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善是每个嘉善人内心深处的
一颗种子，“善文化”则如雨
露，让每一颗种子生根发芽。

如今，在嘉善县小学四年
级的学生书桌上，都有一本名
为《善的教育》的校本教材。
这是全国首本“善文化”校本
教材，教材中多数事例都选自
嘉善的凡人善举。自去年 10
月进入课堂以来，该校本教材
已经成为小学四年级思想品
德课的有益补充。

从孩童到成人，从现实到
虚拟，嘉善处处镌刻着“善文

化”烙印。
传统文化与时代思潮碰

撞，“善文化”与新媒体“跨
界”，产生了美妙的化学反
应。这场由一县之域发端的
创作大赛，精准地击中了全国
网友心中最柔软的那个部分，
引发了每颗向善之心的共鸣。

日前，“生命的常数”全国
第 3 届“善文化微散文”大赛
获奖作品，在新浪微博正式揭
晓，47 篇佳作从全国 3700 多
篇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这
些最长不超过 140 字的“迷
你”散文，或讲述身边的凡人

善举，或表达一时的善念感
悟，轻巧、暖心、隽永。带着网
络“微时代”的独有印记，在微
博世界被大量转发、评论，如
同一场润物无声的绵绵春雨，
滋润着每片向善的心田。

这是嘉善第 3 次举办全
国“善文化微散文”大赛。3
届赛事，近万人动手创作，数
百万网友参与，十多位知名作
家评委坐镇。“善基金”公益活
动与善同行，善文化唯美绘本

“一册风行”，不仅让嘉善“善
文化”品牌日益深入人心，还
构筑了一道道独具魅力的互
联网时代“善之风景”。

3 年来，创作大赛共收到
7000 余篇原创作品。借助 3
届“善文化微散文”创作大赛，
促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
基层大众化、网络化、品牌化，
使“善文化”成为广大网民心
中的一道亮丽风景。

从盆景到风景，从风景到
风尚，嘉善处处荡漾着“善文
化”。

建立 7 种不同类型“善文
化·道德讲堂”、创新开播“善
文化”频道、设计道德模范漫
画，在主要媒体推出“善文化”
专题专栏⋯⋯“善的养分”无
处不有，无时不有。截至目
前，各类讲堂开讲 3000 多期，
受众逾 20 多万人次。上级主
流媒体报道“善文化”建设工
作 200 多篇；依托文艺作品，
结合“最美人物”的事迹，创作
了短剧《父亲》、方言故事《好
人金瑞林》等文艺作品，在嘉
善各界引起了强烈共鸣。

扬善：播种“善种子”扬善：播种“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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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问嘉善如何？有言为证：地嘉人善。
嘉善之名，可以追溯到 580 多年前。明宣德五年

（公元1430年），分嘉兴县东北境之迁善、永安、奉贤3个
完整乡和胥山、思贤、麟瑞3乡之部分置嘉善县。嘉善，
有嘉兴和迁善之意，又取《论语》“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
而矜不能”。

上善若水，水乡的灵性，人文的渊薮，孕育了独特的
善文化。

历史千载而下，从嘉善历史深处生发的“善”之密
码，与当代精神文明主流价值遇合激荡，自然滋养孕育
出一个以“善文化”为核心的县域人文品牌。

2012年以来，嘉善组织开展了“弘扬善文化 建设新
家园”主题系列活动。通过“善文化”的挖掘、宣传、教育
和践行，使“向善、学善、扬善”成为嘉善人共同追求的价
值取向。

如今在嘉善，“善文化”正从“纯地理”概念上升为
“纯精神”世界的地方共同核心价值观，更成为支撑县域
科学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

这里是最早的劝善思想家袁了凡的故乡，这里是“中
国善书”策源地，这里诞生了江南最早的民办性慈善组
织；嘉善历史上，善人善事善举更是多如繁星，一脉相承
的善基因，绵延千年不绝。

嘉善干窑镇干窑村农民董纪法，对一副清末对联记
忆犹新——上联：你嘉我嘉他嘉大家嘉；下联：你善我善
他善大家善；横批：地嘉人善。

这副对联，不仅是嘉善历史人文的写照，更是嘉善
人一直传承的精神 DNA。善，仿佛是嘉善的通用语言，
所有人都懂。

在嘉善县委书记姚高员眼里，“善”不仅是嘉善的人
文精神，更是嘉善的本质胎记。“嘉善要弘扬‘地嘉人善、
嘉言善行、善气迎人’的传统美德，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
嘉善地方核心价值观和县域人文精神品牌”。

用中国伦理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万俊人
教授的话说，嘉善“善文化”的提出，“切中了中华文化的
大意”。

从“善文化”诞生的那一刻开始，嘉善在全县开展征
集、讨论、提炼、宣传、践行“善文化”的一系列活动。今
年，又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工夫，在“见人见事见精
神”上求实效，力争形成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县域
样本。

在汲取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的同
时，今年以来，嘉善结合家风家训征集活动，广泛发动群
众找寻各自的家风家训。全县共征集到家训 5000 多
条，并在文化礼堂、道德讲堂中，开展形式多样的展示、
传播活动，激发了蕴藏在人们心底的道德情感。

“凡人善举”、“与善同行”、“了凡善基金”⋯⋯一项项
活动，在嘉善各行各业刮起了一股善风：在农村和城市社
区中，积极开展善人善事实践活动，挖掘一批“善人善事”
典型；在机关部门中，开展“善政勤政”实践活动，提高服
务能力和效率；在企业中，开展“善于经营诚信负责”实践
活动，评出一批杰出“善商”；在中小学生中，开展“崇善尊
孝”学生德育行动计划，评选“十佳孝星”；在新居民中，开
展“善心接力共建家园”实践活动，引导新居民和本地居
民共同发扬“善待他人、善待自然、善待社会”传统道德。

