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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刘旭

江西省万载县近日正式启动“万家
灯火”幸福家庭建设工作。中国妇女报
全媒体记者从万载县妇联了解到，该县
出台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将致力于打
造1个基地，即家风家教实践基地；做
好2项服务，即志愿服务、维权服务；实
施3大行动，即母亲素质提升、心理健
康提升、家教水平提升行动。

据了解，在家风家教实践基地打造
上，万载县将依托万载古城古建祠堂
群，打造并用好“千年万载”家风家教实
践基地，充分挖掘万载古城17个古祠
堂姓氏家风故事、创作17首家风童谣、
编排17场家风花灯戏，在万载古城茶
馆、国学馆、百姓大舞台等场所展演。

在做好2项服务上，万载县计划在
每个村（社区）依托村妇女小组长、最美
家庭成员、广场舞大妈、本村（社区）爱
心人士建立一支“向阳百合”志愿服务
队，为留守老人、留守儿童、困境家庭等
群体提供志愿服务。强化维权服务，万
载县将在每个村（社区）开设一个普法
课堂，每季度开展一次普法宣传活动，
在每个村（社区）组建一支婚调小分队，
每半年开展一次婚姻家庭纠纷大排查
大化解行动，同时依法从快从重打击涉
妇女儿童侵权的违法犯罪行为，开通妇
女儿童维权“绿色通道”。

在实施3大行动上，万载县关注农
村妇女的需求，将实施“点燃梦想”母亲
素质提升行动，针对农村妇女农业种养
殖、家政服务等就业创业需求，在各村
至少每半年组织一场技能提升培训；整
合社会资源，实施“点燃心灯”心理健康
提升行动，计划在每个村（社区）配备一
名心理咨询师，推动构建县、乡、村三级
联动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提供面对面

心理知识宣传、社会心理服务等；立足家庭阵地，深化家
庭建设，以家庭教育辅导、家庭故事分享、亲子阅读为载
体，县乡村层层开展家庭教育工作，通过开展一万堂家庭
教育辅导培训课，培育1000名家庭教育指导师，开展
100场婚前培训以及亲子共读“十百千”活动、“我家的幸
福故事”分享会等活动，实施“点燃未来”家教水平提升行
动。

万载县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以“万家灯火”幸福家
庭建设为起点，万载县将持续探索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引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升华爱国爱家的家国情怀、建
设相亲相爱的家庭关系、弘扬向上向善的家庭美德、体现
共建共享的家庭追求，合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基层社会
治理新格局，书写社会和谐、家庭和睦、百姓富足安康新
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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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德州刘兴德家庭： 我说家风家风

父
亲
的
烈
士
证
书
激
励
我
们
成
长

■ 张亦苏 口述
■ 彭辰阳 整理

近日，我又一次打开
了已故父母亲的相册和父
亲的烈士证书。父母战争
年代那非凡的经历、父母
对我们子女的爱顿时涌上
心头，思绪万千。当年哥
哥和我当兵后，这张证书
对我俩的成长起了巨大的
激励作用。

我父亲张悦杰 1923
年出生在山东省掖县，
1937年参加革命，1941年
入党，做过地下工作，读过
抗大，经历过战火硝烟，蹲
过监狱，在狱中经受了敌
人的严刑拷打，坚贞不屈。

1951年，28岁的父亲
任江苏省邳县（现在的邳
州市，当时隶属于山东省）
县委副书记、县长，后任徐
州市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兼
文教部长等职。他从不为
家人谋一点私利，也不多
花公家一分钱。

战争年代摧残了父亲
的身体，新中国成立后他
一直超负荷工作，1962年
父亲患胃癌去世，年仅39
岁。他去世后被追认为革
命烈士，烈士证书上有毛
主席的签名。那时，我还
不到7岁，他的许多往事，
我都是从母亲和哥哥口中
听说的。

母亲郑兰英 1926 年
出生在山东省郯城县一个
贫农家庭，1939年参加八
路军并入党。1968 年母
亲病重，但她毅然送哥哥
去部队当兵，以后，又让我
把父亲的烈士证书寄给哥
哥，激励他为父亲争气，当
一个好兵。母亲和父亲一
样，在战争年代透支了健
康，积劳成疾，于1970年、
44岁时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当时，我才
15岁。

