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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

驻村帮扶，他帮三个村脱贫摘帽

办厂、行善、开荒，他“感动中方”

“当时，我和妻子都
坚守在抗疫一线，连一
顿团圆饭都没能和家里
人吃上。但父亲跟我说，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这
种关键时刻，我们不上，
谁上？”回忆起 2020 年
初那场没有硝烟的战役，
娄底市娄星区卫生计生
综合监督执法局副局长
胡梅芳感慨万千。

作 为“ 党 员 之 家 ”，
爱 国 爱 党、 遵 纪 守 法、
和睦家庭、团结邻里是
胡梅芳家庭的家训。

胡梅芳担任过四个
村的驻村帮扶工作队队
长兼第一书记，开展脱
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工作；
妻子周瑶是娄星区人民
医院综合内科的护士长，
多次获得“优秀护士”“先
进个人”等称号。

2022 年，胡梅芳家
庭被评为“全国最美家
庭”。

党员父亲是领路人，
也是坚强后盾

“我的父亲曾经在中国人民解

放军第二炮兵部队保家卫国，光荣

服役六年，多次立功。”胡梅芳告

诉记者，他的父亲胡裕生1976 年

就入党了，是一名有着46 年党龄

的老党员。“他对于军人这一身份

非常自豪，经常给我们讲党和解放

军的故事。”父亲讲述的故事在胡

梅芳幼小的心里播下了红色的种

子，在父亲潜移默化的熏陶下，他

19岁时就在学校入了党。

既然是党员，就得发挥党员的

先锋模范作用。胡梅芳在娄星区卫

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工作，近几

年常下乡开展驻村帮扶工作，已经

担任过四个村的驻村第一书记，让

三个村脱贫摘帽。

2020 年年初，新冠病毒肺炎

疫情爆发，胡梅芳正在黄泥塘街道

曹家村驻村帮扶。他深感责任重大，

来不及和家人吃上一顿团圆饭，就

回村展开疫情防控工作。

入户走访、开展地毯式摸排和

巡查、送防疫物资、消毒、劝阻红

白喜事不做酒不聚会、全方位宣传

疫情防控……胡梅芳忙得脚不沾

地。而作为护士长的妻子周瑶也是

一样，时时与发热病人打交道，无

时无刻不在开展消毒、隔离、防控、

护理工作。夫妻俩都奔赴抗疫前线，

春节无法和家人团聚，更不能照顾

一双儿女。

这时，父亲的话给了胡梅芳一

颗定心丸：“你们都是共产党员，

这种关键时刻，你们要是不上，谁

上？孩子们就交给我和你妈妈，你

们要注意保护好自己，安心工作！”

“听到他这句话，我的眼泪都

要掉下来了。”胡梅芳说，父亲不

仅是他的引路人，更是他最坚强的

后盾。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
红色精神代代相传

作为四个村的驻村第一书记，

胡梅芳经常入户走访贫困户和群

众，开展结对帮扶。送困难群众到

医院看病就医，帮群众卖土鸡、水

果、蔬菜等农产品，也成为了他的

工作内容。

2018 年，胡梅芳在娄星区杉山

镇集云村担任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

兼第一书记，当听闻贫困户李端良

家中的杨梅全部熟透却缺乏销售

渠道，同时还面临下暴雨的风险时，

胡梅芳出手了。

危善和的全
家福。

家风正则民风淳，民风淳则社稷安。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的重要指示精神，湖南省妇联根据《全
国妇联办公厅关于做好第十三届全国五好家庭暨家庭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评选推荐和 2022 年全国最美家庭寻找推荐等相关工作的
通知》等文件精神，评选出了50户湖南省“五好家庭”、100户湖南省“最美家庭”、20 位湖南省家庭工作先进个人和 20 个湖南省家庭工
作先进集体。我们走近获选的部分家庭，展现他们的良好家风故事，唤醒文明建设的家庭力量，弘扬新时代家庭观，唱响新时代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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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秋菊是怀化市中
方县新建镇新建村的妇
联主席，作为一名村干
部，她每天的工作就是
围绕着村民转，很少顾
及家里。“我之所以能专
心工作，是因为背后有
个强大的家庭后援团。”

说 到 家 庭 后 援 团，
不得不提到这个家的大
家长——向秋菊的公公
危善和。

今年已经 63 岁的危
善和艰苦创业、勤俭持
家、乐善好施，资助困
难学生累计 12 万余元。
曾 在 2018 年 被 评 为 中
方县第五届“感动中方”
道德模范。

