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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皆知司马光的治国书《资治通鉴》，却不
知他最得意的是自己的齐家书《家范》。在他看
来，欲治国者，必先齐其家。古人把齐家和治国看
得同等重要，甚至认为齐家是本。运城这片土地
上的家风与家族文化丰富厚重，不仅在历史上滋
养培育了一代又一代人文翘楚，在当代更有不平
凡的呈现与绽放。

媒体是一个地方的窗口、名片，需要承载一个
地方的人文精神。新年之际，我们开辟“家范”专栏，
将镜头与笔触留给运城那些和美的家庭、那些可爱
可敬的人，让运城当代的家范故事，引领你我他。欢
迎来电、来稿推荐您身边的好人好事好家庭。

来稿邮箱：1371245160@qq.com
联系电话：18636318188/18735667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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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素勤和孙子共做公益宣讲员

言传身教 不忘党恩

一见面，陈素勤便热心地向记者介
绍了麦来少年宫的书本雕塑，上面标注
的“爱国、明志、勤奋、奉献”等字样，是她
专门设计的，希望孩子们都能多读书，从
书本中汲取能量。还有院子里父亲亲手
栽下的“忆苦思甜树”，郁郁葱葱。

麦来少年宫，取名源自陈素勤的父
亲——陈麦来。

陈麦来祖籍河南省温县滩王庄，出
生、成长于苦难的旧社会，吃不饱穿不
暖是常事。他的二姐被地主强行带走，
妈妈为了保护二姐竟被打致死。幼小的
陈麦来只能背井离乡，前往运城寻找在
盐池做苦力的父亲，也成了一名盐工。
彼时的盐池，盐工们经常遭受工头的剥
削，稍有不慎就会遭受毒打，每天从早
到晚劳作。为推翻剥削阶级，他积极参
加地下党组织的罢工斗争，在一次执行
任务返回的途中被资本家抓走，虽受尽
酷刑但英勇不屈，保护了地下党组织。
最终，在党的领导下，运城得以解放，盐
池回到了人民的手中，盐工们也从此翻
了身。

受过严寒的人最知道太阳的温暖，
受过苦难的人最懂得知恩图报。运城解
放后，身体不好的陈麦来被安排到当时
的盐化运输队传达室工作。他不忘党
恩，用实际行动表达对党、对祖国的热
爱。1953年，他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7年被评为“山西省劳动模范”。

陈素勤说，当年在盐化工地，父亲冬
天光着脚下盐池，用身体感受池下温度
和盐碱比例，他的小组盐碱产量总是最
高、最好的。

1963 年，父亲响应“向雷锋同志学
习”的号召，拿出家里的全部积蓄创办了
运城第一所“校外辅导站”，为那些放学
后的孩子提供安全的场所，可以读书学
习、游戏劳动。家里人也很积极，每人每
月拿出工资的一部分来支持父亲。

陈素勤介绍，父亲不仅购买了大量
图书，还带领家人从外面拾来旧砖一块
块垒起了乒乓球台。农具和羽毛球拍、

乒乓球拍等运动器材也是他亲手制作
的。学习之余，父亲和辅导站的学生们
积极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各项活动，
一起帮工厂炊事班喂猪，一起开荒种地，
种植蓖麻并喜获丰收，换成食用油免费
赠送给工厂和学校的食堂。

父亲还经常给学生们看他身上遭受
酷刑留下的鞭痕和伤口，以及盖过的血
被、穿过的血衣，告诉孩子们记住旧社会
的苦难，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每年春节，父亲还会领着她和妹妹
从盐池步行至盐化五厂，一走几十里，只
为忆苦思甜。

继承遗志 正风育人

辅导站的影响越来越大，父亲也因
此先后被83所学校聘为校外辅导员，到
全国8省600 余个县进行红色革命传统
教育宣讲5000余场次。

陈素勤说，父亲提倡“学校、社会、家
庭”三结合教育，认为除了家庭教育和学
校教育外，社会也有责任为孩子提供学
习的场所。

作为家中的大女儿，陈素勤从小看
在眼里、记在心上，无论是劳作，还是外
出作报告，她都会跟着父亲。尤其是父
亲作报告时，她听着台下热烈的掌声，在
心里暗暗下定决心，长大后也要像父亲
一样热心公益。后来，父亲年纪渐大，她
代替父亲担起讲解的重任。在父亲的影
响和培养下，早在20世纪70年代，她就
被运城三所小学聘为校外辅导员。

1973年，19岁的陈素勤光荣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1978年，她被推荐到北京
大学半导体器件物理专业学习，毕业后
她回到运城，在运城工学院教书。

