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明档案

2022年7月28日 星期四

编辑：付雅 新闻热线：01084395102 E-mail：xfwm2020@163.com 乡风文明 5

浙江临海
创新党建载体打造“便民服务圈”

“以前这里只有主干道的路灯能亮，走到小区里面就黑漆
漆一片。自从亮化工程实施后，走在这条路上舒心多了，我要
给五星好评。”近日，浙江省临海市上盘镇头门社区海望家园
的居民苏露露说。“此次路灯亮化共改造了242盏路灯，是我们
党建联盟启用‘点单式服务’的一个普通案例。”头门社区党总
支书记黄正丰介绍，“点单式服务”借助村级党建联盟资源力
量，组建询单、接单、联络等三支志愿者队伍，通过居民微信线
上“点单”与志愿者上门“询单”相结合的方式，创新服务模式，
打造“便民服务圈”。

去年5月，上盘镇结合各村实际成立了5个党建联盟，“临
港起航”党建联盟就是其中的一个。该联盟按照“党建引领、组
团服务、资源相融、共建共享”的原则，以头门社区党总支为牵
头单位，辐射带动周边多村党组织，通过深化“联盟吹哨、企业
联动”工作机制和“轮值书记”制度，破解资源单一、力量薄弱等
发展经济和服务群众的瓶颈问题。此举创新党建载体，领航百
姓共富，更好地完善周边公共设施。 卢美超 高园园

山东嘉祥
“志愿红”成为政务服务窗口暖心风景

走进山东省嘉祥县为民服务中心大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讲文明树新风、关爱未成年人等倡导文明的宣传标语随处
可见，无障碍卫生间、母婴室、办事窗口等指引标识一眼明了，
各功能区自助取号机、自助填单台、自助打证机等设备有序运
行，各窗口办事指南、服务手册整齐排列。近年来，嘉祥县为
民服务中心充分发挥“省级文明单位”模范带头作用，全面提
升标准化、规范化服务水平，让文明之花在窗口美丽绽放。

据了解，嘉祥县为民服务中心将志愿服务活动作为推进精
神文明建设和践行“我为群众办实事”的重要载体，设置学雷锋
志愿服务站和老年人服务专窗，组建30人专职帮办代办志愿服
务队伍，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主动为群众提供电子证件下载、
免费帮办代办、业务咨询解答等志愿服务。今年以来，嘉祥县
为民服务中心接待群众34.6万人次，办理各类事项23.5万件。

“志愿红”成为窗口一道暖心的风景。 李超 张培龙

江苏吴中
文明实践助力生态美丽乡村建设

今年以来，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开展文明实践活动助力
生态美丽乡村建设，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该区把废旧地膜回收利用与全域无垃圾行动、农村人居
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有机结合，围绕生态美丽乡村建设，积极组
织开展文明宣传和志愿服务活动。近日，在金庭镇新丰农业
示范园开展了地膜减量替代试验示范，普及生态文明理念和
做法。区果蔬园艺站联合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对各农
资配送点开展执法检查。严格地膜的流通、使用准入要求，推
动“销售、使用、回收、处置”全链条地膜台账制度建设，确保不
达标地膜不进店、不下田。该区乡村文明建设和人居环境整
治提升取得显著成效。 张晓红

□□ 何文 笑笑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
学校，家风家训是代代相传的精神滋养。近年
来，广东省河源市连平县忠信镇司前村不断挖
掘传统家风家训文化，赋予其新时代文明内涵，
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引领群众道德素质和文明
素养的提升，为乡村振兴奠定坚实的基础。

走进忠信镇司前村，村道干净整洁，村内根
本看不到垃圾乱扔、禽畜乱跑、柴草乱放和污水
乱泼等脏乱差现象，乡村振兴和乡风文明宣传
标语随处可见，一面刚绘制完成的“吴氏家训”
文化墙尤为醒目，文化氛围非常浓厚。

“一厚伦理，二尊王法，三救急难，四和乡
里，五勤本业，六莫非为，七周贫乏，八谨祭祀”，
这是司前村的“吴氏家训”，至今已流传 600 余
年。司前村积极弘扬优秀家训家风文化：一方
面，家训书法进了农户家中，村里请一些书画家
以家训为内容创作书法作品赠送给农户，让他
们张挂在厅堂，以起到警示、激励作用；另一方
面，家训书籍也进了农户家，村里向每个家庭赠
送《家训》一书，让每个家庭品读全河源市各家
的好家训，倡导邻里和谐、文明礼貌、勤俭节约
的社会风尚。村干部还让家训牌匾进祠堂，制
作“吴氏家训”牌匾，永久悬挂在醒目位置，作为
家族的座右铭，鞭策后人自律。

