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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地处南上海的奉贤区，相传因孔子弟子
言偃来奉贤青溪!今青村"结坛讲学，教化启
迪乡民，后世为纪念圣人，以“敬奉贤人、见
贤思齐”而得名。浓厚的传统文化经过时代
的洗礼，凝练形成了以“敬奉贤人、见贤思
齐”为内核的富有地方特色的“贤文化”。在
培育和光大传统文化中，奉贤区从社会发
展的基因———家庭出发，充分发掘好家训
的教化功能，关注好家风的培育，将原本散
落在民间自发的活动培育为区域性长效性
文化建设活动。!"#$年中央和上海市有关
部门发起“好家训家风培育”和寻找“海上
最美丽家庭”活动后，奉贤区培育与寻找好
家训、好家风、好家庭的“三好”活动更加深
入全面地展开，成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载体。

奉贤区文明办与妇联开展的“三好”活
动和睦了邻里，凝聚了人心，推动了文明社
区建设。社区鼓励居民以家训为座右铭，鞭
策居民自律；凸显了家风对楼风、对社风的
带动作用。在机关，“三好”活动传播推动着

党风政风行风建设。各单位通过党员活动
日，工会、妇联和团组织，发动未成年人和父
母长辈一起写家训，使展示家训、评议家训、
品读家训的过程，成为市民相互学习、交流、
借鉴的平台，形成以好家训为荣的风气，提
升了干部职工的精气神，增强了单位的文化
凝聚力。在学校，“三好”活动的传承促进了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全区教育系统广
泛开展了好家训好家风活动，编写了好家
训好家风通俗化校本教材，创作了好家训
好家风系列漫画，开展好家训好家风故事
征文和演讲、书法比赛等活动；小手牵大
手，使家训家风进校园进课堂进家庭；开设
好家训好家风网站，扩大教育影响力。

奉贤区“三好”活动在群众性文化中凝
练，推动了“贤文化”建设。从“家”出发，让好
家风好家训从家庭单元辐射到单位到地区，
进而覆盖到全社会，通过家庭美德教育，提
高公民道德素养，促进地区社会文明进步。
截止 %月，全区共征集家训 &!"""条，家风
小故事 $''(个。

! ! ! !家是社会的细胞，是心灵的归宿，
影响每一个人的成长轨迹，因此家庭
也被称为“人生第一课堂”。在奉贤区
杨王村，高速经济发展中村民的精神
文明滞后一度成为棘手问题，当地政
府从“人生第一课堂”入手，通过让村
民编写家风家训，唤起群众对家庭优
良传统的重视，起到转变自身行为的
作用。“家风家训”活动不仅让村民精
神面貌焕然一新，也让杨王村成为了
全国文明村。受到杨王村家风家训活
动的启发，奉贤区在全区推广了好家
训好家风培育推进活动，并将其结合
到社会管理工作中，运用“家庭”元素，
对不同群体进行影响。奉贤区文明办负
责人告诉记者，重拾家训家风不仅是对
社会管理新模式的探索，更是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落地开花。

探索管理
奉贤区杨王村曾是贫困村，得益

于全村人民的共同努力，近年经济高
速发展，一举成功脱贫致富，但也遇到
了许多棘手的新问题。!""(年杨王村
与其他两村合并，急需能够提升凝聚
力的举措，而且相比物质文明飞速提
高，村民们的精神文明却被抛在身后。
作为对策，村委会开始编写村训，试图
制定统一的价值观增进彼此认同感，
并且引领村民文明素养的提升。在村
训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后，于是又进一
步组织村民以家庭单位编写家训，并
开展了两轮家训征集评选活动。用家
训规范家庭成员的言行，把家训当作
家庭座右铭，推动村民自治，实现了以
家风带民风、以民风带村风的目标。
!")*年第二轮家训征集后，村党委将
完善后的家训连同“星级户”评星情
况、党员之家标识一起制作成展示版
面，挂在各家的门口，接受村民的监督
和评议。并且将村民家训会同杨王精
神、杨王之歌、杨王村训汇编成册；征集
了村民好家风小故事，做成折页发给每
家每户。经过了几年的家风家训活动的
普及，杨王村的村民的面貌如今焕然一
新，社区矛盾少了、关系融洽了，许多管
理中遇到的疑难问题迎刃而解，杨王
村也在 !+))年被评为全国文明村。

实践落地
在杨王村经验的带动下，奉贤区于

!")*年在全区开展了好家训好家风活
动，在各行各业、不同人群中征集家风
家训故事。倡导家风家训的不仅是为了
找回传统，更是要将其运用到社会实践
中去。在有 (""多年历史的古镇庄行，

