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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好家风，即传统美德，是潜移默化，言传身教带

出来的。重在一个“德”字。也即平常说的“道德”
或叫“品行”。

何为“德”？
从“德”字的字形上说，自古“德”由“心”、“彳”、

“直”三部分租成。“心”表示情态和心境；“彳”表示
行走：行为；“直”在甲骨文中是一只眼睛，眼睛之上
有一条垂线，表示目光直射之意。现在楷书的

“德”，意更明确，即“心正、目正、行之所值。”我们中
国在世界上是文明古国，自古就有“父子笃、兄弟
睦、夫妇和、家之肥也”，以及“大臣法、小臣廉、官职
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的传统。人们追求的幸
福，本来很简单——就是个满足而已。比方说，饿
了有饭吃、渴了有水喝、冷了有衣穿、精神有依托，
活的有价值，一家人和和睦睦，有商有量，不计较利
益得失，亲情至上。过得日子有滋有味，比什么都
强，并不是非得住洋房别墅，吃山珍海味，那也不叫
幸福。说明唯德才是人生真谛，才是人的精神之根
本，也是真正的财富之源。现在党中央提出的24
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
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就是
我国当代公民道德的基本规范，也是廉洁家风建设
的遵循。但由于每个人经历不一样，世界观就不一
样，对幸福的理解也不一样。

众所周知，“家”，并不是指的所住的那座房子，
而核心是祖祖辈辈一代一代相亲相爱的家人。家
风，亦称门风，是一个家庭或家族多年来形成的传
统风气、风格和风尚，承载着一个家庭或家族的生
活方式、生活态度、文化氛围以及理念、价值观和人
生观。家风亦是一个家庭的道德标准，对晚辈和家
庭的每一个成员都会有规范言行的意义和深刻的
思想影响。对党员干部、公职人员的家风来说，更
为重要，他的家风的好与不好，直接影响到民风、政
风和党风。

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要求所有的党员干部
都要自觉的强化党的宗旨意识，履行好党和人民赋
予的新时代职责使命，自觉践行党的宗旨，严格约
束自己的操守和行为，戒贪止欲，克己奉公、廉洁修
身，廉洁齐家，防止家庭里的任何一个成员被不正
之风“拉下水”。

不可否认，现在有些人的道德观、价值观、世界
观在发生变化。他们衡量生活的标准是车子、房
子、票子，甚至一奶同胞也常为此反目而斤斤计
较。那些道德缺失的官员，也是诚信沦丧，贪图本
不属于自己的利益而搞坏了家风，不仅丢了官帽，
也给党抹了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员干部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一旦歪了，思想、作风、行为就会跑偏。
政治生态同自然生态一样，稍不注意，就容易受到
污染。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对党和国家造成巨大危
害，再想恢复，就要付出很大代价。

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不仅是社会和谐的主
要基础，更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
对于提高所有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
度，都具有重要意义。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无论经
济社会如何发展，对一个社会来说，家庭的生活依
托，都不可替代，家庭的社会功能都不可替代，家庭
的文明作用都不可替代。每个家庭，不管人多人
少，也不管成员结构、从事职业、经济状况，治家观
念有何不同，可以无能无才，但不可无德。党员干
部，公职人员在群众中，应做新时代的大德楷模。

（二）
“德”字的内涵，比字形的解读更为丰富而广

泛，也为历代颂扬、赞美和倍加推崇。“廉政无愧于
心是操守，勤政造福于民乃职责”，一直是从政者的
座右铭和试金石。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加强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开发，努力实现中华
传统美德的创造性未来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传
统美德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小到个人，大到国
家，这是我们的“根”，是我们的魂。在历史的长河
中，不乏许多可称为经典的家风——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在家庭美德方面，百善孝为先、家和万
事兴；社会方面，诚实守信、与人为善；在国家方面，
民族大义、天下为公；自然方面，敬畏自然、天人合
一；个人品格方面，君子人格、仁者爱人……等等。
这其中，圣贤古训也枚不胜数。如《易经》的“天行
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孔子的“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君子和而
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老子的“上善若水，水善利万
物而不争”……等。历史上的名人范例，翻阅古籍，
亦可多见。如西汉刘安的“非淡薄无以明德，非宁
静无以致远”、“宽而栗、直而温”、“仁义者、治之本
也”，“正身直行，众邪自息”；宋代孙亮的“严于律
已，出而见之事功；心平爱民，动必关天治道”；三国
时期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岳母为儿刺字

