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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于力、洪可润

这是一组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29 年、
1476 期、装订成 14 本的《家庭周报》，加在一起
60 多斤重。在辽宁丹东市民顾伟的心里，《家庭
周报》分量远远不止这些。凝聚全家人心血的这
份报纸，是维系这个家庭美好感情的纽带，是充
满温馨回忆的档案，这份报纸给他们家带来了
欢乐和幸福，也让这个普通的家庭在生活中收
获了满满的自信。

5 月 15 日，62 岁的顾伟代表全家登上全
国妇联“全国五好家庭”领奖台，作为发言代表，
他与大家分享了《家庭周报》的故事。

顾家的书房，有个特殊位置是留给《家庭周
报》的，每 100 期被装订在一起，八开大小，放在
书架的最上边。彩色水笔细致勾画、文字内容精
心编排，记录着家里的大事小情、读书的乐趣和
心灵的感悟……

“当时与其说是写字，不如说是画字或者抄
字。”回忆起当年办第一期《家庭周报》时的场景，
顾伟的儿子顾然仍然历历在目，34岁的他如今
在沈阳一所高校当老师，“办报的经历影响了我

一生。”
谈起办报的初衷，已经从民进丹东市委

退休的顾伟告诉记者，1990 年全家动迁搬到
市郊，为了让孩子有个好的学前教育，顾伟买
来图画纸和彩笔，让还没认识多少字的顾然
当起了“总编辑”，办起了《家庭周报》，可以
写，可以画。当时 6岁的孩子觉得好玩，产生
了兴趣。“刚开始让他口述，我们记录，他再照
着我们写的字一笔一笔描画，过了几期，便教

他用拼音，查字典，完全让他自己动脑编故
事，画画。”

1995 年 12 月，上小学四年级的顾然在
学校意外摔断了右手腕桡骨，打着石膏板的
手臂肿得很高，根本无法写字。“到了周末办报
的日子，我都不忍心提醒儿子。”顾伟说。然而
顾然硬是用左手办了 5 期周报，并画了漫画，
记录自己骨折的事情。

从歪歪扭扭的文字到优美流畅的文章，
一办就是 8 年，400 期的《家庭周报》伴随顾
然度过了难忘的少年时光。40 多万字、400
多张画奠定了他的文学和绘画基础。上中学
期间顾然就发表了几十篇文章，有十几幅书
法作品获奖；大学期间还和同学合作翻译出
版了国外的科普专著。

1998 年，为了不影响顾然中考，顾伟建
议将《家庭周报》停刊。“可是仅仅过了两周，
家里就没了气氛，我们这才发现，这个家已经
离不开这张八开纸的小报了。”顾伟说，从那
以后，他不管多忙多累，也坚持把这张小报办
下去，现在，《家庭周报》已经出版到 1476 期。

《家庭周报》一个重要的内容是记载了全

家购书、藏书、读书的故事。上世纪 90 年代中
期他们家庭生活拮据，仍然省吃俭用购买很
多特价图书。看到顾伟收藏了很多书没有地
方摆，只能一摞一摞堆放着，妻子高丽华十分
着急，听说同事家有废弃的木料，不顾自己正
发高烧，和顾伟一起搬回了废木料，夫妻俩动
手打了几个书柜。此后高丽华又用补发的工
资，在新家建了三面墙的 2 0 个新书架。
12000 册藏书让顾伟家庭成为丹东市唯一蝉
联三届的十大藏书家庭。

从 6 . 6 平方米小平房创刊，到 60 平方
米新居再到 120 平方米的大房子，《家庭周
报》记录了顾伟家 29 年间的巨大变化，《家庭
周报》营造了这个家庭浓郁的文化氛围。

《家庭周报》让这个书香家庭声名远播，
2007 年被授予“全国五好文明家庭标兵”，
2016 年获得“全国书香之家”称号，2017 年获
得“全国最美家庭”称号。

顾伟说：“我的大孙子顾晏乔已经快一岁
半啦！我们决定过几年就让他接过主编重任，
将这个传家宝和诗书铸成的好家风，伴随中国
梦的实现，世世代代传下去！” 新华社沈阳电

