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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林海深处的“绿色守望者”，用奉献

书写“最美”；他们一辈子不忘践行雷锋精神，

用传承兑现“最美”；他们夫妻携手返乡创业，

用实践诠释“最美”……日前，中宣部、全国

妇联发布了10户 2022年“最美家庭”先进事

迹，展现“最美家庭”的文明风采。

这些家庭是如何追求“最美”、追求幸福，

又是如何传承优良家风的？近日，本报记者采

访了其中部分获评者，听他们讲述“最美家

庭”的美好家风故事。

甘当林海“不眠的眼睛”

“我从小就在塞罕坝生活，这里的林子每年都在长
大，伴随这些树木成长是我们最大的荣耀。”电话那
头，刘军朴素的话语里，透着对林场深厚的感情。

刘军和妻子王娟，都是河北塞罕坝机械林场的防火
瞭望员。他们夫妻俩常年与森林为伴，与寂寞为伍，默
默无闻地担当着“绿色守望者”。

“能被评为2022年‘最美家庭’之一，我感到很自
豪，这不仅是对我们家庭的肯定，也是对众多塞罕坝家
庭植根林场、无私奉献的肯定。”刘军说。

在塞罕坝机械林场不同位置的高山之顶，挺立着9
座人工值守的望海楼，18名瞭望员24小时值守。由于远
离人烟、条件艰苦，望海楼的瞭望员以夫妻档居多，当
地人形象地称之为“夫妻哨”，他们昼夜观察火情，又
被称为林海“不眠的眼睛”。

刘军、王娟夫妇就是其中一对。他们夫妻俩先后担
任过防火检查站检查员、营林区护林员以及林海深处两
座望海楼的瞭望员，经历过零下数十摄氏度的严寒，承
受过“感觉能把人刮走”的狂风，忍受过与子女常年分
离的煎熬，在年复一年的坚守中，刘军一家用自己的行
动，践行着塞罕坝精神。

夫妻俩最早工作的地方，位于塞罕坝交道口防火检
查站，当初，这里只有一根木杆、三间平房，方圆十里
不见人烟。

最早的时候，检查站没有水井，吃水要靠刘军到山
涧里挑。刘军记得，那是在1998年的冬天，雪大路滑，
他到山涧挑水，返回时摔了个脸朝地，水桶滚下山沟。
回到站里，妻子见他浑身泥泞和血痕，眼泪“唰”就下
来了。

检查站的日子寂寞，连糊墙的旧报纸，刘军都能读
好几遍。年幼的孩子被送到姥姥家，留下的几张照片，
夫妻俩翻了又翻，怕磨坏就藏在信封里，想得厉害才拿
出来看看。

2008年，根据林场安排，刘军和妻子来到小光顶子
山望海楼，作为瞭望员开展森林防火工作。2018年，夫
妇俩又调往千层板分场月亮山望海楼。

在防火紧要期内，刘军每天从早晨6点开始到晚上9
点，以每15分钟一次的频率登楼，用望远镜眺望周围的
火情，在记录本上记录下瞭望情况，再通过电话向场部
报告林区最新情况。晚上9点以后，每隔一小时要观察
一次火情，没有火情也要记录、报平安。

在望海楼工作的这些年里，刘军、王娟夫妻几乎没
有睡过一个安稳觉，夜晚为了能准时瞭望汇报，他们养
成了和衣而睡的习惯。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夫妻俩的瞭望工作从未懈怠。

如今，生活上的困难已逐步解决，望海楼条件大大
改善，吃水、用电、上网都不成问题。就拿刘军夫妇
所在的月亮山望海楼来说，冰柜、热水器、抽水马桶
等设施齐全，还通了互联网，用上了新能源电热柜。他
们的女儿已经大学毕业，并参加了工作。2021年过中秋
节时，女儿还特地到望海楼与他们共度佳节，他们开心
极了。

与生活条件一同提高的，还有夫妻俩的工作经验。
在多年的瞭望工作中，刘军练就了“千里眼”和“活地
图”的绝活，对这里的沟沟岔岔了如指掌，还琢磨出了
一套“瞭望经验”，辖区哪里是火险高发区，哪里是瞭
望死角，他们都掌握得一清二楚。

在森林防火技术不断提升的今天，虽然有了卫星、
红外线监控等高科技设备，但人的坚守依然不可缺少。
一对对像刘军夫妇这样的“望海楼夫妻”默默守护，用
无悔的青春，为塞罕坝森林资源的安全保驾护航。

“每到春天，当看到塞罕坝的林海又变得满目苍
翠时，我们感到再多的辛苦和付出也是值得的。”刘
军说。

组成家庭版“雷锋班”

