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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
记者 周丽婷

■ 田元

“我们村里，红白喜事
都有标准，家里条件再好，
也不能高出我们村规民约
中定好的标准。”

“我在村里负责生育
这块工作，现在我们村里
生男孩生女孩一样开心，
儿女都养老，没有说非生
男孩不可。”

……
日前，在河北省邯郸

市肥乡区吕营镇田寨村，
村支书、妇联主席在迎接
全国、省妇联农村移风易
俗工作调研组座谈会上，
详细介绍着本村移风易俗
开展情况。

“婚丧嫁娶须节俭，
各村都有专人管，雅办简
办无负担，模范……”“红
白事儿，红白事儿，群众
伤心又费神儿，烟酒席面
高彩礼，有苦难言都有份
儿……”

在魏县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三句半、快板等接
地气的节目轮番上演，富
有地方特色的宣传方式受
到调研组一行的充分肯
定。

长期以来，邯郸市以
“四聚焦”为抓手，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移风
易俗工作的重要指示精
神，引导广大群众和家庭
投入移风易俗火热实践。

聚焦“治”字建机制

邯郸市积极督导各县
（市、区）成立村（居）民事
务理事会（红白理事会），
将德高望重的村（居）民纳
入进来，负责管理婚丧事
务，充分做到“规矩自己
定、事情自己办、监督自己
管”。目前，全市5379个
行政村均成立了村（居）民
事务理事会。肥乡区、曲
周县、魏县等相继出台了
《红白事操办标准》，引导
村（居）民在婚丧事务中逐
步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
育、自我服务”。

聚焦“妇”字做文章

邯郸市妇联领导班子
带头参加了移风易俗承诺
书签名，并编写《妇联干部
说新风（三句半）》，让妇联干部在机关进行宣
讲；还利用广场舞开跳前，人多、面广、精力集
中的黄金时间，开展“舞前10分钟”移风易俗
宣讲活动。目前，全市各县已举办舞前培训
千余期，宣传覆盖妇女2万余人。以“三八”
国际劳动妇女节、国际家庭日、重阳节等重要
时间节点为契机，市妇联积极组织开展“倡导
新风 感恩亲情 为爱发声”“浓情邻里一家
亲”“情暖‘金’生 爱满重阳”等主题活动，并
选树魏县“零彩礼”家庭张路英家庭为市级

“最美家庭”，引导广大家庭树立正确爱情观、
家庭观。

聚焦“联”字搭平台

为引导广大男女青年培育自愿互爱、
相容互补的正确婚恋观，抵制高价彩礼、盲
目攀比之风，市妇联、市教育局、市总工会、
团市委共同举办“喜迎二十大 相约一生
情”“会聚良缘——缘定三生情·成语一线
牵”等联谊活动，让男女在青年活动中领略
中华传统文化之美的同时，不断增进了解，
联谊交友。

聚焦“新”字拓路径

肥乡区作为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率先
成立工作专班和婚俗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全
力打造区、镇、村三级婚俗文化教育基地；曲
周县明确全县10个乡镇党政一把手为主要
责任人，要求全县342个村在移风易俗改革
中“一村一策”；鸡泽县组建公益婚介中心，成
立了公益红娘队伍，以“服务家庭、服务社会”
为目标，搭建公益婚介平台；丛台区注重美德
传承、移风易俗从娃娃抓起，积极开展“传美
德、树新风、移风易俗在线上”宣传活动，均取
得了明显的工作成效。

邯郸市妇联党组书记、主席张爱军说：
“全面深化移风易俗工作，是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在基层落地生根的必然要求，也是提升
广大群众幸福指数的重要抓手。邯郸市妇联
将协同民政、宣传等部门，引导广大家庭和妇
女群众，接续做好我市移风易俗工作，推动形
成社会文明新风尚。”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耿兴敏

从南锣鼓巷南口向北走，西边的第三
条胡同就是雨儿胡同，走到胡同中间，就能
看到14号院古朴的红色大门上，一副久经
风霜的对联昭示着岁月的悠久：德义渊宏，
履禄绥厚。里面住着的，其中就有被评为
2022 年第一季度“首都最美家庭”的杨占
岭、冀红一家。