老家谱、家训和良好家风在古镇的民间
一直保留和传续着。在好家训好家风培
育活动中，庄行镇党委因地制宜，开展
“贤文化、好家风”宣教活动，通过寓教
于乐的群众性展示，让村民讲自己家里
事、学身边典型人，通过宅基课堂、村民
学校等载体，广泛开展评家训、议家风
等活动。在“好家训、好家风“培育工作
中，公安奉贤分局以“继承传统美德，弘
扬队伍正气”为目标，以奉贤公安警嫂
“清风”俱乐部为抓手，坚持“‘清风’拂
警营、凝警心、铸警魂”的工作思路，积
极发挥民警家庭助廉作用，大力加强队
伍廉政建设。奉贤公安警嫂“清风”俱乐
部作为全市首个警嫂俱乐部，发动警嫂
们当好“贤内助”和“把关人”，督促丈夫
廉洁公正，其经验做法得到全市推广。

深入人心
奉贤区文明办负责人告诉记者，

家是温暖与爱的象征，父母长辈的训
诫教导往往是一个人在懂事后上的第
一堂课，因此家训家风活动的接受度很
高。家训家风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告诉
一个人底线在哪里，有哪些事情是绝不
可以做的。奉贤区文明办在调研中发
现，奉贤地区最普遍的一句家训就是：
“出去好好呢，勿要牵头皮。”普通话的
意思是：到社会上要好好做人，不要做
败坏门风的事情。许多家庭虽然没有明
文流传的家训，但那些千百年流传下来
的传统美德教诲含义却是大同小异，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提倡的精神
内涵更是一脉相传。

放眼未来，好家风好家训活动将
在奉贤区长期进行，成为连接奉贤传统
贤文化与核心价值观的有效纽带，也将
推动社会管理工作更为有效的开展。

! ! ! !今年 !月开始，全国妇联组织
开展寻找“最美家庭”活动，引发了
全社会对于“最美家庭”的热议。借
此契机，奉贤区妇联将“寻美”工作
与正在开展的“好家训好家风”培
育活动相结合，挖掘出大批“好家
庭”与动人的家庭故事。奉贤区妇
联主席张宏表示，“寻美”的意义不
仅是为了展示,而是希望那些正能
量的家庭元素能在社区中起到引
领、提高、带动的作用。在活动开
展的社区，“最美家庭”成为社区
公益之风的带头人，居民们也纷纷
加入行列中，社区关系更为和睦，
“寻美”、“赞美”、“学美”蔚然成风。
“在‘寻美’中实现个体价值的提升，
从而带动整个社区精神文明的发
展，这是活动真正意义所在。”张宏
告诉记者。

寻美
妇女之家成主阵地

今年 *月，奉贤区寻找“最美家
庭”活动全面启动，奉贤区妇联向全
区发出倡议，争当“慈母、孝女、贤
妻、善邻”，全面寻找最美家庭。在家
庭活动中，妇女是主心骨，因此在最
美家庭的评选上最有发言权。”张宏
说，因此从活动一开始，各社区中的
妇女之家就成为“寻美”的主要阵
地，奉贤区妇联将 !%+多个妇女之
家全部动员起来，并把“寻美”活动
作为各妇女之家争创“示范妇女之
家”的必备条件，同时纳入基层妇女
组织考核序列。
此外，为了进一步扩大活动影

响力，区妇联还把活动范围扩大到
区级部门，要求各大妇委会、各委办
局集团公司妇女组织做到“四个
一”：即开展一次家规家训征集活
动、开展一次家庭美德实践活动、每
月线上报送 #-!户“最美家庭”格
言、照片、故事等、线下推荐“慈母、
孝女、贤妻、善邻”各 )名、“贤城最
美家庭”)户。为此，区妇联专门制
作了 $++多个家庭美德宣传展架，
放置到各大商场、影院、医院、银行、
车站等大型公共场所及各社区文化
活动中心。

赞美
感人故事不断涌现

在寻美过程中，优秀感人的家
庭故事不断涌现，平凡家庭的闪光
点得以展现，人们被这些真实、质
朴、平和却又闪耀着人性光辉的故
事所感动，而活动也实现了“寻美”
到“赞美”的提升。
“庄行镇情谊好前夫”邬引军，

因为生意失败负债累累不得以与妻
子离婚，却一直情义不改。在前妻一
家先后遭遇岳母白血病、岳父癌症、
前妻车祸变成植物人的不幸后依旧
不离不弃，自愿承担起家庭的责任，
最终力挽狂澜走出难关，与前妻复
婚挽救破碎的家庭。这一故事本报
曾在头版报道过，柏万青看后感动
不已，曾亲自到庄行镇看望邬引军
夫妇，称赞邬引军是“上海男人中的

