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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浩奇 姜国乐
本报通讯员 胡克潜

时近2018年春节，陈其芸又想起了27年前，
第一次跟丈夫靳霜立回老家过年的场景。从大
城市辗转来到汶上县南旺镇的落后小村，陈其
芸心里有些失落。走到家门口，见大门上贴着
白纸，陈其芸摸不着头脑：“家里有丧事？”问丈
夫，他也并不知情。

进门后见了公婆才知道，原来邻居是一位
孤寡老人，自己没有儿女，就经常替别家看看
孩子。可当老人生病卧床了，却无人问津。靳霜
立父母见老人可怜，就主动承担起赡养老人的
义务，老人病故，他们就在自家门上贴上白纸，
为她发了丧。

为无亲无故的人发丧，这一下子转变了陈
其芸对靳家的印象。她当时就想：这是一家好
人，这辈子进他家的门错不了。

后来，夫妻二人创办了山东喜气洋洋喜庆
用品有限公司。同为美术专业的两人自己担任
总设计，研发的婚庆产品兼具时尚、优雅、喜庆
等元素，特别是自行研发的优质磁性吸力婚车
饰品，拆装便捷、款式多变、时尚经典，赢得了
不少消费者的喜爱。目前，公司产品已从单一
的拉花产品拓展到两大系列100余种款式，产
品畅销全国30多个省150多个市，并远销印度、
俄罗斯、中东、伊拉克等一些国家和地区。

靳霜立、陈其芸夫妇的公司越开越大，但
却依然传承着行善的家风。他们不仅教育儿子
要多做好事、好人好报，也同时将关爱带给公
司员工。他们为公司全体员工的父母办理了孝
老金，每月让员工把这份孝老金亲手交给自己
的公婆或者父母。

2012年夏天，夫妇二人吃午饭的时候在
电视上看到汶上县康驿镇薛庙村村民薛其密
家一家4口人3人残疾，而薛其密只能靠扫大
街一个月几百块钱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生
活十分困难。两人通过县电视台得知贫困户的
具体住址，第二天一大早就赶到了薛其密
家。看到他家徒四壁、身残卧床的场景，他
们赶紧把准备好的3000元钱塞到薛其密手
里，同行的儿子也把身上的零花钱拿了出
来。在回来的路上，靳霜立夫妇暗下决心：
一定要好好发展企业，把爱心和献爱心的正
能量带进社会这个大家庭。

从那一年开始，陈其芸和靳霜立每年都
为自己制订一个公益计划表，每年计划帮助
多少人、帮助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帮扶方
式、帮助多少物质、完成情况如何都做好了
表格挂在墙上，做公益已经成为了陈其芸和
靳霜立工作、生活的一部分。只要儿子在
家，每次公益活动，他们都会带上儿子，言传身
教。从小耳濡目染，他们的儿子同样热心公益
事业。

6年前的一次入户献爱心的活动中，一位
贫困家庭的孩子一直默不作声，却在他们将要
离开时，拉住陈其芸的手不放：“阿姨，我长大
了一定要报答您。”陈其芸的眼泪瞬间涌了出
来：“孩子，不用报答阿姨。你长大了能帮助更
多需要帮助的人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陈其
芸说，每当想到做慈善公益不是为了自己，而
是能帮助到更多有需要的人时，内心就倍感幸
福、力量无穷。

2011年，陈其芸和靳霜立将公司的生产
经营模式进行了改革，由从前的公司生产转变
为“公司+农户+贫困户+残疾人”的生产模式。
这带动了汶上县1000余名家庭妇女在家门口
增收脱贫，其中带动贫困户100余户，带动残疾
人100余人，并为22名残疾人办理了养老保险，
针对行动不便的残疾人还提供上门送料的服

务。截至2017年底，陈其芸和靳霜立已经累计
资助1403个贫困家庭。

两人深深感到，仅凭一己之力，帮助困难
家庭有限。2016年1月，夫妻二人和一些公益好

友发起成立了汶上县爱心联盟，整合社会资
源，联系各界爱心人士齐心协力扶贫济困，让
爱心公益事业更加可持续。联盟现已联络了5
个社会团体、70余个企业工商户、80余名爱心

