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光美（中）在“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开展过程中看望贫困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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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思思录录

善育优育 帮留守儿童建起“第二个家” ■ 薛元箓

家风的外化效应，对于生活在城市小区的业主们
而言，最直接的体现就是近在咫尺的邻里关系。社会
物权意识的普遍提高，在城市化进程中人口高度密集
的背景下，将原有的情感型邻里关系逐渐转化为法律
意义上的相邻权关系。

贵州高院曾发布“2023年度物权纠纷十大典型案
例”，其中半数案件都属于相邻关系。而从案件所涉及
的物权分类看，引发相邻纠纷的潜在诱因还要更多。
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相邻纠纷，无疑是建设法治社会的
必由之路。而如何避免相邻纠纷的产生，则需要更多
的传统邻里观念的襄助。良好的家风，不仅可以形塑
优秀的私德，更可以衍生优秀的公德，从而为邻里关系
增加情感温度，重塑“远亲不如近邻”的传统人际理想。

笔者所在的小区，同时存在着两种完全相反的邻
里场景：一种是连对门邻居的姓氏都不知道；一种是出
门旅游时可以把钥匙托付给邻居。前者是建立在边界
感和隐私权概念下的邻里关系，潜台词是互不侵害。
后者则是建立在信任和情感之上的邻里关系，守望相
助。从互不侵害到守望相助，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
过程。当信任和情感积累达到一定标准时，边界感和
隐私权与隔膜、冷漠形成的一体两面，终会破解。从小
区风评看，守望相助的邻里关系显然更被接受。同时，
人们也将此视为他们的良好家风而不吝赞美之辞。

据统计，2023年年末，中国城镇常住人口为93267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196万人，城市化率为66.16%，比上年末提高
了0.94个百分点。“2023中国经济年报”解读称，鉴于发达经济体
80%左右的城市化水平，中国的城市化还有较大空间。随着城市化
率和居住条件的迅速提升，城市人际关系和社区人际关系正面临
着不断重组的局面，也为社区服务和城市管理提供了全新的想象
空间。其中，以家庭成员之间情感交流为基础的家风建设，外化为
以邻里之间情感交流为基础的睦邻友善，不但已被历史和现实所
证实，而且理应为构建城市化时代的社会和谐作出更多的贡献。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陈姝

雨后，刘亭打开窗户，迎面而来的是一阵清爽的
微风，她放眼望去，远处隐约可见的群山有几处云朵
慢慢地被风吹散，太阳渐渐从云朵中探出头来，豁然
开朗的心境随之而来。

“人生的境遇有时像极了天气，有风雨、有乌云、有
阳光，但是，我始终相信，风雨过后一定是晴天。”刘亭微
笑着说，无论境遇好坏，她爱祖国、爱人民、爱父亲。

“尽管父亲已离世多年，但他的音容笑貌时时浮
现在我的脑海中，他的革命精神与崇高风范，深深影
响着我的一生。”回忆起父亲刘少奇时，刘亭的眼神里
流露出敬佩之情。

父亲一生的追求——
人民的利益即是党的利益

翻开中国近代革命史，刘少奇是一个闪耀夺目的
名字，他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懈奋斗了一生。

1898年11月，刘少奇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市宁乡
县花明楼乡炭子冲，从小饱读诗书的他，深深地被岳
飞精忠报国的故事所感染。

“父亲从小好学，人称‘刘九书柜’。他在求学过程
中，接受了大量的革命思想，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来在
保定育德中学附设的高等工艺预备班半工半读，毕业
后因学费不足，没能赴法留学。他阅读了大量有关社
会主义的进步书刊，初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1921年，父亲去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
习，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忆起父亲的求学之
路，刘亭感慨道，父亲入党后，更坚定了献身革命的决
心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信念。

1922年夏，刘少奇在安源参与领导了闻名全国的
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
并取得完全胜利的工人斗争运动，大大提高了党组织在
工人群众中的威信。1924年9月，刘少奇遵照中央指
示，与湘区党支部书记李立三一起着手组建安源党校。

“安源党校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所党校，父
亲讲授了《共产党宣言》，培养了很多工人和学生中的
积极分子，为之后的工农革命武装奠定了基础。”刘亭
说，父亲发动过工人运动，在白区搞地下斗争，皖南事
变后出任新四军政委，同陈毅军长等重建新四军军部，
他善于把党的政治任务同工人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结
合起来，组织群众进行卓有成效的斗争。

