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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松江是一座具有千
年历史的文化古城，教
育发达，文人辈出，好学
之风极为盛行，读书学
习硕果累累。它是上海
历史文化的发祥地，有
“上海之根”的美誉。为
此，松江社区教育充分
发挥教育部门的主体作
用，把古松江的文气与
现代新城的灵气视为市
民学习的不竭源泉，深
度挖掘学习资源，精心
培育一批社区教育特色
项目，为市民奉上精彩
的文化学习盛宴。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
家庭，中华民族传统美
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灵
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
中。然而，不少市民对
于传统家文化的知识了
解不多，对于传承家文
化的重要性认识不够，
这种情况引起了有关部
门的重视。!"#$ 年，松

江区推学办、教育局联
合下发《中华家文化社
区 教 育 项 目 实 施 意
见》，在 全 区 开 展 以
“美、和、礼、安、学”为
主题的社区教育家文化
普及活动，培育了一批
深受市民欢迎的教育品
牌，如泗泾镇的孝德教
育、永丰街道的“透过
堂名看家风”、九亭镇
的“我爱我家”、中山街
道的“家文化进社区”
等。

茶文化是我国传统
文化艺术和文明礼仪的
重要载体 % 普及茶文化
对于市民的修身行动具
有良好的助推作用。松
江区把弘扬中华茶文
化，普及饮茶知识作为
社区教育重要内容，结
合市民读书学习活动，
开展“茶香书语 品读
经典”活动，建设一批
茶艺教学（表演）专用

教室，培养一支由数十
名茶艺师组成的教学队
伍、编写一批社区教育
茶艺教材、拍摄一组茶
文化教学微视频，组建
“大美云间”茶艺表演
队，开展巡演活动，开
设上百场茶文化教育讲
座，营造“文化有传承、
云间飘茶香”的修身立
德氛围。

中医博大精深，有
着广泛的群众基础。近
年来，松江区积极开展
“健康教育社区行”活
动，通过组建医教合作
资源联盟，以社区学校
为阵地，以医院专业人
士和专业知识为支撑，
开设知识讲座，组织专
家义诊，开展体验活动，
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普及
中医文化，满足居民健
康生活需求。

在今年 && 月 && 日
举行的首届“市民学习

嘉年华”活动上，陶艺、
云间古琴、名家刮痧养
身、静竹舞墨、特色剪、
贴、画等几十个项目闪
亮登场，展示了松江区
在挖掘传统文化资源中
取得的丰硕成果，显示
出传统文化的勃勃生
机。

松江区把“文化寻
根、文明修身“作为精神
文明创建的重要内容，
精心设计工作方案，建
立一批修身立德社区教
育社会学习点，努力打
造创建全国文明城区的
特色品牌。各社区学校
因地制宜培育文化教育
特色项目，引导市民从
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
在学习阅读中提升道德
修养，践行文明习惯，为
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
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
态和有礼守序的社会氛
围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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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松 江 区
永丰街道古

称“仓城”，已有
千年历史，是目前松

江区保存比较完好的历史文化
风貌区。近年来，永丰街道积极
开展“仓城韵 好家风”系列活
动，重家风传承，促家庭和谐。

说起中国的传统家风、家
教文化，永丰街道社区学校负
责人梁囡弟用“敬、和、德、礼、
义”五个字来概括，即要从敬长
辈、敬劳动果实开始，体现爱亲
人、爱家庭，爱家乡的情感；要
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和谐相
处，重在实现家庭和睦；要以德
为先，遵循本性、本心，顺乎自
然；要关注礼义廉耻和忠孝节
悌，告别野蛮，走向文明；要坚
持公平正义，体现不平则鸣、自
强不息的精神。

在挖掘传承家风文化的过
程中，社区学校开展了“好爸好
妈好家风”、“爷爷奶奶传家
风”、“通过堂号看家风”等三项
活动。“好爸好妈好家风”要求
父母做好家风的示范者；“爷爷
奶奶穿家风”要求长辈传递好
家风。“通过堂号看家风”则追
寻家风的历史沿袭。社区学校
开展了好家风征文活动，将一
批有质量的征文汇编成《父母
大课堂—仓城韵·好家风优秀
征文集》，教育后人弘扬祖辈优
秀传统。

堂号是中国家族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是传承家风的
重要载体。松江民间有“六月
六，晒家谱”的风俗，即在农历
六月六这一天，要把珍藏的家
谱拿出来展示，并把家族中新
生儿的名字添加进去。在松江，
每一个家族都有一个堂号，上
面记载着家族传承的重要信
息。流传比较广的堂号，多是用
来教育和启迪后人的。比如，
“爱莲堂”倡导清白做人，“四知
堂”倡导廉洁为官。

如今，松江市民对堂号的感
情逐渐淡漠，许多堂号因缺乏关
注而面临失传。永丰社区学校在
辖区内广泛征集关于堂号的资
料，并制成视频，在居民区学习
点播放，并通过父母大课堂、邻
里缘等活动，引导市民领悟浓缩
在堂号中的家风文化。活动中，
涌现出一批传承好家风的典型
人物。学校把他们的故事进行收
集整理，并组织说书艺人深入社
区进行宣讲。

