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设好家庭、、涵养好家教、、传承好家
风。。近日，，全国五好家庭、、最美家庭揭晓，，
我省 3322 户家庭当选全国五好家庭 ，，3333
户家庭当选全国最美家庭——————

·延伸阅读·

好家风蔚然成风

2020 年 ， 我省有 20 户家庭当
选全国抗疫最美家庭 ，33 户家庭
当选全国最美家庭 ，32 户家庭当
选全国五好家庭。 此外 ，全省还有
6 家单位 、6 名优秀的家庭工作者
分别被评为全国家庭工作先进集
体、先进个人。

省妇联主席刘苹表示 ，2020
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和来势汹汹的严峻汛情，全省广大
家庭坚决听从指挥， 人人行动 、家
家动员、同舟共济、共克时艰，举小
家之力助力构建抗疫基层防线 ，以
无私奉献彰显人间大爱 、 家国情
怀 ，为夺取 “双胜利 ”、实现第一个
百年奋斗目标贡献了家庭力量。

据介绍，2020 年上半年 ， 省委
宣传部、省妇联、省文明办联合开展
了寻找全省抗疫最美家庭的活动 。
下半年继续在全省开展寻找 2020
年第二批最美家庭及评选全省五好
家庭活动。 经过层层发动， 广泛宣

传，截至 2020 年 9 月，全省共有 6.1
万户家庭 、69.41 万群众参与活动 ，
晒出家庭照片 7.5 万张， 举办家风
家规评价会 、 家庭故事会 7500 场
次，涌现出夫妻和睦、尊老爱幼 、科
学教子、热心公益、脱贫攻坚 、抗洪
抢险等各类优秀的家庭典型。 省妇
联还首次开展了家庭工作先进集体
和先进个人评选， 层层推选出一批
过得硬、立得住的先进典型。

在刚刚启动的 “把爱带回家 ”
2021 寒假儿童关爱服务 “四送”活
动中，省妇联要求各级妇联充分发
挥五好家庭、最美家庭等家庭典型
示范引领作用，面向广大中小学生
家庭组织开展家风家训宣讲等活
动，讲好身边故事，展示良好家风 。
省妇联还将结合贯彻 《安徽省家庭
教育促进条例 》， 与新闻媒体合作
打造“皖家教育”空中课堂，围绕德
育、美育、劳动教育、关爱留守儿童
等内容，录制家庭教育讲座和专题

节目 ， 并将相关资料提供给基层 ；
通过层层组织家风宣讲 、在各级主
流媒体开设专栏等形式 ，线上线下
宣传好家庭好家风。

“家庭文明建设关系小家和谐、
关系社会进步、关系国家发展。 我们
希望受表彰的家庭带好头、作表率，
努力建设好家庭、涵养好家教、传承
好家风， 引领激励更多家庭向上向
善， 促进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
风尚。 ”刘苹说。

行善举吃亏是福

“从我的老母亲还在世时开始 ，逢年过
节一家人聚在一起，我们都会讲讲家风 ，教
育儿孙尊老爱幼，不做违法乱纪的事情 ，为
人处事一定要公道，宁可自己吃亏 ，也不要
占人家的便宜。 ”家住长丰县杨庙镇马郢社
区的孙瑞景老人说。

2020 年 12 月 31 日 ， 全国妇联召开电
视电话会，表彰全国五好家庭，揭晓全国最
美家庭， 全国最美家庭孙瑞景家庭是其中
之一。 今年 81 岁的孙瑞景老人，是马郢“第
一导游”，也是当地最年长的志愿者 。 他至
今依然热心公益 ， 带动家人一起开展志愿
服务，为美好乡村建设奉献力量。

以助学 、助人 、助村为主要内容的公益
项目 “马郢计划 ”，使马郢社区由省级重点
贫困村，蝶变为首批安徽省特色旅游名村 。
早在 “马郢计划 ”刚刚提出的 2015 年 ，孙瑞
景就主动当起了义工、志愿者。 为了给留守
的孩子们找到一个活动场所 ， 孙瑞景积极
参与老旧房屋装修改造 ， 常常去农户家里
淘一些旧货，既省钱实用，也能体现乡土特
色 。 “马郢小院 ”建好了 ，他又当起义务导
游，给八方游客讲解“小院”里的故事，带城
里的孩子认识各种农作物，教他们插秧 、磨
豆浆 、烤山芋 、扎稻草人……不仅如此 ，他
还要做好后勤服务 ， 给游客安排干净卫生
的乡村特色美食 ， 保障孩子们在乡村旅游
期间的安全。

