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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雷锋办户口，让雷锋精神永驻绿城

谷殿明原籍河北枣强县，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庄稼人。随着改革开放浪潮的掀起，1985年谷殿明只身一人
来到郑州，并于1990年成立了“郑州谷神燃气具大世界有限公司”。公司刚起步很艰难，但谷殿明从不拖欠
工人工资。1995后公司盈利逐年增多，谷殿明说：“雁过留影，人过留名，自己赚了些钱要为社会为群众办
点好事和善事。”

1997年3月5日，谷殿明在公司成立“学雷锋班”。在他的倡导与努力下，“雷锋战士”们18年如
一日，走遍郑州 1500 多个家属院，走到哪里服务到哪里。捐资助学，救助贫困家庭，修建雷锋塑
像，为公益事业花费数百万元。除了这些，谷殿明还有一个惊人之举：把雷锋户口迁到了自己的
公司，还为雷锋办理了房产证。

提起这件事儿，谷殿明是这样说的：“雷锋去世这么多年了，但他一直没户口。学雷锋
这么多年了，我迁移的是雷锋精神，迁移的是雷锋形象，让雷锋精神永驻绿城……”

四世同堂很和谐，大家庭没有“代沟”

谷殿明不仅用雷锋精神从事事业，也用雷锋精神管理家庭。虽然现在生活条
件越来越好，但他和家人一直勤俭持家。谷殿明常说：“没钱的时候要省着花；
有钱的时候更应该省着花。”

虽四世同堂，在谷殿明家中，“代沟”却并不存在。婆媳、妯娌、兄弟之
间相处和睦，每年开家庭会议时，有错误的会及时指出、改正；表现好的，
公开表扬。大家不但没有争议，还很齐心，团结。

谷殿明和老伴冯新女在生活中相互扶持、彼此信任。谷殿明
说：“我有一个好妻子，她既是家中的贤内助，更是我努力工作的
坚强后盾。”

把房子腾出来，建“学雷锋实践教育基地”

在父亲的影响下，儿子谷玉桥带领家人、企业员工
天天学雷锋。而谷殿明自己又在荥阳市搞起了绿色
无公害蔬菜，成立了“雷锋爱心养老院”及“雷锋爱
心幼儿园”。

2012年3月，谷殿明把自己家的一层楼房
腾出来，建立“学雷锋实践教育基地”，吸引
了大量在校大学生、中小学生及社会义务
志愿者来参观和学习。

他关爱员工，乐于助人；热爱家
庭，倡导节约、环保；回馈社会，知
善感恩。不管是在谷殿明的公
司，还是在他的家庭，每一位
成员都有一颗平凡的爱心，
他们互帮互助，用自己的
方式携手走过了人生
的风风雨雨，用各自
的爱心构建起了
一个令人羡慕
的最美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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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殿明家庭：39口人，以雷锋精神创业持家，四世同堂

56字家训将39人的大家庭拧成一股绳
“一点微笑最可爱，家庭立即见光明；爱护家庭如
爱己，关键坦白与忠诚；相亲相爱同相敬，家庭才
会有温馨；爱惜家庭小天地，永远充满着太平”。
77岁的谷殿明现住郑州市二七区兴华街11号
院，这是他们的“家训”。
在这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里，共有成员39人，几
十年来家庭和睦、其乐融融。就在2015年5月，
谷殿明家庭喜获全国“最美家庭”荣誉称号。
记者 范光华 实习生 李思远

郑州警备区政治部
副团职干事马昕，以
部队管理模式治理大
家庭，创立了“和谐家
庭爱心基金”，2014年
马昕当选河南省首届十
大“中原忠孝人物”。
马昕家住二七区建中街办事
处人和社区，这是一个35口
人、5人参军、四世同堂的大家
庭，2015年这个家庭被评为全
国“最美家庭”。
记者 范光华 实习生 李思远

马昕
家庭：
35口人
5人参军
四世同堂

以部队管理
模式治家
创立“和谐家庭爱心基金”相互扶持

父母乐善好施 孝老爱亲成美谈

马昕的父亲马云杰和母亲杨秀坤是一对纯
朴的农民，为人厚道、心地善良。马云杰经常无偿
帮助缺少劳动力的家庭耕种，十里八乡的拖拉机遇
有故障都来找他，并且从不收钱。杨秀坤是邻里公认
的大好人，谁家有了矛盾她总是积极调解，对村里的孤
寡老人也十分照顾。

跟父母在一起耳熏目染，马昕从小就养成了乐于助
人、奉献爱心的好品格。

兄妹和谐互助 共育子女同发展

马昕认为，帮助兄弟姐妹们共同发展，让全体成员一起进
步提升，才能让父母真正放心地安享晚年，也会让和谐家庭为社
会作出更大贡献。

马昕大姐的女儿、二姐的儿子和哥哥的儿子，中学时均不爱
学习，时常逃课、打架。对此，马昕一方面用积极向上的心态影响
帮助他们，一方面又选用适当的方法教育培养他们。

家庭创新管理 传递正能量受赞誉

马昕利用军营化管理经营家庭，把30多口人的大家庭当成一个连队来
建设，自己主动担起了“连长兼指导员”，积极进取、能力突出的孩子当“排长”。

每年春节，大家庭开一次全体会议，每人都要总结一年来的学习、工
作、生活情况，并宣读下年度的年计划、季计划和月计划。

2009年初，马昕在大家庭内部设立了“和谐家庭爱心基金”，基金积累到
一定数额后，既可组织全家外出旅游，又能成为家庭重大变故或创业发展的资
金储备。

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3月5日
上午，“郑州日军大轰炸死难同胞纪
念碑”揭碑仪式在二七纪念堂举行。
碑文记载：1938年2月14日（农历正
月十五）上午，正是元宵佳节，日本侵
略军15架飞机分3批侵入郑州上空，对
正在观灯的市民进行轰炸，火车站、二马
路、大同路、南菜市一带被炸毁民房数百
间，炸死炸伤500余人，陇海、平汉两路及
郑州火车站被炸毁，城中商业区悉成灰烬，
郑州几成废墟。 通讯员 李曼 武冰 整理

【史海钩沉】疯狂大轰炸
上世纪30年代，郑州火车站周边地区已是国内农副土

特产品的重要集散地，许多商人常年在这里逗留。七·七事
变后，华北豫北等沦陷区的难民大批涌入，人口骤增。

1938年2月14日上午11点左右，日本15架飞机侵袭郑州
上空。只听几声巨响，炸弹在地面上爆炸了。方才还活蹦乱跳

的孩子惨叫着倒在血泊中，街上顿时大乱，人们惊慌失措。
敌机定时定距在人口稠密的市区投下炸弹。无数民房、学校

等建筑物化为灰烬。敌机过后，人们扑向还在燃烧的火堆及一座座
废墟，呼叫着扒开破砖碎瓦，抢救亲人同伴。这是日机第一次轰炸郑

州，死伤十分惨重。
据家住北顺城街团结里、原华阳春饭店伙计赵长海老人回忆，当时

他正在饭店上班，炸弹突然在头顶爆炸，房子塌了，一根大梁斜倒在桌子
上，他和两名店员一同躲在桌子下才逃过一劫。不知过了多久，听到有人

的声音，3 人就轮流呼救，只听救援的人说：“放心吧，我们先救活的……”
话音刚落，就又听到飞机轰轰作响。

就这样，人们一边实施救援，一边躲飞机。直到第3天，赵长海才和两名
同伴获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