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今，家庭第三代人每月自愿为
爷爷奶奶“发工资”。马昕的侄子马涛
说，这样做一是想减轻父辈照顾老人
的负担，二是想尽自己的能力为老人
做些事情。

家中每个人都乐于奉献，这是怎
么做到的？对此，马云杰用一句非常
朴实的话说：“我在教育孩子方面很简
单，就是言传身教。俗话说，栽什么树
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

我们夫妻俩如何待人处事，自然会影
响孩子及孙子们。”

父亲的话，马昕及妻子非常认同。
对于正在读初二的女儿马铭悦，夫妻俩延
续父母的做法：言传身教。马昕说，女儿
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帮大人做家
务，教育孩子从小知道作为家庭中的一
员，就要承担起家庭责任。马昕说，“有了
责任心，女儿学习也没耽误，而且还能全
面发展，7岁就成为报刊校园小记者，还

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队干’”。
如何传承好家风，马昕说，家风要

坚持几十年如一日，几代人共同遵守，
要成为一种习惯动作，而不需要任何外
来的强制。“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
今后，我们在建设好自己小家的基础
上，要影响和带动更多的人把家庭建
好。千千万万个家庭建好了，我们的国
家就会更好。”马昕说。
本版图片均为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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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昕：好家风源自父母“润物细无声”
身为军人，他把大家庭编成连队，兄妹6个家庭遇事一起协商
设立“和谐家庭爱心基金”，有变故或创业都可申领使用

好的家风需要长期的“润物细无
声”，身教重于言教，为人父母、长辈，
对于好的家风养成至关重要。马昕
家就是最好的例子。

昨日，记者走进马昕家，听一听
这一家四世同堂39口人的暖心故
事，聊一聊他们在塑造良好家风方面
的经验和办法。
郑报融媒记者 董艳竹

编者按
家风连着作风，家事连着国

事。中央文明委开展第一届全国
文明家庭评选表彰活动，从全国范
围评选了300户文明家庭，并于12
日召开了隆重的表彰大会。我市
马昕家庭、王金宽家庭、方秀云家
庭等3户家庭此次荣登榜单，为了
传扬他们向上向善的家庭美德，今
日起，本报将刊发这3户全国文明
家庭的感人事迹。

好家风源自
父母“润物细无声”

昨日下午，记者来到二七区建中街办
事处交通路社区马昕家。一进门，一张
30多口人全家福格外醒目，照片上写着

“恭贺马云杰、杨秀坤七十大寿、金婚庆典
留念”，马昕说，这张全家福，他们兄弟姐
妹6家每家都有。

马昕 1973年出生于河南省新蔡县农
村，父亲马云杰、母亲杨秀坤都是热心肠，
街坊邻里谁家需要帮忙了，夫妻俩二话不
说撂下手上的活就去，谁家有难处了，只
要自己有能力就绝不推辞，是村里公认的
大好人。

受双亲影响，马昕从小就养成了奉
献爱心助人为乐的好品格。1992 年 12
月，19 岁的马昕入伍，成了一名边防军
人。入伍后领到第一月 35 元津贴就全
部寄给了父母，军校毕业后，也是第一
时间将大部分工资寄给父母。不仅如
此，马昕当时还资助过一个名叫王昆
的小学生，得知孩子家庭困难，正为学
费发愁，马昕主动担负起孩子学费，目
前，王昆早已大学毕业；村里两位孤寡
老人，马昕也时常挂在心上，每次回去都
会帮他们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给他们
买些好吃的。

马昕兄弟姐妹 6人，他在家中排行
老五，但因为穿上军装带过兵，他一直
都是兄妹中的“主心骨”，即便是相继成
家分门立户之后，但凡哪个小家遇到了
大事，也要向马昕讨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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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马昕引导下，兄弟姐
妹们相继在郑州打工、开店，日子也越
过越红火。

2008年6月，马昕调到了郑州警备
区工作，便将农村年迈的父母接到家
中照顾，又先后动员在郑州打工的兄
弟姐妹搬到同一个小区居住。他把部
队好作风融入家庭建设，将大家庭编

成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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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常，马昕负责老人看病买药、下
一代思想教育、成长激励和婚恋指导等
问题；二姐马艳担任大家庭内部总管，
负责料理日常事务，调解成员间出现的
矛盾纠纷；外甥女杨洁、外甥杨威是大
家庭的“创业先锋”，带头勤劳致富，公
司收益支撑大项开支，引领年轻一代创
新发展；侄子马涛、外甥女陈凌是“秘书
长”角色，负责召集家庭会议，监督已定
计划实施，处理大家庭日常事务。

用马昕妻子王丽娜的话说：“我们

家不分大家小家，大家生活在一起互不
计较，在家庭中都讲奉献精神，每天到
家都是笑呵呵的，非常暖心。”

四世同堂，30多口人，怎样增强大
家庭的凝聚力是马昕一直思考的问
题。他觉得，在不影响大家生活的前提
下，设立一个家庭基金账户是一个不错
的法子。

于是，在马昕的倡议下，2009年上
半年，“和谐家庭爱心基金”设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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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期公
布每个家庭成员捐款的次数和总量，让
捐款多的人感到脸上有光，其他人有一
种紧迫感，激励大家更加努力地工作。

家庭基金有了，接下来怎样管好用
好这笔“爱心基金”，身为大家庭的“连
队主官”的马昕，让 6个小家庭各派一
名代表，组成“管委会”，参与基金管
理。如果有人提出使用方案，则要经

“管委会”认真讨论，有三分之二同意，
方可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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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两位老人外出去旅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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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大家庭的“创业先锋”，当属马
昕大姐的女儿杨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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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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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满 28岁的杨洁就在郑
州黄金地段买了一套 140多平方米的
商品房。

大家庭编成连队，遇问题一起协商

设家庭爱心基金 增强家庭凝聚力

言传身教，传承优良家风

马昕教妈妈如何玩微信

为同月出生的4位家庭成员共庆生日

2009年中秋，全家为马云杰、杨秀坤两位老人举办七十大寿和金婚庆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