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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千家家万万户户都都好好，，国国家家民民族族才才能能好好
习近平在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表彰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表
彰大会 12 日在京举行。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亲切会见全
国文明家庭代表，并发表重
要讲话。他强调,我们要重视
家庭文明建设 ,努力使千千
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
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
基点，成为人们梦想启航的
地方。要动员社会各界广泛
参与家庭文明建设，推动形
成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
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
家庭文明新风尚。

12 日上午，京西宾馆会
议楼前厅人头攒动、气氛热
烈。身着各色服饰的第一届
全国文明家庭代表精神饱
满,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
9 时 30 分，习近平等来到这
里，现场响起长时间的热烈
掌声。习近平等同代表们亲
切握手，不时互动交流，向他
们问好。代表们纷纷向总书
记问好，代表各自家庭向总

书记表达衷心祝福。习近平
同代表们合影留念。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
发表重要讲话。他首先代表党
中央，向受到表彰的第一届全
国文明家庭表示热烈的祝贺,
向工作在精神文明建设一线
的同志们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
历来重视家庭。中华民族传
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
心灵中 ,融入中国人的血脉
中 ,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
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
量 ,是家庭文明建设的宝贵
精神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
化,无论经济社会如何发展，
对一个社会来说 ,家庭的生
活依托都不可替代 ,家庭的
社会功能都不可替代 ,家庭
的文明作用都不可替代。希
望大家注重家庭、注重家教、
注重家风。

习近平强调 ,家庭是社
会的细胞。家庭和睦则社会
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

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我们
要认识到,千家万户都好,国
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国家
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
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
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
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我
们还要认识到,国家好,民族
好,家庭才能好。只有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家庭梦才能梦想成真。广大
家庭都要把爱家和爱国统一
起来，把实现家庭梦融入民
族梦之中,心往一处想,劲往
一处使,用我们 4 亿多家庭、
13 亿多人民的智慧和热情
汇聚起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习近平指出 ,家庭是人
生的第一个课堂 ,父母是孩
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
涉及很多方面 ,但最重要的
是品德教育 ,是如何做人的
教育。要把美好的道德观念
从小就传递给孩子 ,引导他

们有做人的气节和骨气 ,帮
助他们形成美好心灵 ,促使
他们健康成长 ,长大后成为
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广
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
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扣
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迈好
人生的第一个台阶。要在家
庭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引导家庭成员特
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
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
族。要积极传播中华民族传
统美德,传递尊老爱幼、男女
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
邻里团结的观念,倡导忠诚、
责任、亲情、学习、公益的理
念 ,推动人们在为家庭谋幸
福、为他人送温暖、为社会作
贡献的过程中提高精神境
界、培育文明风尚。

习近平强调 ,家风是社
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家
庭不只是人们身体的住处 ,
更是人们心灵的归宿。家风
好 ,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

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
贻害社会。广大家庭都要弘
扬优良家风 ,以千千万万家
庭的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
好风气。特别是各级领导干
部要带头抓好家风 ,继承和
弘扬革命前辈的红色家风 ,
向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等
同志学习 ,做家风建设的表
率。各级领导干部要教育亲
属子女树立遵纪守法、艰苦
朴素、自食其力的良好观念,
明白见利忘义、贪赃枉法都
是不道德的事情 ,要为全社
会做表率。

习近平指出 ,各级党委
和政府要切实把家庭文明建
设摆上议事日程。工会、共青
团、妇联等群众团体要结合
自身特点 ,积极组织开展家
庭文明建设活动。各方面要
满腔热情关心和帮助生活困
难的家庭 ,帮助他们排忧解
难。精神文明建设工作部门
要发挥统筹、协调、指导、督
促作用。

甸柳一居宋秀珍家庭

相相互互支支持持成成就就优优异异事事业业

夫妻二人相敬如宾，一儿一女都
家庭幸福，事业有成，咱们甸柳一居的
宋秀珍家庭让很多人看着羡慕。其实
很多人不知道，宋秀珍和李宝贤是 17
年前各自带着儿女再婚的家庭。

李宝贤是一名工程师，常年辛勤
在外地奔波，由于工作的特殊性，一年
有多半时间在外地度过，作为妻子，宋
秀珍在生活上关心他，给他减少思想
负担，回到家什么活都不让他干，让他
有足够的休息时间，让他感觉到家的
温暖。有宋老师这个贤内助的理解和
支持，丈夫的工作得到顺利开展，也曾
多次被评为本单位“先进工作者”“优
秀党员”等称号。

说起宋秀珍的两个孩子，朋友和
邻里时常会竖起大拇指说：“孩子们生
活得这么融洽，宋老师和李老师可费
了不少工夫，真不容易。”儿子有心事，
宋老师就是儿子的倾诉对象，而女儿
有心里话却常常与没有血缘关系的父
亲沟通，“我们两个从组建家庭开始，
就对儿子女儿一视同仁，这么多年我
们早就在彼此的信任中培养了跟亲生
儿女一样的感情。

