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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钢者”叶晓瑜家庭：

敬业诚信做人，勇攀科研高峰

走进鞍钢集团钒钛（钢铁）研究院
（攀钢集团研究院有限公司）大院，首先
映入眼帘的是办公大楼上标红的“崇德
创新 勇攀高峰”8个大字。在这里工作
了15年的叶晓瑜，选择将这8个字加上

“敬业诚信 勤奋简朴”，作为自己家的家
规家训。

由省纪委监委机关、省委宣传部主
办的第二届“天府好家规”征集活动启动
以来，收到了各地家风家规故事。7月7
日，记者走进叶晓瑜的家，去探寻这位年
轻女科学家攀登科研高峰和家庭教育背
后的故事。

“锻钢者”叶晓瑜
用12年成为正高级工程师

一张办公桌，两台电脑，旁边的柜子
里除了科研方面的书籍，还有两套衣服：
一套是实验室穿的“白大褂”，一套是入
工厂穿的“劳保服”。“加上我身上的工
装，这三套衣服差不多就代表了我工作
的全部。”如今已是科研管理部总监的叶
晓瑜，从2008年研究生毕业开始，已在钒
钛（钢铁）研究院工作了15年。

一张娃娃脸，说话温柔，脸上时常挂
着微笑，还一个劲表示自己不太会说话，
但就是这个“不太会说话”的人，只用了

12年就达到了工程师序列中的最高级
别——正高级工程师，和团队一起锻造
出了强度最高的钒、钛微合金化汽车结
构用钢。

“我刚刚参加工作时，汽车用钢强度
只有500MPa（兆帕，压强单位），现在的
钒钛合金钢已经提升到1000MPa。”叶
晓瑜说，这项研究在当时是一个全新的
领域，路上布满了荆棘，“但钒、钛资源是
我们的特色优势，开发利用好才能形成
核心竞争力。”

如何勇攀高峰？“只有一步一个脚
印。”为了提高钢的强度和韧性，叶晓瑜
带着她的团队，花费10多年的时间，终于

做出了1000MPa的产品。
2017年，叶晓瑜跻身攀枝花市“第八

批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员”，2020年
成为正高级工程师，并以项目负责人的
身份获得四川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因为
在科研中敢于和专家争论而获得“吵架
王”称号的她，成为名副其实的“锻钢
者”。

“母亲”叶晓瑜
也纠结“卷不卷”孩子

从研究院办公楼出来，经后门出去
不到50米，就是叶晓瑜家所在的小区。

这是一个老旧小区，原本白色的墙
已经泛灰，楼前清风细语、草木含香。从
楼道大门进去，再下一层楼，就到了叶晓
瑜的家。

“叔叔好！”门刚打开，两个可爱的小
女孩就热情地打招呼，她们背后的中年
男人微笑着请记者进门，从里面房间出
来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叶晓瑜一一介
绍，两个小女孩是她的双胞胎女儿，男子
是她的丈夫李洪亮，老人是她的父亲叶
家伦。

客厅里摆放着一个老式的皮质沙
发，旁边一块白板上写着孩子的课程表
和“任务表”。因为放假，写着家庭作业、
复习、预习、阅读等事项的“任务表”还空
着，两个小女孩的动画片还没看完。

“平时孩子完成一个，我们就会打一
个勾。”叶晓瑜说，现在放假就没管那么
严了。

因为工作的关系，叶晓瑜能管孩子
的时间并不多，李洪亮承担起了绝大部

分辅导孩子作业的重任，父亲叶家伦则
是孩子们的“厨师”。

“我本身是不想‘卷’孩子的，但每次
去参加家长会的时候，又忍不住想管严
一点。”在叶晓瑜看来，焦虑的不是孩子，
而是父母，“会纠结‘卷不卷’的问题，但
我认为教育孩子，敬业诚信、勤奋简朴更
重要。”

是女儿也是母亲：
以身作则是最好的老师

叶晓瑜是一名“攀三代”。她的外公
外婆在支援三线建设时来到攀枝花，成
为了大河中学的老师；1983年，叶晓瑜因
父亲工作调动来到攀枝花。“我的母亲进
入企业之前也是教师，没想到我又嫁给
了一名教师。”说起家人，叶晓瑜坦言，

“长辈们没有多少口头上的表达，而是以
身作则，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自己。”

今年73岁的叶家伦是一名老修理
工，修了大半辈子的汽车。“我父母那一
辈人都是勤勤恳恳工作，生活上简简单
单,不争不要。”这也让叶晓瑜形成了不
追求物质享受的性子，一件衣服、一双鞋
能穿十来年，一部手机用六七年，唯一的

“奢侈”是加班钻研的时候犒劳自己的一
杯奶茶。

如今是女儿也是母亲的叶晓瑜，也
在试着用父辈的经验教育自己的孩子，
尽管时代发生了变化，但以身作则依然
是最好的老师，“希望孩子们将来也能做
到敬业诚信、勤奋简朴、崇德创新，去勇
攀属于她们自己的人生高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周翼

84岁的郭宗业至今还记得儿时在郭
家祠堂参加祭祖的场景，每年春分、冬至
两个时节，司仪用古风语调长喊一声“读
祖训十条”，后辈们先向老祖先的牌位磕
头，再拜刻有祖训祖戒的牌匾，最后一起
跪着聆听司仪念：“一立身忠孝，二制行
端方，三昆仲友爱……”整个过程庄重肃
穆。

