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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市卫健监督战线上，“60 后”

王向农不畏艰难、勇于创新，是同事眼

中女汉子“向农哥”。

作为一名卫生监督执法人员，王

向农承担着打击非法行医、传染病防

治等监督执法工作，为老百姓看病就

医安全环境保驾护航。十来年前的一

天，某诊所被举报无证开展终止妊娠

术 ，当 事 人 不 配 合 检 查 ，还 对 执 法 人

员、投诉人肆意谩骂，甚至拿刀威胁。

面对危险，王向农没有退缩。王向农一

边向他解释法律法规，一边为其诊所

发展出谋划策，当事人情绪渐渐平复。

最后，不仅做通了当事人的工作，彼此

还成了朋友。多年来，王向农工作成绩

斐然，她主导创新开展公共场所量化

分级管理等工作模式，并在实际工作

中 得 以 推 广 ，数 次 获 得 省 、市 先 进 个

人，立三等功 1次。

在王向农家庭里，她温柔贤惠、勤

俭持家，是丈夫陈民心中的贤内助“半

边天”。

陈民现任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

研究所教导员，从事刑事科学技术工

作近 20 年。作为一名法医，他参与破获

各类案件，能从现场细微之处发现线

索，为侦查破案提供证据和思路。也因

为工作的特殊性，陈民可能刚准备休

息，接个电话就要随时赶赴案发第一

现场，或者连续办案几天不能回家。在

这些年间，他没有时间参加一次女儿

的家长会，答应家人外出旅游的承诺

也没有兑现，家里的大事小事全由妻

子操持。“感谢妻子为家庭的付出，如

今女儿考取了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研

究生，我为有这样的好妻子、好女儿感

到骄傲和欣慰。”陈民深情地说。

家庭生活幸福美满，夫妻相敬如

宾，工作互相支持，公安和卫生部门在

处理医疗纠纷工作时有交集，夫妻俩也

因各自工作职责，经常并肩作战，相互

配合，化解医患双方的矛盾。夫妻双双

均被授予“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

称号，被同事、朋友誉为“劳模夫妻”。

厚植家国情怀
倡扬最美家风

看看这些典型家庭和最美贤内助的幸福故事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肖蓉 通讯员/李华迎 张碧琪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为进一步推进家庭家教家风建设，“5·15国际家庭日”到来之际，株洲市
首届家庭文化节隆重举行，通过举办系列主题活动，礼赞最美家风，传承家国情怀。

家风正，则民风淳；民风淳，则社风清。近年来，在我市涌现了一批获得国家、省市级荣誉的典型家
庭，这些家庭在各行各业践行劳动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创造精神、勤俭节约精神，展现了新时代家
庭奋进新征程的良好精神风貌，体现了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
风尚，在传承中华民族家庭美德、厚植家国情怀、弘扬文明新风方面树立了标杆、作出了表率。他们是如
何建设和谐家庭、传承家庭美德？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些家庭的幸福故事……

“小朋友们，大家现在开始先画轮

廓。”2022 年暑期，在荷塘区妇联“她

空间”工作室，年龄最小的老师——8

岁的余甜甜有模有样，开启了她的美

术课堂。利用这个假期，她和妈妈一

起组织了七场亲子美育课，服务了上

百户家庭。

谈及女儿小小年纪就画得一手好

画，甜甜的爸爸余文超说：“没什么秘

诀，就是多鼓励。”余文超从事家庭教

育咨询服务十余年，也是荷塘区家庭

教育方面的志愿者，尤其在做了父亲

之后，他对教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甜 甜 2 岁 时 开 始 在 家 里 乱 涂 乱

