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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大连市“七个一”家
文化建设系列成果展的第三站来
到甘井子区春田小学,举办了大
连市创建文明家庭活动暨“弘扬
家文化 传承好家教——让爱住
我家”公益讲座，旨在提升家庭
教育水平，引导家长以积极的心
态面对孩子成长中的各类问题，
营造良好健康的家庭文化。

大连市在全国首创开展“七
个一”家文化建设，推动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在家庭里生根、在
亲情中升华，即：传承一份家规
家训、制定一部家庭公约、设立
一个家庭日、记录一本家庭日
记、拍摄一部家庭生活微视频、
设置一处家庭留言板、聘请一位
家庭顾问。这“七个一”家文化
建设，完全融入了家庭生活，更
注重的是家规家训的日常滋养，

助推传统美德融入家庭血脉。
治国从治家开始，治家必须

严家规重家教。家庭教育涉及很
多方面，最重要的是品德教育。
注重家教，就是要重言传、重身
教，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
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才能
行得正；打好了价值观的底色，
才能走得远。自古以来，中华民
族非常重视家庭教育，把优良的
家训家规、家教家风，作为励志
勉学的精神食粮、修身处世的道
德标准、为官从政的坚挺脊梁。
孟母择邻，三迁其居；岳母刺
字，精忠报国。颜氏家训、曾国
藩家书等都是最好的注脚。

传承家规家训，为创新社会
治理助力。家规是治家教子、立
身处世的重要载体，是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传统家规
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历经
岁月洗礼，其本质内涵在当今社
会愈显珍贵。当前，“校园欺
凌”“诚信缺失”等青少年行为
失范现象时常见诸媒体。这既反
映出相关部门存在监管、防范不
力的问题，也一定程度上折射出
家庭教育的缺失和家风涵养的不
足。要养出好孩子，离不开好家
风。培育好家风，既要继承优秀

传统文化，也要适应时代发展的
新形势，全面做好传承与创新的
文章，让家规家训成为现代社会
治理的有效手段，为增强社会治
理能力注入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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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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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风
包括传承价值观、伦理观与道德
观，也包括传承的基本方法与规
矩。家风好则民风淳，民风淳则
村风正。近年来，许多地方因地
制宜，充分发挥家风的积极作
用，在城市开展家文化建设，涵
养着社会公德，使其成为精神文
明建设的“助推器”。

通过开展家文化系列主题活
动，引导家庭、学校、社区以及
社会各方面，培树典型，引导广
大家庭以德治家、以学兴家、文
明立家、忠厚传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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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人们的获
得感、幸福感，助推城市文明水
平的整体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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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文明新实践

选择话题
应该学会选择适当的

交谈话题。有人认为只有
深 奥 的 话 题 才 会 让 人 尊
敬，只有不平常的事情才
值得交谈，因此在有些场
合总感到无话可说。实际
上，交往中有许多话题是
可谈的。我们不妨就日常
生活中身边的事情，选择
一些话题来交谈，诸如集
邮、足球等等。交际中善
于选择话题，可以让对方
了解你，觉得你是位和蔼
可亲的人。

适时发问
交谈中除注意选择话

题外，还应学会适时地发
问，如“您看呢”“您觉得
如何”“您怎么理解”。发
问的目的主要是激发对方

谈话。同时，通过发问可
以了解自己并不了解的情
况。

少讲自己
交谈中应多谈些大家

共同关心的事情，尽量少
用“我”字，如“我怎么
样”“我如何”等。交谈时
应 以 平 等 的 态 度 以 礼 待
人，一味地高谈阔论，借
题发挥地炫耀自己，会引
起对方的反感。应设法让
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参与谈
话，这是对人的一种理解
和尊重。 据中国礼仪网

交谈的话题和技巧

用家文化助力城市文明

14 年如一日，农民企业家
裴春亮自掏腰包，在帮扶助困、
建设新村、兴修水利等方面累计
投入资金 2.1亿元，一点点实现
着自己的家乡梦，也带更多人踏
上追梦路。

太行山区的裴寨村，这个曾
经人均收入不到 1000元的河南
省级贫困村，在裴春亮的带领
下，已发展成为人均年收入超过
15000元的新型城镇化社区。

“裴寨村是生我养我的地
方。”年近 50 的裴春亮告诉记
者，他幼时家境贫苦，10岁前
几乎没穿过鞋子。16岁时父亲
过世，乡亲们刨了集体的两颗桐
树做棺材帮他安葬父亲，连寿衣
都是乡亲们捐钱购置的。

初中没上完，裴春亮就走上
社会，开始打拼。在砖瓦窑拉板
车，开理发店、照相馆、小饭

店，销售建筑石材……他一步步
成长为一名农民企业家，事业涉
及酒店经营、水泥生产、旅游开
发等多个领域。

裴春亮富起来了。他没有忘
记乡亲们。2005 年 4 月 20 日，
裴春亮以94%的得票率当选裴寨
村村委会主任。一张选票一份信
任，裴春亮下定决心“决不能让
乡亲们对我的信任打了水漂。”