刘亭介绍，1939年7月，父亲在延安马列学院发
表的演讲经整理后出版成书，它就是《论共产党员的
修养》。这本书系统地阐述了共产党人在理想信念、
思想理论、道德品质、组织观念、工作作风等方面的修
养方法，强调共产党人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共产主
义世界观。尽管这本书出版了80多年，但至今仍具
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刘亭坦言,父亲时刻以党员的身份要求自己,永

葆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国家、为人民、为党的事
业鞠躬尽瘁。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建
设初期，父亲一生都在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
他始终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任新四军政委，为
人民军队的创建和壮大、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发展作出
了重要的贡献。”刘亭感慨道。

“人民的利益，即是党的利益。除了人民的利益
之外，党再无自己的特殊利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
大利益，即是真理的最高标准，即是我们党员一切行
动的最高标准。”

……
“这些发自肺腑的语言，在我看来，是父亲克服一

切艰难险阻的精神动力，他虽然离世多年，但留给我
们后辈的精神财富是无价的、永恒的。这种精神也一
直激励鼓舞着我们后辈。”刘亭说，父亲是中国人民的
儿子，他留给子女的遗嘱是，希望我们把他的骨灰撒
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大海连着五大洋，他要看看
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

母亲晚年的愿望——
希望更多贫困母亲走出困境

“如果说父亲是人民的儿子，那么母亲王光美则

是一位为党和人民事业默默奉献的伟大女性，她的人
生和父亲的命运紧紧相连。”刘亭告诉中国妇女报全
媒体记者，父母亲携手走过20余年的风风雨雨，他们
既是革命战友，也是相濡以沫的夫妻，她为父母亲纯
朴真挚的爱情所感动。

1921年，王光美出生于北京，当时，她的父亲王
治昌正出席华盛顿九国会议，得知女儿出生后，触景
生情取名“光美”。

“母亲出身名门，18岁考入辅仁大学，是中国第一
位原子物理的女硕士毕业生，当年作为助教，还辅导
过李政道（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当得知革命
需要翻译，她放弃了去美国留学读博的机会，毅然选
择了中国共产党。在北平地下组织的推荐下，成为

‘军调小组’中共方面的英语翻译，从此走上了革命道
路。”刘亭说，母亲大学期间就读过《论共产党员的修
养》，看了很多遍，很欣赏父亲的才华，产生了崇高的
敬意。用母亲自己的话来说，是“从尊重、同情到宠
爱，再到爱”，最终与父亲在一起的。

1948年8月21日，刘少奇和王光美在河北省西
柏坡举行了一场简朴的婚礼。“当时，母亲把带到延安
的缎子绸面卖了，换了点儿猪肉和糖，毛主席和朱总
司令都来贺喜，母亲给他们各抓了一把糖。”刘亭说，
婚后的母亲，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的事业，作为中
央机要秘书夜以继日地工作。同时给予父亲及子女
们无微不至的照顾。

在刘亭的印象中，父亲时常彻夜工作，母亲也陪
着父亲工作，晚上亲自给父亲做夜宵，把剩饭加点儿
水热一热，就成了烩饭，父亲觉得这就是美食，估计也
只有父亲说母亲做的饭好吃。其实，母亲不会做饭，
却很会做衣服、织毛衣，他们之间很融洽、很默契，母
亲能从父亲的咳嗽声或茶杯盖放到杯子上的轻重声
中，明白父亲在表达什么。

1995年 2月，王光美担任“幸福工程——救助
贫困母亲行动”组委会主任，“幸福工程”以帮助贫
困母亲治穷、治愚、治病为使命。刘亭感慨道：“母
亲晚年谢绝了很多职务，但听说‘幸福工程’是帮助
贫困母亲的，就答应了。母亲不顾年迈多病，依然
到偏远农村去了解实际情况，帮扶贫困母亲走出困
境。”她投入了全部精力，还把她母亲留给她的几件
古董拍卖了，所得的全部财产都献给了她热爱的公
益事业。

在84岁寿诞那天，王光美感慨道：回顾自己荣辱
坎坷的一生，无怨无悔；回顾自己奋斗的一生，坚信祖
国将更加繁荣富强，人民将更加幸福安康。

“我现在可以自豪地告诉母亲，截至 2021 年
底，‘幸福工程’已覆盖全国29个省区市的965个项
目点，累计投入资金 21.88 亿元，帮扶困境母亲
36.03万人，惠及人口152.73万人。我们国家2021
年已经全部脱贫，迈入了全面小康生活。”刘亭说，
当年母亲的愿望早已实现，相信她在九泉之下可以
放心了。