永丰社区学校还组织人员编
写了《邦彦乡贤》、《道德楷模》两
本市民读本。此外，该校计划建设
一面反映家训家规的文化墙。
学校认为，永丰是松江的
缩影，是城市文化和农
村文化交融的地方。对
于家风文化，既要组织
人员去挖掘，更要引导
市民去寻找、去感悟，这
样才能使这项活动更持
久更深入地开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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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茶是举国之饮，但不是人
人都知道茶文化的悠久历史
和丰富内涵。!'&! 年，松江区
小昆山社区学校开发《走近茶
文化》课程，迈出了普及茶文
化的步伐。悠悠茶香伴随着课
程的推广和交流，逐渐飘向全
区。

!"&(年，学校利用市教委
老年教育提升工程项目，建设设
施完善、功能齐全的茶文化教
室，融教学、表演、展示、观摩于
一体，可供 $)名学员同时参加
学习。
“走近茶文化”讲座陆续

走出小昆山，走向全松江。小
昆山社区学校首先利用“星期
五市民课堂”在小昆山八个村
六个居委中开讲，随后向其它
街镇的机关企事业单位辐射，
收到很好的效果。!"&* 年起，
茶文化培训向年轻人群拓展，
先后培训镇团委干部和各村
村官，提高年轻人的文化底蕴

和个人修养。学校还成立
“走近茶文化”茶艺表演

团队，把触角伸向
“华亭峰泖”资源联
盟各单位。学校负责
人徐明说，接下来将
进一步优化茶文化课
程，进一步挖掘茶文
化内涵，并尝试向中

小学推广。
与小昆山清新高雅的茶

文化相比，乡村茶馆似乎“上
不了台面”，却是茶文化不可
或缺的组成部分。新浜镇是松
江区比较偏远的的一个镇，居
民中老年人居多，别看地方不
大，却散落着数十家大小不一
的茶馆，从而催生了独特的
“乡村茶馆课堂”特色项目。

新浜社区学校负责人黄
德平说，乡村茶馆是老年居
民谈天说地、交流信息、联络
感情的主要场所，人气很高。
学校利用茶馆的集聚效应，
于 !)&* 年推出了“乡村茶馆
文化社区教育系列讲座”，从
讲授喝茶与养生知识，到讲
述道德标兵故事，再到讲解
民间传说、红色革命历史等，
内容不断更新，吸引力逐渐
增强，受到许多“粉丝”追捧。
目前，该讲座已发展成为“乡
村茶馆课堂”派遣教育项目，
并与戏曲表演相结合，形成
了课堂讲解、茶馆互动、团队
互助、说唱演出、巡回展示、
资料发放、视频播放、实践体
验等学习模式。学校还组建
志愿者讲师团，传播政治、道
德、文化、健康、休闲等知识，
逐步改变乡村老年人的生活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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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社区学校学习的老年人，除
了学习知识技能和满足兴趣爱好，
还追求身心健康。中国传统医学重
养生保健、讲积累坚持的特点，非
常符合老年人的身心特点，因此，
不少社区学校把中医文化列为社
区教育重点项目。

松江区洞泾社区学校将中医进
社区活动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成立了
医院+学校资源联盟，以“扁鹊栖情洞
泾———健康大讲堂”为平台，将市民
需求与中医文化进行无缝对接。学校
负责人费利云介绍说，!"&*年，洞泾
社区学校了解到居民对养生保健、常
见病治疗等知识有迫切的需求，便邀
请松江区方塔医院中医专家来社区
上课，没想到一炮打响，老百姓连声
叫好。于是，社区学校趁热打铁，与方
塔中医院开展联盟合作，由后者派遣
医疗专家到社区上课。课后，居民反
映光听课还不过瘾，有些内容一时还
消化不了，最好有本教材读读。学校
将居民迫切需要了解的内容编印成
教材，送到居民手中。在镇政府的支
持下，学校几次加印教材，确保社区
居民家家户户配备一本。此后，根据
居民的意见，医教联盟将该教材按照
疾病类别编印“口袋书”，让居民根据
自己的身体状况“对号入座”进行学
习。

经过三年多的教育实践，该项
目由“点”到“面”不断扩大，成为一个由
活动、讲座、课程、咨询、义诊等组成的
系列课程。随后，社区学校又推出了健
康养生“衍生项目”：制作八宝香囊，既传
播了中医知识，又锻炼了学员动手能力。
如今，通过口口相传，许多居民就

能掌握学校的开课信息，主动前来听
课。方塔医院的 &"名医生根据课表，
每周固定时间来洞泾社区学校上课。
如今，这些医生在松江社区教育界都
拥有了较高的知名度。其它街镇的社
区学校纷纷请他们去讲课，普及中医
文化，让他们忙得不亦乐乎。同时，随
着中医药识别和选购等课程的加入，
课程体系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