隆昌市云顶镇郭氏家族，自始祖郭
孟四入蜀以来，传了二十九世，历经三个
朝代，曾是名声显赫、富甲一方的大家
族，兴建的云顶古寨更是规模宏大。

由省纪委监委机关、省委宣传部主
办的第二届“天府好家规”征集活动启动
以来，收到了各地家风家规故事。在隆
昌市纪委监委和云顶镇纪委相关同志的
带领下，记者拜访了郭氏后人，走访云顶
古寨，去探寻郭氏家族“诗礼继世 耕读
传家”的故事。

云顶古寨见证600年家族历史

解读家规之前，郭宗业先为记者讲
述了郭氏家族的历史演变，“我们的老祖
先其实是唐代名将郭子仪。”

元末明初时，巴蜀大地经连年战祸
后，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百业凋零。公
元1371年，郭子仪的后裔郭孟中率领孟
一、孟二、孟三、孟四、孟五、孟六从湖北
麻城举家入蜀，在隆昌云顶山下，郭孟四
停下了迁徙的脚步，砍伐草木，开垦田
地，定居下来。

三代之后，有郭廉高中进士，任监察
御史，再有郭元柱进士及第，郭氏逐渐成

为云顶大族、官宦世家。根据史料记载：
郭氏家族在全盛时期，人口有一千五百
多人，田产分布在隆昌、泸县、富顺三县，
每年单收租就达九万七千余石。

云顶古寨是郭氏家族垒石成墙、筑
寨自保的族居地，占地245亩，寨墙总长
1640米，有48个庄园，而且寨楼、炮台、
兵棚、马房、仓库、武器库、蓄煤池等一应
俱全。历经沧桑岁月，古寨如今早已破
败。记者沿着青石木板走了一段路，个
别房屋经过修缮后有老百姓居住，大部
分都已经被鉴定为危房，拉起了警戒线。

尊师办学惠及乡里贫困子弟

“我们的家风就来自祖训祖戒，正是
对后人的严格要求，我们郭氏家族才能
延续600多年。”郭宗业说，为规范家族人
员的行为，郭氏以“诗礼继世 耕读传家”
为核心思想，立下了祖训、祖戒各十条。

“祖训十条”分别是：立身忠孝、制行
端方、昆仲友爱、闺阃严整、下不犯上、尊
不凌卑、接物谦光、待仆体恤、不兴工作、
痛绝呼卢。“祖戒十条”依次是：不许擅入
衙门、不许逋负钱粮、不许忤逆不孝、不
许欺侮尊长、不许欺凌卑幼、不许占夺田
产、不许轻慢鳏寡、不许懒惰耕读、不许
勾引害族、不许干犯名义。

时至今日，这些祖训、祖戒依然有教
育意义。2019年，郭宗业查阅了大量资
料，加上自己的理解，花了半年时间，以
手写稿的形式对祖训十条和祖戒十条进
行了解读。

祖训的第一条“立身忠孝”体现了郭
氏家族忠于国家民族、孝顺父母长辈的
传统美德。在抗日战争时期，郭氏家族
不少族人投身战场，有的以身殉国，有的
负伤回乡。而孝顺不仅体现在祖训里，
还体现在祖戒中的“不许忤逆不孝”“不
许欺侮尊长”。在族谱列传和隆昌牌坊
中，都记载着郭氏不少孝行。

祖戒中“不许懒惰耕读”意思是不允
许在生产劳动和读书上懒惰、不勤奋。
郭宗业在手稿中写到，郭氏历代尊师重
教，各大庄园皆有书院（私塾），高薪聘请
名师执教。郭氏家族不仅动用祠产为上

学族人每年发放两次助学金，而且还利
用祠堂、祠产办学，惠及乡里贫困子弟。

郭氏家规刻在文化墙上教育学生

今郭姓族人分布在国内外，在各行
各业中涌现出了很多杰出的代表。四川
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郭亮
还记得小时候，父亲常常以祖训祖戒来
教育他，例如尊敬长辈、待人以谦等等，
如果违规还会被处罚。年长后，他将祖
训祖戒刻在老家的院墙上，每年春节回
家都要求孩子们背对墙壁背诵。既要明
理，更要力行。郭亮在事业发展中，始终
坚持诚信经营，并以实际行动回馈社
会。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时，他组织企
业转产医用酒精等消毒产品，为缓解内
江应急消毒物资紧缺局面作出了重要贡
献。

同样是郭氏后人，郭洪在家族中算
得上“孝顺”的典范。1998年，由于父亲
身患癌症，他辞去在重庆的工作回家照
顾。父亲去世后，他在一家企业身居要
职，2010年母亲患上阿尔茨海默症时，郭
洪再次辞去工作，照顾母亲至今。

其实，郭氏家规不仅影响着郭氏后
人。在云顶镇中心学校操场的校园文化
墙上，张贴有郭氏十条祖训和十条祖戒
的原文和简要注解。校长范嗣洪说，郭
氏家规放在现在仍不过时，希望孩子们
能从中汲取正能量，热爱家乡热爱祖国，
饮水思源，将来有能力时能够回馈家乡，
造福一方。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黄晓庆

内江隆昌云顶郭氏家规：

祖训祖戒教导后人“诗礼继世耕读传家”

叶晓瑜在实验室。

郭宗业展示家规解读手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