“精忠报国”，“忠”为岳家之家风。林则徐勤俭持
家、生活俭朴，崇尚“俭”为林家之家风，他认为“贤
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增其过。”朱熹为

“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还有曾国藩，他推出
的家规、家训尤多，如“治家贵严”、“勤俭”、“敬恕”、

“习劳苦”、“不忘本”、“克勤小物”、“和为贵”、“与人
为善”、“平淡”、“敬德修业”等。尤其他的“三致祥”
家风，即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是他家训的核心的
内容之一。此家训教育后人对父母必须恭敬、孝
顺，这应是所有家风的基石。又说“一勤天下无难
事”、“待人要厚道”、“做人做事要宽容，胸谋要广

大”这是家兴旺、家庭和谐的三宝。
更值得学习的楷模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以

毛泽东同志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他们为党和人民
的事业贡献出了一切，建立了与日月同辉的丰功伟
绩，他们严以律已、治国平天下的高尚道德情操在
人民的心中永远绽放着耀眼的光芒。以上所有这
些范例和忠言，今天读来，仍是醍醐灌顶，发人深
省。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中国梦”和国家的长
治久安、社会的和谐稳定，就必须要有“不慕青史留
名，但求于心”的情怀，不断提高道德境界，继承和
弘扬传统，做到心无旁鹜干事业，聚精会神创辉煌。

（三）
当下，“德”字在廉洁家风活动中的现实意义

比较突出。看那些落马的贪官，他们心为物役，信
奉金钱至上，名利至上，享乐至上，心里根本没有任
何敬畏，没有任何底线，在公私面前“私”字当头；在
利益与奉献面前，利益优先；在享乐与吃苦面前，享
乐在前。他们为“政绩”作秀，专做表面文章，摆花
架子、搞形式主义，瞎折腾。情节轻的损公肥私，情
节重的徇私枉法，祸国殃民。这样的品德会对家风
带来何种影响可想而知。因此，鉴于这种情况，我
们的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就必须要以“德”字为前
程，本着为民务实清廉的精神，“照镜子、正衣冠、洗
洗澡、治治病”进行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
旗帜鲜明的讲政治，以达到自我提高之目的。

讲政治，也就是立政德，就是明大德，守公德、
严私德，就是要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
位置，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心有所畏、言
有所戒、行有所止，就是要铸牢理想信念，锤炼坚强
的党性，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风浪面前无可
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为人民服务全心全
意，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记在心里、担在肩上，把改革开放和发展目标
看成是努力奋斗的动力，不图虚功，以勇于担当的实
际行动，“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实干精神，务实清
廉的实际行动，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为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凝聚正能量不负历史的垂青。

（四）
廉洁家风“德”为先，要在紧密联系实际上要

求自己。
从小事抓起，多积尺寸之功。莫小看小事小

节，它是一面镜子，千万不可忽视。小事小节里有
党性，有原则，有人格。“千里长堤，溃于蚁穴”，这是
先辈们给我们留下的古训，我们应该牢记。俗话

说，“毛毛细雨湿衣裳，点点贪念毁名节”。“扎好篱
笆防侵扰，筑好防线拒腐蚀”。这就要求我们要从
日常工作生活中的一点一滴注意防范，严以修身，
正心明道，防微杜渐，不忘初心，时刻保持人民公仆
的本色，慎独、慎微、慎欲。做到“心不动于微利之
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感”，守住清贫一世，不为蝇利
失节。管好自己的生活圈、处好自己的朋友圈，教
育好子女远离劣迹丑行。任何时候都不能放纵，不
能任性，不能越规，不能逾矩，筑牢防腐墙，增强免
疫力，记住“莫伸手、伸手必被捉”的忠言相告。

