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美家庭家庭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周玉林

夕阳下，一对耄耋老人携手散步，看似平
淡却把相互陪伴相互扶持的每一天过成了对
彼此、对子女家人最珍贵的一辈子，他们就是
2022年昆明市盘龙区“最美家庭”称号的获
得者张维志和纪素珍。

从六十多年前结为连理，走过风风雨雨
一甲子，他们用一生诠释着：家是温暖的港
湾，是传递正能量的起点，是这个社会和谐的
基石。张维志夫妇不仅为子女营造了一个幸
福快乐的和睦家庭，更是在自己近90年的人
生历程中，宽以待人、以德治家，让“最美家
庭”的文明家风感染周边的邻居，感召更多的
家庭向上向善，让好家风、好家训蔚然成风。

和睦家庭，浸润满满爱意

家庭之美，在于平凡生活中的不凡奉献。
六十余年前，工作积极努力的张维志和

妻子纪素珍在黑龙江工农干校学习时相识并
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张维志是东北抗日联军
将领张镇华的遗孤，从小缺少父母的照顾与
疼爱。纪素珍从小过继到亲戚家，早早就学
会了独立。类似的童年际遇、成长经历让两
人倍加珍惜这个属于二人的小家。

相濡以沫人生路，他们结婚以来相敬相
爱。张维志在工作中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在
单位时间多，照顾家庭的精力相对较少。妻
子对此从无怨言，她不仅做好单位的事，把家
务事也处理得妥妥当当，让丈夫和子女们有
一个温馨的家。

在工作、子女教育方面两人也偶尔会有
摩擦，会有拌嘴，但是因为两个人的家庭观念
都非常重，所以能相互理解，相互让步。

“父亲是急脾气，母亲性格宽容，家人之
间有摩擦，都离不开母亲从中做‘和事佬’，母
亲就是我们家的‘黏合剂’。”大儿子张学忠非
常感恩父母为自己营造的温暖而充满爱意的
家。

在处理家庭的重大事项时，张维志夫妻
俩平等对待，互相沟通，共同商议，求大同，存
小异，做到办每件大事双方都情绪舒畅。这
个和睦的家庭，经常受到邻里的称赞。爱就
是这个家最宝贵的财富。

爱岗敬业，相互支持

在子女眼中，父母不仅爱岗敬业，更是相
互鼓励、相互督促、共同奋进的好榜样。

张维志坚持勤奋学习、忠于职守，以一颗
对祖国教育事业的赤子之心全身心投入到工
作中，踏实肯干，认真负责，深受领导和同事
的好评。他用行动影响着家人，孩子们都热
爱学习，努力进取，待人热情有礼。

谈到父母的敬业爱岗，张学忠充满了自
豪感。“母亲在解放初期就凭着拼搏认真的工
作干劲和过硬的工作能力成了全国劳模，她
是黑龙江当地橡胶一厂生产飞机三角带这个
工种全国唯一一个八级工，班组更是以母亲
纪素珍的名字命名。后来母亲跟随父亲一起
支援三线建设来到云南。”

以德育人，垂范子女

张维志夫妇非常重视孩子道德品质和生
活学习习惯的培养，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
师，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要求孩子做到的自
己首先做到。”从而创设出良好的家庭氛围，
使孩子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

大女儿张爱华说：“父亲对我们的教育非

常严格正统，并以身作则，率先示范。”
张维志担任昆明一所大学后勤部门领

导，在工作中严词拒绝所有的迎来送往，所有
部下都非常敬重他。“父亲在这些方面很有人
格魅力，他是一个非常讲党性原则的人。”张
学忠说。

张爱华记忆中，有一晚，一位老师到家里
来感谢父亲。这位老师曾在某次教学活动中
犯了错，父亲张维志在大会上点名批评他，但
是在评职称时，客观评价他的教学能力、专业
水准，在评委会中积极为他争取了正面评
价。父亲的为人公正获得了所有同事的高度
评价。