模子”。
钱平是一名人民警察，专管所

内治安任务，工作繁重，不能顾家，
妻子平丹便成了家里名副其实的
“顶梁柱”。除了收拾家务、照顾女儿
老人，更是钱平工作上的“纪委书
记”，时常给丈夫“敲边鼓”，提醒他，
警察作为执法者，必须上不愧国家，
下不愧人民。今年 (月上旬一天晚
上，一名男子自称是钱平的“同学”，
其实是来送钱贿赂的。丈夫不在，
面对行贿者，平丹想把钱退回去，
但男子死活要把钱留下。见人已经
下楼，情急之下，平丹硬是把包着
钱的信封从三楼阳台扔给已经下
楼的男子，那人只好自讨没趣，捡起
信封离开。

学美
精神文明整体提升

在评选出“最美家庭”后，奉贤
区妇联同时也在社区中开展“学美”
活动，鼓励居民向“最美家庭”学习，
从点滴做起，共同提升社区的精神
文明水准。张宏告诉记者，在“寻美”
活动的带动下，在不少社区已有了
明显的改变。
第一个转变# 是居民个体观念

的转变#在评选最美家庭活动中#奉

贤育秀小区的市民金峰酷爱阅读#

自家书房有一个小型家庭图书馆$

原本金峰觉得藏书阅读是为了修身

养性#和邻里没什么关系#但在他被

评为社区%最美家庭&后#他的想法

发生了变化$%我觉得社区既然把我

评选为最美家庭# 总要为社区也做

一些事情$ &金峰告诉记者#现在正

是暑假期间# 他向邻居开放自己的

图书馆# 让喜欢阅读的孩子们到家

里借书看书# 在分享的过程中也获

得了快乐$

第二个转变# 是社区精神文明

整体提升$ 以育秀社区为例#在%最

美家庭&评选活动的影响下#居民们

也开始纷纷加入到社区公益活动

中$ 居民唐永梅老师有一门剪纸的

好手艺# 她将自己几年来的作品在

社区拍卖# 所得款项全部捐给小区

困难家庭$在公益拍卖会的带动下#

公益跳蚤市场已经成为社区居民的

定期活动之一# 交换拍卖甚至赠送

闲置物品# 不仅持续为社区慈善基

金输血#也增进了邻里感情$

第三个转变# 是对妇联工作思

路的拓展$张宏说#妇女工作经历了

时代变迁# 从以前注重培育妇女工

作技能# 到现在鼓励妇女在家庭生

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社会对于妇

女社会责任的定义逐渐又回归到了

家庭$ 在奉贤区寻找%最美家庭&活

动中# 妇女之家的作用得到了充分

体现# 因为其扎根社区深入基层的

特性#给%寻美&活动提供了很大的

支持$%更贴近'更走心'更接地气的

工作方式将成常态$ & 张宏告诉记

者#在%寻找最美家庭&活动的基础

上#今年奉贤区将选出%贤城最美家

庭&!""户'%五好文明家庭&!""户'

区 %文明家庭示范户&!"""户'%区

文明家庭达标户&!""""户$

! ! ! !邵根才是奉贤四团平安人，)'&. 年初中
毕业后应征入伍，并开始走上收藏之路。妻子
沈慧娟，是邵根才的同学，后毕业于吉林工业
大学。无论在求学期间，还是结婚以后，沈慧娟
始终默默无闻地支持着丈夫的收藏事业，在邵
根才 &+多年的收藏历程中，成为丈夫最大的
精神支柱和左右手。
谈起自己的收藏历程，老邵神采飞扬，他

说他搞收藏，收藏的是民生历史。民生收藏，来
自百姓，源于生活，小中见大，特别是改革开放
后，我国的工业、农业、铁路、航海、邮政、电信、
消防、银行、纺织、电影等一个个专业博物馆相
继建立，表明了社会越来越富足越来越文明。
各行各业各类票据，随着时代变迁也在不断变
化，收集它们就是收集历史。
但是收集的过程真的很艰辛。记得在上世

纪 .+年代，国家第一次发行生肖邮票，景德镇
首次把生肖猴的邮票印制在瓷盆上，那时候一

个瓷盆要 !(元，而夫妻俩的工资加起来才 %+

元，每月还要寄 !+元生活费回老家，当时又正
值岳父患上了肺病，正到处借钱看病，所以当
他提出要买瓷盆的时候，从来不说二话的妻子
反对了，可是他实在舍不得放弃，于是偷偷托
了朋友借了钱，咬咬牙买下来，并把瓷盆藏在
朋友家，两三年后，家里条件稍微好了才取回
来。令人欣慰的是，看到瓷盆，妻子非但没有怪
他，反而感到欣慰，总算没有让丈夫留下遗憾。

