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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街石板路虽然只有 920

米长，居民仅 326户共 1128人，

但“好家风”家庭层出不穷。

这不，上梅街道妇联和十字

街社区在上梅街道党工委的指导

下，最近又评出“书香之家”“模

范之家”“互敬互爱之家”等12

户模范家庭。

比如，获评“诚信之家”的王

钢魁家庭，在十字街开了家小钢

馄饨店，已经传承三代。王钢魁

夫妇遵循祖传工艺，诚信做人，良

心做事，把当年由爷爷奶奶经营的

一副馄饨担，变成了新化的名小吃。

“十字街的饺子（馄饨）、向东街的

面”已成为当地一句顺口溜。

在获评“志愿者之家”的谢

俊杰家庭中，76 岁的谢俊杰退

休后和妻子都加入了“上梅红”

志愿者队伍，每天清晨 5 时起床

把周围的小巷卫生打扫得干干净

净，遇到恶劣天气，则自发地对

社区危房进行巡查，发现险情

及时向社区报告。

获评“书香之家”的李泽民

家庭，共有 9口人，其中大学生

占了5 名。李泽民当过知青，经

常和孩子们一起读书学习。孙辈

们受她的熏陶，在大学里获得了

不少荣誉。

……

“我们正准备给这 12户模范

家庭颁发荣誉称号，并把他们的

优秀事迹做成海报安置在马路

醒目位置，供居民参观。”说起

十字街的“好家风”家庭，上梅

街道妇联主席陈艳芬如数家珍，

“有了‘上梅红’楼栋微治理模

式，有了肖家的好家风传承与传

播，我们街道妇联积极响应党工

委号召，发挥妇联执委作用，在

十字街这条石板路上已发现了至

少六十户‘好家风’家庭。”

“上梅红”是新化县上梅街

道创新打造的志愿者品牌。上梅

街道党工委在原有社区网格化管

理、网格支部管理的基础下，进

一步细化划分，以楼栋院落为社

区基本单元，以离退休干部、社

区党员等为主体，通过居民自愿，

在每个楼栋院落选举三至五名志

愿者，成立“上梅红”社区楼栋

院落志愿者服务小分队，上街入

户开展文明创建、纠纷调解、平

安社区、卫生环境、社区关爱等

社区管理服务。这种“微治理”

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入选 2018年度

全国城市基层党建创新案例，给

当地社会面貌带来了“大

变化”。

“矛盾纠纷第一时

间得到了排 查 化 解。

2018 年，街道上访量

同比下降了60%，治安

和刑事案件发案率下降

了70%，民调满意度直

线上升。”上梅街道党

工委书记谭任来告诉今

日女报 / 凤网记者，“‘好

家风一条街’的形成就

是‘上梅红’微治理模式的一个

缩影。”

在谭任来看来，一些发生在

家庭中的悲剧和邻里间的纠纷，

都可以通过“好家风”的带动来

解决，“好的家风，有助于涵养好

的社风、民风。期望通过‘好家

风一条街’的示范作用，在上梅

街道打造 5万个幸福家庭，让16

万上梅人成为幸福一家人。”

“瓷娃娃”带残疾人创业，一幅作品最高卖万余元 打造 5万个幸福家庭，
让16万人成幸福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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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字街“菊姑娘湘绣圆