个人。截至2017年10月，爱心联盟参与捐款、协
调物资累计达280余万元，资助贫困儿童、孤寡
老人、残疾人3000多人。

将爱心从“小家”带进“大家”
靳霜立、陈其芸夫妇致力公益慈善行动，累计资助1403个贫困家庭

□ 本报记者 姜国乐 孟一

“金老师，进办公室前您可得做好心理
准备，甜蜜礼包今天又升级了。”“金老
师，您和老公结婚也有20年了，咋还愿意和
他牵手走路啊，老茧不都快搓出来了？”在
曲阜儒源文化体验基地，有对热衷“秀恩
爱”的“老情侣”，又是巧克力玫瑰、又是
挽胳膊提包，总是不顾员工和学员的心理阴
影面积，猝不及防地塞上两口“狗粮”，而
女主角，正是校长金辉。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曲阜时接
见了金辉，听取了她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方
面所做的基层实践，这让金辉的名字不胫而
走。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在
传统文化领域越走越深入的女强人，在经营
自己家庭的初期，不仅完全没有今天和丈夫
的“腻腻歪歪”，甚至一度将家庭逼向决裂
的边缘。

“年轻时心高气傲，觉得丈夫做事比不

上自己，对他要求很高，也习惯性地严辞相
向。”过于自我让整个家庭陷入三天一小
吵、五天一大吵的崩溃边缘，丈夫自尊心频
频受挫，金辉也落了个公事家事一肩挑，终
日疲惫不堪。直到一次偶然的机遇，她听了
一场如何处理家庭关系及夫妻和睦相处的传
统文化课，才开始重新学做一个妻子。

那是10年前的一个夜晚，刚听完课的金
辉回到家，破天荒地准备了一大桌子菜，等
到9点多，应酬完的丈夫才迟迟进门。可是和
以往不同，金辉不仅没有半句抱怨，反而主
动凑上去嘘寒问暖，巨大的反差让那一刻的
丈夫错愕不已。当金辉试着一点点耐住性
子，坚持更多地用鼓励、交流代替斥责和沉
默，整个家开始渐渐变得温暖起来了。

“夫妻关系之所以被定义为‘五伦’
之首，就在于它的基石意义。”金辉解释
道，夫妻间关系和睦，父母就树立起了很
好的榜样，孩子能够在健康的环境下成
长，必然会有——— 父子有亲；当孩子懂得

知恩、感恩、报恩、关怀、体谅，那么就
会有兄弟间的和睦——— 长幼有序；成人以
后步入社会，无论从事何种职业，因为懂
得感恩和付出，就有——— 君臣有义；在家
里习惯了兄弟姐妹相互扶持，相互包容，
相互体谅，和朋友间交往，必定——— 朋友
有信。幸福的源头就在于五伦关系中的夫
妇正。夫妇正，五伦自正。

行走全国各地讲授传统文化，金辉被问
到最多的问题就是如何教育孩子。面对年轻
父母百思不得其解的难题，她总是能用一句
话直戳要害地进行答复，“做给孩子看。”

“孩子记忆力强，善于模仿，父母天天
在说啥做啥，孩子每时每刻都在瞪着眼看，
尝试跟着学。”金辉坦言，做家长不用持证
上岗，没有人天生懂得教育孩子，父母做好
自己本分的家庭角色，就是最好的教育。

从坚持按照儒家文化中的教诲，“晨则
省、昏则定”，每天睡前起后给婆婆问好；
到践行“与肩挑贸易,毋占便宜”，遇到辛苦

卖菜的菜农，习惯性地不问价格全部买下
等，这些行为都在两个孩子心中悄然埋下了
善良的“种子”。员工的孩子罹患白血病，
金辉不足6岁的儿子得知后捐出了1万多元的
压岁钱，发现奶奶稍微有低血糖的症状，总
是第一时间拿糖果剥糖纸……用金辉的话
说，“所有孩子的问题都源于父母，如果你
天天感恩、天天积极向上，孩子自然积极向
上。”

俗话说，“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优秀
传统文化，不仅改善了金辉夫妇的关系，更赋
予了他们事业上的与日俱进。“现在我基本只
专心学习和讲课，其他的事情都交给丈夫了。”
提起学儒10多年的改变，金辉直言心态越来越
平和，遇事更多地开始换位思考，也更多地学
会聆听和学习。当闲暇时间逐渐多起来，她
开始把更多的时间从工作转到家庭上来，做
好一个女人该做的事情，而所谓的“秀恩
爱”也早已跳脱“秀”的范畴，成为和谐夫
妻关系最生动而有力的诠释。

