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听身边人讲动人事，“家”文章传家庭文明
家 是 最 小 国，

国是千万家。从今
年 3 月起，株洲市
攸 县 县 委 宣 传 部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办公室联合县妇
联等部门，举办全
县“新时代文明实
践家庭故事会”活
动。活动深入全县
17 个 镇 街 道 办 事
处和 100 多个县直
机关事业单位，收
集、整理、撰写和
宣传全县道德模范、
乡贤好人、文明家
庭、最美家庭、好
邻居、好媳妇、好
婆婆……以及创业、
脱贫、移风易俗等
典型故事。并在全
县各地相继举行“新
时代文明实践家庭
故事分享会”，将群
众身边的一个个动
人故事还原在人们
的眼前。

让一棵树摇动
一棵树，让一朵云
推动一朵云，让身
边 人教育身边 人。
攸县“新时代文明
实践家庭故事会”，
旨在传播好家风和
家庭文明，把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落
细落小落实，形成
了良好的社会文明
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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攸县新时代文明实践家庭故事会开讲

整理 / 李立

文 / 夏立新
作为攸县中医院的一名医务工

作者，今年 42 岁的唐华容目前是攸

县中医院驻渌田镇存养村第一书记。

从 2015 年 3 月起，她先后在三个乡

镇五个村开展驻村扶贫工作。作为

一名医务人员、唐华容深知治病必

须找到病根，才能对症下药。扶贫

也是一样，必须挖出贫根、穷根才

能彻底治好，使其脱贫不返贫。

正月初四，正是疫情防控阻击

战的关键时刻，这天唐华容正在村

里值夜班。晚上 11 点多，她接到了

贫困户曾广金的求助电话。挂掉电

话，她马上直奔曾广金家。曾广金

是多年的矽肺病患者，无法从事重

体力劳动，是新冠肺炎的易感人群。

春节前存的生活所需用品已经用完

了，受这次疫情影响，他在家中不

敢外出。第二天，唐华容清早起来

帮他到超市代购所有的生活用品。

曾广金父子二人，至今沒有脱

贫，每年还要负担儿子大学学费。

唐华容与村干部商量后，在人社部

门帮曾广金争取到了一个公益性岗

位，安排曾广金到本村从事巡逻与

保洁的工作，实现在家门口就业，

每个月不仅可以领到 1540 元工资，

还为他们父子二人办理低保、购买

了养老保险，稳定了家庭收入，今

年可以稳定脱贫。

存养村有 70% 的贫困户是因病

致贫，唐华容发挥自身专业优势，

给所有贫困户做体检并建立健康档

案，宣传疾病预防知识，协调安排

医院工作人员结对帮扶。实现了医

疗资源与贫困户的有效对接。为贫

困户脱贫找到了根治的良方。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对于

脱贫攻坚，唐华容认为只有提高贫困

扫一扫，
看更多精彩故事

“ 幽 雅 书 香 传 家 久，

贤良品德继世长。”这是

攸县春联街道春风社区李

秦生老人题写的自勉联。

年近 90 岁高龄的李秦生

是一位离休老师。数十年

来，他用行动实践家庭文

明建设，传承良好家风家

训，展示军人教师风采，

精心培育儿孙成才，发挥

余热服务乡村，嘉言懿行

垂范乡里，乡邻们无不夸

他是春风社区一贤达。

村里配合时事请李秦

生老人写标语，他二话没

说承担任务。有一年，宣

传“水土保护，绿化荒山”，

他骑着自行车，驮着广告

粉桶，带上排笔及长木尺，

穿行在乡村道路上，挑选

显眼的院场墙壁，书写美

术字体标语，一天下来，

身上沾满颜料，一身是汗

水。他乐呵呵地说：“为

村里做点事，是应该的，

自己吃点苦不要紧。”