梦馆”，记者见到老板刘晓菊

时，她正和两名员工做湘绣。

不足一米高的她眼里发出的光

芒让记者眼前一亮。

今年 33 岁的刘晓菊是一名

脆骨病患者，她从两岁开始就

频频骨折，连打个喷嚏也难以

幸免。这是一种罕见的遗传性

骨疾病，发病率约十万分之三，

她的脆骨病遗传自父亲。不间

断的骨折，在刘晓菊身上持续

了十来年。而且她的身高不足

一米，连站起来都是奢望。

但刘晓菊没有自暴自弃。

不能上学，她就在家里自学，

还学了绘画和书法；不能像正

常人一样行走跳跃，她便学会

了借助小板凳做力所能及的家

务。15 岁那年，她终于有了上

学的机会，身体健康的姐姐每

天背着她去学校，她靠热心肠

赢得了同学们的喜欢，“人人都

抢着给我背书包，差点把书包

都扯坏了”。三年后，姐姐因严

重的胸膜炎动了手术，没办法

背她去上学，瘦小的母亲也没

有力气，刘晓菊被迫辍学。她

离开学校时，好多同学都哭了。

第二年，她的同学来她家，专

门给她办了一场毕业晚会。

2009 年， 刘 晓 菊 偶 然 得

知，湖南省残疾人联合会正在

长沙举办免费的残疾人湘绣培

训班，一直想学一技之长为家

庭减轻负担的她心动了。然而，

培训班已经进行了大半个月，

也没有收过坐轮椅的学员，省

残联的相关负责人担心她跟不

上进度，生活不能自理。刘晓

菊回复，她会洗衣服，还会其

他简单的家务，只要不上下楼，

她绝对不会给别人造成麻烦。

进入培训班后，刘晓菊很

振奋。她中午不休息，晚上也

学习到深夜，“想到能有一技之

“这个垃圾是谁丢的？垃圾

该放哪里呀？”在十字街，穿着

红马甲的晏新民指着地上的冰

激凌包装袋对两个背着书包的

孩子说，其中一个孩子吐了吐

舌头，不好意思地把包装袋捡

起来丢进了垃圾桶。

今年 71岁的晏新民在十字

街上已经做了三年的志愿者，是

街道的党员示范岗、雷锋服务

站的三名固定志愿者之一。雷

锋服务站有常备药、书、茶水、

纸巾、雨伞，都是社区免费提

供的。

每天早上五点，晏新民就来

到街道上，打扫卫生，为服务

站泡好茶水，在街道巡逻……

除了大年初一，每天都坚守岗

雷锋服务站常驻志愿者，三个孩子跟她一起做公益

长，可以养活自己，我就一点

也不困了。”三个月后，刘晓菊

以优异的成绩顺利结业，还被

一家湘绣厂聘为员工。第二年，

她参加了湖南省第四届残疾人

职业技能大赛，获得了全省第

三名的好成绩，得到了 3600 元

奖金。“没想到第三名也能有这

么多奖金！”刘晓菊拿着这笔

钱，给自己换了一台能上网的

手机。

后来，刘晓菊所在的湘绣厂

由于各种原因解散了这支残疾人

湘绣队伍，她失业了。回到新化

后，她在家人鼓励下，开始在家

绣湘绣，并在娄底市残联的帮助

下参加了三届“湘博会”，她的

作品每次都销售一空，“最高的

一幅作品卖了一万多元”。

同时，刘晓菊参加了不少

湘绣比赛。2014 年，她荣获湖

南省第五届残疾人职业技能大

赛刺绣项目二等奖，2019 年荣

获湖南省湘绣技能大赛一等奖，

2019 年代表湖南省参加全国残

疾人技能项目大赛，荣获国家

级湘绣项目团队一等奖，个人

赛全国第六名。

上梅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的

相关领导得知她的情况后，特

意上门慰问。“领导问我有什么

困难，我说没有，他们又问我

有什么梦想，我说想把湘绣这

个非遗文化传承下去。”刘晓菊

说，“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我

才能学到湘绣，从而有了一技

之长能养活自己，现在只要别

人想学，我也可以免费教！”

今年 5 月，为了帮刘晓菊

圆梦，上梅街道党工委、办事

处决定筹资为她在十字街开一

家“菊姑娘湘绣圆梦馆”，上梅

街道妇联执委、十字街社区党

总支书记阳玲玲特意委派党员

袁满华一对一帮扶刘晓菊。6 月

18 日，“菊姑娘湘绣圆梦馆”正

式开业。

现在，湘绣馆已经有了不少

学员。“有个 9 岁的小姑娘，因

病休学，每天店没开门就来了。”

刘晓菊说，还有一个 16 岁的脑

瘫男孩，即使经常被针扎到，

仍坚持在学。

记者发现，刘晓菊开朗爱笑，

对生活充满感恩。她告诉记者，

“自力更生、自强不息、互帮互

助”是父母从小对她的言传身

教，已经深深刻进了她的生命。

刘晓菊在认真绣湘绣。

雷锋服务站三名常驻志愿者肖
求田、晏新民、谢俊杰（从左至右）
开心合影。

位。她的三个孩子受到感染，也

常在工作闲暇时来做志愿者。更

让晏新民意外的是，患有尿毒症

的她之前每周要做三次血液透

析，但日复一日的志愿服务不但

没有加重她的病情，反倒从去年

开始，她的病情开始好转，已经

一年多没做过血液透析了。“我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晏新民说。

“帮助别人很快乐！”对于另

一名常驻志愿者肖求田来说，当

志愿者的原因就是这么简单。“我

2013 年退休，到现在已经当了7

年的志愿者，做志愿服务让我心

情愉快，所有困难我都能克服。”

肖求田退休前是铁路工人，从业

以来没有出过安全事故，没有过

迟到早退，即使退休后，他也想

发挥余热，带给别人正能量。而

肖求田正是吴素贞的四儿子。

她声音

娄底市妇联主席李梯华：
“好家风一条街”是娄底市好社风好民风的生动诠释

耕读传家久，诗书济世长。好家风是家族成员道德品质、精神风貌

的集中体现，“好家风一条街”是我市好社风好民风的生动诠释、是全

市家庭教育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娄底全市各级妇联组织紧紧围绕习近平

总书记“注重家庭、注重家风、注重家教”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家庭教育、

家风传承、家庭文明建设等方面下功夫，市妇联扛起家庭教育大旗，在

全省率先组织成立家庭教育指导师队伍，带动各县市区通过开展公益巡

讲、家校社合作、个案指导、好家风好家训好家书评选表彰、廉政家

风课程展示等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崇尚文明、和谐、廉洁、健康家风的

良好氛围。

新化县妇联主席钟英姿：
一条街的好家风影响力将辐射到全镇乃至全县

一个家庭的好家风会影响到左邻右舍，一条街的好家风影响力将辐

射到全镇乃至全县。我们发现并宣传表彰“好家风一条街”，目的就是

通过树立好家风带动好社风，营造向上向善的良好风向，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社区打造的家风文化墙常常引来居民围观。
供图：受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