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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家村脱贫攻坚 父女接力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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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范范

“糖丸爷爷”顾方舟：

八个大字与儿女共勉八个大字与儿女共勉

““五个一五个一””工程建设好家风工程建设好家风

区域传真传真

■ 毛艺

在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上海路街道健身广场，社区居民
们经常能看到75岁的老党员陈振欧维护公共健身器材的情
景。“社区老年人多，锻炼器材坏了，大家都不方便，修好它，既
方便自己，也方便大家。”陈振欧说。“他们一家人经常帮邻里
解决困难，还常‘组团’参加社区志愿服务，是实至名归的‘文
明家庭’。”提起社区的文明家庭陈振欧一家，居民们交口称
赞。

近年来，汇川区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化拓展社区文明家庭创建，创新推出“6+
N”标准评选方式，按照“爱国守法、邻里和睦、诚实守信、孝老
爱亲、勤俭持家、环境整洁”基本标准和“红色家庭、绿色家庭、
书香家庭、公益家庭、创业家庭、新风尚家庭”特色标准，持续
开展文明家庭评选活动，发挥好家风、好家训、好家规的示范
引领作用，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引导和教育广大
家庭成员讲文明、树新风、讲诚信、讲团结。

据了解，上海路街道这样的文明家庭有不少，高太模家庭
就是其中之一，一家人收入不高，却热心公益事业。高太模夫
妻俩从2017年开始默默资助山区贫困儿童上学，在自家店门
口摆放饮水机为环卫工人、出租车司机和路人提供免费茶
水。高太模说，“世界本该是互帮互助的，这样人间才有烟火
气，生活才更有意义。”疫情期间，他主动到卡点值守，为社区
老人“代购”，还将矿泉水、面包等物资捐赠给社区。

同在这一街道的李安富家庭，丈夫是参加过对越自卫反
击战的幸存老兵，从2014年开始，一家人致力于“烈士父母关
怀计划”公益事业，帮助烈士寻找亲人和家属，让英雄早日“回
家”，受李安富家庭倡议，现已有49000多名爱心人士通过该
计划关注烈士父母。

孝老爱亲、奉献友爱、热心公益……建设好家庭、传承好
家风已在汇川区蔚然成风。自2020年以来，汇川区共推出区
级文明家庭375户，举办家风家教宣传活动1000余场，全区
居民参加文明家庭创建的比例超过90%，现有全国最美家庭
1户、全国文明家庭1户、省级文明家庭2户。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任然
■ 李亚平

“何百李先生一生从事教育，70岁时建立每月家书制度，
以书信、家庭小报、家庭诗刊形式与远在外地的儿孙沟通交
流，引领何氏后人。”四川省泸州市妇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何白
李先生的家书，具有中国家风的范本意义，《何白李家书》即将
与读者见面。

据悉，出版一本家书属于泸州市妇联家风建设“五个一”
工程之一，同时还开展了一封公开信、一系列活动、一批宣传
专栏、一批先进典型家风建设工程。

今年，由泸州最美家庭艺术团表演的情景故事剧《贺子珍
托女》，再次让泸州市民深刻体会到老一辈革命家大无畏的革
命精神。前不久，泸州市委、市政府联合发出公开信，呼吁全
市155万家庭主动担负起教育后代的责任，重言传、重身教，
教知识、育品德，争创“最美家庭”。

同时，“酒城家庭心向党·开拓奋进新征程”党史学习教育
暨家风家教宣传月等一系列活动持续展开，并在全省率先打
造了家庭文化广场，培育泸州市最美家庭艺术团。该团最美
家庭艺术团由有艺术才能、热心家风传承的中老年人组成，他
们通过歌舞、小品、情景剧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泸州好
家风，在各类主流媒体上开设“家风永流传”“最美家庭展播”
等专题专栏，展现传播优秀家风故事，用身边事感动身边人。

此外，泸州市妇联倡导优良家风，树立和培育典型家庭和
先进个人。全国文明家庭柯江红家庭热心公益，家庭成员参
与志愿服务上万小时。全国五好家庭刘可智家庭、全国最美
家庭文礼书家庭等优秀事迹在天府家风馆中展示。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姚建
■ 李幸

“张振俭之子张常鸿在2021东京奥运会射击男子50米步
枪三姿决赛中打破世界纪录并获得金牌，是我们龙口的骄傲。
张振俭夫妻二人虽然是农民，但重家风重家教……”

10月14日在山东省龙口市宣传部、市妇联等联合举办
的龙口市第九届孝德文化节上，26名“最美家庭”代表亮相，
他们的家庭事迹通过视频、解说词、宣传册等形式展示，诠释
了家风传承的力量。龙口市自2012年以来每年举办孝德文
化节，传承优良传统，倡扬孝德新风。