随着乡村经济的振兴 ， 越来越多的年
轻人返乡创业就业 ， 孙瑞景把很多事情交
给儿孙去做。 闲不住的他，依然会迎来送往
接待游客， 给大家讲一讲马郢是怎样建成
的。 他还与家人一起创办了家风馆，展出家
风家训和 “三代人共圆创业梦 ”“轮椅上的
公益”等家庭故事，促进四世同堂的大家庭
团结友爱，奋发向上。 孙瑞景的老母亲活到
102 岁 ，2019 年去世时 ，全家人坚持 “不收
一分礼，不办一桌席”，传承好家风，提倡新
风尚。

孙瑞景和老伴育有 6 个子女 ， 四儿子
孙涛因患小儿麻痹症落下残疾 。 坐在轮椅
上的孙涛，自学电商知识，把乡亲们种植的
有机农产品销往外地 ， 积极参与社区留守
儿童成长教育计划 ， 招募志愿者和老师帮
助孩子们健康成长。

“吃亏是福”“宁可自己吃亏，也不能占别
人便宜”……听着家风家训长大的孙涛，如今
也把这些朴素的道理教给自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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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贾学蕊

向美而行

共建和谐家庭

让“就地过年”成为三赢之举

近日， 中办国办印发 《关于做
好 2021 年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
的通知 》， 提出坚持常态化精准防
控和局部应急处置有机结合 ，克服
麻痹思想 、松劲心态 ，毫不放松抓
好 “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 ”工作 ，减
少 “两节 ”期间人员流动和聚集 ，严
防死守 ，确保不出现规模性输入和
反弹。

虽然目前国内疫情防控取得了

决定性胜利， 但各地零星疫情时有
发生，“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依然是
当前防疫工作重中之重。响应号召，
一些城市和企业发出“就地过年”的
倡导。例如，宁波鄞州云龙镇总工会
及镇商会发布一则 “倡议省外职工
留下过年”的通知，选择留下的省外
职工可领 666 元现金红包。 当地镇
政府还将组织多项文娱活动， 让省
外职工融入当地过年氛围。

有钱没钱， 回家过年， 春节团
圆有其强大的文化惯性 ，尤其对那
些背井离乡的务工者来说 ，过年回
家团聚更是心之渴盼。 但在疫情影
响下 ，即将到来的这个春节 ，“回还
是不回”成了一个问题。 应该说，在
符合疫情防控规定的前提下 ，春节
到底回不回家 ，首先应尊重务工者
自身的意愿 。 但是 ，不管是从减少
人员流动以配合防疫 ，还是从确保
来年顺利复工的角度 ，引导务工者
“就地过年”也确有必要。 通过什么
样的方式留人 ， 留人的效果怎么
样 ，看上去是小事 ，却考验着企业
和政府部门的发展理念 、 管理水
平、服务能力。

企业拿出真金白银奖励， 政府则
做好相应的配套服务， 这种 “政企合
力”可以说是一种人性化的留人方式。

让留下来过年的职工既有物质保障，
又有精神温暖， 体现了企业积极响应
抗疫要求的担当， 同时也是有利于企
业发展的明智之举。近年来，每到春节
过后，“用工荒”就成了企业一大难题，
尤其去年企业为复工复产而进行的

“抢人大战”还让人记忆犹新。 与其节
后千方百计“抢人”，不如节前真心实
意留人，把工作做到位、暖入心。

“就地过年 ”虽是外来务工者
权衡之后的自主选择 ，但在客观上
他们为防疫作出了贡献 ，理应得到
重视和善待。 对于愿意参加春节生
产的 ，一定要不折不扣落实春节加
班的福利待遇 ，让他们的劳动有足
够的收益 。 对于不想加班的劳动
者 ，也应尊重他们的意愿 ，不搞 “被
自愿 ”加班 ，让忙碌了一年的职工
得以好好休息。

春运大幕即将开启， 各地留人
的政策安排也应提前制定 ，在征求
外来务工者意见的同时 ，给予他们
更充分的考虑时间 、选择权利 。 对
于选择 “就地过年 ” 的务工者 ，企
业 、政府要提供舒心舒适的安排和
服务，切忌“发个红包了事”。 比如，
可以组织外来务工者一起包饺子 、
吃年夜饭 、让他们感受到 “家的味
道 ”； 组织开展一些安全的小型文
体娱乐活动 ，以及 “企业微信拜年 ”
“社区微信聊天 ” 等线上娱乐交流
活动 ；鼓励 、帮助那些不太会使用
互联网的务工者 ，让他们与亲人们
“线上团圆 ”，纾解思念家乡 、思念
亲人之情 。 总之 ，要充分保障务工
者的合法权益 ，营造温馨幸福的氛
围 ，让 “就地过年 ”成为职工 、企业 、
社会的“三赢”之举。