党员干部、公职人员都是人民公仆，不管职位
多高、官大官小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一定把“官”字
看淡，一定要做人正派、为官清白，做到“君不爱财
取之有道”，这是人生在世的一种情怀。有的人在
这方面却是官气十足，对上级政策不是原原本本、
不折不扣，而是凭个人喜好，愿执行的就执行，不愿
执行的，就阴奉阳违，长官意志甚浓。上级政策到
他那里就意味走样，甚至听不得群众意见。在老百
姓面前，官腔官调，盛气凌人群众见了害怕。他们
只看到权力的光环，看不到责任的底色，对群众的
诉求不上心、不关心、不动心、不尽心，麻木不仁。
殊不知，百姓尊敬你、看的是你头上那顶官帽，不是
你的人格，所以说，廉洁家风，不是上天恩赐，是一
个家族成员（尤其主要成员）的善行、德行，先做好
人、后做好官，这很重要。老百姓的事，都是大事，
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就是为他们办事的，他们是主
人我们是公仆，次序不能颠倒。我们要时刻做到正
确的民念，以民为上、以民为重，以民为大，以民为
先。为官忧民生，进亦忧，退亦忧，吃老百姓的饭，
穿老百姓的衣，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理所当
然，天经地义。

有道是“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党员干部、
公职人员，只有明确了自身的定位，才会遇事换位
思考，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才能把人民群众举过头
顶，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做到“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得到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党员干部、公职人员诚意正心、严以修身很重
要。“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要
以镜为鉴，经常细察行为之垢，以律为绳，自严、自
查、自醒。作为党员干部、公职人员，不光是不沾公
家一根草、不贪公家一分钱，还必须有较高的要求，
必须牢记一切依靠人民，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一切
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历史上许多优秀的共产
党人，为了人民的利益，抛头颅、洒热血，不图回报，
就是心中有一颗永恒不离的“德”。他们心有人民，
心中有信仰，天旋地转不动摇。我们要像他们那
样，多做利党、利国、利民之事，争做廉洁之风的倡
导者、实践者、主宰者。不管你所在的部门、单位大
小，廉洁清正不可少。认真执行党中央制定的“八
项规定”都不能少。廉洁自律要一点一滴，为人民
服务要全心全意。处世哲学就是要公平、公正、公
开、分平、公明；律己就是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

眼下，我区正开展“坚持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教育活动，我们的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就要把人

民群众的事，当作是自己的大事来办，就要盯紧群众
最急、最忧、最怨的问题和最关心的关键问题，如衣
食住行、生老病死、安居乐业以及油盐柴米醋菜等问
题，都要作为大事来抓。当然，有关就业、教育、医疗
卫生、社会保障等问题，也要抓好，切实抓出成效来。

党员干部、公职人员要带好家风，首先应该树
立起“群众就是亲人”的思想。要用心、用情去体会
老百姓“惦念”和“揪心”的问题。真正了解群众支
持什么，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期盼什么。

“民之所望，施政所向”，“人心就是力量”，我
们要始终把群众放在心中的最高位置，不是虚的，
应是实的。要扎扎实实的回应群众的所思所想，把
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拥护不拥护，答应不
答应，作为评判工作的根本标准。不搞瞎指挥、乱
作为。谁若不尊重群众，甚至信口说群众是“刁
民”，或对群众反映的问题不负责、淡然处之，敷衍
了事、阳奉阴违，那就是极端的错误，不配当一名党
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对此应直击痛点，辣味问责。

历史证明，“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
逆民心”。民之所想，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人
民期待希望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
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
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一句话，
就是要让群众过上安心、舒心、顺心、安静的好日
子，这也是我们努力奋斗的目标。

