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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记者 李亚彬 严红枫

一家人手牵着手，步入舞台中
央，向现场观众招手、鞠躬，接过书
写着“天目好家风”的匾额，主持人
宣读颁奖词。这场面，有些像央视
的“感动中国”。

“我真的是不会说。”受奖的曾金
火“晕台”了，台下响起善意的笑声。

曾家四世同堂，曾金火作为长
子主动承担起照顾父母的重担，是
出了名的孝子。他从不计较个人得
失，还出资为村里修路。

面对主持人递过来的话筒，曾
金火一家人一起大声说：“我家的家
训是‘百善孝为先，家和万事兴，和
睦与邻处，乐于助他人’。”

这是前不久发生在浙江省临安
市天目山镇亭口村的一幕，10 户海
选出来的家庭接受全镇百姓的褒奖。

今年4月以来，以“我们的家训——
浙江百姓重家风”为主题的群众性精
神文明创建活动在浙江深入开展。这
项活动以现代视角重新审视家训文
化，通过寻找、征集、传播、传承家训，引
导人们修身律己、崇德向善、礼让宽容，
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寻找“我们的家训”
挖掘历史的积淀

我国杰出科学家钱学森、钱伟
长、钱三强被誉为“三钱”。国学大
师钱穆和钱伟长是叔侄关系，钱三
强的父亲是语言文字学家钱玄同，
2008 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之一、
美籍华裔化学家钱永健是钱学森的
堂侄，还有清代乾嘉学派代表人物
钱大昕，文学家钱基博、钱钟书父子
⋯⋯他们都出自同一家族——“吴
越钱氏”。几百年来，这个家族名人
辈出，成为一道风景。

在钱学森之子、解放军总装备
部高级工程师钱永刚看来，“吴越钱
氏”之所以能够涌现出这么多杰出
人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部祖传

《钱氏家训》的教诲。
五代十国时期，钱镠平定战乱

建立吴越国，他晚年酷爱读书，作
《钱氏家训》。这部家训共 635 字，
从个人、家庭、社会、国家 4 个层面
提出一系列治家思想，如“能文章则
称述多，蓄道德则福报厚”“勤俭为
本，自必丰享”“信交朋友，惠普乡
邻”“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
必谋之”等。杭州钱镠研究会会长
钱法成认为，《钱氏家训》更多强调
的是社会义务和责任，而不仅仅是
宗亲关系。

千百年来，在家训的熏陶下，钱
氏宗族重学明礼，人才辈出。

浙江家训文化源远流长，底蕴
深厚，像人们熟悉的《了凡四训》，就
是明代思想家、浙江嘉善人袁了凡
为教育子孙而作的家训。还有孔子
第 48 世孙、嗣衍圣公孔端友南迁衢
州后，孔氏南宗作的《孔氏家训》，明
朝开国政治家刘基的《刘氏家训》在
其家乡文成县广为流传，诸葛亮第
27 代孙诸葛大狮举家迁到兰溪带
来的《诫子书》，等等。

浙江山多地少，有“七山一水两
分田”之说，修文读书传统浓厚，耕
读世家很多。哲学家、和合学创立
者、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张立文
是温州人，从小受到良好家传家
教。他认为：“家训是中国人为人处
事、治家乃至治国的经验总结。宋
以来浙江深受理学浸润，民风淳厚，
一些名门望族的家训内涵丰富，承
载了中华文化的优秀基因。培育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离不开包括家训
在内的传统文化的滋养。”

“我们的家训——浙江百姓重
家风”活动开展以来，浙江全省各地
召开座谈会，举办讲座、网络访谈、
专题沙龙，邀请省内外专家对什么
是家训，家训对个人、家庭的影响及

其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等问题进行讲
解，帮助人们理解家训对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意义。

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葛慧
君认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传承中华传统美德，家训、家规、家风
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很接地气。

浙江省内主要媒体纷纷开设
《寻找“我们的家训”》专栏，微博、微
信、客户端、短信征集平台发出家训

“征集令”。截至 9 月底，相关微博、
微信发表、转发 212 万条，参与人数
超过400万人次，群众自荐家训3万
多篇。一批古今名人的家训、家规
得到挖掘整理。民主革命先驱陶成
章的家训“读书不是为了做官，而是
为了明礼；做人要与人为善”，由陶
成章的长孙陶永铭公之于世。