执笔：刘振

胡信来：军人本色终不改

■ 本报通讯员 朱俊杰

本报记者 汪国梁

烽火岁月， 他穿上戎装奔赴战
场， 经历无数血与火的重大战役战
斗，杀敌报国、一往无前；和平年代，
他隐藏功绩、淡泊名利，扎根地方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数十年始终保持
革命军人本色……他就是家住池州
市贵池区江口街道的抗美援朝老兵
胡信来。这位在战场上九死一生的老
英雄，曾荣获“八一”勋章与“和平”勋
章，5 次荣立三等功， 退伍后绝口不
提立功受奖的往事， 而是深藏功与
名，勤恳工作、简朴度日，用实际行动
践行着初心使命。

1951 年 3 月，时年 20 岁的胡信
来不顾母亲劝阻，毅然参军，成为中
国人民志愿军战士，赴朝作战。 在他
的记忆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
绿江”的历史，格外沉甸甸。因为与敌
人装备差距悬殊， 且战场环境恶劣，
胡信来与战友们都坚定了为国赴死
的雄心壮志，“没打算再回来，都准备
随时牺牲”。

上甘岭战役中，胡信来所在连队
奉命组织防御。 敌人调集大量榴弹
炮、自行火炮、坦克和飞机，对我军阵
地进行不间断、高密度轰炸，火力最
密集处每秒落弹好几发。眼看着全连
官兵一个个倒下，情急之下，胡信来
拿起火箭筒轰掉了冲到阵地最前沿
的敌军坦克， 又打死打伤美军多人，
自己也多处负伤。 经过惨烈战斗，敌
人始终没能前进一步。 “回头看我们
连队，许多战友牺牲。 每每想起那些
同往朝鲜却未能同归的战友，心里就
十分悲痛。 ”胡信来说。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胡信来随
部队移防回国。 1964 年， 因伤病复
发，已是副连职军官的胡信来不得不
退役。 当年 5 月，他转业回到家乡原
贵池县梅龙公社，从此把军功章连同
军服锁进箱底， 并和爱人唐淑英约
定，谁也不再提立功受奖的往事。 由
于战场上留下老伤，胡信来腰腿每逢
阴雨天气就隐隐作痛， 令他寝食难
安， 只能靠爱人拿热毛巾热敷缓解。
他早已习惯了伤痛：“那么多战友倒

在了战场上，我还活着，与他们比，我
这点伤痛又能算得了什么？ ”

回乡工作后， 胡信来任公社组
织委员。 当时交通和通讯不便，为做
好党建宣传工作， 他几乎每天都要
走上几十里乡村小路。 走村串户遇
到困难家庭，他总是自掏腰包，购买
粮油大米等生活物资给予帮助。 遇
到江堤防汛、内湖堤抢险等任务，他
总是带头冲锋在第一线。1974 年，胡
信来因病提前退休， 后被村里委任
为党小组长， 团结培养了一批又一
批优秀青年。 村里的年轻人喜欢到
胡信来家中， 听他讲述抗美援朝的
战斗故事 。 “老英雄的事迹令人感
动。 没有他们的付出，就没有现在的
美好生活。 我们也因此更加坚定了
报效祖国的信心和决心。 ”当地青年
胡毅杰说。

做事兢兢业业， 做人堂堂正正。
担任公社组织委员期间，正赶上公社
招录新人，谁都觉得自家子女是近水
楼台，胡信来却推荐了别人。“要靠自
己的本事谋生。我没有能力给你们找
出路， 更不会用公家的权力去谋私
利。 ”他经常这样教育子女。

如今已 90 岁高龄的胡信来，依
然坚持每天读书看报， 了解时事动
态。“参加抗美援朝是我一生的光荣，
是最珍贵的记忆。我们国家能有今天
的发展成就，实属不易。 作为一名老
兵，感觉很幸福，希望祖国越来越富
强。 ”老人自豪地说。

（本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文，来
稿 可 发 送 至 电 子 邮 箱 ：ahwd鄄
tygs@163.com。 ）