我有一哥一姐两个弟弟。母亲对我
们兄妹的学习倾注了巨大的心血，日积
月累，我们兄妹的学业基础都比较扎
实。父母去世后，我们兄妹个个争气，哥
哥在部队很快入党提干，姐姐和弟弟先
后考上了大学。

我从小立志要像父母亲一样成为军
人。1971年冬，我应征到西藏驻军部队
林芝驻军医院做了护士，得到哥哥的大
力支持，他还给我写信，讲了小时候父母
亲怎样要求他吃苦耐劳、严守纪律的小
事——

哥哥上小学时，课外劳动有时是打
扫厕所，哥哥回家叫苦，父亲耐心地对他
讲，要热爱劳动，不怕脏和累，要吃苦在
前。哥哥以这件小事提示我，到了西藏，
首先要能吃苦。

哥哥在信中回忆，1960年秋天，他在
上学路上看到马金风主演豫剧《穆桂英
挂帅》的海报，当天下午没上完课就悄悄
去看戏了。父母得知后很严肃地批评了
他，指出不遵守纪律，违反学校规章制度
的危害性。

哥哥告诉我，他之所以在部队进步
很快，除了吃苦耐劳，严守纪律，刻苦学
习训练外，父亲的烈士证书一直激励着
他。

我入伍后不久，哥哥把父亲的烈士
证书转寄给我，我俩经常通信互相鼓
励。那时，通信手段落后，哥哥多次想方
设法打长途电话鼓励我，激励我处处严
格要求自己，也在情感上、精神上给了我
很大的关爱与支持。

刚到西藏时，高原反应强烈，最初几
个月经常吸氧。西藏冬季长且十分寒冷，
为了御寒，我们要穿上大头鞋和很厚的棉
袄棉裤，戴上“四匹瓦”棉帽，行动很不方
便。到藏区巡诊时，车子在陡峭的山路上
行驶，脚下是万丈深渊。平时在医院，加
班加点是家常便饭。部队条件简陋，没有
浴室，这对于我是严峻的考验……

父亲的烈士证书，我小心翼翼地保
管在最安全的地方，每当遇到困难时，
我就拿出来看看。哥哥在信中所讲的
父母的坚强和百折不挠的事迹，以及他
自己在部队的成长经历，激励着我。我
刻苦钻研业务，热心为驻军和当地藏民
服务。

高原上蔬菜很少，哥哥在来信中将
父母在三年困难时期自己开荒种地的方
法传授给我，教我“自己动手，丰衣足
食”，我带头和战友们开辟荒地，种植适
应性强易生长的白萝卜等蔬菜……在祖
国最艰苦地方的军旅生涯，进一步锻炼
了我的意志，增强了我的生存能力，哥哥
对我的帮助支持最多。

在一次与哥哥的通信中，我写了一
首诗，其中几句是：“志向高远守军营
……乐在天涯战恶云。与兄相逢终有
时，雪域高原未了情”，表达扎根西藏，乐
于奉献的壮志豪情。在部队服役期间，
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被提拔
为连级干部。

父亲的烈士证书，我抚摸了一遍又
一遍，继续小心翼翼地珍藏着，它永远是
我们兄妹和子孙后代的传家宝。

■ 邵伟 李艳萍 陈琳

“做人最怕生邪念，党员最怕忘誓言。
一辈子一件事一个信念，忠诚二字永远记心
间……”近日，一场名为“家庭助廉·团团圆圆”
暨清廉文化建设主题活动在湖南省怀化市举
行。活动播放了家风建设警示教育片、展演了
清廉主题文艺节目，为2022年度怀化市“清廉
家庭”以及清廉家规家训、清廉家书获奖者代
表颁奖，让台下的领导干部及配偶以沉浸式的
体验，接受了一场生动而深刻的思想洗礼。