新华社记者王博

这几天，王银吉全家都在忙着压沙。铁锹在沙
土上挑出浅沟，麦草均匀铺在沟中，再拿铁锹把
沙子压紧。这样，麦草方格间的新苗才不易被风
沙带走。

在腾格里沙漠边缘的甘肃省武威市凉州
区，种活一棵树不亚于养活一个孩子。过去的近
20 年里，家住凉州区长城乡红水村的王银吉带
着全家人，先后把 600 多万株梭梭、花棒等耐旱
作物成功栽进近 8000 亩沙地里。

“大风一起不见天，沙骑墙头驴上房，一茬
庄稼种三遍，大风绝收小风歉。”这首民谣，说的
是当地自然环境。1999 年，王银吉横下心，“不
能让沙再压庄稼了！”在父亲王天昌的坚决支持
下，父子俩背着苗子就钻了沙窝。

在这里种地就是跟沙漠“拉锯”，头一天挖好
的树坑，一夜之间就被风沙填平；刚种好的树苗，
第二天不是根部裸露，就是被连根拔起；成活的

小苗，只要遇上几天高温就被晒死……不知要
反复多少回，才能种活一棵树。

父子俩起初没白没黑地埋头种树，种下
去的苗子成活的没几成。王银吉跑去请教专
家，专家说要先固沙、再种树，不同的苗木还
要栽植在沙丘的不同部位。寒冬腊月，迎着呼

啸的风沙，父子俩裹上棉袄，背着干粮，在流
沙最严重的地段观察沙丘走向，分析哪个地
方树苗能成活，哪个地方会让风吞噬，逐渐摸
索出一套管用的法子。

沙漠最缺的就是水，植树最是离不开水。
头茬水能不能浇足，是树苗成活的关键。为解
水困，王银吉父子俩凑了一万八千元钱，买了
两峰大骆驼，在家与沙漠之间 3 公里多的风
沙线上驮水，一个来回 3 个小时。王银吉与父
亲跪在树坑边，用勺子给小树浇水，一滴都舍
不得浪费。

后来，王银吉全家干脆搬进沙漠，住进低
矮简陋的地窝铺里。2005 年春季刚开学，小
儿子出现腿脚不稳的症状，但全家人正忙着
栽树，没在意。一个月后带孩子到医院检查，
才发现孩子罹患脑干胶质瘤，已到晚期。

今年 75岁的王天昌清楚记得，在地窝铺
的土炕上，小孙子趴在他腿上说：“爷爷、爹爹，
你们一定要把这片沙子治得绿绿的。”

14岁的小儿子没能撑过那年的端午，走
后，埋在了治沙点上。陪着爷爷和父亲把这片
沙漠全都种上树，是孩子的遗愿。

“把沙子治得绿绿的”，成为王银吉一家
的追求，树倒了重栽，苗死了再补……治沙
前，王银吉家是村里的富裕户，除了种粮还种
了很多经济林木，收入可观。这些年，所有积
蓄几乎全部投到治沙上，在部队工作的大儿
子每年还从自己的津贴里挤出 3万元“专款”
给父亲治沙造绿。

“村里人都叫我‘愚人’。”王银吉憨笑道，
“到今天，我觉得我和家人的心血没白费。”昔
日风沙肆虐之地，而今成了林草丰茂的绿地，
沙少了，风小了，地下水位上升了，时不时还
能见到野生动物。

饱受沙害的乡亲们，也从“王家沙窝”的片片
新绿中看到了希望，不少乡邻主动投身压沙植
树。王银吉说，他有个“小目标”：“再奋斗几年，争
取绿化 1万亩沙地！” 新华社兰州 5 月 19 日电

“治沙愚人”一家三代的绿色守望

1476 期《 家庭周报》铸诗书好家风

新华社记者尹思源、张华迎

天津市宝坻区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犯
罪检察科科长张桂云家庭刚刚获得“全国五好
家庭”表彰。俗话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
家。张桂兰说，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不但是幸
福生活的港湾，更应是反腐倡廉的一道重要防
线。