通过传承良好家训家规，司前村民事纠纷
基本实现在村自行调解，多年来没有发生一例

刑事案件。
据了解，司前村传统文化资源丰富，是国家

非物质文化遗产忠信花灯的发祥地，吊灯习俗
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河源客家特色文
化名片。近年来，该村在推进乡村振兴中充分
发挥特色文化优势，通过传统花灯展示家训文
化，建设特色精品村。该村筹集资金 81 万元，
完成了司前古寨有历史价值的大礼堂、观音庙、
关帝庙、文昌祠等的修缮工作，把司前古寨打造
成忠信花灯民俗旅游风景区，不断挖掘文化内
涵、展示文化特色。每年举办家训进校园、好人
好事评选、好母亲评选等传承家训文化活动，吸
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前来观光游玩，感受优秀传
统文化的魅力。

□□ 一鸣

近年来，江西省南丰县坚持以文化人，积极弘扬传承本土优秀传统家
风家训，以傅坊乡梅林村为载体，重点打造家风家训教育基地，引导广大家
庭树立文明新风，让文明之花在万千家庭竞相绽放。

日前，笔者走进梅林村，看到村内古树参天，翠竹亭亭，风景秀丽。不
少村民正在新建设的家风家训教育基地参观。这个基地设置有乡贤风采、
族规族训、家风家训小故事及家风家训教育基地四大板块，融入了文明乡
风、孝廉清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等众多内容，是全市首批、全县首个优秀
传统家风家训示范点。

梅林村村民付老三说：“我们梅林的家风家训传承了200多年。打造家
风家训教育基地，对我们以后传承家风家训有很大的帮助。”

梅林村有“傅氏族训、黄氏族训、甘氏族训、赵氏族训”等优秀的家族文化
积淀，梅林村将这些族训进行收集、归纳、整理，在家风家训教育基地进行全
面展示，并将各家族优秀家训家规、治家格言，制作成小型匾额，根据姓氏

“晒”在全村89户村民的门外头，切实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日常生活
中，让群众接受优秀家风的熏陶，在潜移默化中起到成风化人的作用。

“打造梅林村家风家训教育基地，旨在通过家风家训把我们的道德规
范代代相传，以好的家风来涵养好的作风、引领好的社风、带动好的政风。”
傅坊乡党委副书记艾琦表示。

北京农学院400支暑期实践团奔赴
乡村振兴一线

“我们一定将学校的优良传统转化为北农师生助力首都
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用实际行动践行‘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的新时代北农人宣言。”近日，在北京农学院2022年暑期社会
实践暨师生服务“乡村振兴”行动出征仪式上，教师代表江晶
庄重承诺。据介绍，自 7月 18日起，北京农学院 400余支队伍
的师生，将奔赴北京所有区和京外22个省市开展社会实践。

此次暑期师生社会实践，北京农学院组建了科普志愿服务
队、师生服务“乡村振兴”行动计划、教师社会服务实践团、红
色“1+1”共建实践团、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团5个类型实践团
队，共2100余名师生参与到活动中来。不同类型实践团将锁定
目标任务，深入基层一线调查研究，通过多种方式助农兴农。师
生服务“乡村振兴”行动计划团队将围绕文化、科技、卫生、法治等
方面开展实践活动。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牟汉杰

近年来，贵州省遵义市以党建为引领，推进新时代文明实
践活动向服务乡村产业兴旺、推进乡风文明建设等方面不断
深入开展。图为该市汇川区芝麻镇高原村辣椒种植基地喜获
丰收，党员志愿者在田间地头帮助群众采收辣椒、提供市场信
息，助力乡村振兴。 邓杰 摄

京郊顺义活跃着一支老兵志愿服务队

在北京市顺义区石园街道北一社区核酸检测点，活跃着
一支老兵志愿服务队。他们或是举着小喇叭奔走维持排队秩
序，或将老弱病残孕送入绿色通道……7月23日中午，61岁的
老兵李保忠发现一位老人推着轮椅前来，赶忙上前询问情
况。“来，我带您走绿色通道。”李保忠推着轮椅，另一位正在值
守的老兵打开一段隔离栏，先让老人做了核酸。