走进院子，五颜六色的太阳花竞相开
放，石榴树旁鱼缸里的金鱼正在自由嬉戏，
紫色的蕾丝金露花正在盛开，散发出淡淡的
奶油味儿，北房窗户前的彩色朝天椒已是果
实累累。在屋前绿油油的葫芦架下，男主人
杨占岭喜欢在此做他拿手的炸酱面，而女主
人冀红则是经常一脸和气地配合着爱人的
节奏，你一句我一句地搭着话儿……小院里
的幸福生活就在平凡的日子里流淌。

老胡同里的新生活

雨儿胡同曾经是老北京的杂院区。
2019年，在“我家街巷最好看”推选活动中，
这条“瘦了身”的胡同被评为“北京十大最美
街巷”之一。

冀红感慨地说：“习近平总书记来过我
们雨儿胡同，去的是29号院和30号院。我
们经常心里想着，什么时候总书记再来看看
我们的新变化，我们每个院里的日子如今都
这么好。”

“说实话，早些年我老想着离开这儿，但
现在我对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十分
热爱。”冀红坦言。

如今，以杨占岭家为代表的雨儿胡同，
成了承载北京传统胡同文化的一张亮丽名
片。这一切改变得益于城市的改造工程，也
得益于冀红一家积极配合申请式腾退改造，
从而给居民们带来更多生活与出行的方便
和好处。

从前的雨儿胡同院内私搭乱建普遍，历
史风貌破坏严重。而最让居民们闹心的是，
居住条件较差，环境秩序混乱，出行不便。

“几年前，院子里都是搭建的小砖房，进
来也就是从胡同又进了小胡同。”冀红站在
宽敞的院子里对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说：

“你看现在，多敞亮，抬头是蓝天白云，院子
里抻根铁丝，阳光明媚的日子，晒晒被子，晾
晾衣服，舒适又方便。”特别是小外孙女一
来，在院墙边的向日葵下嬉戏，一家人乐乐
呵呵别提有多美。

春天，香椿树发芽，老杨会和爱人把过
道里那棵老香椿树上的香椿芽摘了，送给胡
同里的街坊四邻。秋天，石榴树上的石榴熟
了，也是这样做。

2015年 9月，东城区启动帽儿、雨儿等
几条胡同修缮整治试点项目，项目采用自愿
申请式腾退方式，是定向安置、货币补偿、平
移置换还是留住修缮，居民自个儿做主，而
不再是以往征收拆迁的旧思路。通过“申请
式腾退”，外迁改善一部分居民，同时腾出空
间，降低人口密度，改善留住居民的生活，几
年间，胡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杨占岭是院里第一户自发拆自建房
的。他指着前院房前一块空地说：“以前这
儿都是住户，现在有的搬走了，有的拆了自

建房，大家都自觉，院子才能这样豁亮。”不
管是搬走的还是留下的，生活条件都得到了
提升。

低碳生活树家风

雨儿胡同生活居住环境极大改善了，胡
同的文明创建工作也没落下，杨占岭及家人
在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社区工作人员提起冀红夫妇，称赞有
加：热心公益事业，特别有奉献精神。

在大家眼里，杨占岭义务疏通下水道，
主动打扫院落，关心独居老人，是社区的热
心人。他也是最美志愿者，宣传垃圾分类、
志愿服务冬奥会等。无论谁家遇到困难，他
都会热心帮助，大家都夸这个邻居真是好。

“他们夫妻俩一直都这么热心，邻居家
的事都当成自己的事。”社区工作人员说。
他们全家传递正能量，乐于助人、热心公益
的优良家风，也带动了整个街道积极向善的
社会氛围。

在雨儿胡同30号院朱红色的大门上，
“雨儿人家”四个字格外醒目，这是一座利用
腾退房屋改建而成的“共生院”。在这里，杨
占岭和街坊邻居相聚在一起吃饺子、议事协
商、分享读书体会……各种各样的活动在这
里开展，热闹非凡。黑板上，写着一周活动
计划，有“变废为宝”系列活动，有“我与南锣
的不解情缘”征稿活动，还有青少年线上成
语通关挑战赛等。

杨占岭还是街道共生共建金点子项目
带头人，创办的社区便民工具箱，为大家提
供了不少便利。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雨儿 30
号”微信公众号上开设了“同心战‘疫’”专
区，这里设置有“战‘疫’同盟”活动区、“阳光
宅”心理支持服务、“同心防疫”居民需求与
资源征集区、“平安社区”打卡处以及离返京
人员登记，为社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有力
支持。在院里廊架上，挂着居民为助力战