浙江省文明办组织省内媒体记
者深入社区、农村入户寻访，报道优
秀家训、良好家风传承的故事。浙
江文明网负责人龚晓感慨地说，所
到之处，家家写家训，户户重家风，
不论是名门还是普通家庭，对自己
的家训都如数家珍，足见群众对传
家训活动的喜欢程度。

家训进家庭进学校
核心价值观见人见事见物

现代散文家、革命家、翻译家陆
蠡（1908—1942 年）在散文诗《蛛网
和家》中这样写道：“家，是蛛网的中
心，四面八方的道路都奔汇到这中
心；家，是蛛网的中心，回忆的微笑，
有条不紊地层层环绕这中心。”一个
人走得再远，最初的能量无不来自
家庭。

温州市文明办组织的一项调查
显示，76%的市民认为家风、家训教
育有利于个人品行塑造，68.8%的
市民认为家风、家训有助于孩子家
庭教育，66.4%的市民相信重视家
风、家训能提高社会道德水平，半数
受访者认为传承家风、家训能增进
家庭成员和睦。

家和万事兴。运用好家训、家
规、家风这个载体推动核心价值观
建设，就必须把它们融入人们的日
常生活。

杭州市西湖区翠苑街道翠苑一
区，88 岁的达式华家客厅悬挂着一
幅写着“把困难留给自己 把方便让
给他人”的字。老人回忆，1949 年
夏天她在南京华东军区医院护理一
位部队首长养病。因为蚊子多，医
院想把首长搬到伤员住的楼里。他
拒绝了，对医护人员说：“要把困难
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这以
后，这句话成了达式华的座右铭，成
家后又成了她家的家训。25 年前，
达式华和丈夫离休到杭州定居，她
在社区成立了“达式华工作室”，从
此常年义务为老年人测血压，提供
健康咨询。老人的女儿女婿都是医
生，他们接过了母亲的“接力棒”，除
了在医院救死扶伤，邻居生病寻求
帮助，从来没有掉过链子。也是在
这个社区，百岁老人王衡在家里展
示了自己的家训条幅：“学好老传
统 老实本分做人”。

浙江省文明办综合处处长吕铁
鹰认为，家训的内容很具体，是一个
家庭对社会的道德承诺。她告诉记
者，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已有 60 万
户家庭传承和新立了家训，近 20 万
户家庭将家训制作成匾额、条幅，挂
在门楣上、厅堂里，低头不见抬头
见，方便了对照反省。

记者来到安吉县递铺镇双一
村。这个村40%的朱姓是宋代大儒
朱熹的后代。南宋端平年间，朱熹
之孙朱钰任长兴县县令，后定居白
溪村，朱氏族人开始在浙江生活，

《朱氏家训》也流传开来。76 岁的
朱梦熊能够流利地背诵《朱氏家训》
全部内容。朱梦熊以孝为先，继母
因车祸腿部骨折 10 年卧床不起，他

视如亲娘，日夜陪护，精心照料。靠
着“孝顺父母，尊敬长上，教训子孙，
毋作非为”的训诫，双一村子孝孙
贤、邻里和睦，恢复高考以来，有
197 人考上大学，成为有名的“状元
村”。

嘉善县杜鹃小学把《了凡四训》
的“功过格”修身方法运用到学生思
想品德教育中，开展“能量少年”评
比的做法引起记者的兴趣。了凡先
生提倡以记“功过”的办法进行道德
自律，即把每天所做的事按照善恶
计 数 ，以 便“ 隐 恶 扬 善”“ 迁 善 改
过”。“能量少年”评比分“勤”“孝”

“礼”“善”“诚”5 大项，23 个小项。
学生只要做到其中一项，就能得

“功”，做了错事要贴“过”，“功”多
“过”少的才能被评为“能量少年”。
杜鹃小学副校长沈森介绍，开展“能
量少年”评比以来，好人好事不用动
员 了 ，从“ 要 我 做”变 成 了“ 我 要
做”。“现在，孩子不仅在学习上争
先，在思想品德上也要争先，比以前
省心多了。”一位学生家长高兴地
说。

在宁波市镇安小学，卓雅同学
和父母一起用硬纸精心制作的“传
家宝”让记者肃然起敬。上面是一
则拓片：“路窄处，留一步与人行；味
淡处，减三分让人嗜。莫作心上过
不去之事，莫萌世上行不去之心。
问子孙之祸福，吾身所贻者是。”