通过学习中医文化，一些社区居
民重新找回健康的感觉。居民沙振保
老人已经 ,)岁了，身体一直比较虚弱，
尤其是两个膝盖有积水，行走比较困
难。自从!)&-年!月学习经络养生知
识以来，他上课时认真听讲，勤记笔记，
下课后诚恳地向医生请教，回到家里
则按照医生的嘱咐，每天按压相关穴
位，健康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老人
高兴极了，逢人就夸中医的神奇。

据悉，!)&.年，洞泾社区
教育将向“两翼发展”，一是
继续推动传统文化进社区，
二是推动健康教育进社区。
这两个项目一个关注身体，
一个关注心灵，最终让居民
身心两益。

! ! ! !“百善孝为先。”中华民族历来讲
究孝道。虽然孝道的内涵随着时代的
发展有所变化，但始终在中华传统美
德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松江区，泗泾
镇通过传承、创新和发展孝文化，提
升了公民道德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

泗泾镇开展“孝文化”活动源于一
起家庭纠纷。泗泾镇社区学
校负责人陈海云说，!)&!年，
泗泾镇进行大开发，需要搬
迁部分农民。有一户人家三
兄弟在动迁后，得到数套安置

房，却狠心地将母亲推
出门外。可怜的老母亲

无处容身，只能蜗居在垃圾房内。镇政
府出面干涉后，老人才得以与子女同
住。这件事在居民中引发广泛讨论。为
什么最基本的孝道在现实利益面前如
此不堪一击？最后大家一致认为，必须
把优良的孝德传统找回来，要以“孝文
化”为起点，以社区学校为阵地，在居民
中开展孝德教育。而通过社区教育，普
及孝文化知识，引导居民孝敬长辈，已
经成为社区学校的重要课题。
不久，泗泾镇成立孝德教育工

作领导小组，并在社区学校设立工
作室。工作室组建了孝德文化宣讲
队、孝德文化演出队、孝德文化援助
队等三支工作队伍，开设“孝德讲
坛”，开展讲座活动，传播孝德文化；
开设“孝德演坛”，深入基层，表演以
孝德为主题的节目；开设“孝德论
坛”，辩论孝德话题，提高思想认识。

同年，泗泾镇举办“心系老人·孝
感泗泾”主题系列活动，即“&!·&”孝心
工程的，掀起了“孝文化”宣传的第一波
高潮。该活动由镇社区学校筹划，镇精
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主办。活动
内容主要是用十二种形式宣传“孝文
化”，如布置一道文化墙、组织一次征文
活动、教唱一首歌、建立一张关爱卡、编
写一本《新!(孝》、开设一堂孝德课、出
版一本作品集等。社区学校动员社区
所有力量，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
将“孝文化”宣传向社区全面铺开。
在镇党委的支持下，社区学校还实

施了以孝德文化教育进社区、进企业、
进学校、进军营为内容的“四进”工程，
泗泾社区学校党员教师孝文化巡讲团
分别前往各居委传播孝德文化。在开设
讲座的同时，还发放孝文化宣传折页、
孝德招贴画年历、孝德广告伞和《“心系
老人·孝感泗泾”》系列读本。结合八一
建军节，社区学校把孝德教育作品带到

军营进行展示。

在此基础上，社区学校推出“给
孝心打分”活动，在社会上引起强烈
反响，孝心打分表包括成人版和中
小学生版两种。看到成绩不如孩子，
有些成年人是含着热泪，满怀歉意
地提交打分表的。他们纷纷表示今
后一定要好好反思和改进自己的行
为，争取做孩子的表率。社区学校则
及时回收表格并进行数据分析。
泗泾镇孝德教育活动范围遍及全

镇*&个居委，参与或受教育人次达 &)

多万，其中近六成是成年市民。它为泗
泾镇的和谐社区建设作出了贡献。作为
活动的副产品———孝德文化工作室也
有了一显身手的机会，即参与调解居民
家庭纠纷。有一户渔民家庭，镇政府明
明给他们解决了住房问题，却因家庭矛
盾，老人迟迟不愿意搬到岸上住，给平
安社区建设拖了后退。社区学校孝德工
作室的志愿者们，以孝叙情、以孝暖心，
将心比心，以心换心，再苦再累也不怕，
一次次地上门做思想工作，最终解开了
老人心里的疙瘩，也解决了这个家庭的
内部矛盾。有一位居民，听了孝德讲堂
讲座后，立即带中风的岳父出门旅游。
老人感动得说不出话来，竖起大拇指称
赞孝德教育搞得好，家庭和谐离不开孝
德教育。据镇信访部门统计，!)&(年上
半年，家庭和邻里纠纷的信访上访率较
往年同期下降&&个百分点。

今年，泗泾镇社区学校启动新一
轮“&!·&”孝心工程。如今在泗泾镇，提
起“孝”，已经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泗泾镇“心系老人·孝感泗泾”主题教
育活动为孝德教育进社区进行了有益
的探索和可贵的实践，也取得了丰硕
的成果。由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孝
德教育不仅丰富了老年人的生活，也
调动了青少年和中年居民参与公益事
业的积极性，促进整个社区居民精神
世界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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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浸润心灵
社区学习升华人生
———松江区修身立德社区教育活动巡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