省级五好家庭再添百户
2018 年以来,全省各级妇联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注重家庭、
注重家教 、 注重家风的重要指示精
神,以五好家庭创建活动为载体,面
向广大家庭开展了一系列主题鲜明 、
内涵丰富 、形式多样 、成效显著的家
庭文明建设活动, 充分发挥家庭家
教家风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

用, 推动全社会形成重视家庭文明
建设 、弘扬家庭美德 、树立优良家风
的价值导向和行为规范 ，涌现出一批
群众认可 、 具有示范作用的家庭典
型。 五好家庭评选活动起源于 20 世
纪 50 年代 ， 每两年评选表彰一次 ，
在最美家庭的基础上择优推荐产生 。
2020 年 ，全省共评选表彰 100 户省

级五好家庭。
一年一度的全省寻找最美家庭活

动起始于 2014 年，是由省妇联联合省
委宣传部、 省文明办在全省城乡开展
的群众性寻找活动。 该活动坚持不设
门槛、不定标准、不求“高大全 ”，按照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群众参与、群
众认可的基础上层层推选出各级 “最

美家庭”。 2020 年，全省先后揭晓 99
户省级抗疫最美家庭 、100 户省级最
美家庭，20 户家庭当选全国抗疫最美
家庭。

从勤劳致富 、带领乡亲共同增收
的脱贫带头人家庭 ， 到向险逆行 、援
鄂抗疫的医护家庭 ； 从挺身而出 、抗
洪救灾的英雄家庭 ， 到节水节粮 、践
行环保理念的绿色低碳家庭……来
自全省各地、不同类型的优秀典型犹
如一面面旗帜，引领激励着更多家庭
见贤思齐，向善向美。

（本报记者 贾学蕊）

更多精彩

扫描二维码

爱小家也爱大家

“我和妻子工作稳定，收入足以
支撑生活所需， 我们也在潜移默化
中教育读初中的女儿， 不要讲究吃
穿攀比，要做对社会有用的人，努力
传递正能量，帮助有需要的人。 ”全
国五好家庭获得者夏娜说。

40 岁出头的夏娜是合肥工业
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学院教授， 先后
主持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 19
项，获发明专利 11 项 ，曾入选教育
部 “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全
省“特支计划”创新领军人才。 妻子
于春华是合工大数学学院副教授 ，
曾荣获省“教坛新秀”称号和省五一
劳动奖章。 2015 年，夏娜获得学校
120 万元重奖，他和家人决定，把这
笔钱全部捐献出来，其中 60 万元用
于设立面向青年教师的“奖教金”和
面向困难学生的“奖学金”；另外 60

万元用于研制教学设备， 更好地推
动教学工作。

“这笔奖金来自前辈校友捐资
设立的‘同泽优秀园丁奖’奖项 ，我
希望能像他们一样， 为激励青年教
师、帮助困难学子，尽一份力量。 ”夏
娜告诉记者， 他和妻子都是合工大
的老师， 取得的成绩离不开学校的
培养，把这笔奖金用于反馈学校，是
自然而然的事情。

“疫情无情，人间有爱。 ”“祖国
需要，我们随时可以上战场。 ”这些
铿锵的话语， 是省第二人民医院重
症医学科主治医师刘俊曾经的出征
感言。 1985 年出生的刘俊， 随我省
首批支援湖北医疗队出征， 先后在
武汉市 3 家医院危重症病房奋战了
65 个日日夜夜，出色地完成了重症
患者的救治任务。 他的家庭当选为

2020 年全国最美家庭。
男儿有泪不轻弹，出征前的刘俊

想到体弱多病的父母，眼泪还是忍不
住夺眶而出。 刘俊有一个特殊的家
庭，父亲患帕金森病 7 年多，丧失劳
动能力，生活不能自理，夜间卧床后
需要家人协助定时翻身按摩，母亲也
患有高血压。 身为家里的顶梁柱，刘
俊知道家人需要自己， 但是身为医
生，他在请战书上按下红手印时没有
半点犹豫，“有国才有家，在国家需要
的时候，只能舍小家顾大家。 ”

刘俊和妻子都是医务人员 ，他
请战奔赴武汉， 妻子邹林奋战在新
冠肺炎防控救治定点医院， 工作之
余和婆婆一起照顾公公和孩子。 常
常忙到夜深人静， 夫妻俩才有时间
交流， 他们相互鼓励 “抗疫需要我
们，我们就要坚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