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志凌
“四城同建”城市发展定位延续了漯河历史

发展的比较优势，切中了漯河当前发展的短板不
足，谋划了漯河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引领着沙
澧儿女奔向幸福美好的明天。

一是从历史延续看，持续发挥自身优势才能
形成独特的城市品牌。曾几何时，漯河作为河南
省唯一的“内陆经济特区”享受同沿海经济特区
同样的优惠政策，建市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
异，这一切均与漯河的地理位置、水陆交通、商
贸集散的基础优势有关。2018 年 7 月，市委七届
七次全会提出了“四城同建”城市发展定位，这
一新的谋划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对漯河城市建设
历史的继承、拓展和提升。从创建中国食品名
城、中部宜居生态城市“两城同创”，到建设中
原经济区“三化”协调发展先行示范区、中国食
品名城和中原生态宜居名城、豫中南综合交通枢
纽和现代商贸物流中心“一区两城一中心”，再
从建设全省“四化”同步发展先行区、中国食品
名城、中原生态宜居名城、豫中南地区性中心城
市升级版“一区两城一中心”，到“豫中南地区
性中心城市”“中原生态水城”“中国食品名城”

“中华汉字文化名城”“四城同建”，漯河城市建
设历经了“两城同创”“一区两城一中心”到

“四城同建”的演变，这体现了历届市委、市政
府持续围绕漯河自身特色、凸出漯河比较优势，
谋划漯河发展的思路，彰显了一任接着一任干、
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接续实干精神。

二是从现实需求看，谋划“四城同建”是适
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贯彻新发展理念、
打赢三大攻坚的具体实践。党的十九大报告做出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判断，指
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当前，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防范化
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任务
艰巨，地方经济正在转型升级，我市经济社会发
展在满足全市人民对教育、就业、医疗、公平、
正义等美好需要方面，与人民期盼差距还很大，
不仅历史上民生、生态等“欠账”很多，还面临
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
任务。因此，谋划“四城同建”不仅要做大“蛋
糕”，持续提升漯河经济发展质量，还要做多口味

“蛋糕”，不断提高全市人民的幸福感获得感。
三是从发展趋势看，漯河经济社会发展仍处

于爬坡过坎、滚石上山的阶段，面临着向高质量
发展的转型升级。“四城同建”城市发展定位围绕
我市水资源和区位交通优势打造生态宜居城市品
牌，推动食品工业、快递物流、教育医疗、电子
信息等产业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传承汉字文化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推动漯河“以绿
荫城、以水润城、以文化城、以业兴城”城市建
设与发展，为沙澧大地绘就了美好蓝图。可以
说，“四城同建”城市发展定位高度契合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高度契合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高度契合建设现代化
经济体系要求，对于放大我市特色优势、增强综
合实力，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位，彰显文
化特质、增强文化自信，提升漯河在全省全国乃
至全球的知名度、美誉度，增强经济辐射力、文
化软实力、城市吸引力、区域竞争力、国际影响
力，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更好辐射带动豫中
南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19 年是全面高质量推进“四城同建”的开
局之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全
市上下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落实新时代漯河经济社会发展“四
三二一”工作布局，全面推进“四城同建”，奋力
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以漯河更加精彩为中原
更加出彩增添浓彩，以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异成绩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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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重维度认知“四城同建”

■金 瑾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是

对我国传统“和”文化精神的继承，同时又是在国
际关系层面上对传统文化的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
提出：“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
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习近平以深厚的
文化素养，向国际社会诠释了中华“和”文化之精
髓，希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立，能进一步推动世
界各国和平相处，文明交流，共同发展。

习近平对中华“和”文化的阐述

“和”是中华传统文化一直所推崇的理念，它
的含义可引申为和谐、和平、和睦等，是指不同事
物之间以及同一事物的内部各要素之间一种和谐平
衡的状态。和谐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