把“晨则省、昏则定”“出必告、反必面”做进生活

金辉：“夫妇正”才是幸福的源头

□王浩奇 陈得印 崔保廷 报道
本报济宁讯 2月1日，济宁全市交通运

输系统2018年春运正式启动暨比亚迪纯电动
公交车集中投入运营仪式举行。春运帷幕拉
开，济宁将在城区集中投入运营400辆纯电
动公交车。

春运期间，预计济宁市交通运输系统公
路客运量将达150万人次，公交客运量较上
年将显著增加。此次，济宁市共购置400台
比亚迪纯电动公交车，计划投放到城区公交
线路中。目前，首批66台车辆已投入1路、2
路、8路、16路、19路、37路、101路等线路
运营。待充电桩建设完毕后，全部车辆将投
入线路运营。

春运期间济宁投运

400辆纯电动公交车

□吕光社 张誉耀 李霞 报道
本报微山讯 1月30日，昭阳街道召开

新任村干部教育培训大会，给新任村干部
“集中充电”，街道副科级及以上领导干
部、机关部门负责人、总支书记和新任社
区、村“两委”全体成员等200余人参加了
此次会议。

会议邀请济宁市委党校教授吕明伟给村
干部作了《贯彻十九大精神，坚持全面从严
治党》报告。吕教授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加强
村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意义，新当选村干部
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以及如何当好新时期
的村干部，以及干好工作的必要性和政治
性，尤其是在工作的方式方法上，讲得详
细，讲得具体。会上还邀请县纪委党风室同
志为村干部作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培训，对
于街道党风廉政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既
是对基层工作提出了行为准则，也同时鞭策
村干部要有敬畏，不越雷池，不碰红线，堂
堂正正做人，明明白白干事。

微山县昭阳街道

新任村干部“集中充电”

□记者 王德琬 蒋琰 报道
本报济宁讯 2月2日晚，由济宁市委宣

传部、市文广新局主办的“我们的中国
梦”——— 济宁市新创文艺作品颁奖暨2018新
春文化惠民演出在声远舞台举行。本次汇演
是“我们的中国梦”——— 2018新春系列文化
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以颁奖及汇演的形式
进一步激励了全市广大群众艺术创作者的工
作热情，全面展示了近年来济宁市群众艺术
创作成果，丰富了人民群众节日期间精神文
化生活。

新春文化惠民演出

圆满落幕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风的“家”，是家庭的“家”，也是国家的“家”。习近平
总书记曾说：“家庭是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千家万户都好，国家
才能好，民族才能好”。

作为孔孟之乡，济宁自古以来就是滋养好家风的一片沃土——— 秉承善行基因，将爱心带给
大家的靳霜立家庭；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诲人不倦的金辉家庭；经历生死病痛，而后不忘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的苏艳芝家庭……他们都在经营好“小家”的同时不忘“大家”，赢得了人们的
尊重。本期记者走进文明家庭，带来了他们的故事。

□ 本报记者 尹彤
本报通讯员 范培倩

2月2日，气温零下9度。早上7点多钟，
济宁市任城区南张街道苏家村村民陈德民起
床后，看了看一旁仍在熟睡的丈夫王存友，
轻手轻脚地穿上衣服准备今天的早饭。汤刚
开锅，王存友醒了。陈德民关小火，开始给
他穿衣服。丈夫患病，左半边身体动不了，
陈德民必须先通过按摩把他的左臂伸开才能
穿衣服。半个多小时穿衣工作才算结束，此
时陈德民原本冰凉的手变得汗津津的。

把汤和菜端到王存友跟前，陈德民开始
照顾他吃饭。因为没有吞咽能力，陈德民做
饭必须炖得很烂丈夫才能吃。“以前都得我
喂，现在他能自己用勺子吃，但每一口都得
我用手指帮他往喉咙里塞一下，还得边吃饭
边给他擦口水。”陈德民说，吃一顿饭至少
要一个小时。

去年年底，陈德民家庭入选第二届济宁
市文明家庭。从那以后，原本安静的小家变
得热闹起来，接连多家媒体的采访让这个朴
实的农村妇女有些“受宠若惊”。“我也没
做啥大事儿。他是俺家的顶梁柱，瘫了也是
顶梁柱。这个家有他才完整。”陈德民坚定
地说道。