今年81岁的乔安山，家住在辽宁省抚顺市的一座老
式楼房里，陈旧的装修、普通的家具，显得极为简朴。
客厅里，摆放着许多他到各地做学雷锋报告的照片、关
于雷锋和传统文化的书籍，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尊雷
锋的塑像。

每天，乔安山都会将这尊塑像擦拭一番，边擦边跟
老战友“叙旧”：“老班长，你放心吧，我活着一天，就
传承你的精神一天。”

辽宁省抚顺市雷锋纪念馆名誉馆长乔安山是雷锋的
生前战友，多年来，他带领一家人走雷锋没有走完的
路，做雷锋没有做完的事，用实际行动延续着雷锋的

“生命”。
乔安山和雷锋在鞍钢相识，又和雷锋同时入伍到一

个部队，分到一个汽车班、同开一辆车。在和雷锋朝夕
相处的日子里，他深刻感受到雷锋精神的伟大。1996
年，以乔安山为原型的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上映，
在社会上引起轰动。此后，乔安山应邀到全国作学雷锋
报告4000场次，担任160多所院校校外辅导员，扶贫助
学捐款10多万元。

“我是把雷锋精神作为家风来传承的。”乔安山对记
者说。在乔安山的教育下，家庭成员间十分和睦，家
里的日子虽不富裕，但却过得和和美美。孙子孙女出
生后，家里正好八口人，孙子、孙女从小听着雷锋的
故事长大，孙子乔廷路成了厂里的“学雷锋标兵”，孙
女乔婷娇也参军入伍。乔安山笑着说：“我们是家庭版
的‘雷锋班’。”

乔安山几十年如一日学雷锋，老伴张淑芹是他的
坚定支持者。张淑芹曾是铁岭橡胶厂一名保管员，“在
单位就保管物资一辈子，退休了还要保管老乔这些证
书和全国各地的来信，做他的学雷锋秘书。”张淑芹
说，20 多年来，她帮助乔安山收信、写信、整理资
料，足足有上千份。

两个儿子结婚时，乔安山送给儿子儿媳们的新婚礼
物都是《雷锋日记》。1997年，两个儿子相继下岗，乔
安山鼓励他们自谋职业，他说：“雷锋精神就是咱们的
家风，咱不能让别人指脊梁骨。”两个儿子也听从父亲
的教诲，一个摆茶摊、一个开餐馆，以诚信为本，用实
际行动践行雷锋精神。

孙女乔婷娇从小跟乔安山一起生活长大，“从小，
我就通过塑像和照片认识了雷锋。”乔婷娇对记者说。

“我觉得雷锋是亲人，一位我未曾谋面的亲人。”乔
婷娇说，“我小的时候，爷爷就给我和哥哥讲雷锋的故
事，让我们背诵《雷锋日记》。为了激发我们的学习兴
趣，爷爷还用竞赛抢答的游戏方式，提问关于雷锋的知
识。”时至今日，提起儿时的故事，乔婷娇体会到了爷
爷的良苦用心，而这些儿时的积累，也成了她一生的宝
贵财富。

2009年，正在大学读书的孙女乔婷娇，看到鼓励大
学生入伍的宣传海报后，毅然报名参军入伍，成了原沈
阳军区雷锋纪念馆的一名讲解员。为当好讲解员，乔婷
娇认真了解纪念馆里的600余件文物，感悟每张照片背
后的故事，把1万多字的解说稿记在心里，同事们都夸

她“一口清、问不倒”。
2019年，乔婷娇回到抚顺，在抚顺雷锋学院承担对

外联络工作。她先后赴 26 个省份，作学雷锋报告 1200
场，协助多地组建志愿团队，助困捐款3万多元。

乔安山对于雷锋的思念，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淡
去。“每逢过节，家里要留一副碗筷给雷锋；每年清明
节，我们一家都去祭扫雷锋墓……”说起家里的传统，
乔婷娇感慨地说，“雷锋一直活在我们家每个人的心
里，雷锋精神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着我们。”

近期，乔安山家庭被评为 2022 年“最美家庭”
之 一 。 对 此 ， 乔 安 山 说 ：“ 雷 锋 精 神 就 是 我 们 的

‘传家宝’，我们会继续努力，把雷锋精神代代传承
下去。”

返乡创业种出“网红芭乐”

“我们村种的‘网红芭乐’去年产量105万斤，今年
预计产量还能提高。虽然5月是芭乐的休果季节，但咱
也不能闲着，要给芭乐树矮化枝头，整形管理，为后期
提高产量和降低采摘难度做好准备。”说话的是陈晓
冬，说起种芭乐来，头头是道。