村民住土坯房，刚刚上任的
裴春亮就自掏腰包 3000 万元，
历时 3年半建成新居 160套，无
偿分给村民。村民吃地窖水，裴
春亮又捐资 5100万元带领村民
利用老村天然深沟，修建蓄水量
80万立方米的拦洪蓄水水库。

2010 年，张村乡党委政府
整合裴寨村周边山区 11个行政
村 11800余口人建设裴寨社区，
由裴春亮担任社区党总支书记。
肩上的担子更重了，裴春亮说，
不能让村民饿着肚皮住新房。

裴春亮带领党员干部将老村
的破土房全部拆除，复垦土地
600余亩。在这些土地上，盖起
了钢架大棚、玻璃大棚发展高效
农业。目前，裴寨社区高效大棚

发展到1500余亩，750余座温室
内，1250 多名居民种植蔬菜、
鲜切花等经济作物，每亩土地的
收益是原来的20倍。

裴春亮还筹资成立了以水泥
为主导产业的春江集团。裴寨村
全村家家入股，根据股本 2011
年开始为村民每年分红。春江集
团还给裴寨村人每人赠送2万元
干股，待企业收回成本后分红。

山村之变，不仅在口袋。曾
经的裴寨家族宗派纷争不断，多
年选不出村主任。“2008年我们
刚搬进新村时，公共卫生间的垃
圾桶都有人悄悄拿走。”裴春亮
深刻地认识到，高楼大厦好建
造，村容村貌好整治，但要改变
人的思想，得有个过程。

“这就需要我们的党员先学
一步、先行一步、先干一步，为
群众做好服务，带好头。”裴春
亮介绍，通过建立支部党员大
会、全体村民大会凝聚意志，月
末干群联席会监督落实，居民小
组会反馈听取社情民意，监督委
员会全程跟踪问效的联动管理体
系，逐步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走在裴寨社区，初心广场、
党建展览馆、道德文化园等成为
社区中的靓丽风景线；刻有“夫
妻爱，子女孝，家和比啥都重
要”“一勤天下无难事”“用感恩
的心完善一切”等标语的文化石
随处可见。“村里的民事调解员
都快失业了。”村民裴科伟说。

奋斗者最美。扎根故土，裴
春亮先后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全
国最美村官、中国十大杰出青年
等荣誉。在裴春亮看来，这意味
着更多的责任与担当。“我庆幸
成长在人人能出彩的伟大时代。
接下来还得加把劲，走好新时代
脱贫攻坚长征路。” 据新华社

裴春亮：一个人带富一个村

裴春亮裴春亮（（右右））和村民交谈和村民交谈。。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
州昭觉县碗厂乡西洛村有
间以“徐振宇”名字命名
的“爱心驿站”（后更名为

“美德超市”）。它创建于
2018年9月，由四川省自贡
市原荣县文体旅游广电和
新闻出版局(现荣县文化广
播电视和旅游局)派到凉山
开展扶贫工作的徐振宇个
人筹建。在“爱心驿站”
运行的一年多时间里，先
后接收捐款3万余元，收到
各类捐赠物资的总价值超
过 40 万元，并已送给了上
千名困难儿童。

2018年6月，徐振宇成
了碗厂乡脱贫攻坚综合帮
扶工作队的一员。徐振宇
利用自己的特长，拍摄制
作了一些孩子日常劳作的
短 视 频 ， 发 到 网 络 平 台
上，呼吁全社会来关注这
些孩子。

很 快 ， 呼 吁 有 了 回
应。2018 年 8 月 26 日，一
位荣县籍、现居上海的女
士与他取得联系并转来 500
元 善 款 ； 2018 年 9 月 17
日，荣县艺澜星艺术培训
中心校长张小惠送来部分
物资，并自愿结对帮扶困

难儿童……一个个爱心电
话的呼入、一位位爱心人
士的前来，让徐振宇萌发
了建设一间“爱心驿站”
的想法。于是，他把西洛
村村委会给他的寝室作为
爱心驿站的场地，用于存
放爱心物资，并建立了专
门账号存储爱心捐款。后
来，村里把一间闲置的教
室提供给徐振宇使用，“爱
心驿站”从十多平方米扩
大到四五十平方米。

2019 年 3 月 21 日，徐
振宇把“爱心驿站”更名
为“美德超市”，这标志着
收到的爱心物资将从免费
发放变为“有偿”发放。
但这个“有偿”，并不是收
钱：孩子们可通过参加公
益活动，仪容仪表、个人
卫生或者家庭卫生评比获
取 积 分 ， 兑 换 “ 美 德 超
市 ” 的 文 具 、 玩 具 、 食
品、衣物等。

目 前 ， 徐 振 宇 开 办
“美德超市”的做法已被昭
觉 县 全 面 推 广 。 徐 振 宇
说 ， 美 德 用 彝 语 表 达 是

“里努博”，所以当地又把
“美德超市”称作“里努博
超市”。 据中国文明网

四川凉山有间“美德超市”
做好事讲卫生 都能兑换爱心物资

““美德超市美德超市””还是徐振宇的寝室还是徐振宇的寝室、、给孩子们放电影的地方给孩子们放电影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