1989 年 7 月，张桂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
宝坻区人民检察院工作。工作以来，她始终以大
局为重，勤勤恳恳，多次受到区、市级表彰。天津
市宝坻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于向阳说：“张桂
云在工作中作风严谨，雷厉风行。她所带领的办
案组从未出过案件质量问题。”

对于检察官而言，家风正则检风正。从事检
察工作近 30 年来，张桂云坚持以德治家、以廉
保家、以俭持家，不仅使家庭成为反腐倡廉的坚
强堤坝，也成为家人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加
油站”。

七年前，她的一位远房亲戚因民事纠纷将
他人打伤，亲戚家属连夜找到张桂云，要求利用
她在检察系统的关系为这名亲戚“走后门”，并
表示花多少钱都愿意。但张桂云断然回绝，最后
这位远房亲戚被依法判刑入狱。“为此，那位亲

戚的家属把怨恨和愤怒撒到我的头上，说我
没有人情味，还专门跑到我父母家兴师问
罪。”张桂云说。
为了保护张桂云，虽然她的父母对她的职

业感到很荣耀，但却从不在街坊四邻前炫耀她
检察官的身份。“直到几年前我母亲去世，单位
送了花圈。村里很多人才知道我在检察院工
作。”张桂云说。

志趣相投的人更容易走到一起。1990
年，张桂云与当时服役军人张永春相识相恋，

婚后，两人开始了长达 15 年的分居生活。在
张桂云的影响和激励下，张永春自学通过了
国家司法考试，并且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在转
业时选择自主择业，成为一名执业律师。

客观来说，从检多年，张桂云在宝坻区拥
有一定的人脉资源，能为爱人工作提供便利或
搭建平台。但为了坚持各自的职业信仰和操
守，早在张永春从业之初，夫妻二人就达成了
不在宝坻从业和接受当事人委托的共识。最
终，张永春选择了在北京执业。他们夫妻刚刚
结束漫漫 15 年的两地分居生活，又开始了新
一轮分居，而这一分，又是十多年。

十多年来，张桂云夫妻相互勉励、相互提
醒，共同筑牢家庭反腐防线。为避免出现人情
案、关系案、金钱案的可能，他们先后婉拒了
数十次来自双方亲属的诉讼委托，承受了诸
多误解。

三年前，张永春的一位亲戚在宝坻涉案，
深夜提着重金找上门来，一再要求张永春做辩
护律师。被他们夫妻婉拒后，那位亲戚最终黑
着脸拂袖而去。张桂云充满歉意地轻轻拥抱了
下爱人，爱人深表理解地拍了拍她的肩头。

其实，“铁面”夫妻却并不无情，了解他们
的人都知道他们是特别热心的人。多年来，他

们夫妻利用熟悉法律的优势，为朋友和邻里
做了很多调停家庭纠纷和释法说理的工作。
张永春还多次站在专业律师的角度帮助遇到
法律难题的邻居们书写文书、诉状。每每遇到
街坊邻里有老人或病人去医院，只要张永春
在家，都会主动开车帮忙。

“桂云姐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工作方面
也充满了爱心。”与张桂云搭档多年的同事辛
潇潇深有感触地说。今年年初，一起猥亵未成
年案中的受害人出现了较严重的心理问题。
张桂云知道后迅速联系心理咨询师对受害人
进行心理疏导，在她的建议下，宝坻区人民检
察院即将出台措施，与专业心理咨询机构进
行对接，对在案件中出现心理问题的当事人
进行心理疏导。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在张桂云夫妻
的言传身教下，他们的儿子自小就礼貌懂事，
诚实宽容，毫无独生子女的娇气。谈到儿子，
张桂云脸上露出了腼腆的笑容：“他从小到大
学习成绩都很好，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工
作后也踏实肯干，积极上进。”

