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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更多“文明庭院”培育好民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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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处武陵山区的湖北省鹤峰
县，有一处家风良好、邻里团结、环境
整洁的院落，叫周家院子，远近闻名。
在周家院子的影响和地方政府的引导
下，当地陆续出现了郭家院子、田家院
子、鲁家院子、杨家院子和贺家院子等
一批特色院落。这些“文明庭院”，成为
乡村振兴的一道靓丽风景线。（据8月4
日新华社）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动力之
源，勤劳、友善、团结、和睦、礼仪、孝
道……这些与乡风息息相关的文明因
子，应当成为建设新时代幸福美丽乡
村最鲜明的底色。

湖北省鹤峰县通过传承家风、家
训、家规，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聚
力打造“文明庭院”，让文明之花深植

于百姓心中，为促进乡村振兴蓄势赋
能。不论是抱团养老、守望相助的郭家
院子，还是互帮互爱、和谐相处的周家
院子，抑或是勤耕务读、忠厚传家的田
家院子，都极大地展现了乡风文明的
新气象、新图景。这些“文明庭院”值得
很多地方学习借鉴。

实践证明，以培育乡风文明、弘扬
家风家训为抓手，大力传承发源于乡
土、潜藏于乡土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一
种无声的精神感召，能够不断激发群
众的进取之心，不断凝聚向上向善的
社会正能量。一方面，有利于人们养成
勤俭持家、奋发有为的好习惯；另一方
面，有利于人们形成邻里和谐、团结友
爱、互助互济的人际关系；此外，还可
以带来产业兴旺、乡村富美、民风淳朴

等一系列“聚能效应”。
培育乡风文明，传承家风家训，并

没有固定方法、统一模式，正所谓“一
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哪
怕同一个村组，面对不同的家族和院
落，也要注重因势利导、彰显特色、突
出亮点。

说到底，培育乡风文明，传承家
风家训，还是要靠教育引导。首先要
在宣传动员上下功夫。通过亲民的方
式，讲解传承好家训、养成好作风，对
于促进个人发展、维护家庭形象、树
立文明新风、建设幸福乡村的重要作
用，教育引导人们自觉树立积极向上
的文明观念。同时，还要在互学互帮
互助上下功夫，比如，可以通过评先
进、找缺点、比不足，在有声有色的文

明实践活动中形成你追我赶、争先恐
后的浓厚氛围；也可以通过召开故事
会，让有经验、有想法的人交流心得、
分享体会，让更多人在潜移默化中受
到启发和激励。

当然，培育乡风文明，传承家风家
训，需避免同质化。比如，湖北省鹤峰
县以周家院子为引领，依次出现了郭
家院子、田家院子、鲁家院子、杨家院
子、贺家院子等一批特色院落，他们在
家风传承上各自拥有独特的文化内
涵。为此，以传承家风家训为抓手打造

“文明庭院”，要避免同质化，需在深度
挖掘的基础上，找到能够“解锁”家族
发展壮大的独有基因，这样才是真实
有效的、富有特色的，也是最具传承意
义的。

7月30日，中国国家版本馆开馆暨
展览开幕式在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举
行，西安分馆、杭州分馆、广州分馆同
步举行分馆开幕活动。中国国家版本
馆是国家版本资源总库和中华文化种
子基因库，开馆后将全面履行国家版
本资源保藏传承职责。（据 7 月 31 日

《重庆日报》）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

必有其源。”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文
瀚阁）、西安分馆（文济阁）、杭州分馆
（文润阁）、广州分馆（文沁阁）组成的
“一总三分”版本馆的落成与开馆，毫
无疑问，是民族复兴征途的一个重要
里程碑，是文脉赓续的传世工程，对彰
显文化自信、促进文明互鉴、展示国家
形象等等，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江河不废，万古奔腾；方寸之间，
尽显风流。“一总三分”国家版本馆
分别给社会公众呈现出大国风貌、
汉唐风韵、江南宋韵、岭南新韵的万
千气象，其将古今中外载有中华文
明印记的各类版本资源纳入收藏范
围，成为集展览馆、图书馆、档案馆、
博物馆等多种形态于一体的“集大
成者”，是气势恢宏的新时代国家文
化殿堂。

建设国家版本馆，是国家从文化
安全和文化复兴的战略高度出发，而
作出的重大部署，是用以存放、保管我
国文明“金种子”的“库房”。国家版本
馆的建成，更是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
国价值、输出中国智慧的又一平台，对
树立高度文化自觉、汲取历史智慧而

更好地走向未来，大有裨益。
历史是曾经的现在，现在是将来

的历史。上下五千年，泱泱大中华，不
仅孕育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和文明，塑
造出独一无二的精神气质和精神品
格，也为中华儿女留下不可胜数的文
化典籍和文明遗迹，这些都汇聚成推
动中华民族复兴的源头活水，成为中
华民族永续发展、展现中国力量的有
力支撑。