1997年，27岁的陈德民经介绍嫁给了同
岁的王存友。她清楚地记得当时对王存友的
印象：精神伶俐、开朗乐观。婚后的生活也
像她预想的那样，夫妻二人生活甜蜜，很快
有了女儿和儿子。夫妻俩边打工边种地，努
力经营这个小家庭。然而，所有的美好都被
一场疾病打破了。

2006年和2008年，王存友两次突发脑溢
血入院。尤其第二次发病后十分严重，刚出
院时他就是一个不会说不会动、只会眨眼的
“植物人”。

“在医院住了几个月，亲戚凑了七八万
才把命救回来。”回忆起当时，陈德民有些
哽咽。她坦言，当时看着躺在床上的王存
友，再看着两个年幼的孩子，以后怎么办，
她有些绝望。但陈德民天生不是个会退缩的
人，她坚信日子是人过出来的。只要人活
着，这个家就不会散。

“我刚出院时，她嘴对嘴喂我，我哭
了。”一旁安静坐着的王存友不时在纸上写
下自己的想法。出院后，陈德民开始想办法
帮丈夫康复。听说邻村有个会针灸的大夫看
得好，盛夏时节，她每天蹬半个多小时的三
轮车载王存友去针灸。回家后，再帮他按
摩。在陈德民的细心照顾下，王存友右半身
能做些简单的动作了，虽然不能说话，但能

通过写字、发短信和她交流。
“他刚得病那几年，不知道是脑子不好

还是心情差，动不动就发疯似地扔东西。锻
炼写字，写不清楚或者我看不懂，也冲我发
脾气。”陈德民说，那段时间，邻居亲戚经
常过来劝他，可钻进牛角尖的王存友根本没
听进去，还试图自杀。

“我回到家看他躺在床上，被子上都是
血……”回想起当时的情景，陈德民现在都
后怕。虽然没有大碍，可陈德民却气得很。
“他说怕连累我们娘仨，可他咋不想想孩子
们对他有多依赖，他对我们这个家有多重
要！”听着妻子的哭诉，王存友回想起妻子
没日没夜的照顾，两个孩子总是想办法逗自
己开心，亲戚朋友的劝解……被骂醒的王存
友，自此才慢慢变得积极起来。

熬过了最难的那几年，现在日子好过多
了。女儿嫁人有了孩子，儿子也上了高中，
生活慢慢走上了正轨。被列为精准扶贫对象
后，村里为一家人办理了低保，区里给送来
了电视机和机顶盒。妻子外出干活，王存友
就在家里看看新闻、听听歌曲，精神状态好
了很多。“人活着，总会遇到点沟沟坎坎，
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
山！”陈德民笑着说道。

好妻子陈德民照顾瘫痪丈夫12年

□ 本报记者 张誉耀
本报通讯员 赵丽华

“把每一天都当做生命的第一天过，让
更多的人读孟母孟子，沁润我们传统儒家文
化。”2月1日，记者在孟府习儒馆见到了苏
艳芝，她面容和善，气质优雅，娓娓道来自
己和家里的故事。

1992年，苏艳芝大学毕业后在“两孟”
景区担任讲解员，第二年，她与空军后勤部
队复员军人吴德斌相知相爱，结婚成家。当
时吴父身患脑梗，卧床不起，婆婆先后照顾
过4位老人，直到老人们安详过世。婆婆孝
敬长辈、吃苦耐劳的品质，深深感染着苏艳
芝，在工作之余，她主动和婆婆一起照顾公
公。在苏艳芝和婆婆的悉心照顾下，公公的
身体逐渐好转，现在已经可以慢慢走路。

2004年底，丈夫骑摩托车不慎摔了一跤，
腿伤几个月不好，直至某天双腿突然不能动
弹了，医生诊断其双腿股骨头缺血性坏死。丈
夫竟患上医学上“不死的癌症”，怎么办？苏艳
芝从此踏上寻医问药之路，几年来坚持为丈
夫中药治疗。为了不耽误工作，她把熬药时间
放在了清晨和晚上。每天凌晨3点起床，熬药