“疫”而创作的书法、绘画、诗歌等作品。
通过“共生院”不但留住了老北京胡同

四合院的形态、胡同肌理，更保留住了杨占
岭等老北京人的乡愁，也为丰富居民的生活
提供了平台。

冀红夫妇还和“爱满福祥助老志愿服务
队”的伙伴们一起，为社区老年人服务，还组
织了“老街坊胡同导览队”，向游客们义务讲
述南锣鼓巷的故事。在做公益和志愿者方
面，无论是积极参与垃圾分类，还是社区助
老助残服务，他们夫妇可谓是比翼齐飞。

“不管大事小事难事，尽力尽善尽美”是
冀红一家的家训。

平日里，夫妻俩还积极参加治安值守。
从2020年疫情开始，多次主动参加卡口、方
仓服务、献血、捐款。在他们的影响下，在地
铁公司上班的女儿女婿也都积极上进，勇于
奉献，女儿被单位评为先进工作者和优秀共
产党员。

“现在的环境越来越好，每到春天，我都
喜欢邀请战友们来京聚会，游览胡同，看看
玉河边上盛开的樱花……”曾是军人的冀红
心怀感恩地说，“我们普通老百姓只要能从
点滴做起，尽力而为，也能为国家更加强大
做出微薄的贡献。”

“碰了钉子就要向钉子学习”

雨儿胡同的热心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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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工作创新案例调研行家庭工作创新案例调研行萧劲光大将的教子格言：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陈姝

“我爱这蓝色的海洋/祖国的海燕在暴风
雨里成长/我爱大海的惊涛骇浪/把我们锻炼
得无比坚强……”每当哼唱起这段熟悉的旋
律，萧凯的内心深处就会涌出一种别样的情
感，她爱父亲就像爱大海那样深远，她爱大海
就像爱父亲那样真挚。

萧凯的父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首任
司令员萧劲光，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致力于
人民海军的建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为海

军建设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父亲虽然已经离开我们三十多年了，但

是我从未觉得他走远，他的音容笑貌时常浮
现在我的脑海中，他对我的谆谆教诲，我从未
忘记。”回忆起心中的父亲，那些有关父亲的
记忆，像一朵朵浪花在萧凯心中绽开。

戎马生涯六十年

1903年1月，萧劲光出生在湖南长沙一
个贫苦家庭，从小饱尝人间疾苦。当时，要想
改变人生命运，只有上学读书。

“父亲在镇上洋学堂读新学时，他非常珍
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每天都要往返20里
山路，有时候还会碰到一些凶猛动物，但这些
困难对父亲来说，一点都不畏惧。”萧凯说，14
岁那年萧劲光勤工俭学考取了长沙长郡中
学，在这所学校里接触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萧劲光深
受革命运动的影响，开始了寻求救国救民真
理的探索。

“18岁的父亲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后，先后两次去苏联留学，一直都是学习军事知
识和技能，父亲第一次留学是在苏联东方莫斯
科大学就读，并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
时，他作为学生代表，还参加了在克里姆林宫召
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聆听了列宁演
讲。第二次父亲是在苏联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
留学，学习军事技术。在这段留学时光，父亲更
加坚定了自己的革命信仰，更加坚定不移地为
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萧凯说。

1930年，萧劲光回国后，先后被任命为
红三军团、中央军委的参谋长，不久便参加了
长征。1931年，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成立，萧

劲光担任红军学校校长。
萧凯回忆，在抗日战争时期，父亲任八路

军后方留守主任、陕甘宁留守兵团司令员，并
率部参加南昌、南京、鄂西等战役，指挥了著
名的“四保临江”战役。

“峥嵘岁月，父亲攻沈阳、打华北、跨长
江、战长沙，历经炮火的洗礼，他始终坚定理
想信念，为新中国的解放与独立殚精竭虑。”
萧凯说，新中国成立后，萧劲光受毛泽东主席
委派，组建人民海军，成为人民海军首任司令
员，是人民海军的主要创建者、奠基人。