建筑是凝固的文明，是思想的容
器，是文化的灵魂。盛世修典兴藏，是
自然也是历史的必然。2019年，中央决
定以国家版本馆为主体打造中华版本
保藏传承体系，如今“一总馆三分馆”
落成，不仅馆藏的各类版本资源弥足
珍贵，而且依山傍水的建筑，更是体现

了文化种子“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
中国智慧。

国家版本馆是传给后世的文化宝
藏，是文明交流互鉴的传世窗口。要让
国家版本馆真正闪亮于新时代，让凝
结在版本中的文明之光熠熠生辉，不
仅相关部门要强化对版本资源、文物
资源进行保护修复和活化利用，还需
要每一个公民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和文
化观，为国家版本馆的运营贡献自己
的力量，让藏品更加丰富多彩，只有如
此，国家版本馆才能真正成为每一个
炎黄子孙的精神地标、灵魂依托。

“守护版本里的中国，赓续史河中
的文脉，”让国家版本馆激发我们强大
的文化自信，辉映我们伟大的时代
征程！

近日，民政部表示，全国已发布
8.2万个城市社区专职工作岗位，全
部面向高校毕业生开放，其中2.5万
个岗位专门招聘高校毕业生。此
外，今年6月，近90万人报考全国社
工职业资格考试，创下历史新高。
（据8月5日中国新闻网）

社工的日常工作需要针对与
居民利益有关的劳动就业、社会保
障、扶贫济困等方面运用个案、行
政等专业方法，协调社会关系，解
决和预防社会问题。如今，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加入社区工作，必将促
进社区工作的有效开展。

首先，年轻人有冲劲、能创新、
思维活，更重要的是，他们中的一
部分还拥有明显优势——与外籍人
士交流沟通的能力。尤其是在当前
新冠肺炎疫情存在诸多不确定因
素的情况下，一些大城市的社区管
理如果没有年轻人加入，如何指导
回社区的外国人登记信息、办理出
入证件，告知疫情防控事项、居家
隔离政策、日常体温监测、社区规
定提示等，就成了问题。

其次，面对居民越来越多样化
的诉求，也需要社区出现更多的具
备丰富的知识和吃苦耐劳精神的
年轻人，给辖区居民提供便捷高效
的服务。比如，年轻人比较熟悉网
络，建个社区微信群，居民有什么
需求都可以在第一时间与社区联
系，这样就让社区工作开展起来更
加得心应手；再比如，无论是处理
家长里短的纠纷，还是其他社区生
活小事，年轻人腿脚利索跑得快，
开展工作更高效。

当然，社区工作复杂琐碎，很多
事情的应对方法并不能在书本中
找到答案，因此，前辈中无论是成
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值
得年轻社工借鉴。

总之，社区是城市最基层的
组 织 机 构 ，“ 麻 雀 虽 小 ，五 脏 俱
全”。有些看起来是平常的小事，
对群众服务来说却十分必要。期
待更多年轻人踊跃加入到社区工
作者队伍中来，用智慧、热血、责
任以及奉献精神，去书写属于自
己的青春答卷。

日前，江苏省出台了《江苏省婚姻
家庭幸福护航三年行动计划（2022-
2025 年）》。《行动计划》明确未来三年
江苏将深入开展家教家风建设、婚俗
改革试点、婚姻家庭辅导、家庭教育支
持等四大行动。(据 8 月 5 日《江南时
报》)

婚姻是家庭的基础，家庭是社会
的细胞，婚姻家庭和谐，事关民生幸福
和社会稳定。千家万户好，国家才能
好，民族才能好。从政府层面推进婚姻
家庭幸福护航三年行动计划，助力千
家万户共成长，绘就“民生美好幸福
图”，值得点赞。

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尤其是老
龄化社会的到来，家庭、家风以及婚恋
观、家庭观，对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
会和谐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不仅
影响人们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也体现着基层社会治理的水平。

江苏的婚姻家庭幸福护航三年行
动计划，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
领，以传承中华优秀婚姻家庭文化为
重点，以创新服务供给方式为途径，广
泛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凝聚推进新
时代婚姻家庭幸福和谐的工作合力，
以促进婚姻稳定、家庭和谐为主线，深
入推进家教家风建设、婚俗改革试点、

婚姻家庭辅导、家庭教育支持，切实从
“婚姻家庭小切口”去做“幸福万家大
民生”，用“家庭和谐度”绘就“美好幸
福图”，这样的做法值得借鉴。

拥有一个和谐幸福的家庭，是每
一个家庭成员的美好愿望，这一方面
需要婚姻当事人和家庭成员用忠诚建
立信任，用良好的心态去换位思考，用
欣赏的眼光去赞美对方，用有效的沟
通去架起桥梁，树立好家风、扮演好角
色、传承好文化，用心经营好婚姻家
庭；另一方面也需要政府和社会积极
引导，比如，倡导婚事新办、在彩礼与
人情上移风易俗，弘扬风雨同舟、相濡

以沫、责任担当、互敬互爱的婚姻家庭
理念，通过挖掘、树立婚姻家庭方面的
楷模，让人们学有标杆、行有示范，并
通过提供有温度、有情怀的婚姻家庭
辅导服务、家庭教育支持等，让“幸福
护航”行动成为促进家庭和睦、维护社
会和谐的“稳定器”。

