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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用生命照亮我人生的征程”

回首峥嵘岁月 传递信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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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三代爱劳动

家风故事故事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
记者 蔡敏

埃德加·斯诺在《红星
照耀中国》中说，中国共产
党人不能被任何强敌和困
难所征服的原因，就在于他
们所具有的“那种精神，那
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
情”。在有着50余年党龄
的张铁臣心中，他的父亲母
亲正是这样的共产党人，他
们都是战争年代的革命军
人和共产党员。他的父亲
就是儿女眼中的英雄、骄傲
和榜样。张铁臣说，“我家
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
这里是我人生的第一所学
校。父母是我人生的第一
任老师，是他们和像他们一
样的先辈们用自己的生命
照亮了我们人生的征程。”

百姓就是我们的
“再生父母”

张铁臣的父亲张骥良出生于武术之
乡河北沧州一个普通农家。1937年，他
投笔从戎、参军入党，从此开启了传奇般
的戎马人生。张骥良一生参加过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斗的脚印踏
遍大江南北、走遍黄河两岸、跨过鸭绿江、
打过三八线，有记录的重要战役就达33
个，参加指挥过的战斗过百场，曾获中央
军委嘉奖和金日成亲授的二级英模勋
章。他多次中弹受伤，有些弹片直到去世
也没能取出，因此落下终身残疾。张铁臣
的母亲孟淑珍是一位开国女军官，早在抗
日战争时期就投身白洋淀游击队的战斗。

张铁臣出生在抗战和内战的双重硝
烟中，那时父母整天行军打仗，妈妈又没
有奶水，不得不把这个长子寄养在白洋淀
一个老乡家里。张铁臣说，他那时体弱多
病，可能是自己把病传染给了老乡的孩
子，结果老乡家的孩子病死了，他却活了
下来。“为此，我们两家认了干亲，父母一
直帮助和照顾他们（特别是三年自然灾害
和困难时期），并一再告诉我们，百姓就是
我们的‘再生父母’。”

1949年，张铁臣被接回部队父母身
边随军，在大西北见证了兰州解放和新中
国成立。1950年，部队回师东进参加抗
美援朝，父母只能把他留在太原育英小学
寄宿。张铁臣回忆说，“我目睹了这些勇
士义无反顾、忘我远征的悲壮场面，也目
睹了那些因此流落他乡的孩子们的可怜
境况，不时听说哪个小伙伴父母牺牲成
了孤儿，让人心惊肉跳。革命先辈们舍

小家为大家、舍身取义的伟大胸怀让我
永世不忘！”

艰苦奋斗、克己奉公是家风

1956年，张骥良从野战军调北京军
区任职，张铁臣转学到北京，与父母团
聚。张铁臣没能像其他小伙伴一样转入
部队干部子弟学校就读，而是被父母送进
了一所普通小学读书，他的父亲母亲希望
他们的孩子也能在反对特殊化上以身作
则，并反复叮咛在学校要虚心学习、艰苦
朴素和团结互助。

张家经常有当年和张骥良一起在战
场拼杀过的战友，还有老乡们来串门。张
铁臣说，父亲的这些战友从战场上九死一
生走下来，大多都负伤在身，有的肢体残
缺，有的面目不健全。父亲对待这些战友
和老乡总是一腔热忱，甚至把家里的全部
积蓄拿出来资助他们。父亲自己从不因
私事使用公车，严格执行供给制中的份额
标准，从不向组织提要求，直到去世仍念
念不忘自己作为一个革命军人的职责。