（《菜根谭》中说：“径路窄处，留一步
与人行；滋味浓的，减三分让人尝。”
据此，“味淡处”应为“味浓处”，可能
是书者笔误——记者注）下面是“高
祖卓泽恺烈士简介”：1923 年入党，
是共青团早期领导人之一，1928 年
牺牲于武汉汉口。生前，为了革命，
不惜变卖家产，体现了共产党人“因
公忘私”“因国忘家”的宝贵品质。
高祖父所留下的墨宝，自然也成了
我们家的家训。

查阅有关党史资料显示，卓泽
恺 1905 年出生在浙江奉化松岙村，
1923 年 8 月考入北京华北大学，随
后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
北京地方委员会书记、团中央执委、
团中央特派员兼团湖北省委书记等
职。1928 年 4 月 19 日被捕入狱，遭
严刑拷打，坚贞不屈，4月26日英勇
就义。

一纸家训，红色基因代代相
传。这足以告慰先烈的英灵了。

镇安小学创建于 1920 年，曾是
中共地下党的重要联络点。校长顾
秋红告诉记者，这个学期，同学们和
家长一起将家训配上图画，制成“传
家宝”，起到了励志作用。在顾秋红
看来，学校的责任不仅仅在于传授
知识，人格养成教育更为重要。学
生只有学会做人，将来才会回报父
母、服务社会。这一点正是目前学
校教育所欠缺的。一位学生家长这
样写道：“家训指引着孩子的成长道
路，也约束着家长的品行。让我们
俯下身子，遵循家训，和孩子一起健
康快乐地成长。”

在浙江各地，“小手拉大手，一
起定家规”，学校动员家长立家训，
树家风，以家风带校风，形成学校、
家庭互动的道德教育局面。

在网上，网友将反映好家风、好
家训的照片、视频、文章上传，一起
讨论、分享。宁波市民邵莉开设的

“胖妈妈热线”上，当地名人与普通
百姓一起畅谈家训对个人成长及家
风形成的影响，参与人数不断刷新。

在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浙江
省文明办主任龚吟怡看来，优秀家训
的价值内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内在要求是一致的，传承家训是使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的好办法。

在许多地方，社会风气、个人品
行悄然发生了变化，一些不太孝敬
父母的子女有了很大改变，原来有
隔阂的邻居和睦多了，不愿意配合

社区工作的主动参与公共活动了。

发挥家训教化功能
推动党风廉政建设

在绍兴周恩来故居纪念馆的祖
居大厅里，一副对联吸引着人们目
光：“事能知足心常泰 人到无求品
自高”。讲解员介绍，这是周恩来的
大伯周贻庚立下的家训。周恩来小
时候的生活基本由周贻庚照料，深
受这两句话影响。

在纪念馆二楼，周恩来在新中
国成立后定下的“十条家规”十分醒
目：1.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
望我，只能出差顺路来看看；2.来者
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3.来者一律
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
买饭菜票，没工作的我代付伙食费；
4.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
用招待券；5.不许请客送礼；6.不许
动用公家的汽车；7.凡个人生活上
能做的事，不要别人来办；8.生活艰
苦朴素；9.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
与我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10.不
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家风连着作风，家风淳则党风
正。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期间，绍兴多次组织各级领导
干部到周恩来纪念馆参观。很多同
志在“十条家规”面前凝心思考，感
受一代伟人廉洁自律的崇高风范，
体味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

海宁市盐官镇景疏园，是清顺
治朝“第一谏臣”杨雍建的宅第。杨
雍建曾一日上9疏，后来康熙皇帝赐
其“从直建言可嘉”匾额。如今，海宁
把景疏园打造成了“汇家训文化精
粹 扬勤政廉洁清风”的廉政家训主
题文化公园。“通过家训这个载体，结
合海宁多清官廉吏的传统，让党员干
部受到廉政教育，自觉奉公守法。”海
宁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王险峰道出修
建这个文化公园的初衷。

“许老爷卷铺盖进京，卷铺盖还
乡”的故事在海宁流传了300年。清
康熙年间，许汝霖带上铺盖进京赶
考，后来做到礼部尚书，告老还乡时，
康熙亲书“清慎勤”匾额以赐，他带着
匾额和当年那套铺盖回到家乡。许
汝霖的第 11 代嫡孙许伟平介绍，许
汝霖为教化后代，立下家训《德星堂
家订》，对宴会、着装、嫁娶、丧葬、祭
祀等方方面面都作出具体规定，如一
般宴请只能用本地产的食材，燕窝、
鱼翅等高档菜肴一律不能上。海宁
市纪委宣教室原主任曹敏认为，这些
规定对于今天党员干部节俭养德，践
行“八项规定”很有教益。