张维志与妻子物质生活追求淡泊，不慕

新潮，不摆阔气，从不浪费，提倡节约，精打细
算，用之有度。夫妻二人拒绝了单位的几次
分房、购房，至今还住在单位分配的一楼的老
房子里，雨季时房间潮湿，甚至还会有霉味
儿。在他们的教育下，子女们也朴实大方，从
不乱花钱，养成了勤俭节约的好习惯。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种
美德在张维志、纪素珍家中表现得更细致入
微。每到周末，子女们都会回家看望两位老
人，买菜做饭、搞卫生，不但从生活上关心老
人，更从精神上关心他们，一有时间就陪他们
散步、聊天。在老人生病期间，子女们悉心照
料，尽量满足老人的要求，让老人感受到温暖
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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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家风家风
■ 李建霞

父亲生不逢时，从小家境贫寒，
读到完小就辍学了。父亲亲眼看见
中国共产党为穷人打天下，让老百
姓过上了幸福生活，志愿加入中国
共产党。

我们兄妹五人。自记事起，我
都睡在父亲的臂弯里长大。“共产党
好，共产党好，共产党是人民的好领
导……”儿时，每天清晨，睡在父亲
臂弯里，正在甜蜜的梦中，父亲的手
指在我手臂上轻打节拍，我在父亲
的轻声吟唱中醒来，用小手揉着惺
忪的睡眼，静静地聆听父亲唱歌。
更多时候，我听着听着，便跟着父亲
一起唱起来。父亲喜欢唱革命歌
曲，歌声虽不那么婉转悠扬，但唱得
铿锵有力。

每晚，我头枕父亲的臂弯，他轻
轻地摩挲着我的头发，父亲的臂弯里
流淌着听不完的红色故事，李大钊、杨
开慧、刘胡兰、江姐、董存瑞……父亲
讲方强、陈发鸿、贺仁等烈士命名的居
委会、社区、村、镇的故事；父亲讲远房
叔叔在战场上壮烈牺牲后，冲破世俗
眼光，与母亲在烈士家中结婚成家，为
烈士双亲养老送终的动人故事。

父亲把红色故事演绎成群众喜
闻乐见的淮剧、快板说唱，和母亲走
街串巷演唱……父亲讲得有声有
色，我听得入神入迷。

那时的父亲年轻，精力充沛，先
后做过生产队长、会计、保管员、大
队通信员。父亲的枕边不离书，随
手翻读《可爱的中国》《雷锋日记》
《林海雪原》等书籍，操劳了一天，还

读书给我听。
父亲的言传身教，在我幼小的心灵播下了

红色的种子。父亲的臂弯，是最温暖的港湾，轻
轻地荡漾着我纯真的梦想。慢慢成长之后，我
告别了父亲的臂弯。

上小学时，老师让我写清明节祭扫烈士墓
时的发言稿，我问父亲：“在那艰苦的年代，缺衣
少食，爷爷又早逝，怎么还会主动赡养烈士父
母，挑起两家12人的生活重担？”父亲说：“你叔
叔是烈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今天的幸福生活，
我是党员，有责任和义务这样做。我把你大哥
送去当兵，就是继承先烈遗志，保家卫国。”我被
父亲朴实的情怀深深震撼，立志赓续红色基因，
用笔和镜头记录红色故事。

我沿着父亲指引的方向，从一个普通的农家
女成长为一名红色文化宣传员。我崇敬英烈，宣
传英雄，风雨无阻奔跑在城乡之间，采访了数十
名坚守初心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英雄，一篇篇红色
故事被国家、省市县报刊、电台采用，其中多篇在
红色故事征文中获奖。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时隔半个世纪，我在
省内的一些活动上，像父亲一样，讲雷锋的故
事，学雷锋、做好事。

时过境迁，物是人非。父亲已经离开我们，
但儿时睡在他温暖的臂弯里，听革命歌曲、讲红
色故事、读红色书籍的情景恍惚如昨，言犹在
耳。我一直努力践行父亲传下的家风和教诲。
现在，唯一能回报父亲的就是赓续红色血脉，传
承红色基因，讲好红色故事，努力做一个合格的
红色文化宣传员。

李丽家庭：“疫”不容辞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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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母亲影响，她放弃国外的发展机会回国，选择成为一名社工；三年前，在北京