李保忠有着 30 余年志愿服务经历，他是这个团队的班
长。退伍老兵姚振河、许全、李尚和、曹润得、朱学军、李勇、武
继江均已年满70岁，每日从7时开始便准备检测点环境，一直
忙活至晚上最后一名居民完成核酸检测。眼下天气越来越
热，但在“一日为兵、终身是兵”的信念激励下，老兵志愿者们
始终热情满满地坚守家门口疫情防控这个阵地。 张子龙

□□ 乔志宇

近年来，山东省鱼台县把新时代文明实
践作为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抓手，立足
群众需求、结合重点工作，通过整合各类阵
地资源、健全志愿服务机制、拓宽志愿服务
载体，打通宣传、教育、关心、服务群众的“最
后一公里”。

整合阵地资源
搭建乡村文化振兴舞台

鱼台县推动镇村整合党群服务中心、
综合文化服务站、农家书屋等现有资源，
优化功能布局，打通理论宣讲、教育服务、
文化服务、科技与科普服务、健身体育服
务“五大平台”。全县已建成县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 1 个、镇街实践所 11 个、村实
践站 234 个，建成率达到 100%。按照聚电
影、聚图书、聚表演、聚宣讲、聚人气“五
聚”要求，打造文明实践主题广场、邻里中
心文化礼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结婚礼堂、
美德健康工作室等，为群众开展文化休闲
娱乐活动、“草根名嘴”宣讲和草根剧团演
出等提供场地；在全县 18 个村建成新时代
文明实践幸福食堂，解决贫困孤寡老人吃
饭难问题。村村设立“善行义举四德榜”、
绘制“孝贤文化墙”和搭建“文化大舞台”
等品牌载体，让群众从观众变成主角，汇
聚起乡村振兴的文化力量。

培养人才队伍
建立健全文化服务机制

鱼台县成立由县委主要负责同志担任总
队长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总队，并组建
了“17＋N”志愿服务队伍，鼓励和引导社会上
懂技术、有一定专长的热心个人和团队参与进
来，活跃在城乡各地。招募党员、“五老”人员、
乡土文化能人、新乡贤等，各镇街文明实践所
分别建立5支志愿服务队伍，各村居实践站分
别建立3支志愿服务队伍。通过开展各类文化
文艺活动、开办学习培训班、组织外地采风等
方式，开阔乡村文化人才视野，提升其文化服
务能力和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积极性。

建立“激励＋考核”保障和“品牌＋示
范”提升等志愿服务机制。打造“信用＋志
愿服务”的工作模式，把群众参与文明实践
志愿服务与信用评分挂钩，激发群众参与志
愿服务的积极性与持续性。目前，鱼台县注
册志愿者已达7.36万人。“草根名嘴·文明实
践宣讲员”“文明实践小主播”等理论宣讲志
愿服务队，深入实践中心所、站开展理论宣
讲2300余场次，参与人员达10万人次。

去年，鱼台县每个行政村平均演戏7场、
放电影9场、开展阅读活动5次，开展“我们的
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暨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系列活动、“我们的节日”文明实践
主题活动等3600余场次，使群众在文化需求
的不断满足中获得精神滋养、提振精气神。

山东鱼台

文明实践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近日，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洪合镇卫生院组织医务志愿者进社区开展义诊
活动，推动乡风文明建设，提升群众身心健康。今年以来，洪合镇卫生院党支部
以党建统领业务提升，与嘉兴市第一医院党委开展业务交流6次，提高医务人员
服务基层的能力，切实守护群众身心健康。 陈佳胤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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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梅林村家风家训教育基地开展宣传活动。 资料图

图为司前村文化宣传栏。 资料图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崔现芳

家训家规集中体现了一个家庭或家族的
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极具
特色的组成部分。

传承弘扬中华传统家庭美德，合理吸收
传统家训家规的精华，并推动其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与当代生活对接，为形成新
时 代 的 良 好 家 风 、文 明 乡 风 提 供 了 丰 厚
滋养。