乡邻们请他写报告，

写对联，他二话没说乐意

帮忙。有一次，邻居李大

嫂儿子结婚，请他写喜联，

剪“喜”字窗花，他连夜

拟好八副对联。第二天，

自己买来红纸书写对联，

剪好窗花，送上门去。李

大嫂拿着红包、香烟追出

家门，表示感谢，他婉然

谢绝。

他热心公益事业。村

里修路，他毛遂自荐，去

工地监管质量。有一天，

突然下大雨，他惦记着工

地的水泥，不知盖好了没

有，便打着雨伞出门，看

到水泥已经盖得严严实

实，才放心回到家里。

乡贤好人李秦生：
老树新花红艳艳
文 / 龙新田

文 / 陈安国       
走进攸县联星街道办侯联村，

问起文建平，村民没有一个不翘起

大拇指夸赞他的。曾是一名军人的

文建平复员回到家乡后，曾见义勇

为救活七名落水者。

2019 年 7 月 8 日，连日的暴雨

使攸河水暴涨，地处攸河边的江弦

组堤岸水位突然升高，漫溢到了村

民文国裕的鱼塘。因为怕塘里的鱼

被洪水荡走，文国裕冒雨在鱼塘边

拉着丝网围拦。不料，一股急流汹

涌而来，把文国裕卷进洪流，不会

游泳的他危在旦夕。此时，正从路

过的文建平看见文国裕遇险，他顾

不上脱衣服和鞋子，一个箭步冲入

洪流，一把抓住了正在洪流中挣扎

的文国裕，将营救上岸。被救活的

文国裕跪着谢恩，文建平连忙把他

扶起，文国裕说：“人命关天，我岂

能见死不救？”事情传开，村干部

和村民都来文建平家致谢，表扬他

见义勇为。文建平淡地说：“危难时

刻，谁都会援手相助。”

然而，这已经不是文建平第一

次救人。几十年来，他先后从水中

救起过 7 个人。

除了在危险时刻见义勇为舍身

救人外，平常村组谁家有事，文建

平都很热心。他自觉担任着村组的

调解员，关注关心全组几十户几百

人的家庭安定团结，谁与谁有矛盾

纠纷，只要他一来，矛盾就迎刃而解。

文建平与妻子的一世恩爱，也

是村里的一段佳话。2017 年 3 月，

妻子黄端英体检查出癌症，文建平

随即通知两个女儿回家，送妻子去

湘雅医院住院治疗。妻子住院 2 个

月，文建平守护在病床前照顾 2 个

月，直到妻子离世。

今年 71 岁的文建平生活节俭，

性情开朗，热情好客。他还自觉承

担了清捡攸河漂浮物的任务，他常

常纵身跳入河中，一点一点把大的

垃圾弄到河岸，保持河段清洁。

户生产技能 , 提高他们的“造血”能

力，依托产业扶贫这样长久的经济

体，才能保证脱贫不返贫。唐华容

通过实地考察，多方研究，并结合

农户及贫困户产业发展意向，因地

制宜，将村里的农田集中流转到村里

的合作社、打造了水稻种植基地，培

训高产栽培和优质水稻栽培技术，带

动 15 户贫困户在种植基地务工和土

地流转分红，每户可增收入 3000 元。

文 / 刘平辉
在攸县江桥街道龙湖社区，有

这样一位名叫朱社文的大妈，做了

无数看似普普通通的好事，也正是

因为她的常年善举，事事替人着想，

处处与人方便，被当地老百姓称为

“交叉路口的便民大妈”。

今年 64 岁的朱社文住在龙湖社

区董家组，她的房屋座落在通往两

个乡镇的交叉路口边，她在家经营

了一个小店。

很多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下午

返城回家时，都会在这个小店的厂

棚下歇歇脚，但不少人口渴了也舍

不得一两块钱买一瓶水喝。朱社文

看 在 眼 里， 记 在 心 上。 后 来， 她

就在店外的棚子下备好一大桶凉开

水，为返城回家的农民工提供免费

服务。为了方便过路人，她在商店

附近又专门兴建了一个洗手间，方

便大家歇脚。

2015 年的一天下午，天降暴雨，

一个小学生放学回家，因事前未

带伞，一边哭一边走进朱社文的

商店里。小孩记不得父母的联系

方式，朱社文当即在路上请了一

辆摩托车，拿着雨具将小孩送回

家。 第 二 天 清 早， 孩 子 父 母 来 到

商 店 感 谢 朱 社 文， 送 上 车 费， 也

被她婉言谢绝。

朱社文多年来的义举，当地百

姓 无 不 称 赞。2017 年， 经 社 区 居

支两委推荐与居民代表投票，她当

选为社区妇联副主席兼议事委员成

员。成为妇联副主席后，她更是积

极配合社区各项事务，参与社区协

调工作，带领各组妇女执委积极参

与人居环境创“最美庭院”宣传工

作。同时，她还以身作责，组建了

社区广场舞活动点，带领姐妹们争

创最美乡村社区。

1 见义勇为模范文建平：救活七名落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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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助人为乐模范朱社文：交叉路口的便民大妈

驻村第一书记唐华容：医者“治穷”有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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