近年来，龙口市妇联紧扣“家庭是德育建设的主阵地”这
一核心，开展“最美家庭”寻找活动，广泛发现和培育“最美”
典型，发挥典型示范作用。如开展“一封家书 纸短情长”家
书征集活动，深化文明家庭创建，推动全社会树立新时代家
庭观。以常态化寻找“最美家庭”活动为载体，引领家庭文明
建设，在类别设置上共分六类家庭，即孝贤之家、书香之家、
仁爱之家、光荣之家、光耀之家、诚信之家。

龙口市妇联创新开展“日行一善”家庭文明实践日记活
动，通过记录“日行一善”文明实践日记，让更多人和家庭留
存美好的记忆。依托全市5000多名村级妇联执委队伍，调
动家庭力量，不断深化“美丽庭院”创建，打造诸由观镇“最美
健康环保庭院”、黄山馆镇“最美家风传承庭院”两大示范片
区，累计创建示范户19871户。如今，“最美龙口”正在成为
龙口市68万人民的自觉行动，争学“最美”、争当“最美”在全
社会蔚然成风。

深耕家庭建设深耕家庭建设
争当争当““最美家庭最美家庭””

““文明家庭文明家庭””领新风领新风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陈姝

从北京到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薛家
村，跨越千里，但是对于王婷来说，这段路
程，充满了非凡的意义。

“我之前从没想到，薛家村会成为我生
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王婷微笑地对中
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说，看着薛家村的村
民生活越来越好，腰包也越来越鼓，村里开
发的有机茶及茶叶制品深受国内市场青
睐，在天堂的父亲一定会感到欣慰吧。

父亲的信仰就是为人民服务

2013年夏天，王婷的父亲王新法跟朋
友到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薛家村，看到淳
朴的村民，风景如画
的小村庄，但是村民
生活贫穷。“父亲是一
名共产党员，退休后，
想做点有意义的事
情。当时，全国上下
致力于脱贫攻坚，父
亲瞬间有了留在薛家
村扶贫、带领村民脱
贫的想法。”王婷回
忆，父亲最后病倒在
扶贫路上。

2013年，王新法
成立“与民共富军人
团队”，扎根薛家村义务扶贫。

薛家村距石门县城130公里，距镇政
府11公里，偏远、人均耕地少、条件差，当时
为省级贫困村。决意要留下来的王新法对
薛家村极其陌生，但是在他的心中，一直装
着为人民服务的信念，不畏一切困难。

“共产党是父亲的信仰，他用一生去
追求，人民是他的依靠，他用一生去奉
献。”王婷说，父亲经常重复着这些话，并
身体力行。

从一张规划图读懂父亲的希望

令王婷印象深刻的是，王新法在薛家

村推行了殡葬改革，建立了“山河圆”陵
园。当时，村民房前屋后都有坟墓，初到
薛家村的王新法，知道这里有68名红军
烈士，执意要找到68名红军的遗骸，把他
们安葬在一起。于是萌发了修建“山河
圆”的想法，他把“山河圆”分为三个区域，
一是红军战士英烈区，二是新中国成立后
一些精忠报国者墓区，三是万古园，就是
老百姓墓区。“山河圆”的建成，不仅使村
容村貌得到了改观，也激励后人不忘革命
英烈精神。

2014年3月，王新法带领村民将68
位红军烈士的遗体集中安葬在村里的六
塔山，随后，他又陆续投入70多万元，把

“山河圆”打造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如
今，这里成了湖南省党性干部教育基地。

“父亲还修建了6座桥梁，15公里的
村路。父亲曾说薛家村的发展围绕‘红
色’‘绿色’‘本色’三原色。不忘红色历
史，开展有机茶叶种植，让大山里的留守
孩子享受良好的教育资源等都是父亲努
力的方向。”王婷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薛家村村民的共
同努力下，2016年，薛家村顺利脱贫，村里
已经成立了与民共富茶业合作社，农户家
家户户都种茶叶，年平均收入2到3万元。

薛家村先后获得省级文明村、全国文
明村、第四届全省最美少数民族特色村镇
等荣誉称号，并成功入选国家级森林乡村
名单、第一批湖南省乡村旅游重点村名
录，2020年被评为全省文化和旅游扶贫
示范村，荣获全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
荣誉称号。

“2016年春节前，父亲说工作忙，走

不开，除夕就和村民们一起过了，正月十
五回北京和家人团聚，但是我们没等到那
一天，父亲因劳累过度，倒在了扶贫路
上。”王婷说，父亲走得太突然，竟然没留
下一句话，但是他留下的精神财富是无价
的。