家风正则民风正，民风正则政风清。湖
南省怀化市创新“清廉家庭”建设，营造浓厚的
家庭崇廉倡廉助廉氛围。

创新载体，五大活动有力推进

“文明好学计勤俭，遵纪守法德为先。处
事公正理利节，气忍酒色财莫贪。”在怀化市中
方县融媒体中心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尹丹丹家
中开展廉政家访时，夫妻二人展示出了编辑成
册的家教、家训、家风语录。“这是我爷爷留给
我们的精神财富，他经常告诫我们，做人做事
都要清廉、谦卑，要管好小家，服务大家。”尹丹
丹的丈夫介绍，逢年过节家人团聚，都会把语
录拿出来念上几遍，让优良的家风代代相传。

2021年，怀化市妇联联合市纪委、市委宣
传部率先在湖南省出台《怀化市“清廉家庭”创
建工作实施方案》，明确开展廉政家访、清廉家
风座谈会、征集展示家规家训家书、签订“清廉

家庭”承诺书、“清廉家庭”短信寄语等五大活
动，推动党员干部正家风、树清风。

“我常提醒他，无论岗位怎样变化、职务
怎样调整，都要怀有‘三心’——感恩心、上进
心、敬畏心。”2023年1月12日，一位家属在市
直单位2022年新任处级领导干部及配偶“清
廉家风”建设座谈会上说。63名新提拔的处
级领导干部及其配偶接受“清廉家风”洗礼，并
收到了包含《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
设论述摘编》《清风传家》《严以治家》等书籍、
清廉春联在内的“清风廉礼”。

近年来，怀化市累计开展清廉家访活动
2.6万余次，送廉政教育书籍12.5万余册，发放
监督提醒卡5万张，发出清廉家风提醒短信27
万余条。“清廉家庭”建设犹如春风化雨，润物
无声，不断净化广大党员干部和家属的心灵。

筑牢阵地，厚植清廉文化土壤

“米助国是辰溪县修溪镇椒坪溪村人，他
一生清廉为官，一心为国为民，对自己对家人
要求严格。”每到周末，怀化市辰溪县家风家教
文化馆内，前来参观学习的群众络绎不绝，参
观者跟随讲解员在传古承今中感受家风家训
代代相传。如今，该馆已成为怀化弘扬廉洁家
风、打造精神家园的网红地标性新景点。

“这里不仅有历代先贤的家风家训，还有
革命先烈的家风故事，这对孩子就是最好的教
育。”带着8岁儿子来参观的县城居民向小英
说，通过参观体验，辰溪知名人物的清廉事迹，

在孩子心中埋下了廉洁的种子。
怀化市结合地域资源，依托廉政教育基

地、党性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名人故
居等场所，打造一批清廉家风家训教育基地，
并强力推动清廉文化进机关、进社区、进景区
等“七进”活动，涵养风清气正的社会风尚。

在怀化市洪江区洪江古商城景区内，清
代汛把总署衙门中，清代官员拒绝贿赂、严惩
企图闯关逃税不法商人的古装情景剧每天上
演，让游客感受“片言九鼎威信源于清正，一公
百服声望始于廉明”的清廉之道。

还有“鱼龙变化”的太平缸，“外圆内方”的
警示柱，“义方恪守”的门联，“苍天有眼”的天
井……都彰显着商道文化和清廉文化的珠联
璧合。目前，洪江古商城内清廉文化教育阵地
多达20余处，独特的清廉文化在此生根发芽，
枝繁叶茂。

筑牢阵地，厚植清廉文化土壤。怀化一
大批“清廉家庭”示范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全域共建，崇廉尚廉蔚然成风

2022年，“树家规·严家教·传家风”网上
主题活动共征集清廉家规家训、家书5000余
篇。活动浏览量达290万人次，收到评选投票
44.4万票，通过“网络投票+专家评审”，评选
出一批优秀的清廉家规家训和清廉家书。“严
谨的家风，清廉自守的品格，这样的家庭就是
我们学习的榜样，是我们努力的方向。”网友们
纷纷留言。同时，评选出的323户“清廉家
庭”，也为更多家庭树立了榜样。

在沅陵县马底驿乡东溪村，有一条特别
的“家道巷”，《家道》《父母道》等以图文并茂的
彩绘形式出现在巷子的墙壁上，色彩鲜明，栩
栩如生，绘就了一幅幅村民们注重家庭、家教、
家风的和谐画卷。“讲卫生，不得病，讲清白，也
不得病……”90岁高龄的张奶奶走在巷子里
乐呵呵地说。