齐家睦邻 修身成德

中国家训文化历史悠久，无论是古代先贤
还是平民百姓，家中往往都有成文或不成文的
家训家规。其中，名人家训流传颇广。除颜之
推《颜氏家训》、司马光《家范》、朱熹《朱子家
训》、袁采《袁氏世范》外，明代方孝孺、杨慎、傅
山、张履祥，清代焦循、曾国藩等都有家训。家
训中有许多名言警句，成为人们服膺的治家良
策，在今天仍有积极意义。

谨严的家庭规训，保障了家族后代人才辈
出。韩愈作《符读书城南》勉励儿子读书，“人之
能为人，由腹有诗书”，强调人出生之初贤愚相
近，成人之后往往会有天壤之别，其关键就在于

是否学习诗书。陆游告诫子孙为官清廉，“一钱
亦分明，谁能肆谗毁”。吴麟征教诲子弟为人诚
实：“立身修行之道，第一要诚实。”曾国藩强调
立志高远：“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欲求
变之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古称金丹换
骨，余谓立志即丹也。”良好的家训可以培养孩
子终生受用的优秀品质。有了高尚的人格、得
体的个人言行，乡风文明培育才有了切实的主
体基础。

“和为贵”“家和万事兴”，是很多家训家规
都会谈到的。叶梦得告诫儿子们“兄弟辑睦，最
是门户久长之道”。家族成员能够和睦友爱、谨
遵家训，共同维护家族尊严和荣光，家族就会人
才辈出、长期兴盛。司马光说：“凡为家长，必谨
守礼法，以御群子弟及家众。”《钱氏家训》云：

“父母伯叔孝敬欢愉，妯娌弟兄和睦友爱。祖宗
虽远，祭祀宜诚；子孙虽愚，诗书须读。娶媳求
淑女，勿计妆奁；嫁女择佳婿，勿慕富贵。家富
提携宗族，置义塾与公田；岁饥赈济亲朋，筹仁
浆与义粟。勤俭为本，自必丰亨；忠厚传家，乃
能长久。”

家训家规不仅强调个体道德修养与家庭和
睦，而且注重以礼节、道义建立友好互助的乡邻
关系。这些注重家庭及邻里和睦的做法，对乡
风文明培育具有重要启示。

批判地继承传统家训家规文化

在陕西省渭南市，家家户户的家训家规匾
额、大街小巷的家风文化墙、广泛参与的最美家
庭评选，让家风文化重新回归人们的日常生
活。各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或选取家规家训，
内容以尊老爱幼、邻里和睦、勤俭节约为主，并
以微信公众号方式展示优秀家规家训，讲述家
风故事和凡人善举。

家训的教化，对于良好家风的形成非常重
要。一个家族中家训的代代相传，会营造出独
具特色的家风。

中国传统家训家规里既有精华，又有糟粕，
应批判地继承和弘扬。比如强调家长率先垂
范，倡导尊老爱幼、夫妻和睦、邻里团结、勤勉读
书、勤俭持家、乐善好施等，在今天仍有重要价
值。但由于历史的局限，传统家训里也有重农
轻商、家庭成员关系不平等、桎梏人性等糟粕，
必须舍弃。

家庭教育涉及的内容很多，最重要的是品
德教育，是如何做人的教育。作为父母和家长，
要重视言传身教，教知识、育品德，身体力行帮助
孩子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要在家庭中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家庭成员特别

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
民族。要积极传播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推动人们
在为家庭谋幸福、为他人送温暖、为社会作贡献
的过程中提高精神境界、培育文明风尚。

以千万家庭好家风支撑起好风气

好家风的形成，有赖于良好家训家规的传
承发扬。近年来，面对社会急速转型中出现的
种种不良现象和棘手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
从家训中寻找中国传统家庭教育的智慧。

在江西高安市独城镇新华村合头村小组，
农房墙上一幅幅“漫画家训”十分醒目。这 25
幅漫画的内容，都选自胡氏家训，以这种形式让
家训家规走进农村、走进农户，潜移默化地影响
村民。高安在全市农村开展“寻先辈古训、立时
代家规”活动，发动群众充分挖掘具有本地特色
的家训家规。好家风引领出好民风、好学风。
乡邻间尊老爱幼、勤耕好学、互助友爱、敬业奉
献蔚然成风。

从中华传统家训的精华中汲取智慧养分，
不但有助于建设亿万温馨的“小家”，更会让社
会这个“大家庭”更和谐更美好。经营好家庭、
涵养好家教、培育好家风，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
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

让千万家庭好家风涵育社会好风气
——传统家训家规文化对乡风文明建设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