“父亲创建了第一所正规的海军学校，组
建了第一支快艇部队，第一个航空兵师，第一
个潜水艇支队，第一个驱逐舰大队，组织研制
了第一艘核潜艇……”萧凯感慨道，父亲在海
军建设上呕心沥血，主持建立了北海、东海、
南海三支舰队和海军航空兵，他至今仍是世
界海军史上任司令时间最长的纪录的保持
者。“用父亲自己的话来说，60年戎马生涯正
好分为两个30年，前30年征战南北求解放，
后30年海军一隅搞建设。”他一生的工作和
党的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

代代相传的教子格言

“1938年，我出生在延安窑洞，听妈妈
说，当时窑洞里有一只可爱的燕子飞来飞去，
于是就给我取乳名延燕。”在延安出生的萧
凯，对战火岁月有着鲜明的记忆。

1949年9月的一天，萧凯和弟弟萧策能在
北京见到了父亲萧劲光。“父亲见到我们时露出
了亲切慈祥的笑容，脸上写满了温暖的爱意，把
我和弟弟拥抱在怀里，父亲喊了我一声‘延燕’，
那一刻让我想起在延安窑洞里的情景，之后我

基本上都在父亲身边生活。”萧凯说。
在与父亲相处的时光，有很多难忘的往

事。萧凯说，是父亲培养了她坚定勇敢、不怕
困难的品质。

“在我读六年级时，父亲知道我们都不
会游泳，就让我们到海边学游泳，还说海军
的孩子一定要会游泳。”萧凯回想起父亲让
她学游泳，当时她很害怕，就在海边大喊大
叫。后来，她知道父亲就是想通过游泳这件
事来教育子女，即使在以后的人生路上遇到
什么困难，都要想办法去克服，去勇敢面对。

在萧凯印象中，父亲对他们的教育都是
率先垂范，父亲的袜子是补了又补，直到无
法补了才不穿。床单也是打着一块又一块
补丁。父亲艰苦朴素的作风让子女们深受
教育，至今他们都保持着俭朴的生活习惯。

萧劲光不仅注重培养子女的品格修养，
也很关心子女的学业和成长。

萧凯提到，父亲曾送给赴苏留学的哥哥
一段话：“碰了钉子就要向钉子学习，并研究
如何拔除它，千万不要急躁，急躁没有用处，
只能让你垂头丧气；为人要正派，要有原则
性，对党要忠诚老实，对同志要诚恳热情，要
讲团结友爱……”这段赠言后来又传给了弟
弟萧策能，之后又传给了下一代人，这段赠
言就成了萧家的教子格言，后辈们必应遵守
的行为准则。这段话萧凯熟记于心。

以一项热爱丰富心灵

在萧凯心中，父亲不仅是一位极富传奇
色彩的革命军人，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父亲。

“父亲有很深厚的艺术修养，兴趣广泛，酷
爱各种艺术品，他从小受到古文和书法的启蒙
教育，能写出自己风格的书法体。”萧凯说。

多才多艺的萧劲光将军不仅会书法，还
会乐器。萧凯回忆，有一年中秋节，全家团
圆，在月光下，父亲拿起他珍藏的洞箫，吹奏
了一曲悠扬动听的《春江花月夜》，至今回忆
起来都美好而难忘。

“‘人人都应有一项深厚的兴趣和爱好，
以丰富心灵，为生活添加滋味’是父亲对我
们的期待。受父亲的影响，萧家三代人对艺
术都有自己的理解和追求。我因为喜欢画
画，后来就考上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两个
儿子都很喜欢画画，如今都在自己的艺术领
域里学有所成。”萧凯说。

“我国海岸线总长度3.2万公里，我和先
生李海涛用了五年时间走了3.1万公里，涉
及十省二市及港澳台地区，画出了50米巨
幅长卷《海疆万里图》。”这段三十多年前走
海防线的经历令萧凯终生难忘，当时遇到不
少困难，但是父亲的话一直在激励自己，“一
件事情只要认准了，就要尽一切力量去完成，
他就是这样的，做事情从来不后悔，决定了就
要坚持到底。”

首都最美家庭冀红夫妇热心公益，响应政府胡同整治政策，率先拆除自建房，
积极参与社区文明创建，带动大家在老胡同里过出新生活——

萧劲光，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

事家，国家和军队的优秀领导人，人民海

军的主要创建者，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

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

等。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

将军衔。

萧凯，萧劲光之女，毕业于中央工艺

美术学院，后在中国海洋画研究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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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小传

萧凯和父亲、弟弟的合影。

萧凯近日在父亲的故居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