“是心灵关怀与价值理想，是精神家园与终极关
切”。习近平以他深厚的文化素养和文化造诣，对
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和”的理念做了传统阐述并
结合国际环境做了新的解释。

习近平在2005年发表的《文化育和谐》一文
中，阐述了他是如何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中吸取养
分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充分彰
显了其思维的开阔和深厚的文化理论素养。2013
年习近平在莫斯科的演讲中谈到，和平、发展已经
成了时代的潮流，各国积极推动建立有利于世界发
展的新型国际关系，促进各国的发展。习近平把中
华“和”文化理念用于当代国际关系，向世界表明
了中国外交始终坚持“和”的文化理念。2013年
10月，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
坚持发展好和周边国际的关系，做好睦邻、友邻的

工作，增强我国的影响力和感召力。2014年5月15
日，习近平首次明确提出“和”文化的理念，既对
中国传统“和”文化理念做了高度精炼的概括，同
时又做了新的阐释。在《之江新语》里记录的习近
平一些重要讲话、指示等，体现了习近平对我国传
统文化“和”思想的思考和独到见解。习近平对中
华“和”文化的阐释和实际应用，是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之作。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中
华“和”文化的创新与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向世界阐释了中华“和”
文化的理念。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和谐共处、合作
共赢的中华“和”文化观，希望国与国之间始终坚
持和平共处原则。中国人民从来都不会把自己不愿
意的事情强加在别人身上，也不会因为自身强大了
去欺凌别国，中国人民爱好和平，愿意同世界人民
共建和平，共享和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向世界
阐述的“和”文化理念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
创新，明确表达了谋求和世界各国和平相处、携手
共进、共同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将中华“和”文化视为维
护国际关系的准则。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根据现
代世界的格局形式，提出来的适应世界发展潮流、
符合各国人民心声的一种处理国际关系的新思想。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要考虑本国利益也要考虑别
国利益，力求形成多赢、共赢的局面。习近平把和
平发展、合作共赢、互惠互利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主张各国在
交往的过程中要相互尊重、信任，通过公平、公
开、公正的国际合作，构建更为开放、合理、健康

的国际交往新秩序。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中华“和”文化化解人

类面临的共同难题。目前，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着各种
问题：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国际恐怖主义，难民问
题，生态问题等。这些复杂问题需要全人类共同来面
对。中华“和”文化思想所蕴含的传统含义对于解
决今天人类的难题有着借鉴意义。为了推动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构建，倡导国家间要积极实践公平正
义、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理念，建立平等友好的
伙伴关系。在对外交流的过程中，每个国家要做到
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不要把本国的意志和制度模
式强加于别国，要尊重别国的选择，要求同存异、共
同进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军事、科技上
都取得了重大的进步，同时，我们国家也担当起了
一个大国的责任。中国积极发挥大国的作用，推动
国际事件的和平解决，维护世界和平，体现了中国
传统“和”的文化理念，积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依靠中华“和”文化维护
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中国传统“和”的文化理念不仅
体现在与各国交流的和平相处上，也体现在对各国文
化差异的尊重上。目前，随着全球经济、科技的发
展，世界各国文化的联系也逐渐紧密，中国对别国
文化的尊重和包容，体现了中华传统“和”文化的
无限魅力。不同国家文化的形态千姿百态，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打造，要携手推进人类文明的共同进
步，允许不同文明的存在。我国倡导的“一带一
路”就是要推进沿线国家经济的发展，同时还要以
文明交流超越文化的冲突、矛盾，积极推动国家的
发展和各国间的信任、理解、尊重。因此，加快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各国要尊重不同国家间的文
化，以文明交流代替文化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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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言闲言

