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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一声问候”：“百善孝为先，我们家一辈辈的
人都特别看重‘孝’，一直靠实际行动去践行‘孝’。我
们尽管没有把‘孝’用文字的形式固定下来作为我们
的家训、家规，但是，我觉得‘孝’已经成为深入到我们
家人心中的一个规范了，我想这就是家风传承的力
量。”

网友“爱雅”：“每个人都希望拥有幸福的家庭，
构筑幸福家庭离不开好的家教，好的家教离不开好
的家风。时代不断更迭、社会不断发展，但是，良好
的家风依然值得一个家庭去坚守和传承。作为一名
年轻人，我会重视家风，并结合自身实际自觉培育符
合时代精神的好家风。”

市民林申民：“我家就把勤俭节约作为家风，勤
俭节约不是抠门吝啬，而是一种精神境界，就是要人
们不去无谓浪费资源。现在生活好了，物质丰富了，
我也要求后辈子女做到勤俭节约。家好，社会才好，
家美，社会才美。大家都能做到勤俭节约，整个社会
就能节省很多资源，社会才能可持续绿色发展。”

市民齐金谷：“我家的家风就是勤，就是要勤劳、
勤快。姥爷从小就告诉我人不勤劳就会一事无成。
姥爷一生勤快给我们做了一个好榜样。我的父母也
都是勤劳的人。业精于勤荒于嬉。我现在也一直不
敢忘记‘勤’的要求，不管在生活中还是工作中都争
取做一个勤劳的人、勤快的人。与此同时，我也要求
我的后辈做一个勤劳、踏实的人，做一个靠劳动创造
美好生活的人。”

家风大家谈

人生路漫漫，家庭是一个人成长的重要源头。
家风便是一个家庭的灵魂。家风、家教是家庭生活
的规范，好家风有利于培养个人素养。家风作为一
种集体认同，对家庭成员有着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
影响。虽然每个人的成功途径不尽相同，但每个人
的成功起点，几乎都与良好的家风密不可分。我国
古代教育家孔子有句名言，“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
然”。一个家庭的孩子从小开始，家风就作为一种潜
在无形的力量，在日常的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
孩子的心灵、塑造孩子的人格，是一种无言的教育、
无字的典籍、无声的力量，是最基本、最直接、最经常

的教育，它对孩子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可以说，有什
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

“九层之台，起于垒土”“万丈高楼始于基”。家
风是一个人和一家人成长的地基，为人父母者都希
望自己的孩子健康成长并成才。要实现这个愿望，
为人父母者就要重视家风这个最重要的基石，树立
良好家风、注重自身修养、注意行为举止、传承家庭
美德，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为孩子健康成长营造良
好家庭环境。好的家风就如同健康的土壤，只有让
孩子沐浴在好家风里，才能培养出思想健康、品德优
秀的人。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每一个家庭的家风
汇溪成河，构成了整个社会风气的基础。好的家
风，既会影响一个家庭、一个个体，更能涤风励德、
淳风化俗。

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家风源起于
家庭、立足于家庭，其作用可以对社会的进步、人性
的升华、民族的凝聚、文明的拓展，都产生举足轻重
的作用。家风相连成民风，民风相融聚国风。千千
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才能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
众所周知，社会由一个个个人组成，这一个个个体
来自千百万个家庭。我们每一个家庭如果都有一
个好家风，那么，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美德就会融

进人们的血液中，就会外化为人们的社会活动。整
个社会的人们都坚守良好的道德、践行文明的理
念，那么，良好的社会风尚就会形成。现在，社会上
还有一些不良的社会风气。这些不良的社会风气
虽然不是主流，但是，我们也不能听之任之。不良
社会风气的出现原因上固然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
但某些不良社会风气的形成终究是一些单个社会
个体在交流与互动及社会实践中所推动的，而社会
个体的价值观则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家风与家
教。因此，为了让社会不良风气越来越少，我们要
重视家风建设，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全
社会的好风气。

家风正则民风淳，民风淳则社风清，社风清才有
社稷安。良好的家风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生动、最直接、最有效的载
体。为了让好家风支撑起整个社会的好风气。我们
就要做好弘扬和传播好家风的工作，让好家风吹进千
家万户。让好家风吹进千家万户，好家风就能在接力
传承中不断延伸拓展，支撑起社会大家庭的风清气
正。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

让好家风吹进千家万户，首先要挖掘好家风。通
过深入挖掘，找出我市蕴藏在广大家庭中的优秀家风
或是广泛征集优秀家风故事。发掘出好家风是让好

家风吹进千家万户的关键前提，若要好家风让更多的
人知晓，更多的家庭受益，更要传播好好家风。我们
传播和发扬好家风，就是要把平民化、可效仿的家庭
故事传播出去，让其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传播好家
风，大力打造家风宣传传播载体，除了通过创建文明
家庭、弘扬英雄模范、开展感动城市人物等宣传活动，
潜移默化地影响个体成员对家规、家训的认可度，进
而影响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之外，还要利用好宣传单、
宣传展板、电子屏以及各种媒体，解读和阐发优秀家
风，让颇具典范的家风汇聚向上、向善的力量，共同促
进我市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再上新台阶。

