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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仁国家庭

□本报记者 李婧

“忙碌的工作挡不住我们的团聚”

梁萍家庭

□本报记者 白莹

最近， 于仁国在自己的朋友圈里
晒了一下娃———大儿子轩轩最近幸运
地成为了热刺球童踏上温布利球场的
草坪。 坐在场上的于仁国颇有些陶醉，
他说， 看到儿子走向温布利球场， 就
像自己的足球梦想实现了一样。 于仁
国曾经是北京梦之城文化有限公司的
CEO， 也有媒体称他为 “阿狸教父”。
最特别的是， 他与妻子生育了三个虎
头虎脑的小伙子， 五口之家的幸福指
数没有因孩子多忙得马不停蹄而减少。
于仁国说幸福的密码在于 “忙碌的工
作挡不住我们在一起。”

于仁国热心公益， 大学时期就曾
经捐出自己头一笔奖学金 。 工作后 ，
他与朋友一起在四川缺水地区捐钱打
井。 2008年， 汶川地震之后， 他和朋
友们又想为灾区做些事情。 “我朋友
在现场做了调研， 说有些村子地震后，
住宿条件差。 我们就定了航班去了现
场。” 于仁国说， 当年12月他到了那个
偏僻的村子， 发现当地气候寒冷， 而
村民很少有取暖设备。 于仁国和朋友

们在成都买了一批电热毯送了过去 。
2009年， 于仁国来到四川东部， 与做
慈善的朋友们一起为一所学校宿舍购
置了床垫。

于仁国不仅热心公益， 也热爱家
庭。 清华毕业的于仁国和北大毕业的
妻子在大学生时代就走在了一起。 从
恋爱到结婚， 他俩解决矛盾的方式是
缩短冷战时间。 “我有一段时间在外
地工作， 和妻子两地。 年轻夫妻吵架
是常有的。 我们俩打着电话吵架。” 不
过， 于仁国是个心里藏不住事儿的人，
如果发生了矛盾不能电话解决， 于仁
国就会订最早一班飞机的机票赶回家
见妻子。 “很多矛盾一开始不是事儿，
就怕发酵。” 他在采访中一直感叹妻子
对孩子们的照顾周到， “家庭是我和
妻子共同成长的地方， 也是我和妻子
共同建设的地方。”

于仁国大学毕业之初在IT业工作。
之后， 成为梦之城的联合创始人。 于
仁国的工作状态一直很忙碌， 经常在
各个城市出差穿梭。 当大儿子轩轩出

生以后， 于仁国尽可能地带着孩子出
差。 他认为作为父亲， 应该多陪伴孩
子 ， 而不是借口工作忙远离家庭 。
“有一次， 我在三里屯的酒吧， 看到一
个老外在和另一个人谈生意， 两人的
话题一定是工作。 但是座位旁边就放
着一个婴儿车。 我觉得工作和陪伴是
可以两全其美的， 看你怎样选择。” 轩
轩两岁的时候就已经去过十几个国
家 。 于仁国印象最深的是， 他趁出差
之余在马来西亚攀登雪山， 妻子和儿
子在山脚等他。 回程时， 他远远地看
到儿子在山下玩耍的小身影， 心里暖
暖的。

大儿子三岁时， 国家落实全面放
开二孩政策， 于仁国的爱人再度怀孕，
生下一对双胞胎儿子。 三个小伙子在
家里的情景 ， 估计会让很多人崩溃 。
而于仁国夫妻俩带着儿子们踢球、 游
泳、 画画， 日子丰富有序。 “有时候
大儿子在学游泳课， 两个小的就在泳
池外的游艺室爬， 经常引起围观。”

于仁国说， 他和妻子坚持每天都
与孩子们在一起， 尤其是晚上睡觉的
时候， 一定是五口人挤在一起的幸福
时光。 于仁国觉得， “什么也挡不住
我们在一起。 一家人团聚是最幸福的
时光。”

全国最美家庭

“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虽然不
富裕， 但是每天都很快乐。” 家住北京
市东城区夕照寺西里的梁萍一家， 是
今年的 “最美家庭”。 早在2010年， 她
就是北京市首批万名孝星之一。 时隔8
年， 梁萍再次因 “善” 与 “孝”， 获得
殊荣。