2022 年，危善和家
庭被评为“全国最美家
庭”。

胡梅芳周瑶家庭

危善和郑桂香家庭

扫一扫
看最美家庭

更多精彩故事

从教师到家具厂老板
“我们家有七兄妹，以前家里

很穷，寒冬腊月也只能打着赤脚上

学。”回忆起小时候的贫苦生活，

危善和至今仍历历在目。好在他

的父母都是党员，即使家境贫困，

父母也从未想过让他辍学。

“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在他

父母心中深深扎了根，也成为危善

和坚持读书的最大动力。

危善和 12 岁时，哥哥危善春

响应国家号召应征入伍。哥哥在

保家卫国上发挥了自己的力量，但

危善和却承受了超出年龄的劳动。

“哥哥不在家里，我就是家里

最主要的劳动力，不但要顾学习，

还要参加队里的基本劳动、承担

家中所有的家务，去碾米都要挑

担走近八里地。”年少时的辛苦劳

作让危善和养成了吃苦耐劳、坚韧

不拔的优秀品质。

1976 年高中毕业后，危善和留

校当了老师，后来还当上了教导主

任，但他还想尝试更多的人生可能。

1992 年，危善和开始摸索经商之

路。

在妻子郑桂香的支持下，第一

次创业的危善和在新建镇上开了

第一家家具厂 ——善和家具厂。

家具厂逐渐走上了正轨，但危

善和并未就此止步，随着改革之

风的进一步深入，危善和靠着肯

钻研、肯吃苦的创业精神，逐步在

新建镇创建了600 多平方米的家具

销售经营部和加工点，提前步入

了小康生活。

“我们兄妹小时候过得很辛

苦，所以看不得别的孩子因为家

境贫困而辍学。”富起来的危善

和没有忘记自己的家乡，更没有

忘记那些因为穷而濒临辍学的孩

子。

贫困生小霞在新建中学就读

时品学兼优，听闻她将无奈辍学，

危善和立刻上门联系了小霞的家

人，主动提出承担她的学杂费、

生活费，四年来资助小霞学费生

活费开支 5万余元，还资助了新

建村的小杨同学 7万余元，直至

他们大学毕业。此外，他还资助

了两名贫困的小学生每人 4000

余元。

 

积极探索生态农业
2017 年，危善和当选新建村

良高坳组组长。他决心要为家乡

的脱贫摘帽出一份力，因此全身

心投入良高坳组的基础设施建

设工作。连续两年，他自费对新

建村的基础设施进行了翻新，为

新建村 1 组修建组级公路、通电、

拉水。

“要想实现真正脱贫，必须

要走上生态农业的发展之路。”

2018 年初，危善和多次召开座谈

会，请求村支两委的支持，率先

将村民的责任田集约起来，成立

了德源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开

荒土地约 200 亩，集约土地 100

余亩，流转土地 50 余亩，统筹

规划发展。合作社帮助增加村

民就业收入 45万余元，实现土

地流转收入 3万多元，带来了经

济效益，提高了村民收入，改善

了村民生活。

2018 年，作为湖南省首批 5

个接受国家验收的贫困县之一，

中方县正式脱贫摘帽。

如今，危善和又变回了农民，

和妻子郑桂香一起，仍行走在乡

间田野。“父亲总是乐此不疲地

工作，即使已到了花甲之年，还

在事业的道路上继续奋斗。”向

秋菊说，公公总是在默默为家庭

付出，正是因为公公的善良勤劳、

宽厚慈爱，才有了一家人的彼此

关心、互相照顾，才能成就和谐

友爱的“最美家庭”。

他带领工作队队员直接上山

帮忙采摘杨梅，减少即将到来的

大暴雨带来的损失。将杨梅采摘

后，他们一行人又纷纷变成了“促

销员”，不仅打电话给亲朋好友，

还在 QQ 群、微信群、朋友圈里

帮忙销售，号召大家购买，解决

李端良的燃眉之急。

为了尽快把杨梅销售出去，

胡梅芳还做了一个决定：自己免

费给购买的客户全城配送。  

就这样，短短一下午时间，

李端良家近一百公斤的杨梅销售

殆尽，由驻村帮扶工作队装篮打

包，胡梅芳开车运往娄底城区挨

家挨户送货，在晚上 9点前全部

配送完毕。

多年来，胡梅芳始终坚守农

村阵地，和村党支部一起开展脱

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工作，分析致

贫原因，并因户施策，制定产业

帮扶方案，落实各项扶贫政策。

在工作之余，胡梅芳还是娄

星区红十字会志愿服务队的队长

和优秀志愿者，经常深入学校、

单位、社区，开展心肺复苏和防

溺水等公益讲课。2021年，胡梅

芳获年度“中国红十字会会员之

星”。

“我想把正能量传递给更多

的人，为建设美丽、文明娄底发

挥自己的光和热。”对于胡梅芳一

家来说，努力践行着入党时的初

心使命，时刻发挥着共产党员的

先锋模范作用，就是他们要代代

传承的好家风。

胡梅芳与妻
子、女儿一
起参加社区
庆 祝 建 党
100 周 年 文
艺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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