回忆起自己的母亲孟淑珍，张铁臣总
想起电影《党的女儿》中的一幕：山上的游

击队缺盐，作为地下交通员的母亲把所有
能找到的咸菜都准备送到山上，而她的孩
子也想要吃那么一点点啊，于是母亲狠心
地打了自己的孩子。张铁臣说自己的母
亲就像影片中的母亲一样，“为了孩子可
以牺牲自己，为了信仰可以牺牲自己和孩
子”。1955年，孟淑珍响应中央军委号
召，转业到街道主任的岗位上工作。虽然
脱下军装，但她一直把自己当做不穿军装
的军人要求，热心街道上各种繁杂的工
作，努力帮助群众解决困难。生活中，她
坚持艰苦奋斗、自立更生，还教会了儿子
做饭、缝纫的本事。

张铁臣说，父母虽然文化程度不高，
但他们对党和人民无比忠诚、艰苦奋斗克
己奉公、作风正派助人为乐、谦虚谨慎勤
奋好学，已经深深地影响着整个家庭，成
为我家的家风。

为我国信息通信现代化而奋斗

在父亲母亲的爱心和期望中，张铁臣
高中时代就光荣加入了党组织。1965
年，作为国家高等教育计划的“特急件”，
与留法六五级同学一起被派往法国巴黎

开始了丰富多彩的留学生活。他的妻子
于德芬也是他的留法同学。为了发扬周
恩来和邓小平等留法革命先辈的优良传
统，同学们在课余时间组织开展勤工俭学
活动。除了轮流买菜帮厨、自制豆腐和黄
酱外，还成立了勤工俭学组。张铁臣在在
缝纫组，于德芬在修理组。张铁臣介绍
说，当时一个公费留学生要几十个工人和
农民的劳动来供养，国家培养留学生实属
不易，同学们都尽量勤俭节约，并主动捐
献上交节省下来的全部“个人生活费”。

由于国际形势变化，1967年，张铁臣
和于德芬与当时从各国撤回的几百名留
学生一起回到中国，并在中南海受到周总
理的接见。他们记得，周总理和蔼可亲、
记忆力非凡，当周总理问起法国生活和物
价情况（用法语问“牛角包”和“法棍”的价
格等），中南海紫光阁里洋溢着一片笑声。

1970年底，张铁臣和于德芬被分配到
北京电报大楼当了电信工人，从此与信息通
信结缘。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后，多边
国际合作工作很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作为
电信总局的外事储备干部，他们开辟并参与
了第一个中法合作研发项目，一起参与了中
法高层“可视数据”（互联网前身）合作计划，
项目成果获得邮电部科技进步大奖。

粉碎“四人帮”后，迎来了国际科技合
作、特别是联合国系统多边合作的“春
天”。张铁臣和于德芬开始担任国际电信
联盟、万国邮政联盟和世界劳工组织等联
合国专门机构会议的同声传译。作为联
合国系统的“临时国际职员”，他们多年轮
流在日内瓦工作。随着越来越深入地参
加会议辩论、越来越感到维护国家权益的
重要（例如国际电信公约、各类通信规则、
通信标准、号码资源、频率分配和卫星轨
道位置等），张铁臣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当
初高教部组织留学“特急件”计划的初衷。

1987年，张铁臣圆满完成了国际电
信联盟任务，回国任邮电部科技局国际合
作处处长，负责国际电信科技合作与交流
的管理工作，直至退休。多年来，他们夫
妻二人亲身参与、亲密合作并亲眼见证了
中国信息通信产业从1G空白、2G起步、
3G落后、4G看齐到5G领先的发展，真正
做到了无愧于他们这一代人的担当。

千禧年前后，张铁臣的父母相继离
世。俗话说“父母在不远游”，可是由于特
殊的学习和工作经历他们很少在父母身
边尽孝。现在父母不在了，但是他们的大
家庭还在！夫妻二人担负起更多责任，爱
护弟妹和他们的子女，每天通过家庭微信
群保持沟通。每年父母的祭日，一家人都
前往扫墓祈祷，再向远在天上的父母讲一
讲家中的情况。

（特别感谢欧美同学会妇女委员会对
报道的大力支持。）

父亲张骥良戎马一生，参加指挥过的战斗过百场；母亲孟淑珍作为
开国女军官，毅然听从军委号召，脱下军装转业到街道——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彭芸