画，给太阳涂的还是绿色，学美术专业

的妈妈非但没有阻止，反而让她自由

发挥。兴趣成为甜甜最好的老师，她

画得越来越好。2022 年初，甜甜看到

小区车库墙上有脏鞋印，在父母和小

区物业的支持下，她用涂鸦扮靓美化

小区，深受业主们喜爱。甜甜因此还

被央视专题报道，她也被大家亲切地

称为“涂鸦小画家”。

去年 6 月，荷塘区妇联邀请甜甜

到“她空间”工作室担任美术小老师。

为了鼓励女儿，爸爸、妈妈主动做起了

课堂的志愿者，开启了一家三口的公

益之旅。

做好“她空间”美术老师的同时，

甜甜也养成了主动学习的好习惯。三

年级上期期末考试，甜甜的数学成绩

考得不理想，她很沮丧。在爸爸的指

导和鼓励下，甜甜主动列出计划表，将

大目标拆分成每天的小目标，自觉按

时、按量落实。功夫不负有心人，下期

期末考试，甜甜的数学以 100 分的好

成绩位列班级第一。

在余文超看来，家长树立正确的

价值观和良好家风，就是潜移默化的

教育。看到不少家长因为孩子的教育

问题焦虑，他总结过往处理的案例，编

制《如何让孩子主动学习》课程，并常

常在“她空间”开展家庭教育课堂，已

为 40余个家庭提供咨询服务。

在攸县网岭镇，陈正德的家庭

故事家喻户晓。他家的家风传承

起源于上世纪 70 年代的一天，陈父

在公社开完表彰大会，兴高采烈地

提着一个印着红字的铁桶回了家，

全家人围着仔细一瞅，铁桶上写的

是“五好家庭”四个大字。当时，整

个家庭都十分激动，更是深深地在

陈正德脑海里留下了印象，他暗下

决心，一定要将这个好家风传承下

去。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这种美德在陈正德家中表现

得 细 致 入 微 。陈 正 德 的 父 亲 去 世

后，他有一次回家看望母亲。母亲

对他说，这是两年中睡得最好的一

晚。陈正德十分感慨：“母亲最需要

的其实是陪伴”。他立刻下定决心，

放弃县城的工作，请调回槚山中学

任教，妻子皮晓艳则悉心照顾婆婆

的衣食住行。

2015 年，陈正德发起创立了公

益 组 织 —— 攸 县 传 统 文 化 促 进

会。夫妻二人利用休息时间，带领

几百人一起做公益，在攸县各乡镇

创办孔子学堂，每周六免费举办亲

子 共 读 经 典 班 ，受 益 家 庭 近 500

个。在槚山任教时，看到乡村振兴

大潮里，人居环境虽然越来越好，

但是文化教育仍然落后，他就与组

员一起努力建设“门前三小”。夫

妻二人自己出钱出力，购来课桌书

架，把小书屋和小讲堂布置一新，

又从自家拿出书供乡亲们读。每

年寒暑假，陈正德夫妻在村里免费

开办国学班，讲授传统文化，深受

乡亲们赞誉。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陈

正德夫妻同心同德，乐于奉献，创

设出良好的家庭氛围，使孩子在潜

移默化中受到教育。儿子陈勇波受

父母影响，选择了学习中国传统中

医 ，也 立 志 于 与 父 母 一 起 践 行 公

益，传承文明家风。

茶陵县云阳街道陈歌今家中，珍

藏着一份传家宝：祖父获得的“模范

奖章”。

一枚奖章，三代传承。70 年前，

陈歌今的祖父担任村支部书记，他一

心为民，甘守清贫，积极投身社会主

义建设，获得这枚由茶陵县委颁发的

“模范奖章”。8 年前，陈歌今的父亲

荣 获 由 国 家 教 育 部 、人 社 部 颁 发 的

“乡村学校从教 30 年”的荣誉证书。

如今，陈歌今家庭获评 2023 年全国最

美家庭，用初心、善心、爱心，传承好

家风，传播真善美。

“ 茶 ，味 甘 苦 ，厉 苦 方 得 清 香 盈

袖；茶，性简洁，从简方能清正廉洁。

人生当如茶，淬炼见本色……”陈歌

今是茶陵县融媒体中心（县广播电视

台）办公室主任，立足本职工作，他撰

写了《一杯清茶守初心》等 20 余部专

题片解说词，用自己擅长的文笔传播

党员干部的廉洁作风，宣传家乡茶陵

的民俗文化，多个作品获得省市奖项。

陈歌今敬业奉献，热心公益，争

当为民服务的“实践者”。2018 年，陈

歌今主动请缨到茶陵县腰潞镇潞理

村驻村扶贫。他自费购买米油、猪肉

等，为困难村民捐款 5000 余元；他带

领村民们种上香芋，走上了脱贫致富

路。

驻村期间，陈歌今总觉得有干不

完的活儿，很少回家。家里大事小情

没人帮衬，两个孩子的生活日常、家

中 老 人 住 院 看 病 等 ，都 是 妻 子 在 操

持。他打电话给妻子说着村里的新

鲜事、新变化、新发展。妻子一边听

一 边 偷 偷 抹 泪 ，陈 歌 今 明 白 她 的 委

屈，深情地对妻子说：“军功章里，有

你的一半。”