疫情面临外防输入的关键时刻，她挺身而出，奋战在出入境人员集散点30多个日夜，

排查入境人员3000余人；眼下，在北京疫情最为复杂严峻的防控形势下，她殚精竭

虑，日夜守护在防疫一线，用双肩扛住防线，用双手护住平安，用双脚踏实责任，把抗

“疫”措施贯彻到最后一公里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张萌

星光点亮晨曦，11月19日凌晨5点多，李
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发出一条微信：“整夜等
数据，顺利解除封控！感谢社区社工和社工家
属，感谢林奥嘉园物业的保安、保洁等，感谢核
酸检测团队，还有默默付出的志愿者们……”
作为北京市朝阳区奥运村街道龙祥社区纪委
书记，这样的夜她已经历了无数个，每个小时
都要上网查看一次数据更新，一夜断断续续加
起来的休息时间不足两小时。天色微亮，她起
身休整一下又将迎来新一轮防疫工作。

社区居民的“定心丸”

北京目前正面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最复杂最严峻的防控形势，而朝阳区又是当前
疫情处置的重中之重，各基层社区工作处于最
关键、最吃紧的时刻。

“我所在的奥运村街道龙祥社区一共15
名社工，肩负着辖区内约6000户12000多居
民的管理、保障和服务工作。基本每位社工负
责400户，我个人包楼将近500户。这是最基
层的工作，是离百姓最近的工作，也是最难的

工作。”刚刚登上今年“首都最美家庭”第三季
度榜单、正在防疫第一线的李丽接受中国妇女
报全媒体记者采访，电话另一端的她声音有些
嘶哑，她和同事们已经连续奋战好多天。在现
场，她手脚停不下来；回到家，她电话停不下
来。闭环转运、秩序维护、密接查找落位、场地
管理……都需要快速解决。

11月20日，北京又一场冬雨降临。晚上
10点多，李丽独自穿行在雨雾中，她需要把抗
原检测试剂盒送到每一户临时封控的家庭。
淅淅沥沥的雨淋湿了她，但她把每个试剂盒都
保护得很好。有位被独自封控在家的70多岁
的阿姨很恐慌，又不会做抗原检测。李丽在电
话里耐心地给老人做心理建设，一遍一遍地教
老人正确使用试剂盒……

11月22日午夜12点多，李丽正在等待确
诊病例的转运，这时，一位女士打来求助电话，

“我家宝宝没断奶，我早上上班，我爸过来帮我
照顾孩子，但现在被封，封在里面的宝宝吃不
上奶，在外面生病的我妈也没人照顾，我能不
能把我爸换出来？我实在没有办法了……”电
话那头的女士带着哭腔。李丽一边安慰这位
焦急的妈妈，一边在手机里查找这位居民所在

的楼栋单元信息，然后说：“告诉
我，你妈妈在几号楼？我去照顾
她。你回家带孩子！”

她告诉那些居民们：“要坚
信，你不是一个人，我们并肩作
战，共同面对……”只要在自己的
岗位上，她就耐心、包容，是居民
们眼中最信任的“贴心人”和“定
心丸”。

没日没夜的工作对李丽来说
已经习惯了，当紧张变成常态，做
再多的事都不为过，在她心中，所
有的经历都将成为人生的一种积
累。

“女儿没给您丢脸”

十年前，李丽在日本研究生
毕业后，原本可以凭借优异的成
绩留在日本，然而她却放弃国外
机构的邀请，转身回国，最终，选
择成为一名社工。李丽说：“做出
这样的选择，与我母亲有关。”

李丽的母亲是一位街道办事
处主任。“母亲突发疾病离开时，
我正在国外求学。当我赶回来

时，母亲已去世一周，没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
是我一生的痛，但母亲的教诲却成为我一生的
财富。”

李丽的母亲正直、善良、无私，总是有干不
完的工作。母亲常对李丽说：“无论做啥都要
有目标，不管结果如何，都要坚持，要用乐观认
真的态度去对待。做事如此，经营一个家庭也
一样，一个家庭其实也是一个团队，只是每个
人的分工不同，我和你爸爸做什么，你和哥哥
做什么，都要各司其职。”耳濡目染下，母亲教
会了李丽怎么做统筹高效，什么是无私奉献。

三年前，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海外蔓延，
国内的防疫重点由内防扩散转入外防输入。
2020年3月，北京启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
为入境人员集散点，24小时不停歇，为入境旅
客提供各类服务，最终完成转运。