乡村发展的脚步不能停下。整理父
亲遗物时，王婷看到他生前绘制的薛家村

“4个三年”发展规划图，很震撼，决意要
留下来，沿着父亲的路走下去，实现父亲
的遗愿。

传承父亲奉献大爱的精神

2020年，王婷和去世的父亲同时荣
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我把参加
全国脱贫攻坚大会的邀请函及佩戴在胸
前的两朵大红花都保存起来。其中一朵
送给孩子，让孩子传承姥爷奉献大爱的精
神；另一朵带回薛家村，去安葬父亲的六
塔山上，把这份荣誉带给他。”王婷说。

王新法在薛家村为民服务的故事，让
王婷从感动到敬仰，从敬仰到传承。王婷
放弃了北京的工作，毅然到薛家村和村民
们一起发展茶叶种植产业。四年来，她的
脚步走遍薛家村的每个角落。

“我的这个选择，意味着为小家付出
少了，基本每个月都到湖南。在我心里，
就是要传承好父亲的精神。父亲尽管不
在世了，但他的奉献精神一直激励我前
行。”王婷平静地说。在创建茶厂过程中，
遇到许多困难，“但父亲是我的榜样，既然
选择了这条路，就义无反顾走下去。”

在王婷的努力下，2018年春，薛家村
茶叶加工项目正式立项，茶厂占地11亩，
2019年10月18日茶厂建设破土动工，一
期厂房面积2100多平方米，可年加工干
茶500吨，2020年3月正式投产。茶农收
入从每亩2000元提高到7000元以上。

如何打造一条“红色文化+生态观
光+茶艺体验”的茶旅融合之路，是王婷
一直思考的问题，“我相信，在大家的共同
努力下，薛家村的未来会越来越好！”王婷
信心满满。

■ 陈若葵

顾方舟有很多头衔：我国著名医学
科学家、病毒学专家，中国医学科学院原
院长，北京协和医学院原校长，北京协和
医学院一级教授。他被誉为“中国病毒
学之父”“中国脊髓灰质炎疫苗之父”，他
还拥有一个流传于民间的亲切的称呼：

“糖丸爷爷”。
他主持研制的糖丸疫苗推广，使我

国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的年
平均发病率从1949年的十万分之4.06，
下降到1993年的十万分之0.046，亿万儿
童免于致残。2000年，世卫组织宣布中
国为无“脊灰”状态。

2019年1月2日，92岁的顾方舟逝
世。同年9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
署主席令，授予顾方舟“人民科学家”国
家荣誉称号，并被授予国家荣誉勋章。

他一生低调、谦和、务实，不追名逐
利。“为一大事来，鞠躬尽瘁；做一大事
去，泽被子孙”，其妻子、中国医学科学院
肿瘤研究所李以莞教授的这幅挽联，浓
缩了顾方舟低调却闪耀的一生。

母亲的自立自强是最好的榜样

顾方舟生于浙江宁波一个富裕之
家，4岁时父亲因感染黑热病去世，留下
他和三个兄弟、一个未成年的叔叔。母
亲周瑶琴是小学教师，收入微薄。为了
生活，她隐瞒自己32岁的年龄，考入杭州
助产护士学校。毕业后，周瑶琴带着一
家人北上天津，在英租界开了一家接产
诊所。她医术好、不怕累，对产妇和蔼、
友善，在产妇中口碑好。周瑶琴“白加
黑”辛苦助产接生，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
计。但日子再苦，她也想方设法供养几
个孩子接受好的教育，培养他们成才。
母亲鼓励顾方舟将来当医生、救死扶伤，
在他内心埋下了从医的种子。

母亲的坚韧、好学、进取、勤勉、务
实、自立、自强，顾方舟看在眼里，也默默
地塑造着他的品格。1944年，顾方舟考
入北大医学院。1955年，他从俄罗斯留

学归来，正值脊髓灰质炎病在国内集中爆
发。1957年他临危受命，带领科研人员前
往昆明建立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
研究所，一群人扎根在昆明市郊外的花红
洞，研发“脊灰”疫苗，与病魔赛跑。当时
条件极其艰苦，有时甚至要饿肚子。为了
稳定人心，他把家搬到了山洞里。母亲周
瑶琴对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非常能
吃苦的精神，已经融化在他的血液里，也
坚定了他做事务实、专一、坚持不懈的信
念。他全身心扑在实验室里，1959年12
月，脊灰疫苗被研制出来。

在《一生一事：顾方舟口述史》一书
中，他将自己的人生概括为“一辈子只做
一件事。我们觉得很满足，可以跟老百
姓说，我们尽力了，你们的孩子再也不得
这个病了，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这样，没
有别的所求。”手捧“人民科学家”国家荣
誉勋章，李以莞跟女儿顾晓曼念叨，“这
里的‘人民’两个字寓意真好，你爸爸一
辈子心里想的就是为国、为民做点有意
义的事情，他要是知道了这个称号一定
会感到宽慰。”