老邵的妻子是老牌的大学生，文化程度比
老邵高。老邵整理藏品撰稿写文时，妻子就成
了他的活字典，妻子虽然不太懂收藏，但只要
是老邵的文章，她都要读一遍，改正错别字，修
改语句。老邵每一次办展览，妻子都是最得力
的助手。
老邵这一生，一直在精心收藏、用心展览、

热心捐赠、潜心研究，而家人无疑是他最强大
的精神支撑和力量源泉。

! ! ! !何婉华是柘林镇冯桥新村社区的一位
普通居民。!++*年，何婉华与丈夫徐纪强结
婚时双方都属再婚，不同的是，何婉华未育，
再婚后就成了一名继母。都说后妈难当，但
何婉华是一位有口皆碑的“模范后妈”，深受
家人与邻里的好评。
何婉华的继女第一次面对新妈妈时，眼

中充满敌意。当父亲让她叫“妈妈”时，小女
孩硬是扭头不睬。当年 '月，女儿上一年级，
因学校在南桥，离家较远，丈夫原打算让女儿
上下学和别人拼车，但何婉华硬要把这项工
作包了下来。每天天刚蒙蒙亮，何婉华就起床
准备早餐，叫醒女儿，帮她梳洗，骑车载她到
车站，再陪女儿换乘两辆公交车到学校。

!++*年冬天的一个晚上，何婉华的女
儿突然发起了高烧，她急忙推醒丈夫叫上车
去医院看病。打完点滴回家已是深夜两点多
钟，她已累得眼皮直打架，但她担心女儿烧

又上来，一直陪到天亮。清晨，当女儿睁开
眼，看到满脸憔悴的继母，轻声叫了一声
“妈”，何婉华泪流满面。如今，时间走过九
年，女儿已初中毕业，一家三口出去时，母女
间亲密无间。
丈夫家中还有一位哥哥，因小时候患小

儿麻痹症治疗不及时落下残疾，生活不能自
理，三十多岁也未成家。!++*年，何婉华嫁
进门后，父母安排他们住新房，小何对父母
说：“大哥残疾，这辈子已经很不幸了，新房
间宽敞，条件好一点，就让大哥跟我们过吧！
再说，你们年纪大了，由我们来照顾他比较
合适。”于是，她把残疾大哥接进新房，并且
把向南、带阳台的大房间让给大哥，他们夫
妻住进向北小房间。
现在公公、婆婆逢人便夸娶到了一位又

孝顺、又贤慧的好儿媳，老人的脸上时常乐
开了花。

! ! ! !谢氏家训

孝父母#敬长工#和兄弟#正妻

妾#择婚姻#教子孙#亲君子#远匪

人#尚读书#敬字纸#勤农亩#防饥

馑#输国课#积阴德#戒奢侈#毋乡

党#哀茕独#重祠宇#志坟墓$

卫氏家训

尊者敬以接之#卑者爱以抚之$

贫者不教#日后顽愚(富有不教#日

趋骄惰(义理不明#心志卤莽$

傅氏家训

忠孝节义# 道德文章# 仁慈廉

让#温俭恭良$

周氏家训

殷勤尊圣训#笃信守贤文$礼乐

千秋仰#图书万古存$居身恭俭让#

处世厚谦温$ 报国忠廉节#传家孝

义纯$

庄氏家训

孝友明德# 仁礼正心# 日勤修

省#世守斯箴$

朱氏家训

静心读书#静心学业#不论仕农

工商#都是到发达的路径(存好心#

做好事#熬吃俭用#安分守己#便是

到长久的路径$

金氏家训

座有善士# 其家必兴( 门有杂

宾#其家必败$

王氏家训

以富贵得禄服多众# 多众服之

浅(以伦常纪律服多众#多众服之深$

赵氏家训

敦孝弟#笃宗族#予职业#务勤

俭#崇德行#摈匪类#行庆吊#恤患

难#守训言#严劝惩$

传承贤文化 培育好家风
奉贤区文明办!妇联开展"三好#活动纪实

!最温暖管理"

以家风带动民风
奉贤家风家训让核心价值观落地开花

寻美赞美学美
邻里间更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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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相伴走过 !"年收藏路
邵根才家庭$$$何婉华家庭$$$

!模范后妈"深受邻里好评
奉贤古家训节选

寻找"最美家庭#引发三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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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贤区从社会发展的基因***家庭出发#充分发掘好家训的教化功能#关注好家风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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