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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安市天全县陈怀炯家规

以仁者之心
践行医者使命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曹笑

达州市通川区周永开家规

忠诚、为民、斗争
自律、清俭、无我

◎许然王智勇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曹笑

征集评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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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巴克珠家庭合影。蒲丽蓉（右）向小儿讲述种粮的艰辛。闫靖 摄饶绍清（中）与后辈们在一起。 周永开（中）与家人在一起。 陈怀炯（二排左一）家庭合影。

优秀家风代代相传

第二届十佳“天府好家规”出炉

乐山市井研县饶绍清家规

厚德崇艺耕读传家
◎王兆伟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曹笑

巴中市通江县蒲丽蓉家规

勤劳坚守尽忠诚
孝老爱亲弘美德

◎杨智淋胡嘉文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曹笑

甘孜州康定市降巴克珠家规

一心跟党走
忠心保家园

◎王兆伟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曹笑去年，在“中国农民画精品展”上，饶绍清创作的
《大丰收》、饶艺创作的《唠家常》荣获优秀作品奖，这
两件作品连同饶艺创作的《好日子》一同被全国农业
展览馆、中国农业博物馆收藏。

父子同获殊荣，且儿子创作成就隐隐有青出于蓝
而胜于蓝之势，年近耄耋的饶绍清备感欣慰。一遍又
一遍默念“厚德崇艺、耕读传家”的家规，父子两人不
禁陷入沉思……

数百年前，饶家先祖从湖北大冶来到四川乐山安
家落户。至饶绍清的祖父饶奉章时，饶家在分全乡经
营起一家纸铺。饶奉章乐善好施，周济邻里，很得声
望，遂被推举为饶氏家族族长。

为引导族人勤于读书、博文强识、发挥所长，饶奉
章为家族立下了“厚德崇艺、耕读传家”的家规。

“祖父立下的八字家规，成了劝勉后世子孙重视
民间艺术，勤劳务实、吃苦耐劳、脚踏实地、读书上进
的箴言。”饶绍清说。

生于1944年的饶绍清，开蒙之时幸运地赶上了除
旧布新的好时代。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早已将“厚
德崇艺、耕读传家”家规内化于心的饶绍清一直在思
考，如何为当地的建设事业再添一把火。没想到，这把
火一烧就是六十多年，为当地“烧”出了一个文化品牌。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伴随兴起的‘壁画化’‘诗画
墙’等活动，饶绍清等全乡农民画家同当地美术工作
者、文艺爱好者一起，围绕当时的宣传主题创作宣传
画，井研农民画就此横空出世。”乐山市文化馆馆长李
旭东说。

为让农民画的内容更加丰富、更加接地气，饶绍
清尝试将书法、剪纸、刺绣等元素融入画作当中，这些
画作传承古老的乡风民俗和深厚的民间文化底蕴，深
受群众喜爱。

“饶家家规从饶绍清祖父处传承而来，短短8个
字在时代的大熔炉里锻造出了新的内涵。”与饶家交
往几十年的井研县研城小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漆革
文说，饶绍清家规最感人的精神内核就是与时俱进、
热爱国家。

“近年来，饶绍清等井研农民画画家围绕‘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乡土情’‘反腐倡廉’等主题
创作了大量宣传画，在新农村文化建设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井研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吴
天军说，这些画作连同饶家家规，已经成为当地乡
土风情和社会正能量的表达载体之一。

即将年满80岁，饶绍清依然干劲十足，他告
诉记者，希望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带动身边的朋
友，一起营造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
的良好社会氛围，以“小家”带“大家”，让
好家风促进好民风、带动好社风。

“做人要像腊梅，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
坤。”这是“七一勋章”获得者、原达县地区纪委书记周
永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其“忠诚、为民、斗争、自
律、清俭、无我”的家规，展现了纪检监察干部“忠诚、
干净、担当”的政治本色。

“忠诚”是周永开家规的重要内容之一。“党是一
生的追随！”周永开不仅自己拥有崇高信仰，还将信仰带
回家中。他在家中设立了“家魂奖”，每年对家庭成员中党
员的思想、工作进行总结、评比、表彰，激励先进、批评
后进，引导家庭成员信党、爱党、追随党。

周永开早年担任地方领导时，常年脚穿草鞋为农林产
业发展、水利设施兴建奔走。因其跑遍原巴中县上百个村
落，穿烂十多双草鞋，群众亲切地称他为“草鞋书记”。离休
后，他自筹经费带领村民种植萼贝，在当地培育出年产值
数百万元的萼贝产业，群众又称他为“花萼山愚公”。

敢于斗争是共产党人骨子里的烙印。在纪委书
记任上，周永开顶着压力主办了轰动全国的要案“扳
倒李作乾”。“虽然得罪少数人，但让大多数人满意，让
党和人民满意，就行了。”他说。

严于律己是共产党人的立身之本。周永开不仅对自
己严格要求，也严防家人“搞特殊”。两个儿子小时候，曾打
着“我爸爸是县委周书记”的旗号，看了一场“免费电影”。
周永开知道后，不仅补上了电影票钱，还让两个儿子当众
作检讨，自己也在电影院职工大会上向全院职工道歉。

