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郇小丽家庭：有爱的人身上都有“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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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家风家风

无论顺境逆境始终保持共产党人本色

CHINA WOMEN’S NEWS 家风6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王永钦

近日，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被内蒙古呼
和浩特市志愿者郇小丽拉进了有199人的“小
丽志愿者公益服务团”微信群，领略了这个团队
的忙碌和执着。郇小丽前不久参加了在宁夏银
川市举办的全国妇联巾帼志愿服务示范培训
班，干劲更足了。

郇小丽告诉记者：“如果没有一群志同道合
的人相互扶持，我不可能走到今天，我是被一股
巨大的力量推着往前走的。”

“鬼门关”遇恩人 用爱拥抱社会

2006年8月14日一早，手术出院不久的郇
小丽因伤口感染导致失血性休克倒在马路上，
一位陌生的大姐立即拦下一辆出租车送她去医
院。到了医院，却被告知O型血告急！医护人
员迅速通过各种手段寻找血源，最终经过八次
输血，才把她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出院后，郇小丽下决心把这份爱传递下
去。她就组建了内蒙古小丽志愿者公益服务
团，扶贫济困、扶弱助残、关爱孤寡老人、宣传禁
毒戒毒、到处巡讲好家风好家训。

一次，她从电视上得知，武川县来呼和浩特
务工的郝长命，捡来一个弃婴，患有心脏病无钱
救治。她立刻发出捐款倡议，很快筹集了一万
多元善款，弃婴终于得救。

10年前的一场公益活动上，郇小丽结识了
呼和浩特市回民区老年公寓80多岁的甄秀琴，
自此，她经常带领志愿者为老人送衣服、食品和
药物，甄秀琴也将郇小丽及志愿者当成了亲人。

让郇小丽放心不下的，还有金妈妈。她早
年被丈夫家暴打瞎一只眼，老伴及两个女儿先
后患病去逝，唯一的儿子项某染上了毒瘾，被强
制隔离戒毒两年。每月去探视儿子，成了76岁

行动不便的金妈妈的大难题。郇小丽得知后，
主动与金妈妈结成帮扶对子，探视日子风雨无
阻，帮扶教育感化项某，项某最终因表现好，提
前2个月被解除强制戒毒。

2020年新冠疫情袭来，郇小丽主动请缨，
值守疫情防控点50多天，当时，呼和浩特零下
20多度，她里三层外三层套了7件衣服。2月9
日，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石泰峰来小区

“明查暗访”，被严格认真执行防疫规定的郇小
丽劝返，媒体以“书记来串门，吃了闭门羹”为题
做了报道。

2022年疫情又一次袭来，郇小丽和儿子徐
翔为武川县封控区75岁老人捐赠了药品，为呼
和浩特市日报社捐赠一次性医用口罩600个，
84消毒液300瓶，还组织志愿者捐赠了爱心餐、
方便面、牛奶、果丹皮、盆栽鲜花等。郇小丽家
庭被评为市级“抗疫模范家庭”和“内蒙古自治
区最美家庭标兵户”。

儿子眼中的妈妈是一团“火”

2018年8月6日，郇小丽83岁的母亲去逝，
临终前嘱咐她：“一定要继续走下去，做有益的
事、做善良的人！”

郇小丽兄弟姐妹四人，她从小体弱多病，家
里靠父亲一人挣钱养家，还要负担奶奶生活和
四叔上大学。“尽管经济拮据，但妈妈却告诫我
们，对外人一定要大方，结善缘，对人有礼貌。
来我家的人，父母必给沏茶、留吃饭，妈妈还帮
邻居孩子做衣裤、接济粮食。妈妈对我的影响
太大了，现在我和儿子也这样做。”郇小丽说。

徐翔从部队转业后分配到内蒙古超高压供
电局工作。他从小耳濡目染，在部队时就省吃
俭用，支持妈妈做公益，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还荣立了三等功。转业后他也参与到妈
妈的公益事业中。

徐翔告诉记者，他开始对妈妈做公益不理
解，但自从跟她去了老年公寓，感悟到人不能只
顾自己，应该关心身边那些需要关爱帮助的
人。他说：“我姥姥患糖尿病、脑梗11年，妈妈
起早贪黑照顾，不怕脏不怕累，不管多忙都把姥
姥打理得干净利落。最神奇的是我妈妈通过做
志愿者，身体竟然比以前健康了，人也变得能说
能干了。在我眼里，妈妈是超人、是学霸，是一
团‘火’！”