1988年，59岁的父亲因病去世。陈
素勤毅然接过了父亲手中的火炬，继续
建设、发展父亲的红色教育事业。陈素
勤和全家多年来坚守父亲制定的家规，
每人每月从工资里拿钱作为辅导站的活
动经费，所有来辅导站的学生一律免
费。

在爱人王广和其他家人的全力支持
下，陈素勤在校外辅导站的基础上，建起

了现在的麦来少年宫，常年免费向社会
开放。里面除了红领巾读书室，还有展
览馆。展览馆包括5个不同主题的展厅，
既有领袖人物、革命战士的伟大事迹，也
有父亲曾遭遇的苦难经历。厅内陈列着
陈麦来和陈素勤两代人几十年来收藏的
老照片和老物件，还有许多珍贵的革命
文物，包括父亲参加全国第六次少代会
时团中央奖励的一台彩色电视机。

展览馆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不仅
成为本地多所小学的教学基地，更有北
京、上海等地的中小学生前来参观，接受
红色革命教育。

“父亲没文化都明白教育的重要性，
我们作为新时代党和国家教育事业的受
益者更应该这么做。”她说。

热心公益 风范传家

家风教育如春风化雨，润物细无
声。在陈麦来和陈素勤两代人的带领
下，家中的第三代人也积极加入了辅导
站。陈素勤的儿子出生后，爷爷为他取
名陈辅强，寓意要把辅导站一代代传承
下去。

陈辅强从太原理工大学毕业后留在
了太原工作，但他和妻子韩雪一直没有
忘记运城的父母，每个周末或闲暇时就

会回来陪陪老人，在少年宫担任义务讲
解员。在办展览馆时由于资金紧缺，夫
妻俩拿出积攒的8万元，多次从太原回到
运城，协调解决少年宫供水、供暖等问
题。寒暑假，两人也会赶回运城，参与少
年宫的工作。

陈素勤的两个孙子也非常优秀，尊
敬老人、孝敬长辈。尤其是小孙子也加
入了辅导站的工作中。在红领巾读书室
的墙上，随处可见小孙子为读书室所画
的装饰画，虽然线条和配色还很稚嫩，但
也算一份他的小心意，装点了这个放有
4000余册少儿读物的读书室。

陈素勤的妈妈和婆婆如今都已是九
旬高龄，学医的儿媳韩雪更是把对两位
老人的关心化在每日的行动中，亲自给
她们买药、配药，还买了小药盒，将每日
所服的药品分类，并按服用时间装好。

2022年，两位老人因病相继住院，全
家人都衣不解带地守在老人身旁，出院
后更是悉心照顾。现在，两位老人竟然
恢复得生活能够自理，连医生都表示惊
奇。

不仅如此，陈素勤一家还先后资助
多名困难大学生，到光荣院看望老红军，
为环卫工人赠送手电筒、水杯、雨衣，为
自闭症儿童送去节日礼物，为癌症病人
捐款，开办学雷锋志愿者服务站……就
这样，既有对家庭的小爱，也有对社会的
大爱，陈素勤一家，充满爱与幸福。

2016 年陈素勤家庭被市妇联评为
“河东最美家庭”，2018年被全国妇联评
为“全国最美家庭”，还曾荣获“省、市文
明家庭”称号，在2022年度“百名最美运
城人”活动中荣获“最美家庭”称号……
种种荣誉，是对他们一家人关爱下一代
教育的赞赏与肯定，也是对他们无私付
出的最美诠释。

正如运城市妇联赠与陈素勤全家的
颁奖词中所讲的：“不是太阳，却散发着
光和热；不是春风，却催开人间蓓蕾。”陈
素勤一家三代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传
承青少年校外教育的好传统，弘扬自力
更生、无私奉献的好家风。

麦来少年宫陈素勤：一家三代 同心公益

“雷锋同志助人为乐、时刻为人
民着想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个人学
习……”连日来，在雷锋精神的感召
下，每天都会学生有前来运城市麦来
少年宫参观学习，而少年宫负责人、
今年69岁的陈素勤，总会热心为学
生讲解雷锋同志的不凡事迹。这也
是陈素勤一家60年来坚持义务为青
少年讲解红色革命传统教育的一个
缩影。

从校外辅导站，到麦来少年宫，倾
注的是三代人的心血和汗水，不变的
是为青少年红色革命教育无私奉献的
初心与情怀。这就是陈素勤一家，他
们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忠诚党的
教育事业，以良风兴家，以正气育人。

早春二月，和煦的春光令人振
奋。3月6日，记者一行来到运城市
麦来少年宫，见到了陈素勤，也了解了
她多年如一日的坚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