谁能想几年前，陈晓冬还是个在城里工作的女白
领，对农活并不在行。2015 年底，在福建省漳州市诏
安县金星乡院前村，陈晓冬和丈夫李向锋一起返乡创
业，打造出“陈老师芭乐”品牌产品，帮助家乡农户
增收。

“80后”的陈晓冬是诏安本地人，大学毕业后在厦
门工作。“一次偶然机会，我发现，在城市的水果店
里，好品种的芭乐比我们老家的芭乐价格高多了。我打
心眼里替村民们觉得可惜，同时也觉得农产品电商大有
可为。”谈起返乡创业的初衷，陈晓冬说。

万事开头难。创业初期，经济收入大不如前、缺乏
经验和资源、家人不理解……困难接踵而至。在外公的

帮助下，陈晓冬从翻地干农活开始学起，第一期种下了
42 棵试验芭乐苗。彼时，夫妻二人对于芭乐种植还是

“门外汉”，“我们只能带上手机，在地里一边拍照一边
向专家请教，并多次到省外其他基地去学习取经。”陈
晓冬说。

“村里虽然长期种植芭乐，直到开始干这一行，我
才发现家乡的芭乐品质有待提升。”陈晓冬说。

为改变现状，陈晓冬夫妇依托农业专家、科研院校
的科技力量，改良品种，引进水肥一体化滴灌设备。

很快，品质与产量获得突破，2019年底，改良后的
芭乐种植技术成熟，口感绵密香甜，他们还注册了品
牌。同时，陈晓冬挨家挨户说服村民加入标准化种植，

“渐渐地，愿意加入的村民多了起来。”
“种植传统芭乐一亩地年收入4000元左右，种植新

品种芭乐，一亩地能收入约两万元。”陈晓冬说，“一开
始，村里很多人觉得奇怪：你俩都是大学生，为什么
不在城市里工作，还回村里种芭乐？现在当然不一样
了，越来越多的村民对我俩竖起了大拇指。一开始，
只有3个村民愿意跟着我们干，如今，有更多农户改种
新品种芭乐，合作农户种植面积也扩大了。”陈晓冬笑
着说。

好产品如何卖出好价钱？陈晓冬瞄准了短视频、直
播电商等新风口，打造芭乐品牌。“仅通过电商预售就
已供不应求，顾客复购率超过 40%。”陈晓冬说，目
前，她家的网店预售排队发货，旺季时还对接了多个
电商平台。

几年来，陈晓冬负责参赛参展、对接资源和农户，
李向锋则专注电商运营。夫妻二人各司其职，逐渐改变
着村民们的种植方式和理念：留优质果，矮化树枝抗台
风，改用滴灌抗旱……陈晓冬还将新技术、新肥料与村
民共享。

深感乡村女性创业艰辛，陈晓冬夫妇还成立了“金
星乡芭乐花外来媳妇创业小分队”，帮助周边10个村的
外来媳妇融入本地生活、在家门口创新创业。村里许多
家庭深受影响，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从芭乐
的种植、包装、运输等环节，带动留守妇女就业超过
3000人次。他们还时常组织其他家庭参加电商培训、新
型职业农民培训，培养更多乡村优秀人才。

“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
庭文明则社会文明。小时候家乡哺育了我，长大后我回
到她的怀抱，我希望把爱的火种传承下去，让我的孩
子，我的后辈，接过爱的接力棒，把家乡建设得更
好！”谈及获评2022年“最美家庭”的感受，陈晓冬这
样说。

在眉山市中心城区，坐落着北宋
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
人的故居三苏祠。习近平来到这里，
了解三苏生平、主要文学成就和家训
家风，以及三苏祠历史沿革、东坡文
化研究传承等。习近平指出，中华民
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我们要敬
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
信。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

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广泛借鉴
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不能封闭僵
化，更不能一切以外国的东西为圭
臬，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家风家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
富，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好的遗产。要
推动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
激励子孙后代增强家国情怀，努力成

长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之才。党
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清白做
人、勤俭齐家、干净做事、廉洁从
政，管好自己和家人，涵养新时代

共产党人的良好家风。
——摘自《习近平在四川考察时强调 深

入贯彻新发展理念

主动融入新发展格

局 在新的征程上奋

力谱写四川发展新

篇章》（2022 年 6

月 10 日 《人民日

报》刊发）

家风家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

听“最美家庭”讲述家风故事
本报记者 叶晓楠

◀刘军（右）和王娟（左）

▼陈晓冬（右）和李向锋（左）▼陈晓冬（右）和李向锋（左）

▶乔安山 （前排左三） 家庭照
片。前排左二为乔安山老伴张淑芹，
前排左一为乔安山孙女乔婷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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