陈歌今夫妇言传身教，让美德在

家庭中生根，在亲情中升华。只要挤

得出时间，夫妇俩便携儿带女，回家

看望陪伴年迈多病的父母，或者带领

孩子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为同心

共筑中国梦贡献家力量。

“勤俭节约 绿色环保”是苏慧

家庭崇尚的生活理念。作为三代同

堂的党员家庭，苏慧从父辈手中接

过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的传家宝，弘

扬中华美德，积极践行绿色理念，衣

食住行有礼有“节”，家庭越过越和

美。

苏慧家中，有一台上世纪八十

年代的老式缝纫机，沿用至今。苏

慧心灵手巧，将成人穿不了的衣物

动手改成童装，给大儿子穿；大儿子

的衣服小了，添加些蕾丝、花边，又

变成了小女儿的漂亮衣服；衣物破

了洞，网上淘几个布贴画，缝补好了

继续穿……妹妹学会了穿针、哥哥

学会了补袜，节俭持家代代传。丈

夫李俊则带领全家人种菜，蔬菜成

熟后，与孩子们一起分享给街坊邻

里，让孩子们从小热爱劳动、珍惜粮

食、乐于分享。

如果说到节俭小妙招，苏慧家

庭有很多做法值得我们借鉴。比如

淘米水洗刷锅碗、浇花助长；生活废

水冲洗厕所、刷鞋拖地；全家衣物常

冬天机洗、夏天手洗，大件机洗、小

件手洗；生活购物自制布袋，电器定

时定温人走断电。她家的小汽车，十

年仅行 5.7 万公里，秘诀就在于低碳

出行，多步行、多乘公共交通工具。

作为南方中学的双教师，苏慧

夫妇将绿色理念带入课堂，引领校

园绿色发展。苏慧作为德育干事，

“ 世 界 地 球 日 ”组 织 全 校 师 生 开 展

“保卫地球”主题课、“变废为宝”创

意大赛。李俊作为班主任，在班级

管理中强化节能减排意识，开窗通

风关灯断电身先示范，从点滴细节

中熏陶学生。

苏 慧 家 庭 热 心 公 益 ，乐 于 奉

献。在创文行动中，街头常常出现

一家四口宣传环保爱卫、劝导安全

出行的身影。三年抗疫、无偿献血，

夫妻俩并肩同行，均荣获株洲市“幸

福邻里志愿者”称号。

肖 冬 明 是 茶 陵 县 火 田 镇 纪 委

副书记，儿子肖波在县纪委监委党

风政风监督室工作多年，女儿肖娟

曾在高陇镇任纪检专干。“一家四

口人，有三人既姓‘肖’又姓‘纪’。”

肖冬明的妻子尹玉梅打趣地说，共

同的纪检工作经历，让一家人更有

默契，更能互相体谅。

肖冬明的纪检情缘，始于 1997

年。在火田镇企业办工作期间，肖

冬明通过对下属镇办企业的财务

检查，发现了一条涉案金额超过 10

万元的问题线索，并积极配合县检

察院和纪委对该案进行查处。2013

年，茶陵县开展林改确权时，火田

镇砂下村与红色农场四分场发生

山权纠纷，肖冬明主动请缨前去调

解。他熟练运用 30 多年一次规划培

训学的地图知识，很快制定出调解

方 案 ，得 到 村 民 认 可 。同 事 感 叹 ：

“他有一股‘茶陵牛’的执拗劲儿，30

多年坚持不懈地自主学习，这太难

得了”。

奋 斗 在 纪 检 一 线 ， 肖 冬 明 工

作认真，更是严于律己。他经常

说：“做人要守住底线，要相信组

织。”肖冬明一直保持着平常心，

也 对 两 个 孩 子 产 生 了 积 极 的 影

响。2017 年，女儿肖娟通过参加

湖南省公务员考试，成为一名公

务员。当时女儿想让肖东明帮忙

找关系留在县城工作，结果他只

留 给 女 儿 一 句 话 ：“ 服 从 组 织 安

排。”如今在乡镇工作的肖娟，对

自己很满意。

儿 子 肖 波 在 县 纪 委 监 委 党 风

政风监督室工作。在茶陵县开展扶

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整治

期间，每天的信息很多，问题也很

繁杂。为了从这些海量的信息中提

取有效信息，他将上级精神与茶陵

实际相结合，制作“互联网+监督”

方案，为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工

作插上了科技的翅膀。

8岁女孩成美术“老师” 家长传授教育秘诀
余文超家庭（2023年全国最美家庭、2023年湖南省最美家庭、2022年度

株洲市五好家庭）

一枚奖章传三代 代代传承真善美
陈歌今家庭（2023年全国最美家庭、2023年湖南省最美家庭、2022年

度株洲市五好家庭）

一家三“卫士” 忠心执党纪
肖冬明家庭（2022年株洲市清廉家庭）

夫妻办免费国学班 带领几百人做公益
陈正德（2022年湖南省文明家庭）

低碳生活有妙招 绿色理念入课堂
苏慧家庭（2023年湖南省最美家庭、2022年度株洲市绿色家庭）

“警嫂”贤内助 家、业两肩挑
王向农（2023年株洲市最美贤内助）

最美贤内助王向农（左一）及家人

余文超家庭

陈正德家庭

陈歌今家庭 肖冬明家庭

苏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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