正直廉洁的家风——
培育我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刘亭身上散发出独特的红色气质，端庄大方，说
起话来温柔亲和，尽管已经70岁了，仍充满活力。

“耳濡目染，父母的言传身教让我一生积极向上，
心性豁达。”刘亭坦言，当年，他们一家在中南海生活
得很幸福，和父母亲在一起的日子是难忘的，至今回
想起来是那么美好、纯粹。

刘亭至今对1959年国庆节的那次家庭会议记忆
犹新：当时，父亲说：“现在解放了，在农村也好，当工
人也好，生活都比过去好多了。当然，马上消灭城乡
差别还做不到。你们想请我这个国家主席帮忙改变
自己目前的状况，甚至改变自己的前途，说实话，我要
是硬着头皮给你们办这些事，不是办不成，可是不行
啊！我是国家主席不假，但我首先是个共产党员，共
产党员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是为个人小家庭
服务。我手中有点权也是真的，但这权是党和人民给
的，我只能用于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

“父亲从来不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为家人、亲
戚朋友谋私利搞特权。我从小就接受了党的教育，我
们兄弟姐妹都是在党的教育下成长成才的。”刘亭说，
母亲从1948年起担任父亲的秘书，新中国成立后定
了工资级别，之后的工资从没调整过，每次母亲都把
提级的名额让给别人。父母亲的坦荡正直作风无形
中也成就了刘家清正朴素的家风。

刘亭回忆，父母亲从小就教育他们兄弟姐妹艰苦朴
素，低调行事，在学校里同学都不知道她父母亲的职业，
自己也不能对外讲。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刘亭在小学晕
倒过两次，父母亲没接她回家，父亲说：“全国人民都在
受苦，我希望他们从小知道要跟人民同甘苦，将来长大
了，为人民做事的时候，就不会让人民再受苦。”

对于吃苦耐劳，刘亭有深刻的体会。她上小学
时，学校请全国劳动模范时传祥讲述他的故事，父亲
问她想不想跟时伯伯去试试淘大粪，她欣然答应了，
当时，只有几位同学和她体验了当淘粪工人，回家时
发现衣服上粘上了大粪。父亲问她感受如何？她说
没有想到这么难，比上学难多了。

刘亭说，父亲对子女要求很严格，每年夏天去北
戴河，大家都去海边游泳，父亲却让子女一周三天去
附近公社劳动。在北京，父亲还让孩子们学习种菜，
帮助他们养成自力更生、吃苦耐劳的品质。

1963年，母亲到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父
亲问10岁的刘亭能不能管账，她说可以，打开账本，发现
全家只有十元零花钱，最终是谁下乡十块零花钱就给谁。

“父亲一日三餐粗茶淡饭，有时热热剩菜剩饭就算
一顿。父亲的衣服都洗褪色了，衬衣穿坏了就补，直到
无法再补了才同意换新衬衣，一条围巾用了16年。父
亲的言传身教，让我们养成了勤俭节约的习惯。至今，
我吃饭都不会让一粒米饭剩在碗里。”刘亭笑道。

刘亭介绍：“父亲还鼓励子女做有志之人，鼓励半
工半读，并让每个子女表态，哥哥姐姐们都表示同意，
哥哥刘丁丁考上了农业技术学校。只有十岁的我说
要上大学，爸爸听了也乐了。哥哥刘源在小学六年级
就想当兵，因为年龄太小，就让他在中南海小西门站
岗，后来他如愿成了一名军人，还带领武警水电部队
修建了三峡的永久船闸。”

“人们的生活需要理想和奋斗目标，我们今天所
做的是为了下一代更好地生活。你长大了，也应该有
正确的目标，为再下一代，甚至下几代人更好地生活
而努力工作。”刘亭说，父亲的这段话从小在她的心里
播下了共产主义理想的种子，让她明白，实现理想需
要奋斗，而不是凭空想象。

“所以，我从小就感受到一种责任，促成我在今后
的人生路上，能吃苦、不怕苦，勤奋努力。”1978年，刘亭
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外文系，凭借自己的认真刻苦，一
步步走向知识的高峰，考取了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

“1989年，我放弃了国外的优越生活，毅然回国，
照顾重病的母亲，自己也开始创业。”刘亭说，令她感
动的是母亲去世前，依然念念不忘“幸福工程”，她接
过母亲的接力棒，这么多年来，一直帮助无数个困难
家庭走出困境。助人行善对她来说也是一件快乐的
事，一件值得去做的事。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刘亭发挥自己的力
量为社会献爱心，被授予“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全国三
八红旗手”荣誉称号。

