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风，是每个家庭的精神内核，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每个人成长道路上的精神印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围绕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广大家庭都要弘扬优良家风，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
好风气。值此第115个“三八”国际妇女节，郑州市妇联通过讲述郑州好家风故事，进一步展现妇女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独特作用，激励广大家
庭涵养好家教、培育好家风，让家庭文明新风尚充盈千家万户，为开创郑州中心城市建设新局面夯实家庭根基。

“家庭永远是温馨的港湾。正是家庭给予我无尽力量，让我
在公交岗位上持续闪耀、发热发亮。”这是全国最美家庭获得者、
郑州公交集团驾驶员虎萍的幸福宣言。她与同为公交职工的丈

夫互敬互助，共同组建了爱与责任相融的“公交之家”。
虎萍在平凡的车长岗位上十八年如一日，用坚守、责任、

爱心书写了一个公交人不平凡的故事。从2019年 5月开始，
虎萍自掏腰包，每日在车厢内备些硬币，帮助粗心的乘客解
决燃眉之急，她还自费购买防滑脚垫、坐垫、救急雨伞和应急
药箱，以应对乘客的各种需求。她的爱心举动赢得全国网友
盛赞，被称为“郑州最美女公交车长”。为了更好地征求乘客
的意见建议，不断改善服务质量，虎萍从 2022年起在公交车
内设置意见簿，将姓名、工号、车号公示给顾客，接受乘客监
督，以实际行动践行郑州公交“温馨伴您同行”的服务理念。
她还组织成立了以自己命名的“虎萍党员帮帮团”，持续开展
各类志愿服务活动，把十米车厢变成“便民服务点”“高考助
考点”。这些光荣的事迹背后，离不开同为公交职工的丈夫
海潮和一双儿女的理解和支持。

入社区慰问孤寡老人，进校园宣传安全乘车知识，代审老
年卡、开展便民修车、爱心理发、爱心助农、困难帮扶……在虎
萍的影响下，全家人都加入了志愿服务队伍，用实际行动温情
守护这座城市。“力所能及为大家付出，为郑州城市建设贡献绵
薄之力，我感到很幸福。”谈及爱与奉献，虎萍的目光更加温暖。

虎萍家庭：敬业乐业育优良家风

“志愿服务于我而言是坚定而温暖的，从泥泞中走出来，能
为其他残疾人和处在困境中的人带去一点希望，我感到由衷的自
豪。”河南省文明家庭梅丽家庭是志愿者家庭，也是双残家庭。他
们夫妻二人热心公益事业，在逆境中向阳生长。“我的女儿很小就

注册成为志愿者，她看到社区一位重残母亲和年幼的孩子生活不
易，就主动节省出自己的零花钱，为残疾阿姨送去自己精心挑选
的围巾和餐具。我们一家三口经常一起参加助残、助学活动，帮
助多个残疾家庭走出困境。”

2002年，梅丽开通以她名字命名的河南省首条助残服务
专线“梅丽热线”，累计接听服务热线电话3万余次，协调安置
残疾人就业200余人，帮助提供法律维权援助近百起，为残疾
人婚姻成功牵线搭桥 50多对。梅丽和丈夫因为志愿服务结
缘，“他非常关心我体谅我，每次看到我做完志愿服务开心快
乐的样子，他也和我一起参加志愿服务，也对志愿服务生出
热情，亲身体验到帮助他人带来的快乐和满足感。”家庭的支
持带给梅丽自强不息的勇气，有爱的家风始终鼓舞着她。
2016 年，梅丽加入了“郑州市小水滴志愿互助中心”，2018
年，梅丽以自身影响力发起了萤火虫以残助残学雷锋志愿服
务队，萤火虫志愿者队伍中残疾人占70%，助力销售苹果、萝
卜、红薯、大蒜等农产品，为农民增收贡献自己的力量。梅丽
用自身经历鼓励更多残疾人百折不挠，“我感到自己肩上的
担子更重了。我将探索更加多元化、精准化的助残服务模
式，为残疾人提供更加全面、贴心的关怀，共同为构建更加友
好的社会环境贡献力量。”

梅丽家庭：在逆境中向阳生长

全国最美家庭崔建枝家庭有 4名党员，“我们的家风就
是要时刻关心群众，关心家乡和家乡人民生活发展，带领他
们致富增收，改善生活。”2000年，崔建枝被推选为村妇女主
任，“作为基层妇联干部，我要努力带领妇女姐妹们干事业，

用勤劳的双手，改善自己的生活，共同走上致富路。”一次偶
然的机会，崔建枝与红薯结缘，并在妇联的帮助下联系到河
南省农科院的李兴旺教授，并多次登门求教，学习了红薯种
植技术。