80高龄的上海浦江镇东风村离休干
部顾慧娜家中珍藏着一张早已经发黄的

“光荣之家”证书，那是20世纪40年代苏
南行政公署颁发给抗战军属家庭的荣誉
证明。这张证书见证了顾慧娜一家投身
革命事业和新中国建设的历程，也承载了
从革命年代至今一代又一代顾家人传承
革命精神，永远跟党走的决心和信念。

回首峥嵘岁月，顾慧娜告诉中国妇女
报全媒体记者，1942年2月5日，在她出
生前的几个月，父亲顾振因为参加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斗争，被反动派残
酷杀害，年仅29岁。从那时起，无论是战
争时期还是和平年代，大家庭成员都坚定
意志，继承先烈遗志，义无反顾投身革命
队伍，贡献青春和生命，让红色基因代代
相传。

顾慧娜对记者说：“我一生与父亲从
未谋面，但每次重读父亲的家书，整理父
亲留下的遗物时，仍能感受到他对党的赤
子之心、舍生取义的崇高气节和报国为民
的炽热情怀，父辈的革命精神激励后人不
忘初心，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父亲为信仰英勇献身

“2016年，在上海闵行区浦江镇召稼
楼古镇，我父亲曾经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
——顾振烈士纪念馆落成。”顾慧娜介绍，
父亲顾振出生在上海县陈行乡顾家宅、今
闵行区浦江镇东风村十一组的一户农民
家庭，爷爷奶奶含辛茹苦养育了七个孩
子。顾振少年时期崇尚正义，立志报国。
从太仓师范学校毕业后回乡任教，开始为

他的“教育救国”梦而奋斗。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

顾振投笔从戎，投身抗日斗争。在前往上
海市区协助筹办难民收容所时，结识了中
共地下党员林钧，从此走上革命的道路。
1938年，顾振回乡组建起抗日游击队，办
起了支援抗战的平民工厂。1940年底，
顾振成功发动了召稼楼起义，与弟弟顾忠
等人里应外合迅速瓦解伪军周明发部队
的武装，掀开了浦东抗战史上光辉的一
页。顾振领导的对敌武装斗争让反动派
闻风丧胆，敌人对他下了通缉令。1942
年2月，顾振遭敌特绑架后被残忍杀害，
年仅29岁。

革命伉俪携手抗日

顾慧娜的母亲秦之佩出身名门，是宋
代文豪秦观的后裔、上海城隍老爷秦裕伯
的后代。结婚后，二人相濡以沫。能文能
武的父亲曾精心制作了一本三寸见方的
小册子送给母亲，题名为《结婚周岁纪念
寄佩妹》，以一篇篇充满诗意的短文，表达
了乐观的革命斗志以及对妻子的眷恋和
深情。在父亲的影响下，母亲也投入了地
下工作。

母亲常常和顾慧娜讲起，召稼楼起义
之后的一个晚上，母亲装扮成村姑，父亲打
扮得像个侠客，二人携手离开家，隐性埋名
住进了上海工厂里的斗室，晚上不能开灯，
白天见不着阳光。之后，又以学校做掩护，
一边教书，一边掩护战友，接送同志。召稼
楼起义后，为躲避日伪军搜查，父亲将起义
部队的武器藏在老家，母亲一直不遗余力
地保护着这批武器，直到上海解放后，她才
把所有武器上缴到人民政府手中。

然而，幸福的时光太过短暂，婚后相
伴不到一年的时间，父亲接到了组织交给
的新任务，去了苏北组建新的抗日队伍。
从此音讯渺无。待顾慧娜和母亲得到父
亲的消息，已是在他牺牲10年之后。

父亲离开后，母亲怀着思念，含着眼
泪抚养顾慧娜长大，白天教书当校长，晚
上伺候年迈的公婆，千辛万苦一人独扛，
与父亲共同生活的日日夜夜，成为她走向
未来的力量源泉。