其实， 梁萍保有幸福家庭的秘诀
就是： 心存善念家庭和， 身做善事子
女兴。 她一直用实际行动传承着这个
好家风。

今年64岁的梁萍和普通的家庭妇
女并无不同， 老伴儿因为糖尿病综合
征， 严重的眼底出血， 怕光刺激眼睛，
就是在屋里也要戴着墨镜， 腿脚也不
好。 所以48岁退休后， 梁萍承担起了
照顾父母和公婆的责任。

“因为我是长儿媳， 为了方便照
顾， 我们和公婆住在楼上楼下。” 梁萍
说， 老伴儿的身体原因， 让她自己觉
得要多付出一些才过意的去。

婆婆身体不好， 心脏病、 高血压、
哮喘， 这些疾病致使婆婆一年至少会
住上两次院， 每次住院都是梁萍操持
着。 “老人有5个儿子， 没有女儿， 她
把我当成了自家闺女， 孝敬母亲， 还
有什么可说的。” 她说。 端屎端尿， 擦
身洗衣……同屋的病友都以为梁萍是
老人的女儿。

就这样梁萍细心照料着。 2006年

77岁的婆婆走了， 剩下了公公一个人，
10年后， 86岁的公公也走了。

去年， 梁萍在一次参加社区党员
活动时， 了解到龙潭街道正在招募小
巷管家。 经过仔细研究报名条件， 梁
萍觉得自己合适。 但是又担心和照顾
老母亲的时间冲突 ， 在征求了母亲 、
哥哥和妹妹的意见后， 梁萍第一时间
申请成为了一名小巷管家， 投身到服
务本社区的工作中来。

梁萍告诉记者， 她负责的小巷是
夕照寺西里主线。 小巷长度155米， 宽
度10米， 小巷北侧沿途有夕照寺西里3
号楼、 4号楼， 小巷南侧有夕照寺西里
5号楼， 夕照寺西里南区物业以及拉锁
厂。 小巷管家的工作并不轻松， 需要
利用业余时间每天巡逻小巷， 排查各
种安全隐患， 发现问题立即处理， 处
理不了的上报解决。

一次在巡逻时， 梁萍发现夕照寺
西里3号楼上有电线脱垂。 “由于我自
身没有电力知识， 不确定电线是否带
电。 我马上保护现场， 提示过路居民
绕开行走， 又马上联系物业， 让物业
派电工过来确认。” 最终确定是不带电
的 ， 物业把脱垂电线剪断清理完毕 ，
安全隐患得到清除。

由于小巷管家的工作牵扯了梁萍
很大的精力 ， 觉得对家庭有些亏欠 。
“但是我家庭很理解我， 老伴儿也是名
老党员， 他非常理解并支持我的工作，
让我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全身心地投入
到社区服务。 孩子们也非常支持我的
工作。 我们经常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饭
聊天， 交流彼此的工作心得和生活点
滴。” 梁萍告诉记者， 2012年父亲去世
后 ， 直到前年母亲都是一个人居住 。
今年91岁高龄的母亲身边需要人照顾。

为了不耽误小巷管家的工作， 她把母
亲接到了家里来住， 方便照顾。

每天早上6点，梁萍会准时起床，为
母亲梳洗，做早饭，问母亲中午想吃什
么？ 利用早上的2个小时把饭做成半成
品，因为她经常要巡视和宣传 ，回家
时间会晚，这样就能节省很多时间。

“母亲很理解我， 每次我说今天
有事 ， 会晚些时候回来 。 她都会说 ，
‘你去忙你的， 别担心我。’” 要知道梁
萍的母亲双膝严重滑膜炎， 无法站立，
更别说走路了。 “老人家很乐观， 也
知道我做的都是公益事业， 特别支持
我 。” 梁萍说 ， “有的时候我一忙起
来， 新闻联播看不上， 有重要的新闻，
她都会特意给我记着， 等我回来告诉
我。 比如：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让
十九大精神落地生根……等等这些时
髦的政治名词， 她会敦促我记下来。”

全国最美家庭

走得再远， 心中始终记得家里有一盏灯在亮着等我。■密码：

心存善念家庭和， 身做善事子女兴。■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