2007年，崔建枝成立了新密市金博薯业有限公司，2008
年，她流转了村里近千亩土地，成立了新密市玫瑰红薯种植
专业合作社，采取“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
无偿给农户传授种植技术。“从事传统农业要付出非常多的
心血与汗水，但我乐在其中。我的家人非常关心体谅我，不
仅是言语上的鼓励，他们也加入了红薯种植事业，一家人心
往一处使，干劲儿也更高了。”她坚持高于市场价格收购农户
的红薯，从种植到管理再到销售，为群众提供一条龙服务。
在崔建枝的带领下，许多群众开始红薯种植并增加了收入，
日子越过越红火。多年来，崔建枝还举办了红薯栽种、施肥、
管理等免费技能培训百余场，无偿提供种苗百万余株，带动
全村600余户村民家庭年均增收2万余元。“家人是我最大的
精神后盾，在建设好小家的同时我们向外输出能量，为建设
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贡献更多‘家’智慧。”崔建枝家庭用辛
勤和汗水走出了一条红薯致富路，也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
断的“家”动力。

崔建枝家庭：从千亩薯田到万家灯火的幸福接力

“我们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而承托起我们这个幸福
和谐家庭的家风就是一个字，爱。”作为全国最美家庭代表，郑
州圆方集团党委书记、总裁薛荣点明了她家庭美满的幸福密
码。在传承“乐善好施”的优良家风之路上，薛荣家庭以个人
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中，用爱谱写动人家庭乐章。

老家在重庆的薛荣，因为爱上了一位河南小伙子，义无反
顾地来到了河南。她和丈夫相敬如宾，两人携手全家老幼，将

“爱、孝、善”的良好家风薪火相传。谈及家庭教育，薛荣认为：
“教育孩子最好的办法是身体力行。你想孩子优秀，不是你
‘鸡娃’让孩子变优秀，而是你自己要先变得优秀。”薛荣的儿
子李圆方继承母亲吃苦耐劳、敢于拼搏的精神，探索家政服务
创新发展之路，先后帮助6万余名来自贫困山区的妇女学习
技能、就业创业。“我从父母身上学到很多，坚持、乐观、善良是
对我影响最大的三点。”李圆方说。

在做好小家庭优良家风家教传承的同时，薛荣还引领圆
方集团“大家庭”将“育优良家风”融入日常。她在集团内开
设“圆方家风馆”、红色文化馆、红色书院等，将圆方家风打
造成一张文化名片。她还设立圆方社工服务中心，先后投
入帮扶资金近千万元，开展助残帮扶活动 800多次，累计帮
助残疾人 5万余人次，被国务院表彰为全国助残先进集体。
为助力脱贫攻坚，薛荣带领团队跑遍了河南省53个贫困县，
十年来培训贫困人员超过20万人，安置就业10余万人。家
庭是社会的细胞。薛荣一家以优良家风之涓涓细流，汇入
社会文明之江海，以“小家”之温馨幸福辐射推动社会“大家
庭”更加和谐美好。

薛荣家庭：让“爱”的家风代代相传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我希望通过自己
的努力，把爱与温暖传递给更多家庭，以个体之爱聚沙成
塔、滴水成涓，奉献社会。”全国五好家庭成员闫思帆表达了
小家大爱的深厚情怀。

20多年前，她因一场车祸身受重伤，左臂丧失了全部功
能，但她却以阳光心态和顽强意志，书写了一段不息的自强
篇章。对于善良乐观的闫思帆来说，成长之路上最感谢的
就是将她引上公益慈善道路的妈妈。12年前，妈妈在亲朋
好友中成立了“福田志愿服务队”，资助困境青少年成长成
才。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下，闫思帆也走上了公益之路，用实
际行动传承着爱与希望。她和丈夫坚守“存好心、做好事、

说好话、做好人”的家训，以小家之行，影响和带动身边的家

庭，加入打造“最美家庭”“书香家庭”“公益家庭”的温暖队
伍中。闫思帆夫妻二人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在工作上踏实

勤奋，在生活中相敬如宾、孝顺父母，将尊老爱幼、勤俭持家

的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践行身躬。闫思帆和家人在社区

开办国学公益讲堂，带领居民诵读诗书，还举办“智慧父母

成长营”，以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指导构建和谐亲子关系。

十几年来，她坚持投身志愿服务，组织参与的公益慈善活动

达 1000余场，并于 2015年发起成立中牟爱心之家，带领更

多人扶危济困、守望相助，共同营造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
社会风尚。

闫思帆家庭：说好话做好事 传递更多温暖

来自郑州师范学院的教师王雪坚守三尺讲台，用奉
献和爱心浇筑家庭的幸福之花，携手小家荣获“郑州市
最美家庭”“河南省最美家庭”，在平凡的岗位上演绎出
爱家爱国的精彩人生。