到7点左右。晚饭后，熬药的同时为丈夫按
摩、泡脚……每天只睡不到3个小时。终
于，经过长期的精心照料，丈夫的病一天天
好转，慢慢地能走路，如今则是行动自如。

虽然丈夫的病一天天好转，可是为了治
病，苏艳芝欠下了近30万元的外债。那时夫
妻俩每月工资不到两千块钱，就是不吃不
喝，也要将近20年才能还清欠款。

“随着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两孟景区，
很多人表示想买一些当地特色礼品带回去留
作纪念或送给亲朋好友，我本身特热爱孟母
孟子文化，就开始尝试研发孟子文化的小纪
念品。”苏艳芝说，为了严格遵守税务合法
化，在文物局许可的情况下，同年她注册了
属于自己的山东大儒文化产业有限公司。10
年的辛苦打拼，她不仅还清了全部外债，而
且让丈夫得到了更好的治疗。

2006年，邹城市文物局决定把孟府的
“玉兰院”打造成“孟府习儒馆”，委派苏
艳芝策划管理。由最初的无人问津，到后来
的学子满堂，孟府习儒馆成为了海内外知名
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基地和青少年德育
教育基地，她也付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辛
和努力。近些年，她先后被评为市级“三八

红旗手”“巾帼创业领头人”“十佳优秀女
企业家”及省级“齐鲁道德模范”，成为工
商联执委、邹城市政协委员、济宁文化产业
协会副会长、邹城市女企业家协会会长等。

本以为从此苦尽甘来，然而，长年的奔波
劳累和压力下，2013年，苏艳芝被查出患上重
病。在经过复查、确诊和成功的手术后，她通
过中医药治疗，身体在逐渐恢复中。

经历了生死，苏艳芝开始思考让余生做
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多年的传统文化学
习，让她更加坚定传承国学的信心。也正是
在那年，习总书记在曲阜发出了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号召。第二天一早，她便赶到
工商局，注册成立了山东孟母教子文化交流
有限公司和“孟母教子”商标，接着个人成
立了孟母教子读书会。每月3次开展成人传
统文化学习，周末、寒暑假开展户外经典诵
读和亲子游。除此之外，读书会还在全国举
办过百场公益学习和几十次社会公益活动。
读书会仅有少部分会费，多年来，苏艳芝用
个人积蓄维持其正常发展，截至目前，她已
补贴读书会费用20多万元。现如今，孟母教
子读书会已有山西、南京、北京等10个分
会，全国共有上万名会员。

“把每一天当做生命的第一天过”

□记者 赵德鑫 报道
本报济宁讯 “油用牡丹为促进我国油

料生产、保障国家粮油安全和人民身体健
康、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农民收入、助推扶
贫攻坚发挥了重要作用。”2月4日，邹城市
举行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暨林下经济产业化发
展专题讲座，中国油用牡丹专家委员会主任
委员李育材以“倡导上乔下灌，助推扶贫攻
坚”为题现场讲解了油用牡丹的生活习性与
经济效益。

近年来，油用牡丹以其兼具观赏价值和
经济价值的独特优势显现出了巨大的开发潜
力和广阔的市场前景。通过发展油用牡丹产
业，“种”可造林绿化、保持水土，“观”
可美化环境、带动乡村旅游，“用”可发展
产业、助农增收。

牡丹花开

带来脱贫新手段

□记者 吕光社 尹彤
通讯员 马彬 报道
本报济宁讯 1月23日下午，济宁市高速

交警支队泗水大队与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空
中120联动，对一名受困于济宁日兰高速路段
的重症病人成功施救，这在我省尚属首例。

23日下午，王先生跟随家人开车由泗水
医院出发沿日兰高速去往济宁，行至济宁高
速交警支队泗水大队辖区K224公里处时，
王先生突感头晕严重，意识昏迷，疑似脑梗
症状，家人迅速将车停置应急车道处。当时
正在高速公路巡逻的泗水大队民警田新等人
接到支队指令，立即赶赴现场，得知病情后
立即向支队汇报，请求协调直升机救援并获
批准。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随机急救医护人员
接到出警通知后，联系病人家属评估病情，
金汇救援济宁备勤机组做好起飞准备。泗水
大队对高速公路提前进行交通管制，确保救
援现场安全，配合空中急救。在交警帮助
下，病人被送上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空中
120。仅用33分钟就完成从济宁市第一人民
医院到事发地的往返，这比高速路上单向通
行往返节约1个多小时。

病人初检发现疑似脑梗，医院立即开通卒
中救治绿色通道，进行头颅CT等相关检查，现
已转入神经内科进行相应后续治疗。

33分钟完成事发地往返

我省首例

高速公路极速救援成功


	19-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