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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幸福的事就是家庭和睦”

最美家庭家庭

28年一家人接力奉献“暖心鞋”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姚改改

杭州有美丽的西湖，风景秀丽，游人如织。
与之相隔近80公里左右的绍兴上虞丰惠镇有
个西湖村，绿树掩映，孩童嬉戏。

从今年3月24日起，到西湖村研学的小学
生一批接一批，西湖村两个月累计接待研学学
生3000余名。“西湖村已被上虞区教体局列为
中小学生定点研学基地，这为乡村振兴起了好
头。美丽乡村建设，最终要转化成‘美丽经济’
才有意义，今年，我们补上‘美丽经济’这一课。”
西湖村党总支书记周焕梁如是说。

周焕梁1960年出生，至今已在村书记的岗
位上工作了27年，把一个一穷二白、脏乱差的
村庄，改造成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全国文明
村，在此过程中，妻子朱招芝是他最坚强的后
盾。今年3月，周焕梁家庭被评为2020年全国
最美家庭。

夫妻同心企业扭亏，村民喜就业

1994年，从部队复员回村的周焕梁被推选
为郑家堡村支部书记。当时摆在周焕梁面前的
头等难题就是村庄交通闭塞。出村没有路，进
城要坐船，就连孩子们去上同村的小学，都要翻
山越岭。

要想富，先修路。当时，周焕梁给自己安排
了“三个一”工程，即修好一条路，打通一座山，
搭建一座桥。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村里没钱，部分村
民也从未遇过如此大事，不仅认为这是天方夜
谭，还“送”来了嘲讽声。在鼓动村干部借钱垫
资，村民义务参与劳动之余，周焕梁灵活地想到
要朝政策找办法，向政府“讨”资金。“农业现代
园区”“国家商品粮基地示范方”……周焕梁通
过争取项目，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1997
年，梦想照进现实。时至今日，这“三个一”仍为
当地的交通要道。

同年，国家鼓励发展民营经济，要求村办企
业转制。郑家堡村的村办企业塑料编织袋厂，
因经营不善一直亏损。周焕梁毅然接下这个

“烫手山芋”，背上了100多万元的债务。他忙
村务顾不过来，妻子便辞掉镇上的财务工作，回
来帮忙。夫妻俩分工合作，同心协力，在摸索
中，终将企业扭亏为盈，兴盛时为村里100多名
妇女提供就业岗位。

支持丈夫潜心治理美丽西湖村

2006年，行政村规模调整，郑家堡、屈华、后湖、甑底山四个自然
村合并，取名“西湖村”，周焕梁任党总支书记。村庄变大了，事务增
多了，但依旧家底薄、脏乱差。但全村共有土地3200亩，村民人均土
地有一亩多。“这是我们村最大的发展优势啊！”周焕梁扬长避短，紧
抓土地资源，想尽各种办法，将土地产出最大化。

周焕梁再次将目光聚焦在国家政策上——走适度规模经营之
路！他鼓励村民将弃耕抛荒的土地通过出租、转包等形式流转出来，
再通过村集体经济合作社，搞规模经营。水产养殖、花卉种植、果树
种植……土地利用率提高了，老百姓增收了，环境也变美了。截至
2020年底，西湖村村集体经济有100万元左右，农民人均年收入3.8
万元。

引导贫富结对，实行房屋调剂置换；筹资实施上虞全区第一批物
业项目建设……周焕梁带领村庄发展的脚步越走越稳。为了让丈夫
腾出更多精力治理村庄，朱招芝始终默默付出。

文明家风催生文明乡风

说起这20年来村庄最大的变化，周焕梁最欣喜的是村民素质提
高了。周焕梁介绍，西湖村共有11个道口，去年年初的疫情防控最紧
时封掉8个，剩下的道口需要志愿者一天24小时轮流管控。尽管这是
纯义务劳动，但有365名报名者，妇女占六成以上，村里“择优录用”。

西湖村家家户户的风气越来越好，志愿者中涌现了一批夫妻档、
父子档。有的夫妻两人包一个班，有的一户家庭包一个防控点。村
民的积极配合与参与，大大缓解了西湖村的疫情防控压力。

看着周焕梁和村民们忙前忙后，朱招芝也想出一份力。她个人
出资近8000元为辛苦值勤的志愿者免费提供了110单人身意外爱
心保单。在她的带动下，又有几位村民加入爱心队，一共为志愿者提
供了220余份爱心保单。

