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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一语

核心观点

家风是一种潜在的道德力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好的家风就像一个强
大的磁场，赋能青年向上，促进时代向前。

涵养良好家风 促进社会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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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以身作则、耳濡目染，用正确道德观念塑造美好心
灵，新时代的家庭就将绽放出美丽的道德光芒。

好风化人 传家继世

核心观点

当崇德向善成为每个家庭的追
求，必将有更多人受其滋养，收获心
灵的支撑、行为的引领。那么，社会
的和谐安宁也就有了更多保障。

□ 市直 一言

据本报报道，日前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
文明办、全国妇联主办的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
工作推进会在嘉兴举行。会上，2021年度全国最
美家庭揭榜，我市缙云县李时科家庭和景宁畲族
自治县苏珍兰家庭榜上有名。

李时科一家秉承“弘扬革命精神、爱国爱党、
吃苦耐劳、甘于奉献”的家风家训，大儿子李伟
平、二儿子李金伟先后入伍，小儿子李伟东志愿
担任稠门村儿童之家的辅导员；家庭第三代中，
小孙子李广程考入浙江警官学校。苏珍兰家庭
同样是一个有着红色基因的家庭。家族成员积
极进取，奋发向上，全家共有党员 15人、高级职称
5人、博士和硕士研究生 7人。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
校。一个人的成长需要良好家风的熏染。古语
讲，清白家风不染尘，冰霜气骨玉精神。家风是
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作为人生的第一个课堂，
家庭教育为孩子品行与思想的萌发提供了最初
的精神土壤。李时科退休后，30多年来深入研究
大源革命历史、收集党史资料、挖掘革命故事，并
志愿担任义务讲解员。在一万多个日夜里，他自
掏腰包、四处走访，收集整理 890多份党史资料，
接待参观学习团队 980个、12000人次，义务讲解
1000多个小时，儿孙们在他的熏陶下个个努力上

进，做有出息之人。苏珍兰为人淳朴善良，乐于
助人，丈夫陈德明 1948 年入伍并参加了抗美援
朝。他和战友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战斗故事时
刻激励着子女们。家教家风与家庭美德绝不仅
仅是居家生活的相处之道，更连通着国家发展和
社会和谐。缺少必要的正确家教，家庭就会成为
人性弱点的避风港、不良风气的滋生地。重言
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以身作则、耳濡目
染，用正确道德观念塑造美好心灵，新时代的家
庭就将绽放出美丽的道德光芒。

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
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
重家教、注重家风。当一个人从家庭走向广阔天
地，已有的道德品质、行为准则，会在很大程度上
决定其在社会上的言行。或对或错，或优或劣，
都可以从家风中找到根由。因此，家风善行可以
促进社会风尚。当崇德向善成为每个家庭的追
求，必将有更多人受其滋养，收获心灵的支撑、行
为的引领。

我们要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努力使千千万万
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
要基点，成为人们梦想启航的地方。让美德植根
每个家庭成员心灵，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
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每个人、每个家庭都将为
中华民族大家庭作出贡献，为实现中国梦凝聚力
量。

□ 市直 夏金地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
校，优良家风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

日前，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全国妇联召
开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工作推进会。会议强调
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重要
论述精神结合起来，强化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深化家庭文明建设，
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合力推动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工作取得新成效。

“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家风是一种潜在
的道德力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好的家风就像
一个强大的磁场，赋能青年向上,促进时代向前。

日前颁布的 2021年度全国最美家庭中，丽水
上榜的两户家庭便是如此。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缩微的世界，良好的家风
汇聚而成良好的社风。良好的社风又会濡染反哺
家风，传承精神，促进文明。缙云的李时科在退休
后的这30年来，深入研究大源革命历史、收集党史
资料、挖掘革命故事，并志愿担当义务讲解员。在
一万多个日夜里，他自掏腰包、四处走访，共收集