近年来，怀化以马底驿乡东溪村为示范
点，着力打造讲道德、守规矩、重家训、学家规、
传家风的新型“清廉乡村”。

“我把清廉文化当歌唱，上级精神要
领会，党员干部切记要做到，忠诚干净又
担当……”在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侗族
文艺队用侗族方言和乐器创作“廉政歌”“正气
歌”，在侗年节、侗族“大戊梁”歌会、芦笙节等
节日演出，教群众演唱，让清廉家风化为朗朗
上口的歌谣，飞入寻常百姓家。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姚建
■ 王丹青

一枚放大镜，一支钢笔，一沓信纸，旁边还摞
着厚厚的草稿……这是山东省德州市临邑县82
岁老人刘兴德的书桌，也是他自退休以来长期

“耕耘”的地方。
就是在这一方小小的书桌上，刘兴德完成了

一本十几万字的回忆录《兴德传记》，整理了一份
28类、240余盒、共计百万字的“家庭档案”。

“这些档案浓缩的是半个世纪的变迁，折射
的是社会的进步，翻看这一盒盒家庭档案，想想
过去的酸甜苦辣，再看看今天的幸福生活，我能
实实在在感受到家庭和国家发生的巨大变化。”
刘兴德在整理这份“家庭档案”的过程中，也以时
代发展为坐标，将自家的家训进行多次修改，从
最初的“以德立家、以德治家、团结向上、孝敬父
母”修改至如今的96字家训。

“树立好家风，什么时候都不晚。”刘兴德常
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在他的影响下，一家人谨记
家训，热心公益事业，为老家捐款修路，为灾区捐
款捐物，与困难学生结对帮扶，为邻居排忧解
难。刘兴德家庭也先后获评山东省首届文明家
庭、第七届全国五好文明家庭、第二届全国文明
家庭。

修订：为家训烙上时代印记

1956年，对刘兴德一家来说是个颇有纪念
意义的年份。自此，刘兴德开始有意识地将书
信、日记，甚至台历悉心保存。在档案中，刘兴德
找出了60年前父亲写给自己的信。

彼时，刘兴德的父亲在外地工作，家中有双
目失明的祖母和体弱多病的母亲需要照顾。一
时间，工作压力、生活重担都压在刘兴德肩上，让
这个刚刚踏入工作岗位的毛头小伙沮丧不已。

父亲将一封封书信寄到他手上：“要提高政
治觉悟，要有才有德，拿出革命干劲，为社会为人
民服务。”“应当勤学苦学，学会了一定的医疗知
识和技能才是本领。”“生活方面受些苦，这是暂
时的，要做好本职工作，必须克服一切困难。抽
空回家照顾好你奶奶和母亲，担水劈柴推磨喂猪
扫院子，还要种管收好自留地，艰苦朴素。”

父亲的嘱托留在信纸上，也铭刻在刘兴德心
里。后来，他将“爱党爱国、表率担当”内容加入
家训，这是他第一次修改家训。

刘兴德告诉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第二次
修改是1980～1985年期间，他对儿子的教导在

“百善孝为先”之外增加了“勤奋努力、自立自
强”；2002年，他第三次修改家训，把“尊老爱幼、
民主协商；相亲相爱，互谅互让”写了进去。这
20多年来，他家的妯娌、兄弟没吵过架，没红过
脸。

当孩子们参加工作、走上管理岗位，刘兴德

又在家训中增加了“与时俱进、向善向上；清正廉
洁、家风正扬”的内容，告诫他们要洁身自好、守
住底线，不求名利，只求为国家的富强和百姓的
安居乐业贡献自己的力量。至此，刘兴德家形成
了96字的家训：爱国爱家，自立自强；勤奋努力，
敬业爱岗。家庭美德，温馨芬芳；勤俭节约，永远
不忘。全家和谐，民主商量；尊老爱幼，祥和欢
畅。遵纪守矩，表率担当；清正廉洁，家风正扬。
兄弟姐妹，互勉互帮；婆媳姑嫂，互谅互让。邻里
团结，和睦交往；向善向上，文明互创。

