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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

（资料由大宁路街道提供，记者王雪萍整理报道）

弘弘扬扬孝孝亲亲文文化化 定定格格幸幸福福时时光光
作家池田大作曾说：“家庭是心灵惟一的绿洲和安憩之地。 ”家庭，往往能直接决定一个人的幸福指数。 家庭是否兴旺，足以影响人的一生。 一个幸

福和睦的家庭，离不开家人之间的互相包容、互相体谅和互相帮助，也离不开孝老爱亲家风的传承和弘扬。 在大宁社区内，有许多令人艳羡的温馨家庭，
他们的故事各不相同，但都绽放出鲜明的幸福底色。 为此，大宁路街道举办“追忆时光定格幸福”最美全家福活动，邀请辖区模范家庭拍摄全家福，定格
幸福时光。 本期，让我们走近这些模范家庭，聆听动人故事。

风雨同舟共克困难
云平居民区的陈延明家庭是一个幸福的四代同堂之家。 老爷子陈效宗今年 86岁，十几

岁就开始参军，参加过解放战争，也上过朝鲜战场，获得各种勋章无数，其中也包括抗美援
朝勋章。

陈效宗身体尚可的时候，经常参加社区活动，为社区居民上党课，积极做各类志愿活动
的志愿者。 在党课上，陈效宗向居民们讲述着战争的残酷，语重心长地告诉大家今天的幸福
生活来之不易，一定要珍惜当下，也表示自己不管何时何地都要有所为。

如今，陈效宗年事已高，行动不便，但孩子们都很有孝心，儿子儿媳一心扑在照顾陈效
宗、照顾一大家子上。 平日里，儿子陈延明每日坚持制作适合老爷子的膳食，为他定期按摩。
孙子孙媳妇平日工作繁忙，知道父母在家中付出很多，只要休息就会帮衬父母，给父母自由
的时间。 曾孙和曾孙女也会时不时地和太爷爷的嬉戏，一声声呼喊，一次次拥抱，都让陈效
宗倍感开心。 这是一个特别的家庭，也是一个平凡的家庭，无数个春夏秋冬，全家上下风雨
同舟，一同克服了工作和生活中的种种困难，用各自的真诚、善良和孝心换来了家庭的美
满、幸福。

无怨无悔撑起一片天
2018 年被评选为“中国好人”的刘惠珍，常年无怨无悔照顾家人，用双手撑起了一片

天，撑起了一个家。
刘惠珍的父亲今年已 93 岁高龄，年老多病，经常要住院就诊。 平日里，她既要安排好

爱人和弟弟的生活，还要到医院探望和照顾老父亲。 刘惠珍的爱人患帕金森病，需要坚持
用药，才能延缓病情发展，她每周二凌晨三、四点必须去医院排队挂专家门诊，问医配药；
弟弟脑梗后半身不遂，生活无法自理，全靠她照顾；每逢好天气，她都要带着爱人和弟弟到
小区健身场地晒太阳。 几十年来，为了照顾好这“三个大男人”， 刘惠珍毫无怨言，费尽了
心血。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刘惠珍无怨无悔地坚持着。 当小区居民同情她的处境，
怕她太累，劝她将病人安排进医院或护理院时，她却动情地说：“老父亲生我、养我，我照顾
他是做小辈应尽的义务，要回报他的养育之恩；对病重的爱人，我们是少年夫妻老来伴，不
离不弃；对瘫痪弟弟，我们是同胞姐弟，手足之情，要尽心尽责。 三个人，我一个也不能放
弃！ ”

王庆坤是延铁小区的一名高龄独居老人，他的女儿王争英今年 61 岁，原来在口腔医院
工作，为了方便照顾他，女儿和女婿把家安在他楼上的 602 室，每天都下楼给王庆坤做饭、
洗衣、收拾房间，对老人家照顾的无微不至。

王庆坤于 1945年参军，即刻参加了抗日战争。 后加入解放军，参加了济南战役，战役原打算
打 3天，后发现敌军支援济南。 为了尽快结束战斗，王庆坤与其所在军队不顾疲劳继续攻城，最后
解放济南城时共打了 8天 8夜。 取得了重大胜利，彻底粉碎敌人的战略企图。

王庆坤参加过大大小小的战争不下 20几次，也因此在身上留下了多处伤口，两只胳膊
上的伤痕更是清晰可见。 在日常生活中， 王庆坤经常将革命精神言传身教的带给他的孩子
们。 他的女儿说，以前在工作中，生活上遇到困难挫折，一想到父亲平时说的话，讲的故事，她
就会树立起战胜困难的勇气，同样，这种无畏的革命精神给深深的影响到王庆坤的孙女。 如
今，孙女已经工作，从小就非常的独立。 工作后，即便单位在松江，还经常加班，但是从不抱怨
辛苦。 父母以身作则、照顾老人的美德让孙女耳濡目染。 周末回家，孙女第一个就是探望外
公，每次都给王庆坤带来小礼物，陪王庆坤说话，逗他笑，祖孙三代，生活和谐，其乐融融。