■一人
在所有病情中，最难以为外人道的

除了艾滋病、性病这些传播类疾病，人
身肢体部位引发病变的就数“出口”附
近的痔疮类疾病了。古人说人有七窍，
意思是人的身体有七个孔口，实际上数
一数，光是头部就有七个：双耳、双
目、双鼻和嘴，七窍生烟就是说的从这
七个地方冒烟。但七窍之外又说人死后
用九塞，为什么死后用九塞呢 （汉代的
规矩，人死后身体的九个孔口都要用玉
给塞住）？因为人的身体除了上面头部的
七窍，下面还有大小便两个孔口呢。那
么为什么不说九窍生烟呢？因为人是直
立行走的动物，烟气是往上排的，还有
就是下面的两窍属于羞即隐私部位，属
于一级保护部位，人活着的时候对于这
些部位羞于启齿。所以，下体得了病大
多数人的心理是能拖则拖，除非万不得
已，不大愿意去看医生，这也是此类病
情容易被耽误的原因。

3月29日，会务途中，笔者感觉下体
不适，没怎么在意。因为此前多次出现
过类似症状，无非上火所致，饮食方面
稍加注意，几天过去，自愈。30 日早
上，两股内侧突起一鼓包，火辣辣的
疼，笔者感觉大事不好，强挨到连续4天
的会议结束，已经难以行走。4 月 1 日，
经内行介绍，笔者找到漯河市中医院专
家刘兵医生。

刘医生给笔者做过检查，又经过验
血、量血压等术前准备，下午主刀手术。
病床床头卡片显示手术名称为肛痈（西医
叫肛周脓肿）。

“肛”是身体的重要“出口”部
位，那“痈”是个什么东东？

查我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上
面没有这个字。但“痈”字既然是带

“病”字偏旁的，肯定和病有关。按照汉
字造字法，“痈”是个形声字，“用”字
在“痈”字里边表述的是声音，意思

“痈”字读“用”的读音，但形声字里边
还有一种是表示声音的偏旁同时也表示
一定的意义，即亦声字。这里的“用”
字是否就是这一类呢？查杨树达的 《积
微居小学述林》：“用者，桶之初形也。
凡可以受物之器皆可名桶。”也就是说，
在汉字的早期，“用”就是“桶”，二者
不但意义相同，读音也相近。桶的功用
是盛装东西，而且盛装的东西必须是合
适的、不能超过桶的容量范围的。比
如，体积超过桶的内径的固体的石头不
能装到桶里；用桶盛装水，水也不能高
出桶沿，否则满则溢。由此引申为相对
完整的、独立的。因为盛装在桶里边的
东西和外边的东西形成了区隔，是相对
独立的。河里的水只能静止不动，或者
往低处流，但盛到了桶里就可以带到更
高处。据此，加偏旁的“痈”则意为外
观完整、相对于身体各部位而独立存
在、突出出来的一个病态体，即突出的
病变的鼓包。徐楷 《说文解字系转》 中
说：“痈，久廱也。”《正字通》 里说：

“癰之深者曰疽，疽深而恶，癰浅而大
疽。”意思是说，“痈”就是比较深的已
经成为块状的恶疮。

好家伙！既然是恶疮，如不及时采
取措施，后果应该会很严重。严重到什
么程度？成“疡”。那么“疡”又是什
么？《说文解字》 上说：“疡，头创也。”
王筠《说文解字句读》解释：“创即疮之
正字。”也就是说，“创”就是“疮”的
本来字体。疡，《广雅释名》：头有创曰
疡。“疡”和“溃”字合在一起则更直
观：溃疡，即破开的疮。养痈遗患的结
果也就是疮没有及时治疗最后溃烂掉直
至危及生命。如此理解“痈”是“疡”
的前期形态，“疡”是“痈”的最烂的结
果。鲁迅《随感录》比喻得更形象：“即
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
便红肿之处 （痈），艳若桃花；溃烂之时
（疡），美如乳酪，妙不可言。”