贪廉一念间，荣辱两世界。“我们将继续
坚守廉洁风范、践行清廉家风，做好‘五好家
庭’的守护者。”张桂云说。 新华社天津电

共树清廉家风,“铁面”夫妻亦有情

新华社记者周闻韬

61岁的彭蓉和 83岁的符爱浓做了近 30
年邻居，老街坊搬走后，彭蓉感到特别不自在。

“符爱浓平常最喜欢做好事，她为人热情、
家风正，子女都很有教养，是我们社区的榜样！”
20 多年来，彭蓉和邻居们已经习惯了身边这位
“正能量满满”的阿姨。“不见着她就好像缺了点
啥。”彭蓉说。

上世纪 60 年代，符爱浓随丈夫从老家海南
转业到重庆，全家后来搬进了松树桥社区，符爱
浓的热心肠很快在邻里间出了名。

虽然时间跨度较大，但彭蓉依然记得，上世
纪 90 年代，社区周边农民工较多，他们的孩子
往往没有人照顾，看到一些小孩在街上游荡，符
爱浓联合社区退休人员建起了儿童之家，定期
把这些孩子叫来，给他们讲新中国成立前自己
在地主家做工的故事，传授消防和交通安全知
识，还组织他们去看望孤寡老人。

“符阿姨的文化水平虽然不高，但她讲起课

来头头是道，孩子们也听得津津有味。”松树
桥社区党委书记林丽说，老人 2013 年左右搬
离社区后，经她一手创办的儿童之家如今依
然是社区的一项品牌活动。

符爱浓的一次执着还曾改变了无数人。
2001 年，她偶然得知一节废电池可以污

染 1 平方米的土地，而食用被污染的土地上

种植的蔬果，容易使人患上败血症和癌症。自
那时起，符爱浓就把回收废电池当成了自己
义不容辞的责任，每天出门都带着一个小布
袋，看到路边丢弃的废电池便捡起来，回家整
理好，再定期送去环保站。

不光自己拾捡，符爱浓还给所有家庭成
员定了条规矩：家中的废电池不能乱放，看到
地上有废电池要捡回。起初，居民们对老人的
行为不以为意，渐渐地，她的执着带动了身边
越来越多的人。10 多年来，符爱浓家庭义务搜
集 3万余节废旧电池。“电池婆婆”的故事，上
了电视，上了报纸，还刻在了社区文化墙上。

“这个家庭没有太多的豪言壮举，但他们
始终在平凡中传播无私大爱，将‘随手爱心’播
撒邻里。”渝北区妇联副主席姜澜说。

符爱浓一家古道热肠的家风由来已久。
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她和丈夫王修太就曾不
顾家庭困难，照顾 3位孤寡老人整整 16 年，
期间还慷慨照顾 10 多名单位困难职工。。

1979 年，符爱浓年仅 21岁的长子王升

文在安装钻塔时，因帮助工友不幸牺牲；长女
王升兰将父亲去世、母亲残疾的小姑子从 8
岁抚养至成人；其他家庭成员也在“九八”抗
洪、汶川地震等全国重大灾害事故中捐款捐
物、奉献爱心。

“妈妈经常教育我们做事一定要无私。有
一次她带我们去帮一户人家插秧，对方硬给
塞了两截玉米，回家后她再三叮嘱还一些大
米回去。她当时说，乐于助人的品质一定要深
入到骨髓里面，这句话对我们影响很大。”符
爱浓的二儿子王升武说。

“以前孩子们也会抱怨，说我对别人太好
了，对子女要求太严了，但我觉得，自己生活
在一个好的时代，是这个社会给了我们幸福
的生活，所以每个人也理应以一己之力，去回
馈这个社会。”符爱浓说。

两年前，这个家庭迎来了第四代成员，看
着可爱的小重孙，符爱浓还会经常叮嘱孙女
一定要把孩子教育好，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
人。 新华社重庆 5 月 17 日电

“正能量奶奶”将“随手爱心”播撒邻里

▲王天昌（右一）、王银吉父子和家人一
起去治沙。 新华社记者范培珅摄

▲顾伟父子和他们创办的《家庭周报》。

▲符爱浓在捡废旧电池。

▲张桂云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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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 版） 5 年多来，我国加快推
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开
展了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
作。