传承：在家庭档案中收获家风力量

早年的信件来往、家庭收入的工资条、孩子
们的生日贺卡……刘兴德将家中的大小物件悉
心保存，一坚持就是50多年。2002年，刘兴德
退休，开始撰写回忆文章，整理“家庭档案”。

记者了解到，刘兴德的“家庭档案馆”包含自
1956年以来的家庭生活消费、工作笔记、台历日
记等28个分类。这些老物件时刻提醒子女，不
能忘记过去的酸甜苦辣，要更加珍惜当下的美好
生活。

在刘兴德的财务档案里，收集着他从参加工
作至今的工资条：1956年，当中医学徒，每月工
资18元；1978年为45元；1997年领到了600多
元；2007年每月退休金1535元；2012年涨到
2730元；2022年达到6700元。“单看工资增长
记录，咱们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我家生活的改
善不言而喻。”刘兴德的三儿子刘文说。

这份鲜活的“家庭档案”，让时代变迁不再只
是印刷在书本上的一串串数字，它也是一个时代

的记忆。
“父亲乐此不疲，我们要做的就是给予他最

大的鼓励和支持。”在刘兴德的儿女眼中，父亲的
工作虽然繁琐、枯燥，但却很有意义。简陋的“家
庭档案馆”里，保存着刘兴德祖辈和儿女们的时
光记忆。刘兴德就是以这种方式，把父亲对自己
的谆谆教导，又潜移默化地传给子女，再传给孙
辈，提醒孩子们如今的生活来之不易，对待学习、
生活要刻苦努力。

“我年轻时，父亲鼓励我多读书，在书中我学
到了知识，更找到了人生奋斗的方向。所以我也
特别注重对孩子读书习惯的培养，给他们买课外
书，孩子们从好奇到感兴趣，锻炼了扎实的文字
功底，至今在工作中也发挥着擅长写作的优势。”
刘兴德说。

实践：在传承中守护好家风

2016年春天，刘兴德得知老家德平镇杨官庙
村要修缮村内外的水泥路，便与孩子们商量，全家
一起为村子“尽一份力”。

杨官庙村是附近出了名的落后村，“原来人
们是这样形容我们村的，‘走不进的街、出不了的

水、留不住的人’，所以听说要修路，我非常高兴，
虽然我们在老家一无房二无地三无亲门近支，可
父老乡亲的情谊不能忘。”刘兴德说。

刘兴德一家将8000块钱捐赠给杨官庙村村
委会。后来，在德平镇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杨官
庙村还纳入了山东“村村通扫尾”公路网计划，从
财政申请“一事一议”资金15万元。2016年8
月，村内三条街道、环村路、文化广场、篮球场和
通往村外的道路全部竣工。刘兴德一家也收到
村委会赠予的“修路特别贡献奖”锦旗。

记者了解到，刘兴德家每月召开一次家庭生
活会，每年年底召开一次总结会。这既是家人团
聚的温馨时刻，也是家风传承的重要载体。

随着孙辈们陆续考上大学，刘兴德经常跟孩
子们发短信、打视频电话。他的第一条短信就是
在跟孩子们的沟通中学会的。

“2007年，孙女刘平考上大学。我给她发
短信，学了半天才打出‘刘平’两个字。”刘兴
德回忆，从那以后，他经常把一些名言警句发
给孩子们，时刻让他们保持谦虚努力的学习
状态。

在他的影响下，一家12口人中有6名党员，
刘兴德是有着50年党龄的老党员，在县检察院
工作的二儿子刘宗胜和在县融媒体中心工作的
三儿子刘文也有20多年党龄，孙子刘原、孙女刘
平、孙媳妇王景鑫也先后入党。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刘兴德的子女始终
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长子刘宗俊坚持奋战
在医疗一线；次子刘宗胜坚守在疫情一线防控
点，被山东省检察院记二等功两次；三子刘文则
坚守在新闻报道一线，被德州市文明办评为德州
市第二批疫情防控工作“身边好人”。

“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刘兴德
说，“我虽年至耄耋，但还要笔耕不辍，把红色基
因、优良家风传承下去。”

——湖南怀化创新“清廉家庭”建设

▲ 第二届全国文
明家庭刘兴德一家四世
同堂。

▲

刘兴德老人在指
导儿子刘文修改家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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