让革命薪火代代相传

在顾振的影响下，一大批有志青年觉
醒，投身革命事业，其中包括顾慧娜的二
叔顾忠和三叔顾造福。顾忠从抗日军政
大学毕业，后来成为新四军的一名指导
员，解放战争前夕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
战役，多次立功受奖。顾造福也于1950
年参军，由于工作积极，曾四次荣立三等

功。他们为革命奉献出自己的青春和力
量。顾慧娜从小受父母的影响，幼小心灵
里充满了对军人的敬仰。从小妈妈就教
育她要继承革命遗志。1960年，高中毕
业的顾慧娜如愿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张
家口外国语学院的一名学员，临行前母亲
语重心长地对她说：“我把你交给国家、交
给党了。”从军校毕业后，顾慧娜被分配到
解放军总参谋部从事情报技术侦查工作。

24年里，在看不见的战场上，她和
爱人及战友肩负着一份神圣的使命，付
出了常人难以想像的牺牲。由于工作需
要，他们在荒野扎营，在山洞里开展工
作，从北京转战云南，过着几乎与世隔绝
的生活。在及其艰苦的环境和生活条件
下，她和战友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斗志，一
次次出色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他们
的工作，为刚刚建立的新中国筑起了一
道坚固的防线。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姚建
■ 刘娜

近年来，山东省宁阳县妇联发挥群团
组织优势，在家庭教育和家风建设这个“系
统工程”中扮演好“齿轮”角色，牵线搭桥，
引入资源，联通家庭、学校、社会三方，采取

“社区建家，家边建校，校中建站，线上建
群”的方法，实现家庭教育服务和家风建设
工作的线上线下全覆盖，打造“家校社”协
同育人县域新生态。

“社区建家”是指在全县562个村和社
区建立“妇女之家”，利用闲置院落、楼宇物
业、党建阵地、热心妇女家，在148个村民
小组和社区网格建起形式更灵活的“妇女
微家”，由镇村妇联执委担任“家长”，她们
大都是具有一定影响力、凝聚力的退休妇
女干部、种养殖专家、创业能手、文艺骨
干。利用“妇女之家”“妇女微家”，创新实
施“乡风家风茶话会”工程，设计了“现场观
摩+榜样暖场微宣讲+轮流发言+互评互
议”等一整套指导流程，采取“妇联牵头、执
委牵线，命题拉呱、评议上榜”模式，带领广
大妇女和家庭常谈家风、常学美德、常受教
育、常思不足、常有进步；通过“聊聊天、评
评理、投投票、学学经验”这种朴素而有亲
和力的形式，让广大妇女参与进来、关注起
来、行动起来；通过优秀家风上“红榜”、不
良家风上“黑榜”，让妇女和家庭心中常惦
记、处事有参照、平时想得起、遇事用得上。

在基层实践中，很多“乡风家风茶话
会”在下工后、晚饭后的七八点召开。后来
很多妇女还带着孩子、带上丈夫，一起参加

“乡风家风茶话会”。据不完全统计，全县
有210个村和社区每月均开展1~2次茶话
会，2019年共召开茶话会560余场；2020
年召开2300余场；2021年上半年已召开
1800余场，三年来共有2万多个家庭参与

“乡风家风茶话会”。这一活动载体，真正
让家风家教建设覆盖到千家万户，有效破
解了家庭创建活动中知晓率、参与度低的
两大难点，真正让妇女成为家风文明的践
行者，让家庭成为乡风文明的“蓄水池”。