浙江台州市在全面推行“河长制”基
础上又实施了“湾长制”，近海环境质量
持续改善。台州市代市长张晓强说：“我
们构建起管海护海的长效治理机制。如今
渔民的老石屋成了高端民宿，海洋生态转
化为金钱收益，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逐渐形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生态环境
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
化。”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
心主任吴舜泽说，“现在生态环境质量正
在迈向总体改善进程的一个关键节点。全
国尺度、大范围、多要素环境质量改善程
度将有明显变化，从稳中向好变为总体改
善，改善范围和领域将更加全面，改善程
度更加明显，受益对象将覆盖更多群
众。”

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全

面推动绿色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生态
文明体系，加快建立健全以生态价值观念
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以产业生态化和
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以改
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的目标责任体系，
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的生
态文明制度体系，以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
环境风险有效防控为重点的生态安全体
系。

“这五个体系是对贯彻落实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六项原则的具体部署，也是从
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对策体系。”
生态环境部环境发展中心主任、研究员任
勇说，不仅要在社会生活中让人们树立绿
色生活方式的观念，而且要在经济领域将
生态环境这一自然资本纳入微观经济的成
本效益核算以及宏观经济的统计核算体系
中，真正让绿水青山转变成可计量、可考
核的金山银山。

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带来发展方式
的深刻转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全
面推动绿色发展。绿色发展是构建高质量
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是解决污染
问题的根本之策。”西藏自治区环保厅厅
长罗杰说：“我们将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
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
展生产力的理念，确保西藏青山常在、绿
水长流、空气常新。”

黑龙江伊春市五营林业局南丰林场瞭
望员高继明，站在 20 多米高的瞭望塔上迎
来朝阳、送走晚霞，实时观测火点和其他
异常情况。他在手机推送的新闻上看到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确保到 2035 年，生态
环境质量实现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
本实现”这段话时兴奋地说：“只要我们
人人都做到守土有责，咬定目标不偏移，
一代接着一代干，美丽中国就一定能如期
建成。”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张建龙在现场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受鼓
舞，感到责任重大。“通过这次机构改革
整合职能，改变了以往‘九龙治水’现
象。”他说，“在塞罕坝精神的鼓舞下，
今年将在雄安新区、内蒙古、青海等地搞
大规模国土绿化试点，扩大造林面积。同
时，整体谋划提高森林和草原质量，进行
保护和修复。”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让人人共享美丽中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
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坚持生态惠民、生态
利民、生态为民，重点解决损害群众健康
的突出环境问题，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生态如何惠民、利民、为民？四川省
林业厅派驻汶川县克枯乡大寺村第一书记
杜斌对此有生动认识。他说，村里依托良
好生态发展李子种植产业，打造民宿旅游
产业，走上一条绿色经济的道路。今年春
节期间，游客最多一天超过 3000 人。下一
步还要推出四季乡村生态旅游——— “春看
花、夏避暑、秋品果、冬踏雪”。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解决突出生
态环境问题作为民生优先领域。

安徽省环保厅副厅长贺泽群说，今年
初全省围绕控煤、控气、控尘、控车、控
烧五大目标制定了 2018 年大气污染防治重
点工作任务，并对一季度未达到 PM2 . 5季
度目标的两个市，实施二季度涉气项目环
评限批。“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的要求，进一步加大工作
力度，全力推进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良好生态环境既是无价之宝，也是有
价之宝。云南省环保厅规划财务处处长周
曙光说，云南省正在大力推行环境污染第
三方治理，加速构建专业化、市场化治污
与政府、企业购买环保服务相对接的新机
制，加快推进环保产业发展；着力构建从
省到各州市的环保融资平台，有效聚集社
会资本，带动全省环保产业快速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为做好环境监
察执法工作指明了方向，也给了基层生态
环境保护队伍更强的信心和更大的底
气。”湖北省崇阳县环保局局长李林刚
说，我们最近创新开展“零点夜查”常态
化环保行动，凌晨到工业园突击检查，排
查偷排污水的企业。下一步我们还要持续
保持环境执法高压态势，用最严格制度最
严密法治保护好我们的美丽家园，不断满
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
要。

开创美丽中国建设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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