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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人物

情系““侨之家”” 传承““好家风””
访 22001188年度““海上最美家庭””获得者郭景平一家

□□记者 吴佳逸

2014年获静安区最美孝亲家庭等荣誉称号，2017 年获静安区最美安全家庭等荣誉称
号，2018 年年底又荣获“海上最美家庭”称号……这就是海园居民区和谐家庭的典范，郭景
平家庭。

不久前，记者来到郭景平的家中，了解他在侨联的工作历程，以及他和父亲、祖父的故
事，记者发现，无论是工作上的坚守还是家庭教育理念，都离不开郭景平父辈的谆谆教诲
和祖辈的指引。

与老归侨感情深厚

郭景平退休前曾任静安区侨联主席，退
休后他婉言谢绝了有偿聘请，而接受了街道
的邀请，承担起街道“侨之家”的工作。
为何与侨联工作结缘？这也许要从郭景

平的祖辈那代人说起了。郭景平出身在一个
教育世家，他的叔父郭秉文曾是南京东南大
学和上海财经大学的创始人和第一任校长。
尽管他没有见过叔父———因为郭秉文解放前
一直在美国，先后任中国驻美国大使、中国驻
联合国大使，联合国难民署副署长等职直到
去世，但从郭景平父亲郭绍文的回忆和有关
纪念书籍中了解到叔父的不少理念。
据郭景平回忆，他祖辈中出国留学的特

别多：“我在美国的亲戚一共有 100 多人吧，
家中有这么多‘华侨’，我对华侨很熟悉也很
有感情，我做侨联工作，那的确是再合适不过
了。”
这其中，还有一个原因也不得不提：郭景

平的父亲作为归侨，也曾是侨联的志愿者，一
直为侨联工作到 80 多岁，好家风代代相传。
冥冥之中，郭景平受到指引，情系侨联工作近
20年。
上世纪 80 年代，正值改革开放初期，郭

景平和父亲利用海外社会关系，开展“穿针引
线，牵线搭桥”工作为祖国建设服务。叔叔郭
锡恩系美国志愿者协会董事长、婶婶邓如鸯
系美国联合教育基金会董事。郭家父子用书
信方式向他们介绍国内情况，宣传侨务政策，
使郭锡恩和邓如鸯向美国联合教育基金会和
美国志愿者协会建议，为中国大学图书馆提
供资助 85万美元，用以购买最新出版的英文
图书、刊物，技术资料和资助中国学者到美国
进修以及中美两国的大学教授开展双向交
流，先后派了几十批美国专家来华讲学，持续
了 7、8 年，使我国有关部委和北京、西安、南

京等地的 22所大专院校受益。
闻名上海的中英合作红宝石食品厂也是

由郭绍文和几位侨眷“穿针引线”，在静安区
侨联的支持下，经过无数次的洽谈，无数次工
商所、税务所的奔波，才达成协议开办的。这
上海第一家红宝石就选址在华山路上，也就
是海园居民区内。此后，郭景平以及妻子周平
也先后担任在红宝石食品有限公司工作过，
为红宝石在上海业务的拓展添砖加瓦。
投身侨联工作后，郭景平也秉承了父亲

的工作态度，他兢兢业业，把侨联组织建设成
为深受信赖的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之家。曾
有一位大型港企的港方经理家中的保险箱被
偷了，他半夜联系到郭景平，郭代他报警，在
警方的高度重视下，连夜就找到了犯罪嫌疑
人和藏匿在她老家地下室的赃款，这件事的
圆满解决取得了港方经理的认可，也使他认
识了侨联，成了侨联的“娘家人”。
深耕侨联工作近二十年，郭景平有着自

己的感悟：“现在和过去的侨联工作，形势大
不同，以前主要是为侨胞落实政策，宣传国家
改革开放形势、政策，鼓励他们来华投资，而
现在，更多的是对新归侨，包括一些留学生的
服务。但不管怎样，服务意识是不变的。”
这其中，郭景平意识到：“老归侨是十分

需要我们去珍惜的人。”郭景平向记者介绍：
“我说的老归侨，就是文革甚至解放前回国的
华侨，他们一腔热血回来报效祖国，但往往在
文革时吃尽苦头，心理落差巨大，即便改革开
放后，有的老归侨与当年留在国外的亲友相
比，差距也是不小。”对此，郭景平十分关爱老
归侨，只要他们有困难，便奔波忙碌，在所不
辞。
郭景平曾与一位老归侨结对，老归侨与

郭景平的感情非常深厚，弥留之际就想见郭
景平一面，可当时郭景平正好出国了，他对这
位老归侨说：“坚强点，等我。”很快，老归侨

见到了郭，见面第二天，他便去世了，他的家
人都说，见了郭景平，他的心愿就达成了。而
看到这些老归侨一个个离世，郭景平心里也
很不是滋味：“走一个少一个，现在我们街道
老归侨已不足 20个。”