“真心感谢她，她这么做，让我的工作更好做了。”说完，周焕梁目
光转向身边的妻子，两人莞尔一笑。

文明之风早已吹遍整个村庄，向外扩散。2017年，西湖村被评
为“全国文明村”。

以家为核，延续最美

国家是大家，家庭是小家。每一个家庭和谐了，社会矛盾自然少
了。这是周焕梁心底最朴实的想法。尤其是荣获全国最美家庭后，
如何在当下物质条件丰富的情况下，以家庭为核心，延续最美，变盆
景为风景，是周焕梁思考的事情。

“首先，我自己肯定要做好表率。”周焕梁说。他给村干部定下了
几条准则，夫妻关系要和谐；要重视子女教育、身心健康，营造温馨的
家庭氛围；事业要稳定；要赢得村民好口碑。

在日常的党员、村民代表会议中，周焕梁总是语重心长地“念
叨”：“除了发展经济外，家庭最要紧！”周焕梁不忘发挥村妇联组织的
作用，为打造好美丽庭院，村妇联一月一检查，四色标识，上墙公布。
长此以往，村里脏乱差的红色家庭由过去的一百来户锐减为目前的
不到10户。

妇联执委借助文艺队伍，为村民尤其是妇女群众提供丰富的精神
文化生活；借助“乡村夜校”“农家讲堂”等文化教育活动，深入实施农
村文明素质提升工程，让村民都过上生活富足、精神富有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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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张萌

刚刚参加完“恰同学少年——留苏
档案见证百年复兴路”主题展开幕式的
陈为江，兴奋地告诉中国妇女报全媒体
记者：“留苏百年是见证中华民族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百年。历代留苏
学人用鲜血、汗水、智慧和力量，共同铸
就了属于留学人员群体的百年辉煌。留
苏分会能把百年留苏历程的主要史记收
集整理，是一项巨大工程，令人钦佩。”欧
美同学会留苏分会原副会长、中国图书
进口总公司原总经理陈为江和夫人郭秀
珊都是留苏学子，这对曾荣获首届“全国
文明家庭”的夫妇，一起走过留苏的流金
岁月，互相扶持着走过困难年代，彼此陪
伴走上事业的巅峰。从一头青丝到满头
白发，他们用62年的陪伴与相守，书写
着最温暖的告白。

缘起鲍家街

1934年，陈为江出生在上海。新中
国成立后，他在有着悠久历史的上海南
洋中学读书，目睹新社会的种种新气象，
他树立起报效祖国的远大理想。1952
年，他考上清华大学机械系铸造工程专
业。

1953年，国家要从全国选拔一批政
治素质好、基础扎实的优等生赴苏留学，
陈为江入选。他们先到位于北京鲍家街
的俄语专科学校强化俄语训练，陈为江
被分到23班，就是在这里初识后来与他
携手一生的郭秀珊。郭秀珊是从北京大
学医学院被选入留苏预备班的。

1954年，留苏学生分批出国，陈为
江被分到苏联哈尔科夫矿业学院，郭秀
珊被分到苏联列宁格勒制药学院。留学
期间，他们通过书信往来交流彼此的生
活和学习情况。1955年暑假，陈为江去
列宁格勒时，到学校看望郭秀珊和其他
同学。那时的情感美好而朦胧，他们清
楚自己肩上的使命，一心向学。留学五
年，他们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收获爱情

1959年7月，留苏的学子们学成归
国。他们集中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参加为
期两个半月的留学生学习，以便跟上国
内形势。

似乎是冥冥之中的安排，陈为江与
郭秀珊再次被分到一个班。性格安静、
温柔善良的郭秀珊深深吸引着陈为江，
英俊挺拔、博学多才的陈为江也吸引着
郭秀珊。在这里，他们收获了最美的爱
情。

学习班结束，陈为江被分配到河南
洛阳矿山机器厂设计科，郭秀珊被分配
到化工部北京医药工业研究设计院。陈
为江意识到今后两人将天各一方，他不
想错过这个心仪已久的好姑娘，于是就
和秀珊商量婚事。他们先去天津看望了
秀珊的父母，然后一起回陈为江的老家
上海举行婚礼。

回到上海，陈为江买了一件绣花衬
衫送给郭秀珊作为结婚礼物。结婚登记
后，他们请亲戚和同学喝了顿喜酒，就算
举办了婚礼。家里为他们做了一块用两
幅棉布拼成的双人床单和两床被子，在
上海结婚时用。婚后第三天，新婚燕尔
的他们各赴东西，分别时又将床单拆成

两块，两人各拿一块，开始了漫长的两地
生活。

患难真情

洛阳矿山机器厂是苏联援建的重大
项目，1959年10月陈为江刚到洛阳时，
厂里的苏联专家还在，生活比较正常。
到1960年，形势急转直下，三年自然灾
害叠加当时的“浮夸风”，粮食供应极其
紧张。最困难时，知识分子每月定量口
粮减到26斤，主要是高粱面、黑豆面、红
薯叶子和咸菜。