在宋老师的家庭里，不管是生活
上还是精神上对孩子们来讲“一视同
仁”，平时老两口注重关注孩子们的感
受，锻炼孩子们思考问题和独立生活
的能力。在生活上不溺爱，养成勤俭和

独立的品格，教他们做人要坦诚，对人
要真心，做事要严谨，树立远大理想，
做对社会有用的人。对孩子多一份理
解、关心和包容，得到的是他们的“信
任”，父母的一举一动是孩子的榜样，
即使孩子们的工作再忙，生活再累也
从来没有忘记孝敬父母，孝敬公婆，节
假日带老人一同旅游，电话这头的一
句问候，让老人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享
受老年的快乐。

“我们老两口永远是你们贴心的
服务员和后盾。”这是宋阿姨常对孩子
们说的话，良好的家庭美德得到传承，
儿媳和女儿也顶起家庭半边天。因为
工作需要，儿子长期在北京工作，女婿
在巴西工作，儿媳和女儿就承担起家
庭生活和教育的重担。在工作上她们
是女强人、是骨干力量，在生活中她们
培养了优秀的孙女和外孙，连年评为
三好学生、优秀班干部，并在全国作文
和钢琴比赛中获得好名次，为家庭带
来快乐和幸福。

宋秀珍一家还积极参与到创建文
明家庭活动中，邻里、社会都给了他们
诸多好评。他们一家人都在自己的岗
位上，尽职尽责，有事业上的成就，也
有学业上的进步，在宋老师家每个人
都努力实现着自身价值，用自己的实
际行动诠释最美家庭的内涵，为和谐
社会的创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甸柳二居仇天淑家庭

在在全全家家支支持持下下
成成为为社社区区文文艺艺骨骨干干

64 岁的仇天淑是甸柳二居的“红
人”，她带领的“追梦文体队”有数十位
退休姐妹参加，而她也被这帮姐妹亲
切地称为“大姐”。在每周排练的日子
里，仇天淑总是第一个来到社区活动
室，开门烧水、打扫卫生。“嗨，这都不
算啥，我就是希望能给姐妹们一个良
好的环境来锻炼身体，希望我们的文
艺队更加团结。”仇天淑特别爱笑，说
啥也是笑着说。

仇天淑之所以能以如此大的热情
投身社区文艺工作，这后面离不开家
人的支持和付出。仇天淑 1997 年退休
后，于 2003 年开始参与甸柳第二社区
的相关工作，把全部的热情都投入到
社区工作中来。而老伴在这方面给她
提供了大力支持。

“记得 2014 年的冬天，老伴儿摔伤
住进医院，孩子又在外地，家中实在是
离不开人，正好舞蹈队又要参加市里比
赛需要排练，可真把我难为坏了。”仇天
淑回忆说，那段时间每天早晨 5 点钟做
好饭送到医院等喂完老伴儿吃完饭后
再赶去排练舞蹈。“老伴一个人在医院
孤孤单单，也从来没有抱怨过我，每次
回想起来，我都觉得挺对不住老伴的。”

女儿从小跟妈妈很亲，可有时候
也会抱怨见妈妈一面太难。“爸爸做的
饭菜不好吃，妈妈你能不能给我们做
一次饭？”女儿一句玩笑话，让仇天淑

心里有些内疚，但是女儿马上哄妈妈
说：“妈妈我跟您开玩笑呢，只要您参
加社区工作能得到快乐和成就感，我
和爸爸就无条件支持您，”

“其实我妈刚退休的时候，由于工
作的性质、角色发生的转变，她突然有
些无所适从，平时性格开朗的我失去
了往日的笑容。”仇天淑的女儿偷偷告
诉记者，其实她和爸爸都很感谢社区，
真是因为妈妈参加到社区活动中，才
重新找回了快乐。“所以现在我们都特
别支持妈妈参加社区活动和工作。”

现在，仇天淑既是社区党委委员，
又是居民调解员，还兼任社区舞蹈队
队长。她还动员辖区党员群众成立了
京剧队、舞蹈队，并在“春节”、“七·
一”、“消夏晚会”等重大节日期间，组
织参加各类庆祝活动。辖区老年公寓
里住着的大多是孤寡老人，每逢节假
日，仇天淑都会为老年公寓的老年人
准备一系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民族
特色鲜明的节目，还定期为老人们免
费理发，为老人们唱首歌、跳跳舞、拉
拉家常……

“只要是社区有需要，仇老师总能
随叫随到，我们真的是非常感动。”甸
柳二居居委会主任崔秋红告诉记者。

“有了老伴和闺女的理解，有社区姐妹
们的支持，我以后肯定会越干越带
劲。”仇天淑哈哈大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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