（五）
家风连着党风，党风带着家风。家风是党风

政风民风的基础，党风是家风的遵循。我们要本着
“功成不必在我，但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与时俱
进抓落实，不见成效不收兵。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现在我们取得了巨大进
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
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
远未结束。我们要深刻领会总书记的讲话精神，看
到我们中国共产党面临着长期执政的考验，包括廉
洁家风建设、党的建设在内的都是长期工程、任重
道远。同时，我们还面临着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
经济的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而又面临着精神懈
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
腐败的危险。在这样的情况下，实现“两个一百年”
的宏伟目标，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就
更显现出“赶考”。不管世情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
要把好的廉洁家风传承下去，没有终点时，只有进
行时。我们要更加倍的努力，不断的学习、充电，这
不仅是自己的问题，更是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
大问题。平时要多一些思考、少一些无谓的应酬，
保持革命年代那种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以
及艰苦奋斗的作风。把自己的头脑武装好，把自己
的廉洁家风建设好，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不辱
时代使命，不负人民重托，以“传播德政民风盛、耀
展鸿猷业绩兴”及“廉政兴邦民所愿、赤诚报国众人
心”的愿望和行动，向祖国人民交一份满意的答
卷。 作者系区人大常委会退休干部

在古代，出现过许多彪炳青史的清官廉吏，
他们不仅自身淡泊清白，公正廉明，对妻儿也管
教甚严，流传下来的几首“诫妻”诗一直为后人传
诵和称道。

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曾任左拾
遗、司门员外郎等职。他新婚不久，写下《赠内》
一诗，与妻杨氏共勉。诗中引用四位前朝高人黔
娄、冀缺、陶潜和梁鸿的事迹为例，劝导杨氏要像
他们的妻子那样，“贫贱不能移”，与他清贫相守
地度过一生。诗中写道：“蔬菜足充饥，何必膏粱
珍。缯絮足御寒，何必锦绣文。君家有贻训，清
白遗子孙。”说的是吃不要追求山珍海味，穿不要

追求绫罗绸缎，布衣蔬食，温饱足矣。又说“清
白”是妻家的“贻训”，也是他毕生的信守，妻子能
做到安贫乐道，他们就能终生恩爱幸福美满。杨
氏是个文盲，此诗写得明白晓畅，通俗易懂，这也
是白居易的一贯诗风。

元代进士吕思诚，官至中书左丞，位高权重，
其人性情刚烈，直言敢谏。吕思诚少年刻苦读书，
泰定元年考中进士。对一般人来说，这就意味着
飞黄腾达，名利双收，从此宝马雕车，锦衣玉食。但
吕思诚却不是这样，他写的《寄内》诗便可证明：“自
从马上苦思卿，一个穷家两手擎。少米无柴休懊
恼，大男小女好看成。恩深夫妇情何极，道合君臣
义更明。早晚太平遂归计，连环共饮话离情。”他在
外做高官权臣，家中却一贫如洗，经常少米无柴，妻
子只得“一个穷家两手擎”。可见吕思诚为官是多
么清廉，连老婆孩子都跟着吃苦。

明代进士张弼，曾任兵部主事、南安知府，他
律己爱民，政绩卓著，深受百姓拥戴。他不但自
己为政清廉，还严格要求家人，他的《寄内》诗是
这样写的：“四儿六岁五儿三，莫把肥甘习口馋。
清白传家无我愧，诗书事业要人担。三餐淡饭何
须酒，一箸黄虀略用盐。闻说有人曾饿死，算来
原不为官廉。”他在诗中谆谆告诫妻子，生活要艰
苦朴素，过日子要勤劳节俭，对子女不能溺爱娇
惯，要授之以诗书事业，传之以清白家风，将来才
能堪当大用。 作者单位：区残联

进入新时代，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
家教、注重家风，已成为在新征程上奏响时代新
风的主旋律。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良好家风是我
们立身做人的行为准则。“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只有守住和呵护好温
暖的家庭，才能有人生的成功。良好的家风，又
是无声的教诲，让后代子孙铭刻在心、代代受
益。