儒家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很多有名的家训不仅讲怎样
做人、怎样管理好家庭、家族，还对
出仕做官提出具体要求。浙江省廉
政文化教育基地“江南第一家”，位
于浦江县郑宅镇。自南宋建炎年间
始，郑氏家族历经宋元明三朝，十五
世同居于此，其孝义家风多次受到
朝廷旌表，明太祖朱元璋亲赐“江南
第一家”称号。郑氏子孙宋元明清
共有 173 人做官，最高做到礼部尚
书，没出一个贪官。今年，浦江县在
此建造占地 2300 平方米的廉政展
馆，成为党员干部感受廉政文化、接
受廉政教育的重要课堂。

历史是一笔财富，也是一部教
科书。浙江科技大学党委常委、纪
委书记李泽泉认为，奉公守法是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党员干部的基
本要求。将家训引入党风廉政教
育，容易触动人心，提高党员干部严
于律己、洁身自好的自觉性，起到

“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东海之滨，钱塘江畔，甬江两

岸，雁荡山下，南湖边上⋯⋯领导干
部带头写家训立家规，树家风改作
风，形成以家风带作风，以作风正党
风的可喜局面。

（原载12月25日《光明日报》）

浙江百姓传家训重家风

本报青田12月29日电
记者 包敦远 石磊

青田县北山镇学校是一个特殊
的学校，地处浙江第二大水库——
千峡湖库区，面积大，人口少，家庭
分散，这些学生就散落在库区沿岸
21个行政村中的108个自然村里。

可想而知，他们的交通有多么
不便，196 名学生中近八成住校，大
部分住校学生周末放学回家只能靠
坐船，行程需要好几个小时。

这些困难相对容易克服。但如
果常年不能同父母住在一起，甚至
享受不到父母的爱，那恐怕就不是
一般人所能忍受的了。

此前，北山镇学校校长王建波
要求全校 28 位教师给学生拍照建
档，老师必须到每一户学生家里，做
一次全面调查。目前，这项调查已
经完成了80%以上。

在调查的生源中，有八成以上
是留守儿童，留守儿童中又分三类，
一种是“洋留守”，就是华侨子女留
守儿童，最典型的是方山片区；一种
是“外留守”，就是外来务工人员子
女留守儿童，最典型的是东山片区；
还有一种是“土留守”，一般父母是
青田本地偏远山区人，长期在青田
县城、温州等周边地区打工，最典型
的是北山片区。

王建波告诉记者：“因家庭收入
低，家庭教育缺失，长期感受不到家
庭的温暖或是隔代教育，对孩子身
心发育都有影响。”加上爸妈因长期
劳累病故或离异的现象比较多，导
致库区孩子的家庭因病返贫或成为
单亲，有的孩子甚至成为孤儿。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浙江日报
佳友民情工作站联合浙商财智女人
会希望能为这里的孩子们做点事
情。此前，浙江日报佳友民情工作
站已经为杭州、温州、台州、绍兴、金
华、衢州、丽水等七个地市的特殊学
校和康复中心，捐赠了价值百余万
元的4000多件棉衣、棉裤和棉鞋。

今天中午，温州尚选服饰公司

总经理李玉林用一辆货车，将市场
价值超过 30 万元的棉衣、棉裤和棉
鞋，运抵北山镇学校。“为了让所有
孩子都可以领到两套温暖的棉衣棉
裤和一双漂亮的棉鞋，我们可以不
计成本。”李玉林说。

来自全省的十多位爱心妈妈代
表，将一件件饱含浓浓爱意的衣裤和
鞋子送到了孩子们手上。“谢谢阿姨！
谢谢你们让我穿上了新衣服⋯⋯”正
在读三年级的冰冰话还没说完，豆大
的泪珠就滚落了下来。

当我们来到冰冰家里时才知道，
他家里已经困难到几乎揭不开锅了。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看到妈妈
了，自从妈妈离家出走后，家里的重
担都落在了有腰伤的父亲身上。”冰
冰说。

对于冰冰的父亲来说，妻子离家
出走后，上有卧病在床的父母，下有智
力障碍的女儿和嗷嗷待哺的幼子，但
他还是把这样一个家庭撑了起来。好
在，冰冰读书一直很努力，学校还给他
发了几次表现优异的奖状呢。