民生无小事，家庭幸福是大事。各
地都要大力培育新时代婚俗新风，在
全社会营造温馨和谐的婚姻家庭氛
围，为婚姻家庭的幸福注入正能量，换
言之，各地都应促进婚姻家庭幸福护
航行动开展得更多、更有力度，不断增
强群众的认同感和获得感。

有的拿着镰刀收割稻谷，有的
在整理稻穗，还有几个围住一只楔
形敞口木桶，用力摔打着手中的稻
穗——这是在脱粒。正值暑期，广
西南宁滨湖路小学校园开展“大
地”课堂，孩子们通过自己动手翻
地、埋肥、育种、插秧直至收割，理
解“粒粒皆辛苦”的道理。（据 8 月 5
日《光明日报》）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我国是农业大国，中小学生作为祖
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有必要了
解“三农”问题、乡村振兴等国计民
生。“大地”课堂是一种取材于生
活、忠于国情的生动教学实践。据
了解，滨湖路小学这片稻田，虽然
位于校园内，但和真正的农田一
样，既遭遇过虫害，也碰到过鸟患，
算得上是真正的大地“课堂”。借助

“大地”课堂，学生们得到了播种收
获的亲身体验，增加了对农业的感
性认识，这些都是课堂教学无法取
得的。

“大地”课堂本质上是一种劳动
教育。上好劳动教育这一课，不能
囿于教室这一方小天地，还要到教
室之外“野蛮其体魄”。孩子们将汗
水滴入泥土，将专注力投入到农业
生产的过程中，有助于他们培树尊
重劳动、热爱生活的意识，对“半丝
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才会有更加深
刻的认识，对粮食多一分敬畏，对
农民多一分尊重。

劳动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
部分，培养勤劳的劳动习惯，体会

劳动付出的意义，锻炼独立生活的
能力，将使他们受益一生。过去，在
中小学校的教育中，劳动教育缺位
现象较为普遍。让人欣慰的是，我
们的学校教育正在改变。按照教育
部的要求，今秋开学起，劳动课将
正式成为中小学的一门独立课程。
如何让中小学生从小培养各种劳
动本领，促使他们形成良好的劳动
习惯和积极的劳动态度，“大地”课
堂无疑提供了一种范本，其将动手
与动脑相结合，带动孩子们走出教
室，在俯身弯腰的动作中体味辛
劳，将劳动教育镌刻进精神深处，
这样的大地“课堂”不妨多多益善。

3 岁多的儿子在家意外被烫
伤，求助信息发出后，广西各地的
热心网友纷纷伸出援手，4 小时就
筹到 20 多万元善款。这几天，到北
海抗疫的玉林护士黎声美既心痛
又感动。（据8月7日《南国早报》）

据报道，黎声美的儿子全身多
处二度烫伤 20%，医院也曾下达病
危通知书，对于处在抗疫一线的母
亲来说，其内心的焦虑与紧张可想
而知。然而，作为护士的黎声美没
有忘记自己的身份和责任，弃小
家、顾大家，依然坚持在抗疫一线，
把照顾孩子的责任托付给她的父
母。这种在担忧中的坚持，令人感
动，让受伤的孩子获得平安，不仅
牵动着她的心，也检验着社会的
温度。

4 小时筹款 20 万元的“爱心速
度”令人动容，这是对一名一线抗
疫人员付出的最大回报。爱心人士
用善款作为回报，目的是不让一名
弃小家而顾大家的人，在流汗之时

又流泪。“你投之以木桃，我报之以
琼瑶”，彼此之间才会用心灵温暖
心灵，用感动传递感动，用责任书
写责任。有了如此温暖的社会，以
及充满温情的回馈，那些替我们

“负重前行”的人，才会放下包袱，
轻装上阵。

心存善意和天下为公者，必然
会获得“爱的回报”和“善的对待”。
你负责“负重前行”，我则为你解决

“后顾之忧”，这应当是一个社会的
基本常态，4小时筹款20万元，体现
出集体的道德高度与自觉。越是不
计私利而一心为公者，获得的回馈
就会越炙热，整个社会便能在这种
互动与关爱中，战胜各种困难与挑
战，携手共创美好的明天。社会需
要我们彼此依存，更需要我们彼此
付出，赠人玫瑰方可手留余香，4小
时筹款20万元“以小见大”，用细微
之善体现公义与道德的内涵，无论
在眼下还是今后，都有极为重要的
示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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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门
槛
…
…
这
些
措
施
使
得
越
来
越
多
的
学
生
、家
长
不

再
对
职
业
教
育
抱
有
偏
见
，而
是
通
过
职
教
这
条
﹃
赛
道
﹄
，实
现
更
多
人
生
精
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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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地
﹃
课
堂
﹄
多
多
益
善

孔
德
淇

“4小时筹款20万元”令人动容
唐伟

为婚姻家庭“护航”值得借鉴
曹建明

社区工作需要更多“后浪”
王志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