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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好家风

珍藏的“传家宝”

周茂生珍藏着一件“传家宝”，平日里，

用报纸包好放在床头，客人来访时才会小心

翼翼地进行展示。这件“传家宝”是一张拍摄

于1956年 7月的照片，照片抬头写着“毛主席

和中共中央负责同志接见全国农村金融先进工

作者代表会议全体代表合影”。

“这个站在第二排的小个子就是我的父

亲周家永。能有机会到北京，与党和国家领

导人合影，对我们一家影响深远。”当时年

仅 14 岁的周茂生开始理解整天早出晚归、顾

不上家的父亲，“为人民服务”的人生目标

由此在心中萌芽。

据周茂生回忆，1949 年前，父亲是蒙自

新安所街道加工切刀烟的一把好手，凭借过

硬的技术为家人的日常生活提供保障。1949

年后，父亲成为当地第一批入党的共产党员。

根据组织需要，他主动放弃原来的工作，参

与筹建新安所信用合作社，并于 1954 年起担

任社长。“从筹建信用社开始，父亲就特别

忙碌，几乎不着家。除了每天早晚，我很少

见到他。”周茂生对父母的一次争吵印象深刻，

“有一天早上，父亲背起包、戴上草帽刚要走，

母亲把他叫到米缸旁说：‘你看看，明天下

锅的米都没有了，这个家你是不是不要了！’

父亲当时没说什么，直到深夜，他带回了从

邻居家借来的米。”

在周茂生的印象中，在信用社成立之初，

农民对贷款的认可度不高，为了干好工作，

周茂生家庭：
一件“传家宝” 一脉家国情

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鸣鹫镇，“红色樱桃园”声名远扬。作为该市最早建设

的樱桃园之一，园内不仅有成片的樱桃树，还摆放着精心制作的“中国共产党万岁”“紧跟

党中央”等标语标牌。书写这些标语标牌的人是“红色樱桃园”的创建者周茂生，退休后，

他以实际行动传承红色家风，感染着每一位到访的客人。

周茂生（右）父子展示“传家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