徐翔的舅舅郇长胜20多年前在车祸中受
重伤，留下疼痛后遗症。有“损”友给他出主意，
说吸“料面”（即毒品）止疼，就这样他走上不归
路。多次被强制戒毒，妻子也同他离了婚。

徐翔主动为舅舅一次性交了14年养老医
疗保险，感化了舅舅，彻底戒除了毒瘾，舅舅被
呼和浩特市强制隔离戒毒所评为“优秀戒毒志
愿者”，还主动加入了小丽志愿者公益服务
团。郇长胜的变化让前妻回心转意，两人复了
婚。郇小丽说：“现在每次我们有活动，我哥就
为我们拍照片、录视频，照片经常被媒体采
用。”

心中有爱 深耕公益17年

深耕公益17年，郇小丽收获了很多荣誉，
她和儿子双双被评为青城好人、呼和浩特市道
德模范、自治区禁毒优秀志愿者，去年又荣获

“全国最美家庭”荣誉称号。
从2017年开始，郇小丽进社区、到学校、走

军营、跑乡村，为大家进行好家风好家训巡讲，
从一个受助者成长为助人者。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交管大队三中队民警梁
刚是志愿者之一。他说：“帮助他人快乐自己，
结识了很多正能量的朋友，也为自己的孩子做
了好榜样。”

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妇联主席张丽娟

经常和郇小丽联合搞活动，她说：“我觉得她为
人热情、头脑灵活，善于把各种资源整合到她的
团队中。”

全国优秀揽投员胡振国多年来积极参加公
益活动，累计捐款捐物5000元，志愿者服务时
长1003小时，他也是呼和浩特市文明办好家风
好家训巡讲员。他说：“跟着小丽姐参加志愿活
动，温暖他人也快乐自己，特别是92岁毛线奶
奶杨菊蓉多年为困境儿童织毛衣的事，对我触
动很大。我和家人从2020年到现在也织了很
多帽子、围巾，送给山区的留守儿童和需要的
人。”

心中有爱、脚底有泥、眼中有活儿、口中有
德，成为郇小丽时刻遵循的原则。她说：“每次
听到那句‘小丽啊，你又来看我了！’的问候语，
我所有的疲惫和烦恼都烟消云散，感觉特别幸
福快乐，我做的一切都值了！”

■ 赵自力

印象中，父亲一直是个
讲规矩的人。

我读小学时，父亲是村
里的干部。那时每到冬天，
村里就要捞鱼，那是多少户
农家数着指头期盼的事。捞
了鱼，就意味着离春节不远
了，可以好好过个年。被捞
起来的鱼活蹦乱跳地挤成一
堆，众人的目光从鱼塘一下
子转移到分鱼人的手上。鱼
有大有小，如何大小搭配均
匀，父亲自有他的办法，童叟
无欺，因为秉持公正，深受乡
亲们的信赖，年年分鱼都由
父亲主持。

有一年，外婆住在我家，
分鱼前母亲想让父亲分几条
大点的鱼，话还没说到一半
就被父亲断然拒绝。“那些鱼
都是大小搭配的，我们拿大
的，人家就只能得小的，对不
住人家的。”父亲说，“再说分
了这么多年的鱼，不能坏了
规矩。”见父亲坚决，母亲也

不再说什么了。但这件事，给我们兄弟姐
妹留下了深刻印象。

父亲负责一所农村初中时，带领全校
师生建立了勤工俭学基地，每年有一定的
经济收入，改善了办学条件。有一年二舅
做生意急用钱，想找父亲挪用学校部分公
款，答应回本后及时还上。父亲听了直摇
头，坚决不同意，但家里也没有闲钱能帮助
二舅。还是母亲了解父亲，连忙劝二舅再
想想别的办法。为此，二舅认为父亲不够
意思，连亲戚都不愿意帮忙，接连几年没上
我家的门。有一次和二舅喝酒，二舅酒后
跟我吐苦水，说父亲呆板，不知道变通。从
未跟二舅红过脸的我顶了他一句：“我爸没
错，那是他做事的规矩，不能破。”二舅看了
我半天，没再说一句话。