作为一名党员，当北京面临外防输入疫情
严峻考验时，精通日、韩、英多国语言的李丽挺
身而出，志愿加入朝阳区转运组，负责日韩英
三种语言的翻译工作，奋战在“新国展”出入境
人员集散点30多个日日夜夜。她不顾个人安
危，面对面登记排查入境人员累计3000余人，
耐心给焦虑的旅客讲解隔离政策，做好登记工
作。同事们说：“李丽每多用外语问一句话，都
可让各街道社区的同事少打几个电话，少跑冤
枉路，更会降低疫情风险。”

“面对疫情，总要有人站出来。”她毅然加
入机场防疫“守护国门”志愿者，支援对入境进
京旅客的处置工作，因为她想让自己活成母亲
的样子。在那些超负荷运转的日子里，她无数
次伫立风中遥望着飘扬的国旗，自言自语：

“妈，您是普通人，我也是普通人。您是我心中
的榜样，我现在也是社区的逆行者，女儿没给

您丢脸！”
因为表现突出，李丽后期被朝阳区外办借

调，负责协调外交部、机场转运、疾控中心等联
合部门的接待入境使团工作。在此期间，她一
直住在隔离酒店，中秋节，也只能隔着屏幕和
家人报平安。李丽告诉记者：“正是由于家人
的大力支持，我才能义无反顾投入防疫工作
中。”

互为荣耀的夫妻

李丽的丈夫牛震宇是一名科技工作者，从
事商业航天领域信息化工作。他们结婚14
年，两人相互扶持，共御风雨。

李丽去“新国展”转运组，最担心她的人就
是丈夫。他担心李丽被感染、担心她累倒……
无尽的担忧从心头涌起，但他却没有阻拦李
丽。他说：“这是她的职责所在，我只能默默
支持、关注、关心她，让她在岗位上安心工
作。”

李丽从结婚就和公婆生活在一起，她出发
去转运组那天，公公婆婆沉默中难掩眼底的担
心，孩子抱紧妈妈哭着不撒手。这时候，牛震
宇作为家里的顶梁柱，还要安抚老人和孩子的
情绪。那段时间，只要李丽值夜班，他就睡不
着，一定要等她回复信息报平安才会踏实。每
天只要一闲下来，他就立刻查询疫情。他让孩
子写日记、画画，描述妈妈和抗疫工作者的伟
大。

在李丽眼里，丈夫是“儒雅聪明、闪闪发光
的人”，她会在丈夫每一次火箭发射任务取得
成功时，第一时间发去“为你骄傲，以你为荣”
的信息。在忙碌的生活中，她不会忘记丈夫任
何一个有意义的纪念日，为他精心准备礼物。

李丽告诉记者，她出发去“新国展”出入境
人员集散点那天，丈夫对她说了一句话：“我在
这里一直等你。”这句简单朴素的话，在李丽听
起来却无比浪漫，如同一束柔光让她前行的脚
步更加坚定。

牛震宇是最懂李丽的人，他说：“她很包
容，很会照顾别人的情绪，跟她在一起很舒服、
很踏实，她是值得相伴一生的人。”

作为儿媳，李丽关心孝顺公婆，老人生病
时，她跑前跑后陪老人看病。牛震宇说：“李丽
很不容易，我工作忙起来时，很难照顾家里。
不管是孩子、家务，还是老人，都是她操持。在
家里，我父母更信赖她，这一点，连我这个当儿
子的都做不到。”

家庭和睦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他们12
岁的儿子在这个充满爱意的环境中长大，阳光
乐观，他的理想是要像妈妈一样熟练掌握多国
语言，长大成为一名外交官。

微光成炬，时代洪流中，许多个体和时刻
都值得铭记。三年抗疫，让我们看到千千万万
基层社会工作者的价值。在他们守望相助的
付出背后，正因为有无数个像李丽这样家庭的
助力，才让他们忙碌的身影充满力量，用双肩
扛住防线，用双手护住平安，用双脚踏实责任，
把抗疫措施贯彻到最后一公里。

▲ 李丽全
家和公公婆婆
在一起。

▲ 李丽正在核对入境
旅客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