手术措施是得力的也是及时的。
术后的不堪也是难以名状的。
这种难以名状的感觉我们常常直接

表述为疼痛，过度的疼痛则形容为生不
如死。

那么，疼痛是什么玩意儿？到底是
疼还是痛？抑或二者兼而有之？

《说文解字》上没有“疼”字，《现
代汉语词典》 里只说“疼”就是“痛”，
疼、痛不分。《说文解字》 里有“痛”
字，对“痛”的解释是“病也”。只说是
病，没有更多的解释。但从现代汉语遗留
的词语里可以看出来“疼”和“痛”还是
应该有区别的：和“疼”有关的词如疼
爱、无关疼痒；和“痛”有关的词如痛
悼、痛斥、痛不欲生、痛彻心扉、痛心疾
首、痛定思痛、深恶痛绝。大概“疼”是

“痛”的初级形态，而“痛”是“疼”的
高级形态，“疼”“痛”连在一起时则不再
区分。

还有，既然 《说文解字》 里边对
“痛”的解释是“病也”，那么“病”又
是什么？我们常说疾病，“疾”和“病”
又有什么联系？

还得找 《说文解字》。《说文解字》
上说：“疾，病也。”同时解释：“病，疾
加也。”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进一步
解释：“析言之则病为疾加，浑言之则疾
亦病也。”意思是小病叫“疾”，小病厉
害了才叫“病”，如果笼统地说则“疾”

“病”不分。《孟子·梁惠王下》 中梁惠
王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色。”意思很
直白：我有个不良嗜好，即小毛病，好
色。《韩非子·喻老》篇中“扁鹊见蔡桓
公”的故事更能说明问题：扁鹊见蔡桓
公，扁鹊说：“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
深。”桓侯回答：“寡人无疾。”等扁鹊出
去，桓侯说：“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
十天后扁鹊再见到他，给他说：“君之病
在肌肤，不治将益深。”桓侯没有搭理
他。又停了十天，扁鹊又一次见到他
说：“君之病在肠胃，不治将益深。”桓
侯又没有搭理他还很不高兴。又停十
天，扁鹊再一次看见桓侯时赶紧跑了。
桓侯派人问他什么原因，扁鹊说：“疾在
腠理，烫熨之所及也；在肌肤，针石之
所及也；在肠胃，火齐之所及也；在骨
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今在骨
髓，臣是以无请也。”五天后，桓侯感觉
身体疼痛，派人找扁鹊，扁鹊已经逃到
秦国了。结果桓侯很快就死了——扁鹊
第一次见桓侯说的是桓侯有“疾”，桓侯
回应的是无“疾”。等扁鹊出去，桓侯自
言自语说这医生好治些不痛不痒的小毛
病当成功劳。第二次、第三次扁鹊见桓
侯说的是桓侯有“病”，说明原来的小疾
成大病、越来越严重了。后来桓侯让人
去问扁鹊原因，扁鹊解释桓侯的病情开
始也是说的“疾，后来是从“疾”到

“病”的演变过程。至于结果，是五日之
后桓侯死了。另一个例子是 《晏子春
秋》 上的故事。在“景公病久不愈”篇
中，景公说：“寡人之病病矣。”意思是
我的病很严重了。因为上句有交代：“景
公疖且虐，期年不愈。”意思是景公得了
疥疮而且还发摆子，身体忽冷忽热。

由 是 可 以 看 出 ，“ 疼 ”“ 痛 ” 和
“疾”“病”两组词的区别：“疼”“痛”
是自身感受不良程度的两个层级，“疾”

“病”则是身体健康不良程度的两个层
级，都是从低到高。如果说两者有相似
之处或者某种联系的话，“疼”对应的是

“疾”，“痛”对应的是“病”；合在一起
则“疼痛”对应“疾病”。

至于和“疼”相关的“痒”，即我们
常说的无关痛痒，现在指身体产生的有
别于疼痛的另外一种感受，原意特指以
这种感受最为强烈为特征的一种病即疥
疮。《说文解字》 上说：“痒，疡也。”

《广雅释诂》：“痒，病也。”王筠 《说文
解字句读》：“痒疥者，疮疥也。”得过疥
疮的人都有切身的感受，特点就是奇
痒，或者说痒到极致的代表疾病就是身
上长了疥疮。