我从师范学校毕业时，父亲正在县教
育局工作。按照惯例，我们是要被分配在
乡镇学校教书的，但也有人想办法托关系
留在县城。父亲恰好在教育局负责政工
工作，来找父亲开后门的亲朋好友络绎不
绝，都被他一口回绝了。很多人都在观
望，甚至等着看父亲的笑话，也就是想看
看我——他的儿子是怎么被安排的。结
果，那年我率先被分在了最偏远的山区学
校，父亲亲自送我去的。自此，再也没有人
找父亲了。父亲用他的规矩树立了威信，
也赢得了好的口碑。

都说有什么样的父母，就会有什么样
的孩子。讲规矩的父亲，用自己的言行为
我们树立了榜样。讲规矩，也成了我家宝
贵的家风。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陈姝

“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
就是保家乡 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每当
邓华之子邓穗唱起这首激荡人心的《中国人民志
愿军战歌》时，他的内心就百感交集，激动不已。

“父亲曾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代司令员和
政委，与他的战友们不畏艰险、不惧强敌，敢于
斗争、善于斗争，在朝鲜的大地上留下了奋勇杀
敌的身影。”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邓穗在接受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采访时说，父亲尽管离
世多年，但是他革命品格、高尚品质永远铭记在
他的心中。

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是父亲的追求

邓华1910年4月出生于湖南省郴州市北
湖区鲁塘镇陂副村，祖辈三代以教书为业，他从
小受父亲影响，好打抱不平，追求正义。

“父亲热爱学习，12岁时在郴县新华学校读
书，目睹过同学被洋人打的情景，下决心男儿当
自强，毋忘国耻。高小毕业后，父亲考入长沙岳
云中学，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腐
败政治的游行示威和罢课活动，还写了一篇题
为《论青年人生观》的文章。”邓穗对父亲这篇文

章的内容记忆犹新,“嗟乎，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青年
人当舍身报效祖国。挽救
国家危亡，解放亿万生灵涂
炭！”可见父亲当年内心强
烈的爱国情怀。

从岳云中学到南华法正学校，邓华在求学
的征程中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阅读了《共产
党宣言》《共产主义ABC》《阶级斗争》《新青年》
等许多革命书籍，深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
影响，1927年3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时年17岁。

“父亲一生践行党的誓言，为民族谋复兴，
为人民谋幸福成为他一生的追求。他参加和指
挥了许多重大战役。如黄洋界保卫战、平型关
大捷、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解放海南岛战役、抗
美援朝战争等等。”邓穗回忆起父亲的革命生
涯，仿佛有说不完的话。

在邓穗看来，指挥解放海南岛战役和参与指
挥的抗美援朝战争是父亲战争生涯中的“杰作”。

“当年以十轮大卡车发动机装备的土炮艇
和木帆船作为主要的渡海运载工具，解放了海
南岛，木帆船打海战，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在朝鲜战场上，父亲善于从实战中总结经验，将
实践上升到理论，再指导实践。像著名的上甘
岭战役和全线性战术反击作战就是很好的战
例。”邓穗谈道，非常敬佩父亲的胆识和魄力，在
武器装备都落后于敌人的情况下，打了胜仗。

1950年，抗美援朝正式打响后，邓华作为
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党委副书记
出征朝鲜，同彭德怀等同志一起指挥志愿军抗

美援朝作战，立下了赫赫战功。
“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逆境还

是顺境，父亲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本色，和人
民心连心。”邓穗告诉记者，父亲在不穿军装的
日子里，在祖国边远地区帮助当地老百姓搞农
业生产、规划发展。

“父亲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就发誓一心一意地
为人民服务，回首他的一生，父亲真正做到了为了
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邓穗说。

相濡以沫的革命夫妻

邓穗家客厅的墙上，悬挂着邓华与妻子李
玉芝的黑白照片，神情淡然，目光坚毅。

李玉芝，1919年10月出生于河北蔚县，家
庭环境良好，7岁上小学。受二姐、三姐抗日爱
国宣传活动的影响，她心中从小就播下了爱国
的种子。

“我父母1937年相识于河北蔚县，当时父
亲率领一个独立师翻过太行山来到蔚县一带，
参与开辟晋察冀根据地的战斗，母亲和她的两
个姐姐都是当地妇女救国会会员。”邓穗说起父
母亲，目光凝视着墙上的照片。

“母亲在蔚县西合管初等师范学校读书期
间，积极组织抗日宣传活动，散发传单、写标语、
游行、演讲。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邓穗说，母
亲后来在一次军民联欢会上唱抗日歌曲《松花
江上》，给父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之后的岁
月，他们不离不弃相伴了一生。