了 890多件党史资料，接待参观学习团队 980个、
12000人次，义务讲解1000多个小时。从住所到处
属特委机关旧址需步行1个多小时山路，每次只要
一个电话，年过八旬的他手头再忙也会立刻赶
来。李时科始终牢记当初立下的誓言：“作为一名
党员，不仅自己要传承革命先辈们的红色精神，还
要将红色精神和革命故事传下去，代代相传。”

耕读传家，良好的家风不因处于乡野而失色，
反而更添彩。景宁畲族自治县毛垟乡的苏珍兰为
人淳朴善良，乐于助人，丈夫陈德明1948年入伍并
参加了抗美援朝。他和战友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
战斗故事时刻激励着子女们。“爱党爱国、忠于职
守”成为陈家的家规家训，三子陈武雄参军后不负
父母的期望，从一名普通的士兵，成长为部队某参
谋部正高级工程师，大校军衔，先后21次受到各级
嘉奖；次子陈林生退休后在家乡牵头筹建并成立

“振兴毛垟教育基金会”“带溪文化研究会”等组织，
并同其他兄弟一起捐资开展活动。家庭的第三代
人也同样热心社会公益，孙女陈莹在浙江大学毕业
后赴四川大凉山贫困山区扶贫支教，回馈着社会。

一个个这样家庭所涵养的良好家风，在时间
的河床上汇聚在一起，在广袤厚重的神州大地上
激荡开来，促进我们与时代和社会一起，向阳生
长。

让好家风的灵魂
熠熠生辉

□ 莲都 林华斌

近日，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
办、全国妇联主办的加强家庭家教家风
建设工作推进会在嘉兴落下帷幕。2021
年度全国最美家庭也在本次大会上揭
榜，浙江 33户家庭入选，缙云县李时科
家庭和景宁畲族自治县苏珍兰家庭榜上
有名，成为我市荣膺“全国最美家庭”称
号的“国字号”家庭。

本次上榜的最美家庭，都具有浓郁
红色基因传承的根基。丽水是一片革命
的热土，身处革命老区的李时科家庭和
苏珍兰家庭，将红色牢牢定格为家庭“本
色”。一家秉承“弘扬革命精神、爱国爱
党、吃苦耐劳、甘于奉献”的家风家训；一
家以“爱党爱国、忠于职守”为家规家训，
祖辈们在艰苦年代树立了榜样，子孙们
沿着先人的足迹奋发有为，在工作岗位
上不断开拓创新，建立了“家庭业绩”。

好家风离不开全家人坚定目标、齐
心协力地去努力奋斗，离不开爱党爱国、
有国才有家的“家国情怀”熏陶与激励，
离不开“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传统文化的滋养。因此，好家风好家训
既是一种个人品行锤炼、为人处世、建功
立业的宏伟目标，又是一套严谨有效的
行动准则，也是一部自我监督与家族监
督完美融合的“家族律法”。从古至今，
好家风好家训培育出一批名垂青史的人
物，“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
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让诸葛亮成为智
慧的不朽化身；“后生才锐者，最易坏。
若有之，父兄当以为忧，不可以为喜也”
使陆游时刻保持一颗警惕之心；“家俭则
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让普
通耕读家庭出身的曾国藩，步入仕途后
平步青云，一举成为晚清四大名臣之一。

家风家训是家庭的精神和灵魂。家
风正，则人心正，良好的家规家风是培育
子孙为人、处事、向善、廉洁的“孵化器”，
也是优化社会风气、提升国民道德素养的

“助推器”。作为人生的第一个课堂，家庭
教育为孩子品行与思想的萌发，提供了最
初的精神土壤。好的土壤能培栽参天大
树，好的家风也可以塑造出英雄、模范，良
好的家风、严格的家教如同无声的教诲，
不仅会在言传身教中帮孩子扣好人生的

“第一粒扣子”，更会在润物无声中助孩子
立起人生坐标，让人终身受益。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
必有余殃。”家风善行可以促进社会风
尚。当崇德向善成为每个家庭的追求，
必将有更多人受其滋养，收获心灵的支
撑、行为的引领。那么，社会的和谐安宁
也就有了更多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