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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

全家环保，博士硕士跟着父母“清理垃圾”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供图：受访者

不忘历史，衡阳老人写下八万字村志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罗雅洁 供图：受访者

提议修村志，
村民漠视家人支持

“我当时提议修村志，是因

为很多村民对村子的历史并不了

解。”10 月 22 日，邹大明告诉今

日女报 / 凤网记者，黄龙村位于

黄龙大山，历史悠久，但年轻一

辈正在逐渐忘记过去。“我想让

村民们知道过去黄龙村人的勤劳

勇敢，以及乡里乡亲相互照顾、

相互扶持的故事。”不忘 初心，

记住乡愁，这就是邹大明修村志

的目的。

然而，这个提议并没有得到

村民的理解和支持。大多数人听

后一笑置之：“你别没事找事咯！”

村民们觉得，现在生活已经过得

很好了，挖掘以前的事情没有意

义。

但邹大明的妻子儿女都很支

持他，让他想做就去做，不要管

别人怎么看。这给了他坚持下去

的勇气和力量。

邹大明采访了村里所有 70 岁

以上的老人，听他们讲述过去的

故事。他不会用电脑，全靠手写

来记录和整理。邹大明说，在采

访过程中，他听到了很多感人的

故事，内心十分震撼。

“村里有个老人，他的父亲

年轻时和村子的几个小伙伴一

起外出打工。但其中一个朋友

感染了疟疾，因为医疗条件不

好，没多久就过世了。”惦记着

逝者“魂归故里”的遗愿，几

个朋友凑钱买了棺木，然后推

着棺木，走了整整七百里地回

到黄龙村。

上世纪 40 年代，黄龙村有

一对兄弟，哥哥与人为善，弟弟

却是为害一方的土匪。哥哥多

次劝弟弟改邪归正，但弟弟一直

我行我素。“有一个晚上，哥哥

买了肉和酒，邀请弟弟来家里吃

饭，趁弟弟喝得高兴，他再次提

出让弟弟别当土匪了，谁知弟弟

依然一口回绝。多次劝说无果后，

哥哥大义灭亲了……”

“我们家每天都特别干净，我妻子会定期
给家里进行一次大扫除，将垃圾分门别类处理
好。”10 月 22 日，刘晓瑜在电话中告诉今日
女报 / 凤网记者，这也让他和两个女儿在工作
中十分关注环境保护。

今年 52 岁的刘晓瑜是岳阳临湘市委政法委
工会主席，他的妻子陈芝秀则是一名普通的家
庭妇女。两个女儿出生后，夫妻两人身体力行
培养孩子爱护环境、绿色生活的习惯。2019 年，
刘晓瑜家庭被评为湖南省“最美家庭”。

妈妈从小教导“要环保”
“我和妻子都是在农村长大

的，农村的环境变化我们看在眼

里，非常希望自己能够为此做一

些事情。”当被问及为何会将爱

护环境作为家庭教育中一项重要

的内容时，刘晓瑜如此回复记者。

每逢过节，刘晓瑜和陈芝秀

夫妻就会带着女儿刘映月和刘明

月回到乡下探亲。每一次回去，

刘晓瑜就能够感觉到村子里环

境恶化十分明显。为此，刘晓瑜

和陈芝秀开始教育两个女儿，要

爱护环境。

“我妻子会从生活中的小事

教育女儿。”刘晓瑜回忆，小时候，

当看到别的小朋友家吃青蛙，而

自己家从来不吃时，两个女儿就

会跑到厨房询问陈芝秀 ：“妈妈，

为什么我们家不吃青蛙？”“青

蛙是益虫。”每每这时，陈芝秀

会耐心地向两个女儿解释，并告

诉她们，不仅是青蛙，还有众多

鸟类同样也是人类的朋友，不能

食用。

此外，陈芝秀还会督促孩子

们主动打扫自己的房间和屋子周

围的卫生。“我大女儿高中上学和

放学的路上，就会把路面的垃圾

清理干净。”刘晓瑜回忆，在路

上捡到了可回收物品时，刘映月

还会用塑料袋装起来，就连班上

同学喝完水的矿泉水瓶她也会收

集起来，送到废品站去。

周末的时候，刘晓瑜还会带

着母女三人参加公益活动，“种

植树木，清理垃圾”，培养孩子

们保护环境的意识。

爸爸以身作则成榜样
妈妈在家中用细节告诉两个

孩子要爱护环境，而爸爸刘晓瑜

则用自己的工作经历告诉两个孩

子，每个人都可以为保护环境作

出努力。

2010 年，刘晓瑜到临湘市儒

溪镇工作，担任党委委员、副镇

长，分管安全生产和环保工作。

在工作走访过程中，刘晓瑜发

现，从儒溪镇的老轮渡码头到江

南镇鸭栏段，不到 3000 米的长

每个村庄都是一部历史，拥有自己独特的
文化和品格，而在岁月的流逝和时代的发展
中，有不少村庄已逐渐丢失了历史，遗忘了
文化。修村志，是改变这种现象最直接的做法。

邹大明是衡阳市衡阳县曲兰镇黄龙村人，
他花了五年时间，采访了村里的老干部和德
高望重的老人，逢年过节都没有休息，在
四易其稿后，这本八万字的村志终于出炉。
2019 年，邹大明家庭获评湖南省“最美家庭”。

