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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昕 带 领 家 庭 全 体 成 员 努 力
实 现 自 身 价 值 的 同 时 ，也 在 用 实
际 行 动 为 践 行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贡 献 一 份 力 量 、奉 献 一 份
爱 心 。

他作为郑州市家庭教育讲师团

成员，经常放弃休息时间，应邀深入
党政部门、企事业单位、街道社区和
大中小学进行宣讲，向更大范围传
递正能量，累计听众达 2 万人次，并
多 次 利 用 暑 期 组 织 大 中 学 生 进 行

“自我挑战杯”连续 40 公里的长途

拉练。
经过不断培养转化，数名不良少年

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多个面临瓦解
的家庭过上了和谐幸福的生活，马昕的
无私大爱和善义之举也受到了社会各
界的广泛赞誉。

20余年，累计无偿捐款23万多元
将30多口人的大家庭编成一个连队，成立“和谐家庭爱心基金”

马昕：用部队好作风带出全国“最美家庭”

当兵20余年
累计无偿援助亲邻和资助
贫困学生23万多元

1973 年 7 月，马昕出生于河南省
新蔡县一个偏远的农村，父母是邻里
公认的大好人。受双亲影响，马昕从
小就养成了助人为乐、奉献爱心的好
品格。1992年 12月，19岁的马昕入伍
到离家万里的新疆莎车，成了一名边
防军人。

父母一生辛勤耕种，吃尽了各种
苦头，同时也养成了节俭的习惯，甚至
生了病也因怕花钱而不愿到医院检
查。为提高老人的生活质量，马昕入
伍后领到第一月 35元津贴，他全部寄
给了父母，军校毕业后，近千元的工
资都是第一时间跑到邮局给父母寄
去多半。

不仅如此，跳出“农门”的马昕还
一 直 惦 记 着 村 上 那 些 有 难 处 的 乡
亲。逢年过节，他都要多寄一些钱回
去，让父母给村上的孤寡老人买些礼
物；每期开学，他还会寄钱让父母帮
几位家庭贫寒的孩子交学费；偶尔在
电话里听说哪位亲邻遇上了大的难
处，他常常会向战友借钱悄悄地帮上
一把……

当兵 20余年，他留下的汇款单存
根就有 130 多张，累计无偿援助亲邻
和资助贫困学生 23万多元，父母也常
因有这样的好儿子被大家夸赞而感到
特别开心、幸福。

将父母从老家接到了郑州
贴心照顾让老人安享晚年

为让古稀的父母安享晚年，2008
年 6 月，马昕到郑州警备区工作后，
专门收拾出一间卧室，贴上温馨的
壁纸，装上冷暖变频空调，买了实木
大床和崭新的床单被褥，还在床头
对面挂了个 32 英寸高清彩电，将父
母从农村老家接到了郑州，方便时时
照顾。

马昕是个有心人，在他看来，孝
敬父母，不仅让他们吃好穿暖，还要
尽量多陪伴，不能让他们品尝高楼
大厦内的孤独。

他变着花样为父母调理伙食，
力 争 餐 餐 味 美 可 口 ；每 天 早 起 带
他 们 到 公 园 晨 练 ，和 大 家 一 起 互
动 游 戏 ；利 用 节 假 日 去 景区散心
游玩……很快，父母也由开始不适
应城市生活，转变为能愉快地享受
各种便利条件带来的幸福。

为了让父母健康生活，马昕每两
个月都要带他们去体检一次身体。母
亲杨秀坤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
病、左眼失明等多种疾病，每天要服用
10多种药。

为了避免不识字的母亲吃错药，
他从药房买来几十个小药袋，将 10天
要服的药一一分好，并在每个袋子上
标明服用时间，并画上“0”、“1”、“2”、

“3”分别代替，然后将所有药袋按顺
序放在纸盒里，让母亲按数字识别一
目了然，按时间、分次序放心服用。无
论工作多忙、加班多晚，他从未耽误过
给母亲分药。

马昕常说，工作忙不是忘记关心
老人的理由，孝敬父母要从现在、从
日常做起，不能等到他们卧病的时
候才想起到床前端杯水、喂口饭，更
不能等到老人去世后才去坟前烧几
片纸钱来表达自己“子欲孝而亲不

待”的内疚。
他 认 为 ，儿 女 们 通 过 努 力 工

作，不断给老人传递取得成绩和立
功 受 奖 的 好 消 息 也 是 对 父母很大
的孝敬。

2010年 12月，马昕的母亲杨秀坤

因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加上重度感
冒，睡眠不好，食欲不振，住院治疗 10
多天没有多少好转，当听说儿子年底因
工作成绩突出荣立二等功时，一下子来
了精神，饭量明显增加，没几天就主动
要求出院了。

