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做先辈那样坚强而勇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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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宏伟

“好家风来自身体力行”

于广云

□本报记者 王路曼

老党员张成凤之子、全国劳模、门头沟区清水镇洪水口村党支部书记

“英雄母亲”邓玉芬的重孙、密云区石城镇政府便民服务大厅职工

□本报记者 闫长禄

传家宝： 舍家纾难的爱国情怀

2014年7月7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周年纪念仪式
上 ， 特别提到了一位名叫邓玉芬的
“英雄母亲”，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她把丈夫和5个孩子送上前线， 他们全
部战死沙场……这位舍家纾难的 “英
雄母亲” 被当地人民誉为 “当代的佘
太君”， 而这份爱国情怀， 影响和感染
了这片热土上一代又一代年轻人。

1982年出生的任宏伟， 是 “英雄
母亲” 邓玉芬的第四代重孙， 从小便
耳濡目染， 听着前辈的英雄故事长大。
“我的爷爷是太奶奶的第三个儿子， 曾
加入白河游击队， 参加抗日战争， 解
放之后才返回家乡 。” 任宏伟告诉记
者， 小时候， 他常听爷爷讲述战场上
的故事， 让人印象深刻的， 不仅有战
争的惨烈 ， 更有军人钢铁般的意志 。
他崇拜英雄， 敬佩军人， 更因自己是
“英雄母亲” 的后代而倍感自豪。

邓玉芬， 1891年出生于密云水泉
峪村， 后嫁到密云张家坟村， 一生务
农。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 她舍家
纾难， 先后送丈夫和儿子们征战沙场，
为了革命事业， 邓玉芬一家先后有7位
亲人壮烈牺牲 。 男人们在前方打仗 ，
邓玉芬在敌后积极掩护、 救治八路军

伤员， 她的家成了八路军和伤员的休
息站， 战士们都知道， 猪头岭上有位
“邓妈妈”。

作为全国特有的舍家为国的典型
代表和伟大女性代表， 邓玉芬的事迹
体现了伟大的爱国精神和奉献精神 ，
充分诠释了 “一切为了祖国， 一切为
了人民” 的高尚情怀。 根深蒂固的红
色教育， 也让任宏伟成长为一个正直
又爱国的人。 2006年， 年仅24岁的任
宏伟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2014年，
受家乡召唤， 他从城市返回农村， 决
心为家乡人民服务。 任宏伟告诉记者，
他曾在村里任职副书记， 一方面积极
开展基层工作， 想尽办法助力乡村发
展； 另一方面， 成为密云区政协委员
后的他， 更加积极密切联系群众， 了
解并反映群众的愿望和要求， 努力为
地区发展建言献策， 用实际行动为家
乡人民服务。

采访中， 记者了解到， 为了纪念
“英雄母亲” 邓玉芬 ,在市委宣传部等
部门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下 ， 2012年 ，
密云区委区政府在石城镇张家坟村修
建了占地12.9亩的 “英雄母亲邓玉芬”
雕塑主题广场。 雕塑由中央美院设计,
高5米 ， 花岗岩材质 ， 基座为山石 ，

“英雄母亲” 邓玉芬矗立在山岩上。 山
石、 长城体现了 “英雄母亲” 坚定的
革命信念和永不磨灭的革命精神， 山
石上的七只和平鸽， 象征她的七位亲
人以及七烈营的革命英雄。“英雄母亲”
手握布鞋、针线，臂挎布衣， 眺望着远
方，寓意“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盼
望着亲人和战士们早日胜利归来。

广场建成后， 很多人来到这里,共
同怀念这位 “英雄母亲”， 学习她的革
命意志,这里也成为北京市和密云区开
展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
要阵地。

现如今 ， 任宏伟还住在村子里 ，

他年幼的孩子们还时常在广场上嬉戏
玩耍。 望着先辈的雕塑， 任宏伟也会
绘声绘色地讲述太奶奶的故事，并教育
自己子女，要坚守爱国爱党的情怀， 要
做像先辈那样坚强且勇敢的人。

任宏伟告诉记者， 他现在就职于
密云区石城镇人民政府便民服务大厅，
他每天的工作就是为辖区百姓提供社
会医疗保险卡补办、 变更信息等相关
服务 。 “工作琐碎且身在服务窗口 ，
我要努力做好本职工作， 踏踏实实地
为老百姓服务。” 在任宏伟看来， 延续
“英雄母亲” 的爱国情怀， 就是他最珍
贵的 “传家宝”。

4月10日， 记者来到门头沟区清水
镇洪水口村， 一栋栋别具特色的乡间
别墅掩映在青山绿水之中。 小村庄位
于北京灵山脚下， 依托山区自然环境
资源开发旅游产业， 让昔日穷山村变
成了旅游专业村， 洪水口村也因此被
评为 “北京市最美乡村”， 村党支部书
记于广云被评为 “全国劳动模范”。

