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爱子子孝孝老老，，她她们们都都是是好好样样的的
妇女节到了，本报邀您聊聊女性对家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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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3月7日讯
(记者 黄广华 贾凌煜)

国以家为本，一个人的
培养教育，离不开家庭。随
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和社会
变迁，不管是城市还是农
村，女性都逐渐成为家庭
的核心和支柱。在“妇女
节”之际，本报邀请市民参
与讨论“女性与家庭建设”
话题。

孟母“三迁择邻”、“断
机教子”的故事源远流长，
孟母成为了教育子女的
母亲典范，被誉为“母教
一人”。近几年邹城市通
过开展“新农村新农民新
生活·美德美家美行美
颜”(三新四美)教育实践
活动，提升女性自身素质
和形象，发挥了妇女在弘
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树
立良好家风方面的独特
作用。

邹城城前镇大柳峪
村村民陈继英的故事妇
孺皆知。她义无反顾给三
个没娘的孩子当起了后
妈 ，视 如 己 出 、百 般 呵
护，使这个曾经失去母爱
的家庭恢复了往日的欢
笑。然而好日子没过多
久，丈夫被诊断为肝癌晚
期，经多方医治无效留下
3万多元的债务去世。为
照顾三个年幼的孩子，陈
继英卖冰棍、收酒瓶、拾
破烂，为了给孩子们筹集

大学学费，长年的劳累使
她患上了腰间盘突出、腿
疼等多种疾病。在她的支
撑下，三个孩子都被培养
成才。两个孩子进入大
学，一个考入高职院校，
都成为了对社会有用的
人。陈继英的故事令人感
动，她先后被评为“全国
十大当代孟母”、山东省

“十大优秀母亲”、“感动
邹城十大人物”、“邹城
道德模范”。

在邹城市北宿镇，张
厚玲是十里八乡群众眼中
的榜样。1977年，时任东
毛村妇代会主任的张厚
玲接触到了杨刘氏，出于
工作以及对老人的同情，
她开始义务照顾无儿无
女的杨刘氏和老伴。几年
后，杨刘氏的老伴因病去
世，张厚玲给他办理了丧
事，并将杨刘氏直接接到
了自己刚翻盖的新屋里，
像母亲一样照顾了30多
年。张厚玲说：“当年把老
人家接过来照顾，就做好
了打算，只要身体还行还
能背得动，就一直照顾下
去给她养老送终。”现在92
岁的老人依然精神矍铄，
张厚玲的老伴、儿子、儿媳
也都把杨刘氏当成了亲
人。在她的带动下，所在的
北宿镇东毛村敬老孝老蔚
然成风。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伦理秩
序，核心是告诉人们家庭成员有
分工，要干好自己的事。男性主
外，女性除了社会角色外，主要
是家庭角色，她的言行举止是孩
子第一任老师，一位女性的素质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家庭经营的
成败。

从一个爱子孝老的例子中
也可以看出，女性作为母亲和妻
子的双重角色，是“和谐家庭”的
核心，对和谐家庭氛围的营造、
良好家风的形成以及家庭成员

素质的提高和家庭成员之间的
关系协调有着至关重要和无可
取代的作用。全社会应进一步重
视女性，引导女性文化兴家，倡
导女性以德立家，推动形成良好
家风和社会风尚。

“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是
全天下所有劳动女性的节日，不
论是正奔波在职场，还是在家做
全职太太，她们都是劳动者。转
身看看她们，脸上是否洋溢着轻
松、幸福的笑容，抑或眼角多了
一道鱼尾纹，鬓角多了几丝银

发。
在您的亲身经历中或所见

所闻中，女性担任着怎样的角
色？是如何参加家庭建设的？她
们在其中是不是起到了关键性
作用？观察过后，感慨不要只停
留在心中，欢迎广大读者关注今日
运河官方微信号或下载齐鲁壹点
客户端，在稿件下方评论区域进行
留言。让我们一起分享你们的“女
性与家庭建设故事”，共树和谐家
庭、幸福家庭新风。

本报记者 黄广华 贾凌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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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说说身边“可爱”的她

“全国十大
当代孟母”邹
城市城前镇陈
继英（右一）接
受中央电视台
主持人刘璐采
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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