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家，是温暖的港湾；家，是成长的摇篮。在温馨的家庭里，我们变得羽翼丰满，良好的家风
滋润着我们的心田。日前，全国妇联揭晓全国家庭典型，我市3户家庭荣获“第十三届全国五好家庭”称
号，两户家庭荣获“2022年全国最美家庭”称号。本期“万家灯火”，我们将目光聚焦其中的3户家庭，聆
听他们家里的故事，体味家的味道。

郭爱杰始终记得，父亲出诊看病
的经历——顶风冒雨、白昼黑夜，对
待患者，总是有求必应，几十年不变。

一颗医者仁心，就这样在郭爱杰
的心里生根发芽，并指引着他与后代
追随一生。

49岁的郭爱杰是海兴县疾控中心
副主任，工作 20多年，最令他引以为
傲的，不是参与过非典、甲流、新冠
肺炎疫情等重大传染疾病的防控，而
是父亲的仁心仁术在家人的坚守下得
以代代传承。

也因此，郭爱杰一家获得了 2020
年沧州市“五好十佳”好家庭、2021
年河北省“最美家庭”、“全国五好家
庭”等称号。

医德家风一脉相承

父亲去世时的画面，一直在郭爱
杰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那一天，数不清的陌生面孔自发
赶来送行，大家边走边哭：“郭院长，
你治好了那么多病人，却没有治好自
己的病……”

在海兴县，郭爱杰的父亲郭树华
曾任县医院院长，是一位传奇的外科
医生——急诊病人需要输血，他毫不
犹豫地伸出自己的胳膊；凭借精湛的
医术，救人无数，吸引众多外地患者
慕名而来；工作之余，免费为百姓治
病；对待患者，有求必应，即使顶风

冒雨，也第一时间为患者诊疗……退
休后，老人依然坚持学习，直至患癌
去世。

漫长的工作生涯中，爱与责任是
郭树华一辈子的坚持。耳濡目染，郭
爱杰从小就知道，医者悬壶济世，肩
上扛的是救死扶伤的重任。

怀着对医生的崇敬，他毅然报考
了医学专业，毕业后，顺利来到了县
疾控中心，一步一步，追随着父亲的
脚步。

三次上“战场”

如果不是工作需要，郭爱杰还要
在病床上休养一段时间。他太累了，
作为县医学隔离点的负责人，从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郭爱杰就一直
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很少回家。出现
头晕、心慌、手麻的症状，他也咬着
牙坚持，吃点药继续工作。直到今年4
月 17日，他才放心地离开。可还没来
得及回家，脑梗塞、高血压等疾病让
他不得不马上住院治疗。

病床上的他，对那句“医者仁
心”更加深有感触。

疫情防控形式严峻，郭爱杰带着
工作人员守在高速卡口，扫码、测量
体温，昼夜不休，一守就是28天。

3月11日，接到上级紧急通知，成
立入境人员回沧防控驻首都机场工作
组，郭爱杰又主动带队，奔赴北京。那

些日子，他晚上
没睡过一个囫囵
觉，血压也一度
攀升，还没来得
及休整，就又担
负起县医学观察
隔离点的工作。

尽管天气寒
凉，但闷在厚厚
的隔离服里，还是经常被汗水浸泡。
隔离点没有昼夜之分，来了隔离人员
就得投入紧张的工作中。为了让其他
人少遭罪，他总是让大家多休息，自
己抢着干，却几次晕倒在了隔离点。

其实，这样的情形，郭爱杰并不
陌生。20年前，在抗击“非典”的硬
仗里，他也作出过同样的抉择。那一
年，他主动请缨，始终坚守在抗击

“非典”的第一战线。

只因这份责任

郭爱杰的爱人吴俊英也是一位医
生，丈夫不在家的这段日子，家里的
担子全落在了她一人的肩上。父亲患
病卧床、小儿子即将高考、医院里还
有忙不完的工作，每天医院、家里两
头跑。即使这样，她也从不跟丈夫喊
累。吴俊英明白，有更多的人需要丈
夫去照顾，有更多的责任需要丈夫去
承担。

郭爱杰的女儿郭晓悦在沧州市疾

控中心微生物检验科工作，承担新冠
病毒核酸检测的任务。

提取核酸是整个新冠病毒核酸检
测最关键、也是最危险的一步，必须
严谨细致。如果提取核酸过程中操作
不当，样本中的微粒就会飞溅到空气
中，感染风险极高。她和实验室工作
人员 24 小时在岗、轮班检测核酸样
品。即使危险，年纪轻轻的郭晓悦也
没有被吓倒，面对工作，认真专注。