我们看到 14 岁的娇娇时，她正
羞涩地抱着新棉袄、棉裤站在家门
口。老师介绍，这孩子从来没见过
自己的亲生父母。四年前养父的病
逝，使原本温馨的家庭蒙上了阴
影。如今，她与 69 岁的养母只能依
靠放羊和低保为生。

面对两户苦难的家庭，浙商财
智女人会的爱心妈妈们自发筹集起
善款，因为事先没有准备，每个人都
将钱包中的现金拿了出来，凑了一
万多元捐献给两位学生家庭，并嘱
咐他们一定要好好学习，绝不能放
弃学业。

多位爱心妈妈当场提议：“希望
能与他们结对，长期资助他们直至
上高中、上大学。”

爱在深山 暖在童心
青田196名山里娃穿上新棉袄

穿上新棉袄的山里娃穿上新棉袄的山里娃，，很快乐很快乐。。 记者记者 包敦远包敦远 摄摄

本报嘉兴 12月 29日电 （见习
记者 江帆 通讯员 王争艳） 12 月
29 日，在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组织召开的第十二届高技能人才
表彰大会上,浙江省中核核电运行
管理有限公司员工何少华获“中华
技能大奖”，这是我省在本届评选中

唯一获此殊荣的职工。
“中华技能大奖”是目前国家授

予高技能人才的最高荣誉，获奖者被
誉为“工人院士”。“中华技能大奖”和

“全国技术能手”1999年后每两年评
选一次，本届共有30人获“中华技能
大奖”，300人获“全国技术能手”。

浙江又添一“工人院士”

本报杭州 12月 29日讯 （记者
戴睿云） 今天，杭州市作风办向社
会通报了今年 8 月份以来查处的 8
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
题。这 8 起案件，分别涉及侵占公
共财物问题，违规发放津补贴问题，
违规使用公款宴请、违规接受工作
服务（管理）对象宴请，收受工作服
务（管理）对象的礼券、礼卡，大操大

办婚宴收受工作服务（管理）对象礼
金等问题。

本次通报之前，杭州市作风办
今年以来已先后3次通报了28起违
规案件，起到了较好的警示震慑作
用。但从近期查处的情况看，仍有
少数地区、少数单位、少数人无视规
定，心存侥幸，顶风违纪，在社会上
造成了不良影响。

杭州通报违反“八项规定”案件

文/李霞 柴仕增

有关职能部门的行政权力事
项 由 5050 项 ，大 刀 阔 斧“ 砍 ”至
2450 项，削减率达 51%，其中非行
政许可事项由原来的109项“砍”到
3 项，削减率高达 97.2%⋯⋯日前，
杭州下城区在浙江省政务服务网
上晒出“权力清单”，向群众亮明

“底细”，接受人民群众监督。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让权力
界限清晰化，让权力运行透明化，
既能从源头上简化政务流程，也能
在实践中加强社会监督。自今年 3
月份全省部署开展“四单一网”（即
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部
门专项资金管理清单和政务服务
网）工作以来，下城区以权力清单
梳理为突破口，以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为依据，以政府职能转变为目

标，全力开展权力事项的清理规
范，成效显著。

截至目前，该区已完成权力清
单“三报三回”的清理和调整工作，
初步形成全区行政权力2530项，其
中保留 2450 项，审核转报 80 项。
同时，该区对全区25家部门关于实
施经济调节、加强市场监管、提供
公共服务、优化社会管理和保护环
境资源等方面的职责进行认真梳

理，目前已完成了各部门责任清单
梳理工作，形成部门主要职责事项
301项，并在省政务网进行了公布。

审核比对是权力清单梳理中
的核心环节，该区充分发挥职能部
门优势，积极引进法律专业力量，
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条文，同时参照
省市及其他城区相关部门审核意
见，通过取消、转移、整合等方式，
科学合理确定权力事项。

对国务院和省市政府明确要
求取消的项目，对部门自行发文设
定的权力事项，都坚决予以取消。
对目前依据不足但确需保留的，由
区政府确认，在规定的过渡期内按
立法程序，提请设立行政权力。该
区严格按照行政许可和非行政许
可的认定标准，将由行业组织和社
会组织能够承担的非行政许可事
项，交由行业组织和社会组织承

担。对行业组织和社会组织暂时
不具备承接能力的，提出保留意
见，设定1~3年的过渡期（培育期），
过渡期满后，予以转移。对工作内
容相同或相似、权力事项分解过
细、不符合便民原则但确需保留的
行政权力，按照程序简化、流程优
化、效率提升的要求予以适当整
合。

杭州下城区：行政权力事项削减五成

·资 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