别看这只是一本小小的村志，实际上，它
对黄龙村的乡村文明建设、提高村民的凝聚
力可是大有作用！不信，就接着往下看。

江堤段，先后建了 3 个砂石场和

3 个码头。这些砂石厂和码头要

么将江边的防护林铲平违规搭

建，要么将泥土和石头直接填入

长江，对长江沿线的生态环境造

成了严重破坏。

为此，经过一番详细调查后，

刘晓瑜先后写了两个提案，上交

到市政协，并引起了省、市相关

部门的重视。现在，临湘境内昔

日长江岸线屡遭破坏的乱象已一

去不复返，沿江两岸重新恢复了

绿色。

两个女儿
紧跟父母环保脚步

在父母的影响下，女儿刘

映月和刘明月也积极投身环境

保护。

2006 年，刘映月考上中山大

学，一直到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博，

都是从事经济学研究。读博期间，

刘明月邀请中国人民大学调研团

队到临湘了解工业发展与环境保

护之间的关系。在体会到地理信

息系统在环境科学和政策制定当

中的重要作用后，念完经济学博

士课程的刘映月放弃到上海财经

大学任教的机会，毅然加入了美

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地理系以及环

村志草稿完成后，
有人主动上门“求采访”

从 2013 年开始 采访， 邹大

明花了五年时间，详细记录了村

子近百年来的历史事件和好人好

事，逢年过节也会赶着去采访那

些回村的老人们。

采访初步完成后，他写了一

份初稿，打印出来送给了村上

的老干部和老党员，请他们提

提意见。

没想到，这本村志草稿一

传十、十传百，不少村民特意

来到邹大明家，夸他村志写得

很好，还有人主动邀请他上门

采访，记录自己家庭过去的故

事。他的采访一下子变得畅通

无阻。

村志经过四次修改后，于

2018 年基本成型，共八万字。

这本村志也得到了曲兰镇党委

和衡阳县宣传部门的支持和认

可。现在，镇里所有村子的村

部都有邹大明修的村志，有上

级领导来黄龙村调研，这本村

志也会作为礼物被送出去。

 令邹大明更加感到欣喜的

是，不少年轻人也开始关注村

子的发展。去年，黄龙村委提

议要修路，修路所需费用由村

民自行募捐。“当时我们村的大

路只有三米宽，汽车会车很困

难。”这一次，村委的提议得到

了众人的响应，尤其在一名 80

岁老人捐出一万元后，村民们

更加热情捐款，“村子里外嫁的

姑娘也捐了款，连低保户都尽

了一份心意”。

 很快，黄龙村有了一条宽

六米的道路，会车再也不用小

心翼翼了。在这期间，邹大明

也充分利用了自己的笔杆子，

写下了近万字的《一曲建设美

丽乡村的凯歌》的纪实文学，

全方位地记录了村民捐资修路、

乐于奉献、甘做义工，为建设

美丽乡村作贡献的感人事迹。

“现在，我们村民都紧密团

结在一起了。”邹大明感叹，他

修村志的目的已经达到了，现在

的黄龙村生机勃勃，人们正在逐

步找回失落的乡村文明。

境政策与科学项目，继续攻读地

理学博士。她希望学习到更有效

的科学研究方法，将来对提升政

策制定者及工作环境认知水平作

出自己的努力。

而小女儿刘明月在厦门大学

读硕期间，曾到泉州市泉港区肖

厝村进行田野调查。2018 年11月，

肖厝村附近发生碳九泄漏事件，

严重影响了当地群众的生活。为

此，刘明月特地打电话给肖厝村

的居民询问情况，在对事件大致

的起因和过程有了解之后，也询

问村民健康状况及他们的诉求，

并以此为基础向福建省省长信箱

投稿，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

“没想到我们的教育会给两

个女儿带来这么大的影响。”刘

晓瑜说，未来的日子，他们夫妇

会继续和女儿们一起，相互监督，

爱护环境，“为环境保护作出我

们家庭的贡献”。

刘晓瑜一家。

邹大明的全家福。

扫一扫，
转发分享

扫码看视频，
为最美家庭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