“家边建校、校中建站”，是指宁阳县妇
联在村和社区广泛建立“家长学校”，又在
各乡镇、城区、学校分批建设了19个“母亲
素质提升工程”实践基地、组建了15支“家
庭教育志愿服务队”，将科学有效的家庭教
育理念、方法、技巧，送到家长身边。这些
基地和服务队不定期开展家庭教育公益讲座、心理咨询辅导、
家庭教育互助讨论会、亲子实践活动、家庭阅读活动等，辐射
周边社区群众，真正实现了将学校和社会力量聚集起来，通过
妇联牵头，服务于基层每个家庭。

“线上建群”是指宁阳县全县各级妇联组织都建立了富有
特色的微信服务群，将家教家风工作和服务链接到线上，如宁
阳县妇联和新华书店联合开展了“陪伴计划”线上活动，建了
4个500人的大群，通过前期宣传请全县家长自愿入群，通过
出版社邀请十多位知名作家，采取微信群语音直播形式，为家
长和孩子们讲阅读、讲文学、讲家风、讲家庭教育的原则和方
法等，截止目前已举办12期，所有进群的家长都可以跟孩子
一起免费收听这些精彩课程。2020年1~5月份受疫情影响
停课停工期间，宁阳县妇联组织了十余名心理咨询师、家庭教
育专家等组成志愿服务队，通过微信面向全县家庭提供线上
心理辅导和家庭教育辅导，微课群在线讲座12次，受众5000
多人次，接待电话、微信、QQ等咨询113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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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自力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印象中父母总有忙不完的活。他们
手把手地教我们劳动。

父亲常对我说，劳动是一个人最可贵的品质。父母干农
活时，往往带上我。这让我从小喜欢劳动，屋后的大院子就是
我劳动的乐土。我学着父亲的样子，把里面挖些坑，然后漫山
遍野去挖树苗回来栽。那个大院子里，每年都长着各种各样
的树。在母亲的帮助下，我还种上了花，一年四季各种花儿次
第开放，成为我家最动人的景象。每逢有客人来，父母总领着
人家参观我的“承包地”，每每收获一片赞叹。记得有位爷爷
说：“你小小年纪，就喜欢劳动，长大了不得了，肯定能靠劳动
致富的。”这句话我一直记得，也暗下决心长大了要靠劳动创
造幸福生活。

读初中时，家里三个孩子读书，压力大。父亲开始养鸭，
每年暑假，我帮父亲放鸭。天刚蒙蒙亮就把鸭赶出去，照看着
它们别吃人家的庄稼，傍晚再把鸭群赶回家。劳动的付出总
是值得的，开学前鸭正肥，能卖个好价钱，足够我们读书的费
用了。两个姐姐一人放牛，一人喂猪，分工明确，相互配合。
我们三个孩子，总想多干一点，这样父母的辛苦就少一点。

中学寄宿，每学期都要交几百斤柴。我家的传统是自
己的柴自己砍，那几年暑假，砍柴成了我们的日常工作。我
们把柴砍好后捆成小把小把的，挑回家晒干码好。看着日
益增高的柴草垛，非常有成就感。开学时，父亲用板车拉
柴，我们则在后面推。交柴时，父亲往往开心地对老师说，
那些柴都是孩子们自己砍的。老师们总夸我们，听了心里
怪舒服的。

大学毕业后，大姐做生意，特别能吃苦，挣了不少钱。二
姐在一家工厂做工，勤勤恳恳，年年被评为劳动模范。我则在
一家机关单位工作，认真努力，实现人生的价值。遇到节假日
时，我们常回老家帮父母下地劳作，那是父母最高兴的时候。

父母都已年过七旬，仍然坚持种田。我们有了孩子，都注
重培养下一代爱劳动的习惯，让他们从小自己的事情自己
做。家里的事情，如择菜、刷碗、拖地、大扫除、洗衣晾衣等，只
要是力所能及的，也让孩子参与，孩子也乐在其中。劳动是我
们家的宝贵家风，得代代相传下去。

红色家风家风
顾振烈士之女顾惠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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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骥良戎马一生，直
到去世，仍不忘自己作为一个
革命军人的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