郭爱杰一家虽然聚少离多，但却
互相鼓励互相支持着彼此。女儿时常
提醒父母要注意身体；郭爱杰也把妻
子的付出默默记在心里；夫妻二人常
常教导女儿，年轻人一定要多学多
干，不要怕苦怕累。在这个平凡的家
庭中，虽然少了一份团聚的温馨，却
多了一份坚守与责任。

在郭家，郭爱杰的姐姐是北京协
和医学院护理学院的教授，大哥家的
两个侄女也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从医。
三代医者，传承下来的不仅仅是一身
白衣，更是一颗仁义之心。

这几天，沧县大官厅乡齐
家务村本就亮化通明的村庄，
现在更亮了。两栋即将入住的
新民居，每到夜幕降临，都会
亮起所有的灯。这时候，李广
超总要到楼前看一看，这温暖
灯火来之不易。回想起从石家
庄回村当支书这一年多来的日
日夜夜，李广超的脸上是历经
苦辣酸甜之后的笑容和幸福。

“干”字始自：
为孩子们修路

李广超今年35岁，2009年
退役后，只身前往石家庄，从
事地产行业。2019年，建立了
自己的商贸公司，事业有成。

身在外，李广超最挂念的
还是家乡，想趁着年轻有闯劲
儿，为家乡做点事。就在 2021
年 1月，携着刚刚怀孕的妻子
回了家，3月当选为村党支部
书记。齐家务村交通便利，策
白渠绕村潺潺流过，村庄三面
环水，地理位置优越。多年
来，村民多从事养殖屠宰建筑
行业，经济基础较好。

回乡后，李广超做的第一
件事是修路。只是这条路不是
村中的路，而是村外，别村通
往齐家务的路。大官厅乡中心
小学坐落在齐家务村，附近几
个村的孩子都在这上学，可通
往学校的路始终都是土路。一
到雨雪天气，孩子们只能绕着
走，接孩子们的大人们也是晴
天一身土、下雨一身泥。对
此，李广超体会深刻，小时候
和父母下地，走得最多的就是
这条路。庄稼熟了，收庄稼的
车都不敢装满，怕太沉，车打
误。这些年，对这条路，李广
超始终放在心上。

上任的第二天，他就开始
去县、乡有关部门申请修路资
金。终于，几个月后，这条长
3640米的土路变成了平坦的水
泥路。看着一路飞奔的孩子们，
李广超的心里也畅快了许多。

不只修路，李广超还争取
资金给老百姓修了涵洞和扬水
站。刚上任那几个月，村东的
300亩地按照上级标准要打造
基本农田示范区，借此机会，
李广超积极争取，修建了扬水
站，实现了村中3000多亩地的
管道灌溉.。

碧水潺潺，鱼儿欢快，村
中心的池塘成了村民们茶余饭
后游玩的好去处。谁能想到，
几个月前，这里还是个人人

“嫌弃”的臭水沟，私搭乱
建，垃圾成堆，严重影响村容
村貌。为清理这个难题，李广
超给坑塘边的村民挨家挨户做
工作，说村里的规划，表干事
的决心。大家看着这样一个没
黑没白为村里操心的小伙子，
都被他的耐心和执着感动着。
坑塘边清拆工作得以顺利开
展。李广超是个心细的人，清
拆的所有树木，他几次还价，
找了好几拨买家，给老百姓卖
了个好价钱。

十年宏愿：
让百姓都过上好日子

李广超一说话就笑，眼睛
里闪着光。他说，他当村党支
部书记最大的愿望就是让村民
们都住上楼，过上比城里人还
好的生活。

说这话也是有基础的。村
上自从2017年就盖了两栋新民
居，当时和开发商、施工方矛
盾重重，一度停工，成了烂尾
楼。老百姓眼看着自己买的房
子好几年都没动静，心急如焚。

李广超上任后，立刻联系
了开发商和施工方，弄清还剩
了多少工程要做，投资大概有
多少。了解具体情况后，又与
业主们一起商议，用集资垫付
的方法，先交工入住，让老百
姓安心。经过几天夜以继日的

商议，大家统一意见并集资 80
万元。

今年“六一”，两栋居民
楼就可入住。这几天，看着灯
光璀璨的楼体，村民权普新打
心眼儿里高兴。他家买了两套
房子，停工这几年，这房子成
了一家人的心病。“广超啊，
我相信你，相信你一定能解决
这个问题。”果然一年多，这
愿望就实现了。

权运忠和权恒泰都是回迁
户，能搬进新房二人特别高
兴。“没有楼房，孩子娶媳妇
都没地方住，这回可算是解决
了。”权运忠给李广超竖起了
大拇指。

李广超说，现在村上正谋
划建造16万平方米的七层电梯
洋房、一万多平方米的小型综
合医院及5000平方米的专家公
寓楼。建造占地约6000平方米
的综合型菜市场，里面规划为
蔬菜、粮油、水果、冷鲜、熟
食等不同区域，预计可带动就
业人数约1500人。这项工程将
分3期，10年完成。