重责任、守规则、心态好

郭景平表示，对他影响更直接的自然是
父亲郭绍文。郭绍文作为留美归国的老知识
分子，以自己的言传身教影响培养了郭景平
这一代，现在后者也把家学渊源传承给自己
的儿子：重责任、守规则、心态好，这些信条也
被郭景平总结进了家训中。
说到郭景平的父亲，那是海园居委会许

多居委干部都津津乐道的：“他爸爸活到 104
岁，全靠他们家人照顾得好。”郭景平对记者
说，父母一共生了 4个儿子，他是郭家最小的
儿子，郭绍文晚年时，主要和自己还有另一位
大哥一同生活，记者很惊讶：“服侍老人一般
女性比较擅长，对你们来说是不是有点挑
战？”
郭景平不同意：“这点我很有信心，我很

细心的。”郭绍文晚年因外科手术住院，每
天大便时，都是郭景平服侍在侧，他怕病房里
其他人闻到异味，都是把帘子捂严实了再帮
父亲按摩、疏通，这些都传为了病房里的佳
话。在家里，他帮老人洗澡、理发，还长推着轮
椅出行，郭父晚上睡觉时双脚总是冰冷的，郭
景平便每晚帮他洗脚、泡脚，还帮他剪脚趾
甲，渐渐地，郭父的双脚也热乎了起来，睡觉
也睡得香了……郭景平忙于照料老人，而自
己小家庭的家务就由妻子默默承担，她也毫
无怨言。
郭绍文走得很安详，离世前一天，还神智

清醒地对郭景平等人说：“我要走了，我关照
你们一些事情。”
而父亲要说的，和没来得及说的，郭景平

也早就记在了心里。郭绍文教育他们“做人
要负责任”，对家庭，对别人，对社会和对自己
负责任，他认为责任感是做好人和做有用的
人的基础和必备的条件，“不用说太大的道
理，也不用喊太多的口号。只要做到这一点就
行。”
郭景平的儿子郭坚现在在大型外企工

作，曾连续两年被评为“优秀员工”，最让郭

景平感到欣慰的是，郭坚被评价最多的就是
“非常有责任心”，而这在家庭生活也可见一
斑。“每当家中有老人生病或家人输液，他再
忙也会赶到医院陪伴在旁，这也是我们为人
父母最大的收获了。”
郭绍文还经常对他们说：“做人要有规

矩。”他从小就给儿子们讲古书，如孟子的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德国的“社会秩序
和产品质量的形成”等等，他让郭景平知道，
世界上的一切都必须按照一定的规矩秩序各
就各位。他不仅自己守规则，而且对不守规矩
之人和事，都要站出来斥责，不讲情面。
郭景平在职期间，按其单位级别，当时可

配备一辆公务车，但他拒绝了：“静安区不大，
侨联工作也不总是火烧眉毛的，骑车、走路都
方便，这点路还要配车配司机，太浪费了！”此
外，郭家在海园居民区的这套房子原是海外
亲戚的私房，文革后他们赠予郭景平的父母，
郭景平在职期间也没有利用任何关系去买
房，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被儿子笑话：“你
做了这么多年区里的干部，家里还是没房没
车！”郭景平不以为然，在儿子成长的过程中
时常教育他：“凡事靠自己！”待郭坚长大成
人、成家立业之时，郭景平又教导儿子：“你有
工资，也缴纳了公积金，就该自己买房、还贷，
靠自己争取幸福生活。”郭景平如是说，郭坚
也如是做，还贷时没用过父亲一分钱，这也让
郭景平颇为自豪。
“做人要好心善心加爱心，才会有好心

态。”郭绍文也很强调心态，他说，要不在乎
自己的利益得失，甚至于舍得牺牲自己的利
益。郭景平回忆道，父亲刚退休时就谢绝了外
单位聘用，放弃了优厚的经济待遇，却乐意做
了近 20年的社区志愿者，他为侨界人士落实
政策，接待服务海外友人，几乎每天在外奔
波，经常一忙就是一天，使当时的郭景平自愧
不如。
郭绍文晚年时，郭景平有一次推着轮椅

上的他从海园的家出发去往长风公园游玩，
回来时，二人打不到出租车，正在垂头丧气之
时，郭景平转念一想，那就推着轮椅回去呗，
就当沿途看看风景，还能锻炼自己的身体。于
是，一路上，郭景平收起抱怨，和父亲说说笑
笑，虽然花了近两个小时才回到了家中，但如
今回忆起来都是欢声笑语，“父亲说的好心
态，我肯定是继承到了！”

郭景平（后排）一家三口

郭景平（右二）和妻子、儿子、儿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