周永开一贯清正节俭，至今仍住在上世纪八十年
代单位分配的房子里。房子很小，装修也很简单，家
里最值钱的就是一台小电视机。

对家人“吝啬”的背后，展现的是周永开的“无我”
风采。汶川地震、武汉疫情、万源水灾，哪里有危难，
周永开就往哪里捐款。一生忠诚于党的周永开，将对
党忠诚的信仰融入到家庭中，其家庭20名成员中有
10人是党员，4个孙辈全部光荣入党。

周永开儿子周南生是一名民警，工作几十年间，只
讲落实、不讲条件，只要接到出警电话，无论凌晨还是节
假日，随叫随到。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他主动申请到
阿坝州抗震救灾，受到公安部和四川省公安厅表彰。

在周永开家规的影响下，其所在支部的退休同志
积极发挥余热，开展政策宣讲、植树护林，为抗震救
灾、疫情防控捐款捐物等，多次被省、市表彰为先
进党支部。其所在机关党组织组建“巴渠清风”
志愿者服务队，定期开展活动服务群众。当
地形成了从个人、到家庭、到基层党组织、
再到社会的强大奉献“磁场”，也成为达
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靓丽
名片。

“爱粮守粮感党恩，勤劳坚守尽忠诚，孝老爱亲弘
美德。”这是巴中市通江县铁佛粮油管理站粮油保管
员蒲丽蓉的家规。由于来自基层粮食系统，蒲丽蓉的
家规带有鲜明的“粮食属性”，这也传承着他们一家爱
粮守粮的光荣传统和坚守奉献的担当精神。

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蒲丽蓉，幼年家境贫寒。童
年印象最深的吃饭场景，就是桌子最中央有三个盆，两盆
装着连着皮的红苕或洋芋，一盆盛着菜汤。周边放着三个
空碗，是给大人的，只有属于自己的那个小小洋瓷碗里有
一点点米饭。“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能吃上一碗香喷喷
的米饭已是奢望。珍惜粮食、勤俭节约的意识自那时起就
深深刻在了我的骨子里。”蒲丽蓉说。

在身为粮油保管员的父亲熏陶引导下，怀揣着吃
上一碗饱饭的朴素追求，1997年从通江粮校毕业后，
蒲丽蓉来到铁佛粮站，也成为一名粮油保管员，一干
就是26年。从业之初，父亲就教育她：“不管是自家
碗里的粮食，还是国家仓库里的粮食，一粒都不能
丢！”受父亲影响，蒲丽蓉给自己立下了要当“无违纪
违法记录、无粮食短差记录、无粮食损耗记录、无粮食
安全事故记录”的“四无”粮食保管员目标。

守粮的工作并不轻松。修补仓房、翻晒粮食、来回搬
运，对于身高只有1.58米的蒲丽蓉来说，每一项都不容
易。春去秋来，战寒斗暑，工作虽然简单枯燥，但她总能从
平凡的日常保管实践中找到点滴改进提升的空间，日益精
进。她常对身边人说，粮食就像不会说话的婴儿，有什么
不舒服它不会自己表达，需要用心去感知它哪里有问题，
用双手帮它缓解不适，才能确保粮食不生病、不变质。

正是在这种精益求精的工作理念驱使下，26年
来，经她保管的6600多万斤粮食，从未发生过一起储
粮安全事故。她也先后荣获“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系
统劳动模范”“四川省爱粮节粮之星”等多项荣誉，并
成功当选党的二十大代表。

“妈妈在基层粮站一干就是几十年，她像爱护我
们一样珍惜粮库每粒粮。我记得最深的是，在我去单
位报到的前一天晚上，妈妈把参加党的二十大带回的
一个笔记本交给我，一再叮嘱我：一定要对党忠诚、认
真工作。”蒲丽蓉的大儿子席海清说。

党的二十大结束后，从北京返回通江县的第一
周，蒲丽蓉就利用护粮的工作间隙，给身边的干部
群众做了11场党的二十大精神感悟宣讲会，并
分享了种粮护粮知识。如今获评第二届十
佳“天府好家规”，在蒲丽蓉看来，这既是
荣誉，更是沉甸甸的责任：“我将继续牢
记守粮人的初心，为守护粮食作出更
大贡献。”

雅安市天全县陈家先人，学武出身，难免受伤。
为及时治疗，陈氏先人陈治策将武学和中医正骨相
融，开创“陈氏正骨手法”，自制膏药，接骨续筋。之
后，陈氏正骨手法用在了更多人身上，福泽乡里邻舍。

成长于武医世家，陈怀炯自幼跟随伯父陈和义一
起习武、学医、打杂、出诊，并在1959年14岁那年成
为陈氏骨科武医的第三代传人，继承陈氏武医衣钵。

为牢记医者的初心，陈家先祖定下了“诚信、宽
厚、仁心、睦邻”的家规。在此基础上，陈氏族人数次
提炼升华，终于形成了雅安陈氏家规，陈怀炯将陈氏
家规再度发扬后，手书“以仁者之心践行医者使命”，
传示于子孙。