人间大爱：满月儿子首试疫苗

顾方舟被评为2019年“感动中国”人
物。“感动中国”组委会给予他的颁奖词
是：“舍己幼，为人之幼，这不是残酷，是
医者大仁……”

1959年，在成人测试活体疫苗试验
阶段，他冒着麻痹、死亡的危险，以身试
药。然而，疫苗必须由适龄儿童试服才能
得到最终的验证效果。哪个父母敢让幼
小的生命置于这样危险的境地？他在《一
生一事：顾方舟口述史》中说：“谁家的孩
子不是孩子？我自己的孩子没有吃，我拿
去给别人的孩子吃，没有这样的道理。”经
过痛苦的抉择，他瞒着妻子，把疫苗喂给
了自己刚满月的大儿子顾烈东。这是一
个赌上孩子一生幸福的决定！

几天后，妻子得知，心中惴惴，但她
坦言：“我一定得支持他，不经过这一关就
无法知道疫苗确切的安全性，必须走这一
步。”他的母亲听说后也没怪罪他。后来，

实验室其他同事也让自家孩子参与了试
验。10天后，看到孩子们安然无恙，顾方
舟和同事们喜极而泣：疫苗是安全的！

如此舍己为人的胸怀，得到了儿子
的理解，也感染着子女们。多年后，顾烈
东说：“现在想起来有点后怕，但我非常
理解父亲，在做这个决定之前，他思想斗
争也很激烈，我对此没有丝毫埋怨。消
灭脊髓灰质炎是父亲毕生的心愿，他身
上有老一辈科学家的使命感和奉献精
神，我对当初能参与试验感到欣慰。”

践行君子品行

在顾烈东的记忆里，“父亲在无菌室
里工作，一进一出程序非常复杂，所以一
进去就很难出来。”女儿顾晓曼也表示，
务实、肯干的精神品格，构成了父亲的人
生底色。

顾烈东说，父亲为人善良、宽容、温
和、平易，很慈祥，生前喜欢拍照，闲暇时
给母亲和三兄妹拍了很多照片。他回
忆，父亲常常对子女说，要独立、自爱、刻
苦学习，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当年
住在北京东交民巷时，父亲经常给兄妹
三人开会，“要我们反思学习上的不足，
品行上的不足。”顾晓曼说：“爸爸工作
忙，写字条、写信也是我们家主要的沟通
方式之一，成了一种习惯。内容一般是
关心日常生活、学业，也有对我们做人做
事的谆谆教诲。”

顾方舟80寿辰时，中国医学科学院、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了画册《使命与
奉献》。他在送给女儿的画册扉页写道：

“小曼，这本画册记录了你爸的一生。送
你八个大字：忠、孝、仁、爱、信、义、和、
平。爸实践了一辈子，但也没有做好。
望你牢记这八个大字，深入理解这八个
字的深刻含义，努力实践这八个字，使自
己成为一个忠于国家，孝敬父母，仁爱众
人，讲求信义的君子。我们共勉吧！”在
顾晓曼眼里，爸爸骨子里是一个高洁的
人，一个“过时的”精神贵族，他用君子的
品行要求自己和子女，这是他终其一生
追求的目标，是他的“初心”。

顾方舟很孝顺，幼年时目睹母亲的艰
辛，他经常帮家里做事，为妈妈分担。工
作后，也时常惦念母亲。研制疫苗、住在
昆明僻远山洞的那段日子，物质匮乏到买
白菜酱油都得去昆明，经常只能食野菜。
每逢礼拜天，顾方舟都会去昆明的市场为
母亲采购食物，一次同行的同事买到饺子
让他吃，他舍不得，想要留给母亲……

上行下效。在熟悉的人眼里，他家
非常和谐和睦。自顾老生病住院后，他
的子女便从国外赶回北京，轮流照顾父
亲，他在夫人和子女的陪伴中，安详地走
完人生最后的日子。

顾烈东说，父亲是一个好丈夫，父母
感情非常好，两人既是夫妻，又是同事、
朋友，相濡以沫一辈子。父亲逝世前，对
我们的嘱咐除了“踏踏实实做人、踏踏实
实做事”，就是“照顾好妈妈”。

（资料来源：《一生一事：顾方舟口述
史》《“糖丸爷爷”顾方舟的家风：忠孝仁
爱信义和平》《顾方舟：糖丸爷爷，你是亿
万孩子心中永远的甜》等）

2020年，王婷和去世的父亲王新法同时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她把胸前的

两朵大红花都保存起来，一朵送给孩子，让孩子传承姥爷奉献大爱的精神；另一朵带回薛

家村，安放在埋葬父亲的六塔山上——

贵州汇川：

▲ 王新法看望村里老人。

▲ 王婷和茶厂员工一起采茶。

家风故事故事

顾方舟夫妇与女儿顾晓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