祖孙三代其乐融融
朱爱萍的家庭是一个敬老爱幼、热心公益的四世同堂家庭，从老一代到朱爱萍一代再

到其子女一代，每一家都有一男一女两个子女，是一个由“好”字组成的大家庭。
朱爱萍的婆婆今年 97 岁，目前和女儿居住在太原，虽然分居两地，但一直保持亲密的

联系，每星期都会视频聊天，关心老人家。 朱爱萍全家也常去太原看望他们，他们也常来上
海。 有时婆婆一家来沪几个月，作为晚辈的朱爱萍常常陪她去公园散步、买好看的衣服、吃
上海美食，让老人家很是高兴。

2004起， 朱爱萍一家便居住在平型关路 801 弄， 这期间她被居委会推荐当上了楼组
长、业主代表。 直到现在，朱爱萍都在小区坚持担当志愿者，完成居委会布置的各项工作，积
极参加居委会举办的各项活动，唱歌、沪剧、编织、春节联欢活动都看得到她的身影。

朱爱萍的丈夫也是热心公益活动的积极分子，退休前曾是美术老师的他，在退休后便
利用自己的专长在社区里发光发热。 在迎世博活动中，夫妻二人一起参加“嘉年华迎世博”
活动，教居民们用版画形式作出世博会的会徽。 在刚过去的 2020 的庆双节活动中，朱爱萍
的丈夫在小区的儿童乐园里还创作了四幅壁画，深受大家好评。

热心社区公益，共建和睦家庭

孝老敬亲，恪守美德
“孝顺和尊重”是他们的家风，但凡有什么大事件，都会举家一起坐下来讨论。 全家上

下，时刻遵循尊老爱幼的良好家风，整个家庭和乐融融。
上工新村居民区的应成龙家庭是一个令人艳羡的四世同堂之家，家中的小辈深知“家

有一老，如有一宝”，对家中的老人无微不至地照顾，恪守中华民族地传统美德———孝道。每
次家里有什么重大事件，大家都会齐聚一堂议论纷纷，但最后都会主动听从老人的建议，有
时还会开玩笑说：“百孝顺为先”。 对长辈顺从，让他们顺心，才能让他们感受到晚辈的尊
重。 只要不是原则性的大问题，尽可以尊重长辈的想法。 也正是这样的原因，一家四代人总
能很快达成共识，和睦相处。

陈卓家庭是一个三代同堂之家，俩亲家都和孩子们住一起。 陈卓岳母的父亲参加过抗美
援朝战争， 岳母清晰记得父亲出兵朝鲜的场景：1950年冬天， 父亲收到部队紧急集合的命
令，当即收起身边重要物品，拍了一张照片，做好永别留念的打算寄回家，之后经历了大罐火
车几天的颠簸，来到鸭绿江边。岳母更记得当年不到 20岁的母亲从南韩到中国，成为一名光
荣的卫生员。 岳母言传身教，秉持信念，坚信一家人只要同心，没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

陈卓的父母亲年龄较大，父亲身体状况一直不佳。 陈卓的岳父母相对年轻，便主动承担
起了家中大部分的家务。 生活中，陈卓夫妇也传承了优秀的家风，对四位老人相当孝顺，小
夫妻俩一有空就会挤出时间，带着父母们一起旅游，看看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

互帮互衬，传承家风
居住在延长居民区的孙寿华家庭是一个充满红色印记的五口之家。 一家之主孙寿华有

着丰富的从军经历，在战场上铸就了不怕艰难困苦、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在部队中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把最宝贵的青春贡献给祖国，谱写出一曲壮丽雄浑的人生赞歌。

1949年，年仅 15岁的孙寿华入伍参加新四军，开始了自己的军人生涯。 1953年，孙寿
华参加抗美援朝作战，直至停战回国。随后，孙寿华一直在部队工作，直到 1995年 1月离休
至今。 几十年的军人生涯铸就了孙寿华坚韧、严谨的性格，对子女和孙辈言传身教，严格培
养，使他们都成了相关领域内的精英；而晚辈们也十分孝顺他和爱人，一大家子幸福美满、
其乐融融。

言传身教铸就幸福
陆明珠是上工新村居民区的一名普通居民，家里四代同堂，从小由外公外婆从婴儿一

手带大的她常常怀有一颗感恩、孝顺的心，外公外婆对她的各种辛劳都铭记于心。
陆明珠的外公退休前是工厂工人，工作上认真负责，对她和她母亲都比较严格，教导她

们要认真做事，踏实做人。 陆明珠的外婆退休前是工厂里的技术指导，在工作上一丝不苟，
在日常生活上对细心照顾细心照顾。

现在外婆外公年纪大了，陆明珠便始终恪守“百善孝为先”，报答长辈们的养育之恩。
平时工作繁忙，但隔三差五都会保持通话，嘘寒问暖，每逢佳节，四代同堂的聚餐必不可少，
欢聚一堂，和和睦睦。

百善孝为先，四世同堂乐融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