到了连粮食都吃不饱的洛阳，骤然
的落差令陈为江难以适应。终日处于饥
饿之中，实在饿得受不了时，就用酱油泡
大蒜充饥。工作加班加点，不到半年，陈
为江因为严重营养不良，双腿水肿，连路
也走不动了。身在北京的郭秀珊知道
后，很心痛丈夫。“她每月省出三五斤粮
票寄给我，这对当时的我来说可是救命
的，是最珍贵的礼物，让我铭记一生。”忆
起那段往事陈为江依然很动情。患难见
真情，在艰难岁月下的那份牵挂与守护
才是最纯美的爱情。

郭秀珊工作也非常繁忙，在三年的
两地生活中，陈为江到北京探过一次
亲。那时，郭秀珊就住在设计院办公楼
的宿舍里，整栋大楼都弥漫着很浓的化
学药品气味，待久了就会头昏脑涨。白
天郭秀珊上班，陈为江就到外面透气。
宿舍里不能做饭，郭秀珊就把挂面放到
暖壶中泡软，再配点芝麻酱和酱油，在陈
为江眼里就是一顿美餐。

1962年，大儿子出生时，陈为江在
厂里加班请不了假，没回去。孩子出生
两个月前，郭秀珊调到化工部机关，分到
筒子楼里的一间宿舍，可以生炉做饭。

“白天把孩子放在托儿所，晚上加班开
会，然后再匆匆接回孩子。到家才生炉
子，一个人带着孩子连上趟卫生间都得
请邻居帮忙。因为条件艰苦，孩子三个
月时得了百日咳，经常订不到牛奶，只能
喝代乳粉，导致孩子营养不良。秀珊只
能一边工作一边独自带着孩子，艰难度
日。”当时远在洛阳的陈为江心疼妻子，

却帮不上任何忙。
艰苦的环境、繁忙的工作磨炼了他

们夫妇吃苦耐劳的意志，培育了他们克
服困难的毅力。陈为江在洛阳矿山机器
厂工作三年，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

清贫有乐

就在“三年困难时期”即将过去时，
他们的生活也迎来转机。1963年，组织
上考虑到他们长期两地分居，将陈为江
调到北京第一机械工业部三局，主要承
担援外设备设计制造组织管理工作。

回到北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虽然
生活清贫，却格外珍惜。两人精打细算
攒钱买了第一台家用电器——五管收音
机，陈为江又在上海旧货商店给妻子买
了一辆旧女式自行车，拆开后自己坐火
车扛回北京。那时一切都凭票供应，家
里每月只有4两肉。陈为江去血库义务
献血，献血后补贴10元，还可凭献血证
买 2斤猪肝，带回去给妻子、孩子补身
体。

1976 年初，陈为江被下放到河南
“五七干校”劳动。唐山大地震时，北京
震感强烈，家中的房屋也震裂了。郭秀
珊带着母亲和两个孩子搬到路旁搭棚露
宿一个多月，生活十分困难，吃饭、上厕
所都不方便，晚上蚊虫叮咬难以入眠。
在干校劳动的陈为江接到家中来信，心
急如焚，但又回不去。因为帮不上忙，他
备受煎熬。

1977年，陈为江被调往国家科委工
作。1981年，经国务院批准，国家遥感
中心成立，陈为江任中心主任。1984
年，国家科委任命陈为江担任中国图书
进出口总公司总经理兼党委书记。
2000年，被选举为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
常务副主席。直到2006年从版协常务
副主席岗位退下来，这是他回国 47年
来，第一次闲下来。

他们之间始于相知，贵在懂得。“两
个儿子出生时，我都没能在秀珊身边，有
什么困难都是她自己扛，我觉得欠她一
辈子。”陈为江说。赋闲的他努力补偿妻
子，她想出去旅行，他就陪着她走了国内

外58个地方，行程十几万公里。

成就比肩

“执子之手，与之偕老”是一种承
诺。坐在记者面前的两位老人提到彼
此，口气亲切而自然。

“家庭和睦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会换
位思考、宽容理解和相互体贴，这样才不
会在心里形成芥蒂和积怨。”身材清瘦、
温婉宁静的郭秀珊，一头银发梳理得整
整齐齐，她轻声细语地告诉记者。

“人一生最幸福的事就是家庭和
睦。秀珊一辈子性格温和，懂得包容，善
良而有教养，因为她对家庭的付出和对
我的支持，我才能全身心地去工作。在
她面前，我总是爱‘拍马屁’。”陈为江笑
着调侃自己。在彼此身上，他们都能得
到足够的尊重、理解和温暖，而这些应该
就是他们幸福的源泉。