王雪一家四口积极践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
志愿服务理念。作为一名大学教师，王雪坚持开展志
愿服务十多年，丈夫是一名医生，同样热心社会公益事
业。结婚 18 年来，夫妻二人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用实
际行动诠释婚姻真谛，将“孝贤至德、至诚至善”的家训
书写在尊老爱幼、妻贤夫安的日常。他们乐于助人，常
年投身公益，无偿献血，并主动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
献者资料库。“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受我们影响，
长女在初中就成为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她性格开朗，
品行优秀，乐于助人，曾被河南省慈善联合会评为‘小
小慈善传播官’。”提起女儿，王雪由衷地感到骄傲。王
雪先后主持“樱桃四季红”“郑师乡村课堂”等十多个志
愿服务项目，其中，“郑师乡村课堂”乡村学校少年宫帮
扶项目 6 年来累计服务乡村学校少年宫 1171 所，受益
农村学生 18.2 万人、乡村教师 3.6 万人，荣获河南省新
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一等奖。王雪家庭将爱与
温暖从小家传递至社会，展现出“先大家后小家、为大
家舍小家”的奉献之美。

王雪家庭：用奉献浇灌家庭“幸福之花”

勤劳节俭、团结友善、乐于助人、吃苦耐劳是河南省最
美家庭张振英家庭一直要求并坚持传承的家风。

张振英扎根农村，因地制宜寻找农村特色优势，成立
登封市小苍娃农副产品有限公司，对当地农产品进行深加

工并不断拓宽销路。她与丈夫共同经营芥菜事业，一步一
个脚印把事业做大做强，把其貌不扬的芥疙瘩变成了带动
一方经济、带富一方百姓的“致富宝”。在不懈努力下，她
研究出了一条以“公司+基地+农户”的产业化发展模式，想
方设法和农民结成利益共同体，统一组织、统一供种、统一
技术培训、统一收购、统一加工销售。公司与周边 800多户
农户签订芥菜种植收购合同，年收购芥菜 500多万斤，带动
周边农户种植芥菜 3000 余亩。张振英计算过，仅一亩芥
菜就可帮农户增加收入 2700元。“我和家人都希望为家乡
做些什么，自己的辛苦付出得到了收获，村民脸上的笑容
更多了，乡村生活在我们的努力下更美了，心里别提多高
兴了。”她还积极安排周边乡村贫困户、留守妇女、残疾人、
回乡农民工等弱势群体到基地就业，剪韭花、摘辣椒……
平均每天可收益 80元左右。张振英家庭还热心公益事业，
将家庭里凝聚的温暖播撒到更远的地方。大力捐助农村
修路和乡村教育事业，坚持每年慰问环卫工人、村里 70岁
以上老人及养老院孤寡老人，为他们送去生活用品。在推
进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张振英家庭走得坚定自信，他们希
望共同为和美乡村建设贡献磅礴“家”力量。

张振英家庭：夫妻携手 打造乡村振兴“致富宝”

“只有父母和谐相处，坚持敬业乐业、尊师重道、与人为
善、爱国爱家，家庭才能和睦；只有良好的家风在无形中滋养
心灵，孩子才能天天向上，快乐成长。”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
个人、河南省五好家庭和文明家庭成员周慧玲一心奉献为教

育，退休不退讲台，为千千万万家庭带来心灵课程。
与共和国同龄的周慧玲有着 42年学校教育、21年家庭

教育、15 年社区教育、55 年青少年教育、12 年主题教育经
验，被誉为“五栖”资深教育人和党员干部的良师益友。“我
的父亲是一名军人，母亲是一名教师，因此从小我就非常向
往这两个职业，最终选择教师后‘择一事，终一生’。每上好
一节课，我心里充满了成就感。三尺讲台是播种梦想的地
方，我要尽最大努力为社会和群众多做贡献，答疑解惑。”周
慧玲说。

正是因为对教师职业的热爱与珍视，退居二线后，她选
择退而不休，拒绝了多家院校和教育机构的高薪聘请，重新
登上讲台，致力于青少年教育、家庭教育事业。20多年来，周
慧玲在全国 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作各类报告 1560余场，
受众约93.8万人。2020年起，周慧玲把自己的家庭教育课堂

“搬”到了网上，创立“家教良方”公众号，让一条条好建议通
过云端传播到更远的地方。“教育事业是不能和经济和金钱
挂钩的。”成为“网红”老师后，周慧玲坚持录课，有时利用休
息间隙录制，有时录制线下讲座课程并上传至账号。“即使再
忙再累，我也不会放弃。家庭教育是永远做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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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慧玲家庭：银龄教师点亮家庭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