让好家风之花在千家万户绽放

好家风是一个人成长的重要基石

好家风是社会好风尚的最好支撑

有人会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一个家庭最宝贵
的东西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答案是不统一的。有
人认为，金钱是家庭中最重要的东西；有人认为房子
是家庭中最珍贵的东西；有人会认为，名牌汽车是家
庭中最珍贵的东西……但是，不管是金钱还是房子、
车子都不是一个家庭对后辈最好的馈赠，一个家庭最
好的传家宝是家风。好的家风是一个家庭世代相传
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是殷实的家底，也是无形的、
最宝贵的财富。

为什么说好的家风是一个家庭中最宝贵的财富
呢？一个家庭其风气正不正，关系家族荣辱兴衰、关系
家庭幸福与否。历史上，有很多秉承好家风的家族人

才辈出，绵延千年不衰。山西运城闻喜裴氏是中国历
史上声名显赫的名门望族之一，在历史上先后出过59
位宰相、59位大将军，正史立传与载列者600余人，名
垂后世者不下千余人。裴氏家族形成的“重教守训、崇
文尚武、德业并举、廉洁自律”的独特信念坚守和价值
追求，不但对其一个家族的后辈有指导作用，已经远远
超出对其家族的教化作用，而成为社会教育的一种独
特形式。相反，历史上也有很多家族虽一时荣耀无比，
但是，没有好的家风传承，历经二、三代而衰。作为现
代人，我们应该重视家风，把好家风当做家庭最宝贵的
财富，加大对传统好家风、家训的赓续力度，让好家风、
家训成为推动家族、民族行稳致远的力量。

家庭是人生的起点，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一个人性格的养成很大程度上仰赖成长环境、仰赖
父母的教诲。古人云，“养不教，父之过”。这说明家
教、家风对一个人成长的重要作用。这里的教就是
为人父母者要对自己的子女进行教育，其中，教育的
一个重要途径就是父母的言传身教。父母的言传身
教无时无刻不体现着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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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望子成
龙、望女成凤的父母该如何爱孩子，用言传身教助力
他们更好地成长、成才。家风，听起来抽象，却具体
化在生活的时时处处，体现在日常的细节和习惯

中。家庭生活方式是构成家庭文化氛围的主要成
分，在家庭中为孩子创造好的学习及成长环境，才能
真正发挥家庭教育潜移默化的功效。家长以健康、
科学的方式安排好家庭生活，给孩子创造机会，让他
们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在身边的小事儿上体验美好
的生活，是传承好家风的重要途径，对孩子是一种无
声的教育。

传承好家风父母要做榜样。这就要求为人父母
者学习和把握传统文化和家族中好家风的精髓，将
其转化为自身的价值观和行为，努力在生活实践中
践行，挖掘家庭中的教育资源，将其具体化为家规、
家范，自己严于律己恪守规范并落实在日常生活的
点滴之中，融入对孩子教育的每一个细节，努力在孩
子心中播下好家风的种子。

父母要做传承好家风的榜样

建设幸福、美丽、宜居新辽源，需要现代经济体
系、需要现代城市体系、需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也
需要城市文明的不断提升。城市文明的提升是一个
系统工程，有很多途径，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其中，
发挥好家文化的作用，将家国天下的人文情怀融入
城市血脉，是城市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是提升城市
文明建设的重要“助推器”。

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才
能万事兴，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
明。家风是社会风气的涓涓细流，推进社会和谐。
良好的家教、家规、家训培育良好的家风，它不仅仅
是一个家庭的财富，更是社会的财富。只有注重家
风文化，把“小”家和“大”家联系在一起，社会的文
明、和谐才有保障。良好的家风能在日常生活中潜

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心灵，促进家庭和睦，并与民
风、社风密切相连。发挥好家文化在城市文明建设
中的作用，让培育好家风、传承好家训、建设好家庭
与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结合起来，
把家庭文明的内涵和要素内化为市民的精神追求和
生活习惯，就会营造出传承文明、践行美德的良好氛
围，文明创建不是干瘪枯燥、索然无味的，而是生动
鲜活、富有特色的。

以家风文化助力城市文明，就需要坚持把家庭
作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城市文明建设的基
本单元和有效载体，通过挖掘、传播、培育、践行家风
文化，加强价值观建设，营造浓厚的家风文化氛围，
将其注入新的内涵，以和美家风，德润兴化，涵养社
会好风气，助力城市文明。

好家风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

以家风文化助力城市文明

传承传承好家风好家风
共建文明城共建文明城

核心提要：
注重家庭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教、、注重家风注重家风，，是中华民族的重要传统是中华民族的重要传统。。家风是一个家庭的风气家风是一个家庭的风气、、文化和传统文化和传统，，每一每一

个家庭都有自家的家风个家庭都有自家的家风。。好的家风对家庭成员好的家风对家庭成员，，尤其孩子尤其孩子个人成长个人成长、、家庭幸福家庭幸福、、社会风气社会风气、、国家发展都有着国家发展都有着
极其重要的影响极其重要的影响。。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教、、注重家风注重家风，，传播传播、、传承好家风传承好家风，，让好家风带让好家风带
动社会好风尚动社会好风尚，，推动社会文明不断发展进步推动社会文明不断发展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