“‘一善盖天下’。通过努力，要把‘善文化’不断推
向全市、全省乃至全国。”中央文明办专职副主任徐令义
在嘉善调研指出，“嘉善的‘善文化’不仅仅是宣传教育，
更是一种思想引领，已从道德层面延伸到经济、教育、民
生、善政等方方面面。”

向善：传承“善基因”向善：传承“善基因”

“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
取于人以为善。”一次次小小的
善举，从古到今，在嘉善的土壤
里结出了一枚枚芬芳的善果。

万家团圆之时，嘉善新闻
网网络爱心志愿者团队小分
队，带着月饼、书包等慰问品，
分批走访 18 户残疾人、孤寡老
人和困难户家庭，为他们送上
了中秋佳节的祝福。

嘉善新闻网网络爱心志愿
者 团 队 ，是 这 些 果 实 中 的 一
枚。自 2011 年 3 月成立以来，
已开展各类公益活动 90 多次，
结对困难家庭 19 户。志愿者人
数从成立之初的 58 人，发展壮
大到目前的200多人。

网络爱心志愿者只是嘉善
“善行”的一个缩影。截至目前，已
组建280多个志愿服务组织，2万
多志愿者活跃在嘉善大地。

为奖励善行，嘉善出台并实
施了《了凡·善基金管理办法》，
在县级层面成立嘉善“了凡·善
基金”，将把社会对善人善举的
精神褒奖化为适当的物质奖
励。至2013年底，善基金募集善
款近 150 万元。不仅如此，嘉善
县开展道德模范、感动嘉善十大
善人善事评选表彰活动，

德不孤，必有邻；德者先，
从者众。在“善文化”这一强大
精神内核的驱动下，嘉善在“善

行”的道路上稳步前行。
2 月，12 岁新居民小孟熊父

母的最美决定让嘉善动容，小孟
熊也成为全县有史以来首例人
体器官捐献者。他为5名患者重
新燃起了生命的火花。5 月，年
仅 28 岁的新居民妈妈郑关菊捐
献器官，挽救了3位重症肝、肾疾
病患者的生命，她的眼角膜还为
两位患者点亮光明⋯⋯

不管是钮扣“土豪”的爱心
善举，还是活跃在医院的“红马
甲”，不管是敬业奉献的唐海
荣，还是诚实守信的孙军⋯⋯

“善”的力量在嘉善这座城市不
断传递和放大。

最美干部、最美劳模、最美新
居民等一大批“最美人物”，以自己
的行动勾勒出一组行善者的群像，
成为广大网友和市民热议、追捧、
学习的平民英雄、道德楷模。他们
就像一棵棵参天大树，深深根植于
嘉善这片精神文明沃土。

“一个人有了向善之心，才
能充实自己的人生；一个社会
有了向善的力量，才能变得和
谐美好。”嘉善县委宣传部相关
负责人表示。

善念是一粒种子，善心是
一株菩提，善行是一枚果实。
在“善文化”的推动下，嘉善正
在打造当代美丽的“桃花源”，
实践“美丽嘉善”的蓝图⋯⋯

行善：收获“善果实”

微散文系列图书

《《善的教育善的教育》》校本教材校本教材

文 / 刘文书 张文燕 冯 雷

图片由嘉善县委宣传部提供

绘画：沈兴元

洪水将至，他正四处找老爹时，

见到镇长轿车陷到村口泥坑里。他

想 这 时 候 就 是 省 长 的 车 也 顾 不 上

了。这时镇长忽然从身后冒出来，喊

他帮忙推车。他无奈只好和镇长一

起跳进泥坑里。当把轿车推出泥坑

的一瞬间他发现，他老爹就坐在车后

排座上。他的脸一热，转身与镇长一

起冲进村子。

笑里永远不藏刀

绘画：林秀宝

小年夜，父亲望着正在玩手机的

我，默默地低下头继续吃饭，电视上的

综艺节目主持人偶尔笑了，父母却还是

只在吃饭，吃完了，把桌子收拾了，就各

干各的去了，我看着他们那苍老的背

影，我的心里好像被刀割成两半一样，

我想把它重新拼回去，可是却发现，少

了一个碎片，那是孝。

你一不小心

绘画：李扬

周末总爱到小区的篮球场打球，每

到下午六点都会有一名小区清洁工来

拾取饮料瓶。她一人带孩子，大家都知

道她的艰辛。每次在她来之前，我们都

会把饮料喝完，将瓶子摆好。原先自己

带水杯喝水的也改成了买矿泉水。看

她弯腰拾起塑料瓶，仿佛看到每一个瓶

里都承载了一片希望。

天生不爱吃鱼

绘画：徐江民

闭着双眼，我就能听到建筑

工地上朔风的呜咽，铁锤的叮当

声响，传不多远便随风湮灭，紧握

钢筋的手掌渗出汗液，稍不留神，

就冷却，冻结。父亲，你尤其得小

心——那冰冷而滑溜的地面。铁

钉和砖块躲进了残雪，螺丝和碎

石滚下了台阶，注意到了吗？千

万要走慢些！

朱绪跃

绘画：汪蘅

一朵荷花，几滴露珠，在

一抹阳光下灵动、绚丽。五岁

的女儿纤手就要去玩弄，我把

她的手轻轻摘回来，把手指竖

到嘴边，嘘嘘，宝贝，不能打搅

她们，她们正在演出呢，荷花

姐姐在跳舞，露珠哥哥在伴

奏，多么好看、好听。女儿也

把手指竖到嘴边，爸爸，我好

像听到青蛙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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