马昕兄弟姐妹6人，他在家中排行
老五，虽年龄不靠前，却因为穿上军装
带过兵，他一直都是兄妹中的“头儿”。
即便是相继成家分门立户之后，但凡哪
个小家遇到了大事，也要请他拿主意

“拍板”。

在马昕看来，只有帮兄弟姐妹们都
过上好日子，才能让父母真正放心地安
度晚年。他经常帮兄弟姐妹们出谋划
策，鼓励他们积极找门路创业。在马昕
的引导下，兄弟姐妹相继在郑州打工、
开店，想办法让日子过得更红火。

2009年，马昕又动了一个念头，想
让大家都住到一个社区，一是离父母近
些，二是遇到各种情况方便相互照应。
马昕的动议得到了其他几个小家庭的
积极回应，他们或买或租，都搬到了马
昕所在的交通路社区。

30多口人在一起如何相处和管理
呢？通过再三考虑，马昕决定把部队好
作风融入家庭建设，将 30多口人的大
家庭编成一个连队，自己担任“主官”，
几个能力相对突出的孩子当“排长”，遇
有重大问题时一起协商，形成方案后分
工负责抓好落实。

为增强大家庭的凝聚力，2009 年
初，马昕建议创立了“和谐家庭爱心
基金”。逢年过节聚会时，鼓励大家
将零花钱存入基金账户，自觉自愿、多
少不限。

每个小家选出一个代表参与基金

管理，使用方案经认真讨论，三分之二
通过方可执行。日常，不定期举行乒乓
球、羽毛球、踢毽子等家庭体育比赛，拿
出一定基金奖励优胜个人，鼓励大家加
强锻炼、健康生活。年终时，突出奖励
学习标兵和先进工作者，重点资助年轻
的家庭成员开拓创业。

“爱心基金”积攒到一定数额后，马
昕会建议拿出一部分，组织6个小家庭
全体出动，陪两位老人外出旅游。如有
家庭遇到重大变故或创业发展需要，可
以申请使用基金。

马昕大姐的女儿杨洁，是第三代

中年龄最大的一位，婚后跟老公赵明
阳一起自主创业，因手头启动资金短
缺，便向“管委会”申请暂借“爱心基
金”。经全家人反复讨论，认为他们
所选项目可行，同意借用基金，并约
定了归还日期。正是这笔资金，犹如
及时雨，解了杨洁夫妇的燃眉之急。
经过近两年的打拼，他们不仅提前还
了款，并且还买了运输车用于扩大生
产。2013 年春节前夕，刚刚 28 岁的
杨洁就在郑州黄金地段购买了一套
140平方米的商品房，提前步入了“小
康社会”。

家和万事兴。正是因为有了强大
而温暖的后盾，6个小家庭的日子都越
过越红火，大家庭新生代也在各行各业
中取得了骄人的业绩。

外甥杨威、侄子马涛参军之后第一
年就被评为优秀士兵，第二年当班长并

光荣入党。杨威退伍之后到深圳创业
有成，22岁就在郑州给父母买了一套
150多平方米的商品房，并用其公司收
益保障大家庭的公共开支。马涛现仍
在部队服役，荣立1次二等功、3次三等
功，多次受到上级表彰和嘉奖。曾打借

条向父母“借”学费的外甥女陈凌，大学
几年的生活费完全自理，在参加河南省
首届“十元力量”挑战赛中，成为十大挑
战成功的勇士之一。大学毕业之后自
主创业，第三年就拥有了一家属于自己
的商贸公司。

努力工作也是对父母的孝敬

动员兄弟姐妹搬到一个社区居住

将30多口人的大家庭编成一个连队，成立“和谐家庭爱心基金”

后辈们在各行各业均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休息时间应邀进行宣讲，累计听众达2万人次

马昕和母亲杨秀坤应邀到建中街街道人和社区为居民传授孝道

在荣获
2015年全国“最美家

庭”后，马昕家庭又出现在
今年10月份我省公示的第一届
全国文明家庭推荐名单上。
马昕，在24年军旅生涯中，荣立二

等功1次，荣立三等功6次，受到军区
和总部表彰38次。他把部队好作风
融入家庭管理，将30多口人的大
家庭编成一个连队，遇有重大
问题时一起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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