，像
往常一样把我和弟弟抱坐在腿上，给我们讲
故事，直到离开家时才放下我们俩。那夜父
亲没回来。直到第4天，日本宪兵队的人才告
知‘父亲病亡’的消息，还威胁母亲不要乱
讲。当祖父带人把父亲抬回家时，我们看到
父亲浑身血肉模糊，衣服和身体冻在一起
……”那悲惨的一幕深深印在胡立生心中，一
生都难以忘记。

原来，日本宪兵队队长想诱降胡振芳，但
他斩钉截铁地回绝：“这个组织被破坏了，还
会有别的组织，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会为抗日
救亡奉献终生，直到把你们赶出中华大地！”
日本宪兵队长恼羞成怒，对胡振芳施以酷刑，
又把他装进麻袋活活打死。

“父亲牺牲时才27岁，父亲的逝去让我们
失去了生活支柱，却成为我们的精神支柱。”
胡立生说。

在最艰苦的岁月，胡振芳顽强地战斗在
苦寒绝地，把自己的生命交付于他心中的信
仰。

恶劣环境锻造坚韧

胡振芳的妻子孙慧敏是一位新女性，女
子师范学校毕业后任宁安女子中学教师。因
工作需要，她与比自己小6岁的胡振芳相识，
1934年，两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冲破家庭重
重阻力走到一起。

“父亲牺牲后，全家被抄，生活没有着落，
母亲强忍悲痛，带着我和弟弟艰难度日，日本
宪兵队跟踪监视母亲一年多。我们是政治犯
家属，受尽各种歧视和冷遇，每个月只配给我
们最难吃的橡子面，而一般人家还可搭配些
小米、玉米等。”

“两年后，日子实在熬不下去了，我和弟
弟又到了读书的年龄，母亲得知牡丹江南的
小唐村小学有人员空缺，就举家迁到那里。
母亲到农村任教，可以种点杂粮让我们填饱
肚子，也可逃离“政治犯”罪名带给我们的阴
影，让我们获得一点自由的空气。”

即便在那样的条件下，母亲对他们的教
育也从未放松。“晚饭后，母亲会给我们讲父
亲的故事，讲做人的道理，窗外明月皎洁，听
着母亲的讲述，是我童年最幸福的时刻。那
时才渐渐明白，什么是骨气，父亲用他不同寻
常的人生，告诉我们如何做人。”胡立生说。

踩碎艰难的勇气

1945年9月的一天，东北抗联周保中将
军找到孙慧敏，向她表示慰问，还送给她一套
中文版的《列宁选集》。通过这部重要文献，
孙慧敏才系统地了解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
级专政学说。

1946年黑龙江解放后，孙慧敏任宁安县
宁安镇第一任区长。解放初期敌伪残余、地

痞横行，物资匮乏……在这种情况下，孙慧敏
投入全部精力努力工作。张闻天的夫人刘英
曾对她说：“像你这样通过自己努力为人民服
务，在社会上获得一席地位的女性，值得人们
尊重。”

1949年初，中央决定从老解放区选派一
批干部南下支援新区，孙慧敏主动报名，那年
她41岁，同年轻人一样参加集训，一路艰辛地
来到江西省南昌市，先在省卫生厅工作，1953
年被调入省人事厅。

十年动乱中，胡立生和丈夫严双光蒙冤，
在那段屈辱的日子里，胡立生想到了死。母
亲托人捎给她一封信，信中写道：“孩子，即使
社会不再需要你，工作不再需要你，但你始终
是我的女儿，是一双可爱儿女的母亲，我们永
远需要你！扛不住的时候，就想想我们，我们
日夜思念着你，天天盼望着你……”是母亲的
这封信唤醒胡立生活下去的勇气，支撑她熬
过了那段艰难岁月。

在胡立生被剥夺工作权利的12年里，母
亲不止一次对她说：“你认真读一读《二十四
史》，就能学会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你还年
轻，有知识，有技能，国家终究会让你有用武
之地的。”

1998年，孙慧敏走完她90年的坎坷人
生，她的无私和坚贞永远留在儿女心中。

源自父母的向善动能

因为父亲的缘故，胡立生对俄罗斯这个
民族有着一份天然的情缘。

1955年，20岁的胡立生被国家选拔赴苏
联著名的乌拉尔工学院留学。1960年毕业回
国，分配到成都飞机制造厂。不久，便参加了
我国教练机、歼击机新材料和新工艺的研制。

“那时，我们这一代人心中只想着祖国的重托，
抱着学以致用，报效祖国的满腔热情。”她工作
努力，成绩突出，第二年就被评为劳动模范。

1973年，胡立生被委派参加了江西省机
械研究所、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热处理生产试

验基地的创建。后来先后在国家计委、国家经
委、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等单位任职。

20世纪80年代初，胡立生所在的单位分
房子，分房标准之一是按家庭人口。“我的户
口本上只有我一人，孩子们的户口在爷爷
家。有同事建议我把孩子们的户口转过来，
我和母亲商量，没想到被批了一顿：‘为了分
房子转户口，实质上是欺诈行为。这样分来
的房子我不住！’后来我只分到一处50多平方
米的单元房。”

1985年，胡立生任中国华阳技术贸易总
公司副总经理。“母亲一生俭朴，我进企业任
职后，母亲时常提醒我，千万不能贪图享受，
做假公济私的事，否则就不是她的女儿。”父
母的影响无声无息浸润着子女们，他们刚直
无私的品格犹如家训一般被胡立生乃至整个
家族传承。

一次，胡立生去黑龙江省林甸县调研，发
现一所小学的教室是危房，四处透风的教室
里，孩子们的手都冻伤了，她极为心痛。回京
后，四处筹措资金，和地方协调重建了这所小
学。后来她又帮助学校建图书馆，还送给学
校一套远程教育设备。

在公司创建十周年之际，胡立生说：“我
们不搞庆典活动，把节省下来的钱做一些对
社会有用的事。”她连续多年为家乡的贫困小
学捐款捐物，还资助了甘肃、海南等地的贫困
家庭……如今，她把这个接力棒传给了女儿
严慧英。1993年，胡立生开始在欧美同学任
职，为了各项事务付出很多，胡立生说，“我觉
得这种付出很有意义。”

胡立生告诉记者：“父亲牺牲时我不到7
岁，他留给我的许多记忆都是模糊的，但在我
心中，有一些东西却无比真切，这些东西都融
化在我的血脉里。父亲虽然只走过短暂的生
命历程，但他留下的那种精神力量，却令我们
无比敬畏，永生难忘。”

（特别感谢欧美同学会妇女委员会对报
道的大力支持。）

“父亲牺牲时才27岁，他的牺牲让我们失去了生活支柱，却成为

我们的精神支柱。”胡立生深情回忆——

最美家庭家庭

父亲留下的精神力量融化在我血脉里

在李红珍和爱人曹玉建看来，家风就是家庭每个成员的生活方式、文化氛围和价
值观，是思想、行动、态度、精神、生活习惯、道德情感的大熔炉，是在日常的生活中潜移
默化地影响心灵、塑造人格的无形力量。

胡振芳烈士1931年参加抗日救亡
运动，顽强地战斗在苦寒绝地，他怀着不
屈的信念，把自己的生命交付于心中的
信仰。1941年3月被日本宪兵队杀害，
牺牲时年仅27岁。

胡振芳用一腔热血书写了一段永不
褪色的青春传奇，他那种精神力量，令子
女无比敬畏，永生难忘。时至今日，胡振
芳的后代，仍不遗余力地将这种精神传
承下去。

胡立生

胡振芳和妻子、儿女在一起。 （胡立生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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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家风家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