在洪水口村， 村民们对于广云赞
赏有加 ， 于家三代人都是优秀党员 ，
这在当地群众中传为佳话。 于广云说：
“这一切得益于我们的家风和一场场特
殊的 ‘家庭会议’ 呀。” 于广云今年61
岁， 从小时候起， 他家就有开家庭会
议的传统。 家庭会议在每年农历大年
三十晚上召开，一般一年一次，有时一
年多次。 于广云说，尽管现在家人在外
面工作生活的居多， 但一到过年， 他
们都会赶回来 ， 全家吃完团圆饭后 ，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开家庭会议， 至今
已连续召开50余年。

开会时， 一大家子人把堂屋挤得
满满的。 “会上，每个人都要发言，大人
小孩都要参加。”于广云介绍说，家庭会
议内容主要围绕家庭教育、 家庭发展、
家庭团结来讨论， 包括上年工作情况、
来年工作打算等。 于广云还拿出几本
家庭会议记录本向记者介绍： “每个
人发言时， 做得好的要讲， 做得不够
的也要讲。 然后由大家点评， 对表现

好的进行表扬， 对做得不对的、 不够
的， 大家一起出主意进行改进， 这样
就能使全家共同进步、 共同发展。”

“咱们家的家庭会议第一项内容，
就是念党恩，这是于家的传统。”于广云
说， “我妈妈当年把做军鞋、 做军衣、
交公粮 、 出公差勤务 、 照料伤病员 ，
看得比自己家的事还重 。” 于广云介
绍， 老母亲张成凤于1944年光荣地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 并担任洪水口村的
妇救会主任， 积极参加党组织交办的
各种工作， 从此落了个“老主任”的名，
一提到张成凤老主任几乎无人不知。

受母亲的影响， 1984年， 年仅24
岁的于广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98
年， 于广云开始担任洪水口村支部书
记。 “我清楚地记得那年我当选村党
支部书记后， 妈妈召开的那场家庭会
议， 她对我提了三个 ‘一心一意’， 即
一心一意为公、 一心一意为民、 一心
一意做事。”于广云说，母亲提出的这三
个“一心一意”，让他心里始终对老百姓
怀有敬畏之心。

20多年前，于广云是村里少数几个
先富起来的个体户，又是党员。找个“能
人”当上村支书，穷惯了的乡亲们抱着
试试看的心态把于广云推了上去。20多
年后，村民们都觉得当初没选错人。

早先的洪水口村除了穷，还有一个
称谓叫“灵山门户”。 当地人都知道，这

里是通往灵山之巅的必经之路。虽然村
里穷，但从另一个角度上看，也可以理
解为世外桃源原生态。 于是，村支部党
员一合计，开发旅游产业。 党员干部带
头入股，村民共同集资，没钱的村民也
可以通过以工代股，参加分红。就此，最
初的云峰度假山庄和灵山古道两个项
目在全村共建的氛围里干了起来。

从村里成立灵山古道股份合作社
伊始， 于广云和村支部就跟村里的党
员和村民代表 “约法三章”， 重大项目
立项必须开支部会， 资金使用要接受
村党支部和村民代表全程监督， 出钱
出力的事儿全村30多位党员必须要带
头先上。 有了这三条， 村民们看在眼
里 ， 心里服气 。 党员群众齐心协力 ，
这座深山里的贫困村用了不到20年时
间， 就此成了清水镇拔尖儿的富裕村。

提起父亲与奶奶， 于静不仅深受
感动， 更觉得他们像是两本 “活的教
科书。” 于静坦言， “我奶奶我爸爸虽

然没有高学历，可他们却身体力行地教
给了我一生受用的做人道理。现在奶奶
岁数大了，轮到我爸爸给我们主持召开
家庭会议了。” 于广云的女儿于静， 大
学毕业后通过招考， 在清水镇从事文
化宣传工作， 并于2010年入党。

采访中， 于静总是提起奶奶张成
凤， “奶奶是我们整个家庭的 ‘政治
辅导员’， 对每一位家庭成员都有着非
常深刻的影响。 她从小教育我们要‘爱
党、孝道、勤劳、诚信’。 ”于静说， 由于
父亲忙于工作， 她就跟着奶奶身边长
大， 在她的印象里， 奶奶不仅是一位
受人尊敬的劳动员，更是慈母良师。 牢
记奶奶的叮嘱，于静在工作中更是踏实
努力。 很快就在单位中崭露头角， 成
为深受同事好评的 “女强人”。

如今，张成凤、于广云和于静祖孙
三代，把热血和青春都献给了他们深深
眷恋的家乡热土。为了洪水口村的“强、
富、美”，他们将继续耕耘这片热土。

传家宝： 家庭会议

任宏伟在 “英雄母亲邓玉芬” 雕塑主题广场

于广云 （左） 与母亲张成凤 （中）、 女儿于静 （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