“不忘初心，不忘父母亲的嘱托，努力做一个对国
家有用的人，这是对他们最好的告慰。我相信，在一
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努力下，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美
好。”刘亭语气坚定。

■ 朱本双

“老师对我们特别好，在这里跟在家一
样，吃得好，学得好，生活得也很开心。”湖
北省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天英留守儿童托
管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儿童小张说。小张
的父母外出打拼，留他在这里托管。13年
来，中心累计托管留守儿童20000余人次。

建设标准化留守儿童托管中心

“我是竹山县人，毕业于湖北师范学

院。2011年，我了解家乡很多留守儿童存
在监护不力等诸多问题，便萌生了创办留
守儿童托管中心的想法。最初，筹集资金
是难题，我四处借钱，终于在宝丰镇建起了
第一家托管中心。2012年春季开学时，学
生人数30多人。”中心负责人王太祥说。

中心有学生宿舍、学习室、办公室、衣物
间、仓库、图书阅览室等，还设有活动室（餐
厅）、球类、棋类、有线电视等娱乐设施，同时
设置了亲情联系处，开通了宽带网络，留守
儿童可随时与家长进行网络视频联络。“我

们要确保留守儿童吃得营养，玩得开心，学
得有劲头儿，童年不孤单、不失落，身心健康
全面发展。”中心负责人阮芳表示。

竹山县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余娇娥介
绍，为了解决留守儿童托管机构普遍面临的

“身份不明”问题，当地政府帮助符合条件的
托管中心注册为民办非企业单位，使之“身
份”合法化。明确有关职能部门分工负责，
乡镇实施属地管理模式，留守儿童托管机构
很快走向合法化、标准化、规范化。

竹山县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
政牵头、部门协同、家庭尽责、社会参与”工
作机制，对留守儿童托管中心面临的资金、
场地等普遍困扰，政府各部门帮助协调场
地，配置办公设备、“希望厨房”“希望书屋”
等设施。招募“城市合伙人”，募集社会资
本，招募志愿者壮大师资……截至目前，已
先后在竹山县溢水、宝丰等乡镇开办了9
个标准化天英留守儿童托管中心。

精心呵护让留守的花朵绽放

“儿子吴浩轩在宝丰镇施洋小学读四
年级，我们外出务工，把儿子寄放在中心，
管吃管住，还负责每天的学习辅导、日常看
护等，我们很放心。正月里送去，腊月接回
家。今年每个孩子每月收800元托管费，
价格很亲民。”在浙江务工的家长吴双说。

2014年，竹山县政府颁布了《竹山县
学生校外托管机构管理暂行办法》，明确县
委政法委、综治办为业务主管单位，团县委

及有关职能部门分工负责，乡镇实施属地
管理模式。中心制定了《天英留守儿童托
管协议》《托管风险告知书》《工作人员安全
责任书》《接领制度》《学生体检自检自查》
等规章制度，管理规范。

“竹山模式”迅速在十堰市铺开，全面
扶持留守儿童托管中心建设，成为当地“关
爱留守儿童，助力精准扶贫”的重要突破。
如何最大限度地暖心关爱留守孩子？当地
主管部门多方联系，为留守儿童争取生活
补贴和奖（助）学金，冲抵托管费用。同时，
争取省内单位、地方党政、社会公益资源支
持，保证孩子们的营养、学习用品补给等。

“中心不仅承担入托学生的食宿、管
理、监护、学习与心理辅导等服务，还采取
集中托管和分散帮助相结合的方式，为留
守儿童家庭提供安全防护、亲情互动、心理
抚慰、学习辅导、应急救援等关怀服务。其
健康、舒适、安全、放心的托管环境赢得了
广大外出务工家长的信赖，也得到了社会
的广泛认可，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竹
山县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罗淳说。

中心户外大课堂项目负责人陈中诏介
绍，中心每年组织6次户外大课堂活动，通
过开展“走进博物馆”“参观红色革命教育
基地”“暑假看北京”等活动，让留守儿童开
阔视野，提升自信，也在享受童年快乐的同
时增强了团结协作精神。如今，最早一批
被托管的孩子有的已上了大学，他们会趁
暑假期间回到中心义务支教，让关爱传递。

红色家风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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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共
产 党 成 立 103 周
年。在这个特殊的
日子里，我们刊登介

绍刘少奇同志优良

家风的文章，旨在弘

扬他的崇高精神和

高尚品德，激励我们

学习他的革命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创造

新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