更高追求：
“文化戏”要唱好

平坦的水泥路，鲜艳的亚
克力材质国旗一排排悬挂在路
灯杆上，给人温暖和力量。路
旁，即将建成的篮球场、老年
活动广场、哈哈腔戏台，浓厚
了村中的文化气氛。

李广超说，现在村里的
3000多亩土地已经全部流转，
农村发展应该经济建设、精神
文明建设两手抓。

目前，在上级部门的支持
下，齐家务村市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哈哈腔剧团组建成立。李广超
说，在明代，哈哈腔开始在沧州
地区流行，据《沧县县志》记
载：哈哈腔发源于盐山、庆云等
地。齐家务村最早发源是在乾
隆、嘉庆年间，具有悠久的历
史。为了更好地传承这一宝贵艺
术，他带领哈哈腔剧团在大官厅
油菜花节演出，在沧州铁狮子与
旧城遗址公园开展文艺演出。在
村里，每逢重大节日，都会请剧
团的演员们上台。他还带领剧团
与青县叩庄哈哈腔剧团开展文化
交流，互相学习。目前，村里哈
哈腔剧团51人，又培养了新学
员13人，哈哈腔大舞台正在紧
锣密鼓地筹建。

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一年多
来，李广超曾参加河北省“万
人示范培训”新任农村“领头
羊”专题班培训等多项活动。
他深知，农村党支部是党的执
政之基，农村工作开展得如
何，直接关系到党的形象。当
村党支部书记是“为了什么”，
应“干点什么”，该“留下什
么”，他每天都在思考，也在一
步步努力成为一名让党放心、
让群众满意的好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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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公心语：从省会到家乡，不管多难，
我都要让老百姓过上比城市还好的生活。这是
我的十年宏愿！

李广超李广超李广超
十年宏愿为家乡十年宏愿为家乡十年宏愿为家乡
本报记者 齐斐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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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无法授课，石树海也依然忙
碌。带领志愿者义务绘制文化墙、组织
书法爱好者参加书画笔会、临帖写字
……除了工作，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
给了书法。

46岁的石树海是肃宁工行的一名职
工，也是肃宁县书法协会副主席。

在石树海的家中，父亲是老一辈的
书法家，兄弟几人也钟情于习字泼墨多
年。一个20多口人的大家庭，一半人都
习练书法。一幅幅作品背后，是三代人
对书画艺术的传承与坚守。

父亲身教胜言传

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石
树海家便是如此，其父石玉泉不仅是远
近闻名的书法家，更是一家人学习的榜
样。

石玉泉出身普通农家，自幼喜爱写
字、画画，长大后，渐渐迷上了写毛笔
字。那时的他聪明、沉稳，挥毫泼墨间
行云流水，自成一体。

岁月更迭，石玉泉的书法技艺在圈
内逐渐有了名气。但他依然笔耕不辍，
日复一日地练习和创作，他的言行举止

和家中的文化氛围，也潜移默化地影响
了后辈们。

在石树海看来，父亲的身教胜于言
传。

“记忆中，父亲很忙，下班回家后，
也总是看书、写字。”他说，兄弟几人受
父亲的影响，也都喜欢上了书法。

2020年初，疫情来袭后，石玉泉发
动全家人用文艺作品助力疫情防控。“大
爱济苍生”“致敬逆行者”等书法作品，
以及一首首诗歌、一幅幅画作都传递着
抗疫力量，也彰显着书法世家深厚的文
化底蕴。

带起小城翰墨香

石树海8岁开始习字，书画情怀也
深深感染着身边的同事和朋友。认识
的、不认识的，都想把孩子送过来学写
字。

人们对书法的热爱，也让石树海意
识到发扬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他随即产
生了开设成人公益书法班的想法。

于是，石树海和几个志同道合的书
友一起自费开办了肃宁书画院，免费教
授大家书法、绘画等。2016年春天，肃

宁书画院开办了第一期成人公益书画
班，深受书法爱好者的喜欢。原定15个
名额，结果50多人前来报名。

公益书法班常年办班、坚持公益教
学，目前已举办青少年公益书法班三
期、共 170人，成人公益书法班七期、
共 1130人，成人美术公益班三期、共
170人。仅2021年市级以上展览中，肃
宁书画院培养的学员参展70人次，多人
获奖。8人入选省书法协会，26人入选市
级书法协会。

书法公益班的开设，让很多普通百
姓爱上了书法、绘画，
一缕墨香，就这样融入
肃宁人的生活里。

全家浓浓公益情

受家人的影响，石
树海的妻子齐怀坤也爱
上了书法和篆刻，技艺
突飞猛进，作品多次在
省市级展览中获奖。
2018年，齐怀坤当选肃
宁县女书法家协会副主
席，并多次参与组织