往事历历，说起我的家风，要从家庭的掌门
人我爷爷那辈开始，他十分重视家风建设。我的
爷爷，是一名私塾先生。他老人家一生清贫纯
朴、教书育人、勤俭持家，没给我们留下什么财
产，但爷爷却有他的传家宝，那就是他一生纯洁
无瑕的做人品格和“和睦宗族、严肃家规”的良好
家风。更让我们后代敬仰的是他倡导的“善孝为
先、勤俭持家 ”八字家训，润物无声地滋养着我
们一辈辈人的心灵，现在已经传承到我的孙子这
一辈。我们这样的好家风也深深影响着街坊邻
居，令他们赞叹不已！

我的童年时代受到书香门第和家庭文化的
影响，爷爷对我关爱之深，在他身上我不但学会
了做人、做事，关键是学到了历史、文学和书法等
知识，这使我终生受益。我记得，在没有上小学
之前，爷爷就教我念唐诗宋词了，上学后又学会
了打算盘，令我印象最深的是，爷爷用毛笔以书

法形式将《朱子治家格言》写成条幅粘在墙上，让
我每天醒来后读给他听，久而久之再背诵给他
听。当时我年幼还不知道朱子是干什么的，他就
一字一板的说给我：朱子名字叫朱柏庐，出生于
明代万历年间，自幼致力读书曾考取秀才志于仕
途。我们通常说的《朱子治家格言》又叫《朱柏庐
治家格言》，核心意思就是劝人要勤俭持家安分
守己，这是他治理家庭教育子女的座右铭。今后
在学校里除了学好功课以外，它也是你的必读课
本，要学以致用，把它当做我们家庭学习和遵循
的家训，我希望一代一代传下去……爷爷吃饭穿
衣比较俭朴，从来碗底不留一粒米的习惯，都一
代传一代直至今日。

家风是一种无言的教育。我的父亲一生平
凡和善。但平凡的他却用一双手养活了我们一
家人，供我们 4 个孩子都能上学。他十分孝敬
爷爷，对爷爷的谆谆教诲牢记心中，他的尊老爱
幼、为人处世和生活朴素的作风，影响了我们后
代。记得，我家每逢过年过节尤其在大年三十，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有说有笑吃团圆饭，我父亲
就先给我爷爷盛上饭菜，等爷爷动筷了，父亲才
敢说我们也吃吧。这就体现了尊老爱幼、孝敬
长辈的家风。的确，我从小在爷爷和父亲秉持
的良好家风的感召和熏陶下长大，也深深体会
到了其中的道理和永恒价值，他们体悟出来的
淳朴家风，伴随着我成长的每一步，成就了我的

工作和家庭。
家风不仅承载了祖辈对后代的希望和鞭

策，也同样体现了家文化的情怀和优良传统。当
下，流行着人们常说的一句话，讲好中国故事。
我认为离不开讲好一个家的故事。我的家庭温
馨和谐幸福，一家人沐浴在和谐社会的阳光里，
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我和妻子时常用爷爷和
父亲传承的家风，以讲故事的形式教育孩子们，
让他们都注意个人道德修养、与人为善、勤俭持
家、干事创业，尤其是对儿子，要做到尊老爱幼、
严律己、宽待人，所以对儿子我从来都是做严
父，干事创业要不怕吃苦受累、攻坚克难，敢担
当善作为，成就事业。孩子们的一言一行都在
实践着我们的家风和家训，对他们的成长，起到
了事半功倍的效果。也正是通过这种好家风和
家训的传承，引导孩子们成为对社会有责任感
的人，让一家人都有了归属感、获得感、成长感、
幸福感。

我爱我的家，愿我们的家风和家训，光前裕
后，代代相传！ 作者单位：区城市更新服务中心

廉洁文明家风

廉洁家风 重在修德
◎李 兵

廉洁文明家风

晒晒我的好家风
◎刘锡生

廉洁文明家风

古代清官的诫妻诗
◎张明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