一个半月后身体痊愈。回顾从患
病、治疗到痊愈的过程，笔者不幸中又
感到幸运。不幸的是得了肛痈病，幸运
的是养痈但没有遗患。

读经典学汉字（中）

养痈不遗患

■至大至刚
春秋时期，韩宣子为晋国正卿，在朝

廷之中地位显赫，家中却很清贫，每每想
起自己位居正卿却家贫至此，心中不免悲
哀。叔向知道后，便前来祝贺。韩宣子十
分奇怪，认为自己虽然有大官之名，却没
有大官应有的财富，不能像其他官员那样
请客饮酒，正愁没有办法，哪里值得祝贺
呢？叔向则说，有个郤昭子，家里有好几
个人做大官。他依财仗势、横行霸道，结
果一家人不得善终。因此，居高位而能保
持清贫，是值得道贺的事。

禄无常家，福无定门。叔向作为晋国
贤臣，在“贺贫”之中，用正反两方面的
事实，道出了一个简洁的道理：居贫修德
是福，忧贫丧德是祸。不仅如此，他还从
安贫乐道的角度，提炼出一条“我心匪
石，不可转也”的处世信条，劝其“忧德
之不建”，不要“患货之不足”，让韩宣子

听后如醍醐灌顶，喜不自胜。
当今社会，诱惑多、考验多，从政

者、经商者，或供职于其他行业者，能
不能做到“我心匪石，不可转也”，非常
关键。身为一名“履职”人员，要想成
就一番事业，赢得众人好的口碑，就必
须读懂“叔向贺贫”中的潜台词，练就
坚如磐石的定力，做到在喧闹中沉静、
在利欲中淡泊、在诱惑中却步，以甘当

“贫官”为荣。
方志敏在“狱中”所著《清贫》一文

中写道：“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
我们革命者能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在
逐梦前行的新时代，要想做到信念不缺
失、精神不滑坡，当好奋进者、圆梦人，
就要自始至终守住“能贫”“能穷”之
宝，在“我心匪石，不可转也”中坐得
端、行得正、走得稳，进而走出小我、冲
出自我、塑造大我。

从“叔向贺贫”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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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冰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风的“家”，是

家庭的“家”，也是国家的“家”。家教家风是家庭
文明建设的基础，也是引导家庭成员感知、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渠道。家，不仅是一种感
情牵挂，更是一个人安身立命、修身立德的起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家
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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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促
进家庭和睦，促进亲人相亲相爱，促进下一代健康
成长，促进老年人老有所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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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习总书记看来，“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
生的第一所学校”。正是这个课堂，塑造了习近平
的家国情怀，也成为他治国理政的理念源泉。

在我国历史上，素来就有重视家风建设的传
统。那么，家风是什么？家风就是一个家庭或者
家族，在较长的时间内所形成的、能够影响其他
成员的思想和行为的传统风尚，既包括有明文规
定的家训、家规，也包括对家庭成员带来无形约
束的文化影响。从先秦到明清，我国流传下来不
少经典的家训、家规，比如诸葛亮的《诫子书》、
司马光的《家笵》、朱熹的《朱子家训》等，当然
也包括《曾国藩家书》。

曾国藩，晚清四大名臣之首，梁启超誉之为
“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中国，抑
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毛泽东给予高度评
价“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蒋介石也同样如此

“曾公乃国人精神之典范”。
《曾国藩家书》 是曾国藩的书信集，近1500

封，是曾国藩一生的主要活动和其治政、治家、治
学之道的生动反映。曾国藩的家书行文从容镇定，
随想而至，挥笔自如，在看似平淡的家常中蕴藏真
知灼见，极具说服力和感召力。从中，可以感知其
修身、教子、持家、交友、用人、处世、理财、治
学、治军、为政等各个方面，真实而又细密，平常
而又深入，可谓字字良言，句句妙语。