“以仁者之心践行医者使命”，陈怀炯知行合一。
1975年，他将家族诊所和祖传药方，无偿献给了国
家。天全县政府在陈氏诊所基础上，建立了今天的天
全县中医医院。

数十年来，天全县中医医院一直坚持“简便廉验”
的中医特色服务，只收取0.5元的门诊挂号费。2005
年新医院安装电脑收费系统，运行成本增加，才将挂
号费提高至1元。直到2023年，天全县中医医院的挂
号费依然是1元，而患者住院费用平均下来每人9000
元，远低于同级医疗机构同类疾病的费用，是市级医
院的三分之二，省级医院的三分之一。

天全素有“民族走廊”“康藏门户”之称。因天全县中
医医院骨伤医术过硬，邻近的甘孜、阿坝、凉山、西藏昌都等
省内外50余县（市、区）群众，有骨伤都慕名前来。现已年
近八旬的陈怀炯，从医超过60年，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四
川省道德模范”“四川省十大名中医”等荣誉，享受国务院政
府特殊津贴，被藏汉群众尊称为“大先生”。

好家规，代代传。因家学渊源，陈怀炯的儿子陈
若雷和妻子李军、姐姐陈若雨都在天全县中医医院从
事中医工作。现任天全县中医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
的陈若雷，不负陈家之望，至今已获得“全国中医药系
统创先争优先进个人”“四川省拔尖中青年中医师”

“四川省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先进个人”等诸多荣誉。
谈及家规的践行与传承，陈若雷反复强调“父亲

的言传身教”，从小就看到父亲认真对待每一位病人，
从不分高低贵贱。父亲每日俯身半跪为病人诊治的
场景，时刻在感染着他。父亲传给他的，不仅仅是
医术，更是做人做事的态度。

现在，陈若雷把陈氏家规和陈氏诊疗医术，
一点一滴地传给儿子陈星河。陈星河目前就
读于国内一家医科大学。未来的岁月里，
他这一代，也将接过祖辈、父辈的接力
棒，继续把陈氏骨科传承下去。

9月12日、13日、14日……27日，再次与丈夫降巴克
珠取得联系时，金武鲆已经熬了整整16天。“任务圆满完
成”短短几个字，让金武鲆悬着的心瞬间安定下来。

其实，从确立关系那天起，金武鲆就知道，成为
“康巴兵王”的妻子，注定是一场持久的磨练。因为丈
夫这一家的一代代男人们，从新中国成立起，就坚定
了“一心跟党走，忠心保家园”的信念。如今，这一信
念已经固化为家规，在这个家庭中传承。

1989年，降巴克珠出生于甘孜州康定市呷巴乡铁
索村。这是一个传承优良家风的军人家庭，半个多世
纪以来，先后有3人参军、3人入党、7次荣立军功，1人
剿匪牺牲、1人战场负伤——一家三代精忠报国，始终
践行着爱党忠诚、精忠报国、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精神。

1956年，降巴克珠的祖父罗布长寿，新婚不久就
在剿匪行动中为掩护战友壮烈牺牲，留下遗腹子罗布
扎西。1977年，降巴克珠的祖母又将唯一的儿子送
入部队，经过边境自卫反击战枪林弹雨的洗礼，成长
为特等射手的罗布扎西被原成都军区评为专业技术
能手。后来，罗布扎西负伤复员。

在父亲的言传身教、家庭的感染熏陶下，降巴克
珠从小就在心灵深处播下了报党恩、跟党走的红色种
子。2006年12月，降巴克珠放弃了维持全家生计的
代课教师职业，毅然参军入伍。

“保家卫国，首先需要练好基本功。”慈父谆谆教
诲，家规时时鞭策，降巴克珠对自己的要求始终严苛。

6公里武装越野，腿上绑满沙袋，负重24公斤还
额外加上4个装满沙子的矿泉水瓶；练习400米障碍，
每次都全副武装，强度超过别人一倍；200个俯卧撑、
300个仰卧起坐，天天雷打不动；6公里武装奔袭，以
23分41秒打破集团军特种兵纪录……2008年，在集
团军组织的“特战尖兵”考评中，降巴克珠打破集团军
纪录，被评为“特战尖兵”。参军至今，降巴克珠个人
荣立一等功2次，二等功、三等功各1次，成为康巴男
儿心目中的“兵王”。

“作为军人，只有心中有党，才会跟着党走。只要
党一声令下，我要像子弹一样飞到最需要的地方。”这
是降巴克珠入伍后写的第二份入党申请书。2008年
7月，他在同批入伍战友中第一个加入党组织，成为全
连当时唯一一名义务兵党员。

降巴克珠一家“三代从军路、个个是功臣”，
在他身上传承着爱军尚武、精武强能的英雄
血脉，续写着投身军营、献身使命的责任
担当。在 2015 年军民迎新春茶话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关切地询问了降巴
克珠的学习、生活和训练情况。

08-09责编龚爱秋 版式易灵张今驰 总检张浩
2023年12月1日 星期五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曹笑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