这对智慧与成就比肩的夫妻，他们
协同共进，彼此成就，在工作上兢兢业
业，生活中相互成就，把自己活成了想
要的样子。2009年，陈为江被评为30
年来为亚洲遥感科学技术发展做出杰
出贡献的 24位亚洲科学家之一，为他
颁发了特别贡献奖；同年又入选新中国
60年百名优秀出版人物。郭秀珊在化
工部工作40年，主管化工军工材料的
研发，取得众多重要科研成果。曾获得
全国化工科技先进工作者称号；荣获国
防科工委、国家计委等四部委联合颁发
的先进个人称号；荣获“七五科技攻关
突出贡献奖”；并多次获得优秀共产党
员称号。

2016年5月，陈为江一家获得第十
届“全国五好文明家庭”荣誉称号；12
月，被授予首届“全国文明家庭”。

采访结束时，在陈为江亲手制作的
美篇APP里，记者看到两位老人钻石婚
纪念日拍的一张照片。陈为江身着笔挺
的西装，郭秀珊一袭紫色衣裙，在一大捧
鲜花明艳灿烂的映衬下，几十年的风风
雨雨定格成那一刻宁静祥和的微笑。

（特别感谢欧美同学会妇女委员会
对报道的大力支持。）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王永钦

2021年春末，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
者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磴口县巴彦高勒
镇采访时，认识了“鞋痴”郭翠梅。

在和平社区一间以她名字命名的工
作室里，做好的各色单鞋、棉鞋，雕着“平
安”“幸福”字样的鞋垫堆到房顶。靠墙被
高高堆起的，还有郭翠梅获得的各种鲜红
的奖状、奖章、证书和锦旗，这其中包括
2018年荣获的第十一届全国五好家庭荣

誉称号和2014年荣获的内
蒙古巴彦淖尔市“最美家庭”
提名奖等多个家庭奖项证
书。她笑着说：“天天看见这
么多荣誉，我就特别高兴，说
明我做的事是对的，是好

事。我快70岁了，只要我能做动就会一
直做下去。”

郭翠梅手巧，年轻时是村里的土裁
缝，谁家有衣服破了，就拿给她修补。那
会儿，全村就她家有一台缝纫机，大年三
十，家里挤满了等取衣服的人。1993年河
套地区发大水，她看到很多孤寡老人、环
卫工穿的鞋破了，就决定做几十双送给他
们，从此一发不可收。“送的人越多，我就
越停不下来了。敬老院、福利院和环卫工
是我年年必送的，一次送单鞋，一次送棉

鞋。看到穿我鞋的人那么高兴，我就特别
高兴，觉得再苦再累也值了。”郭翠梅说。

郭翠梅的抽屉里，放着厚厚一摞翻得
皱皱巴巴的登记簿，每一页都密密麻麻地
写着人名、单位、尺码。“我送的对象主要
是年纪大的，生活比较困难的。”郭翠梅
说，“每双鞋里，我都有一双鞋垫，上面都
写着‘平安’‘幸福’大红字。”

郭翠梅的丈夫李文斌告诉记者，20多
年来，妻子不论春夏秋冬，天天做鞋。“起
初我和孩子们不理解。但这么多年下来，
看到她这么专注，从做鞋中获得巨大的快
乐，我们都全力支持她。现在儿子、儿媳、
孙子都一起做鞋、送鞋。她没工作，买材
料花钱主要是我的退休金和孩子们给的，
大家都舍得，家务事不让她干，为的就是
让她腾出更多的时间做鞋。”李文斌说。

如今，儿媳李霞加入了做“暖心鞋”的
行列，很多有爱心的大姐也主动来到“郭
翠梅工作室”，义务做鞋献爱心。社会各
界纷纷伸出温暖的手，为郭翠梅大姐捐款
捐物。李霞说：“我婆婆常说，送人东西她
觉得可舒服了，尤其是看到别人发自内心
的笑容特别满足。从她身上，我们也学会
了怎样做人，我的孩子现在也经常跟着出
去做公益。”

磴口县妇联负责人对记者说：“郭大
姐一家是咱们妇联寻找的‘最美家庭’，她
的故事感动了我们全县乃至全市。2014
年县委领导专门给她协调社区，设立了自
己的工作室。现在她又带头成立了暖心
志愿者协会，带动更多的人发光发热，温
暖他人。妇联组织也经常去看望慰问她，
帮助她解决一些实际困难。”

家风故事故事

“鞋痴”郭翠梅：

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从1993年至今，花费十多万元自费做鞋，免费送
出了3万双鞋，穿过她鞋的人占小城人口的三分之一。

风范范

——首届“全国文明家庭”陈为江家庭的幸福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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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焕梁一家的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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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翠梅和儿媳、孙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