在修身上，曾国藩可谓深有心得。首先，曾
国藩一生强调立志，他常说：“志不立，天下无可
成之事。”他为自己写下座右铭道：“不为圣贤，

便为禽兽；不问收获，但问耕耘。”在其家书家教
中，立志之论甚多。曾国藩原先嗜好吸水烟，后
来他要戒绝，但也不太容易，他对其弟说：“自戒
潮烟以来，心神彷徨几若无主。遏欲之难，类如
此矣！不挟破釜沉舟之势，讵有济哉？”曾国藩硬
是凭律己的毅力将烟戒绝。他说：“我欲仁，斯仁
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惟孔孟是学，
人谁得而御我哉?”从某个层面上，曾国藩执著于
事功，但也说明了立志的重要性。他说：“古称金
丹换骨，余谓立志即丹也。”关于立志，曾国藩还
在家书里提到：“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
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所生，不
愧为天地之完人。”总之，就是要按照修齐治平的
理论，为社会干一番事业，成为封建社会的一代
圣贤。他还向人表示：“君子当以不知尧舜周公为
忧，当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

其次，他主张反省。一个人德行的进步，与
意志坚定与否、与知识渊博程度高低有密切关
系，但是也与能否时刻反省自己有直接关系。纵
观家书，曾国藩一生在反省上最下功夫，后世对
其多有称道，认为曾国藩德行的长进是由于立志
和求知，也是由于其反省的次数多，并有改过的
勇气。特别是曾国藩崇尚坚忍实干，不仅在得意
时埋头苦干，尤其是在失意时绝不灰心，他在安
慰其弟曾国荃连吃两次败仗的信中说：“另起炉
灶，重开世界，安知此两番之大败，非天之磨炼
英雄，使弟大有长进乎？谚云‘吃一堑，长一智
’，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辱之时。务须咬牙励
志，费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徒然自馁也。”

最后，为人应谦虚。鉴于历史和现实的经验
教训，曾国藩从保全自己和调整与周围人际矛盾
出发，主张言行谦谨。在给儿子的一封信中他提
出举止要稳重，说话要谦虚谨慎，更要其“终身

牢记，无一刻可忽”。他认为，为人要浑厚。关于
“浑”，他说：“大约与人纷争，不可自求万全处；
白人是非，不可过于武断。此浑字最切于实用
耳。”这就是说，在是非曲直的问题上，不可自以
为是，必须给自己和对方留有余地。

修身养性的最高境界是“慎独”，这在家书里
也有提及，关于勤俭方面的内容也随处可见。曾
国藩重视修身，以至于不惜舍身卫道，正是由于
立志、反省等修养，才具备了同时代人不具备的
一些精神素质。

在读书问学上，曾国藩主张经世致用，即学
以致用，读书要有恒心。曾国藩以自己的读书心
得告诉各位兄弟，做学问的方法有很多，但集中
起来却离不开“有恒”二字。他提出读书当“主
敬”“静心”“早起”“读书不二”“读史”“写日
记”“日知其所亡”“日无忘所能”“谨言”，并且
提出读书持“专注”和“有恒”四字。他认为只
有如此，方可称其为真正意义上的读书人，真正
的让读书成为养生养气之术。除了曾国藩家庭教
育思想中的修身养性、读书治学，当然还不能不
提其教育子女勤俭持家的思想。

纵观当今，很多优良家风已经渐行渐远，不
少家族对子孙的教诲不再坚守，继承下来的家风
也是社会的“变味”。作为长辈，应当端正自身，
切不可上梁不正；作为晚辈，应该继承父辈身上
的优良家风，传播新时代的正能量，不能随波逐
流，辱了祖辈颜面，让家风沦落。作为党员，要
坚守曾经的入党誓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
得起党，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国家，清廉就是对
家人最好的馈赠；作为公职人员，要严于律己、
宽以待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将家风、党
风、政风摆在重要位置，努力实现“齐家、治
国、平天下”的伟大梦想。 作者单位：市委党校

家风护航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