“送文化下基层”书画交流活动。石树海
的儿子石宠在银行工作，喜欢绘画、写
作，虽然才22岁，其创作的网络小说在
网络上深受欢迎。

如果说，习练书法是石树海家的爱
好，那么，公益心就是植根在石家人血
脉里的情怀。

耄耋之年的石玉泉笔耕不辍，坚持
每年撰写春联送百姓。石树海则坚持书
法“下乡”，自2002年开始，每年春节
送福字、送春联万余套。他还组织书法
爱好者进乡镇，义务指导大家写书法。
如今，他又带领着书画院学员不定期地
举办书法进校园、进各单位的活动。

石树海家书法爱好者不分老少，大
家都说：“父母的言传身教，造就了翰墨
书香的家，这馨香也将一代代传承下
去。”

厚德家风厚德家风厚德家风 翰墨情浓翰墨情浓翰墨情浓
本报记者 杨静然 本报通讯员 袁树凯

采访刘建华时，她一直说：“我们
做的都是微不足道的，很感谢朋友们
的支持和厚爱。”要说一家三口的

“美”密码，那就是不断学习，滋润自
己、影响他人，奉献自己、点亮他人。

近日，他们家获得了“全国五好
家庭”荣誉称号。在这之前，他家还
获得过献县“最美书香家庭”、沧州市

“书香家庭”、河北省“最美家庭”等

称号。
刘建华是献县妇联的一名干部，

人们都说她有支生花的妙笔、有颗不
老的童心。也许你会问：一名妇联干
部，怎么会与“生花妙笔、不老童
心”联系在一起？故事还要从9年前讲
起。

那是 2012年的一天，献县文明办
主任拿着一份征集优秀童谣的通知来

到县妇联，说：“中央文
明办征集优秀童谣呢！县
里也开始了，妇联是联合
单位，你们想办法征集一
些，最少推荐5首。”

刘建华在单位负责宣
传，便发动同事、朋友都
来写，可大家都说不会
写。怎么办呢？这让刘建
华犯了难。最后，一咬
牙：你们不写，我写！

她在网上找来前两年
的获奖童谣，又找到几篇
关于童谣创作的理论文

章，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学习。20多天
以后，她硬是写出了5首童谣。虽然她
的童谣最终没有获奖，但通过这次征
集活动，深深喜欢上了童谣。

这一写，就是9年。其间，她的50
余首童谣在全国各地组织的比赛中获
奖，在《幼儿画报》等 50多家少儿报
刊发表作品 1600余篇，多篇作品被收
入《儿歌300首》《365夜儿歌精选》等
多种选本，并出版了《金色童书坊·唱
儿歌》《金色童书坊·猜谜语》等五本
（套）图书。2017年，她加入了河北省
作家协会。

刘建华不仅自己进行创作，还积
极尝试阅读推广，她经常在图书馆和
微信群义务为家长和孩子们授课。
2019 年被献县图书馆聘为“乐享读
书”系列讲座讲师。2020 年和 2021
年，在共青团献县县委组织的“圆梦
小小心愿”爱心认领活动中，刘建华
认领了 4名渴望读书的农村贫困儿童，
为每个孩子送去教人“向上”“向善”
的经典儿童读物。她不仅用这种方式

满足贫困孩子的阅读心愿，更是教育
他们从小“向上”“向善”，传播正能
量。

她的丈夫郝凤同是献县第二中学
的教师。2019 年，郝凤同去新疆支
教，目前在新疆轮台县第一中学担任
政治教研组长、初中二年级道德与法
治教师。

郝凤同爱好朗诵，是献县朗诵协
会会员。来到新疆后，他充分发挥这
一特长，教当地的孩子学习普通话，
不到一年的时间，很多新疆孩子就学
会了普通话。郝凤同还积极与当地青
年教师结成“师徒”，“一对一”指导
当地青年教师，促使青年教师尽快成
长。另外，他还与当地一户群众结成
了“亲戚”，一有时间就去“亲戚”家
探望，为促进民族团结作出了应有的
贡献。2020年，郝凤同被授予“优秀
援疆教师”称号。

刘建华和郝凤同夫妇这种积极向
上的精神深深影响着女儿，他们的女
儿郝之洁在中国矿业大学毕业后，进
入北京一家私企工作。3年后，又考上
中国石油大学硕士研究生。在校期
间，多次被评为优秀学生干部，受到
老师和同学们的好评。人们都说，这
一家子，个个身上都是正能量。

幸福幸福幸福密码密码密码 最美书香最美书香最美书香
本报记者 齐斐斐

三代医者三代医者三代医者 一样仁心一样仁心一样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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