“特殊革命年代里，父母亲的爱情不只来源相
互的好感，更多的是他们心中都有一个共同信念，

即为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邓穗
说，母亲参军后从事电台译电员工作，战斗带来的
伤亡，部队将士们因缺医少药不能活下去的残酷
现实，震撼了母亲的心。她决定去晋察冀边区的
白求恩学校学医，父亲也非常支持她的选择。

邓穗坦言，他非常敬佩母亲独立自强的精
神，新中国成立后，母亲主动辞去沈阳市铁西区
职工医院副院长一职，要到沈阳医学院读书。
当时，身边的朋友和同事不理解母亲年龄大了，
为什么还要去读书？而母亲想的是，精益求精
学好医学，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1960年5月，父亲到四川省当副省长，母亲
一如既往陪伴在父亲身边，鼓励他、照顾他。“当
年父亲穿着一身染黑的军装到了四川，母亲就
在四川的一家医院工作，他们心中只有全心全
意为党和人民服务的信念，不因当时的处境，改
变对党和人民的忠诚。”邓穗感慨道，他们相濡
以沫四十多年，舍小家为大家，留给子女的是受
之不尽、用之不完的精神财富。

发扬低调谦让、清正廉洁的好传统

谈起父亲对子女的教育，邓穗记忆犹新的是
父亲以身作则，勤俭节约，公私分明，清正廉洁。

“抗美援朝时，父亲主动要求从第一副司令
员调整为第三副司令员，中央军委没同意。在沈
阳军区工作时，父亲觉得所住的原日本关东军司
令官邸面积太大，主动把大房子改为招待所，全
家住进了小房子。”邓穗说，父亲这种谦让精神贯
穿了他的一生，也深深影响了家人和亲属。

“要夹着尾巴做人，公私分明，不要搞特
殊。要有一技之长，不能靠父母。”对父亲的谆
谆教导，邓穗牢记心中，“父亲要求我们自食其
力，不能依靠父母养成骄傲自满的习气，所以我
和姐姐们都自立自强，低调做人，后来有朋友说
我一点不像高干子弟。”

邓穗谈道，父亲在广州养病期间，堂兄邓贤刚
因儿女多，生活困难，特意带儿女们到广州看望父
亲，希望父亲能帮其子女在城里安排工作，结果当
然是被拒绝了。在父亲心中，农村也是革命阵地，
要自己自力更生，而非有困难就去找政府。

在父亲的影响下，低调做人、自力更生也成
了邓穗为人处世的准则。2020年10月，邓穗全
家观看了在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举办的“铭记伟
大胜利 捍卫和平正义”——纪念中国人民志愿
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主题展览。“在展览
中，看到很多真实的画面，能够遥想当年父辈们
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波澜壮阔的场景，我们要继承
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发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邓
穗说，每当自己遇到一点困难时，就会看看书桌
上父亲在朝鲜战场上拍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父
亲腰板笔直，神态从容，顿时就给了他一股强大
的力量，相比之下，自己的困难根本不算什么。

“父亲没留下什么财产，但其留下的精神财
富深深影响了我的一生。新时代新征程，作为
革命后代，我们一定会发扬优良家风，传承红色
基因，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邓
穗语气坚定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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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上将邓华之子邓穗谈父亲的革命品质、高尚品格对家人影响至深

邓华，中国共产党的优秀
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
士，我军优秀的政治工作者和
军事指挥员，为中华民族的独
立和解放建立了不可磨灭的

历史功勋。邓华 1910 年 4 月出
生于湖南省郴州市，1927 年 3 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土地革
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
1950 年 10 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
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治委
员，1952 年 6 月，他任志愿军代
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了全线
性反击作战和著名的上甘岭战
役，创造了我军依托坚固阵地进
行坚守防御战役的光辉范例。
1954 年回国，历任志愿军司令
员、东北军区代司令员，中国人民
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沈阳军区司
令员，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等职。
1955 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
上将军衔。

邓穗，邓华之子，1950 年 8月
出生在广州，1970 年入伍，曾为
军事科学院军事运筹分析研究所
副研究员、军事科学院生产管理
部计划组织处副处长等，现任中
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志愿军研究
会会长。

家
庭
小
传

▲ 邓穗携父亲照片参加新中国成
立70周年活动。

▲ 1979 年，邓华将军和夫人李玉芝
及子女在北京合影。

郇小丽和儿子出席内蒙古自治区妇联举
办的2022年国际家庭日“最美家庭耀北疆”大
型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