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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老党员马淼根用一言一行带动家人传承奉献精神

修族谱 树家风 传大爱

寻访安徽池州周氏百年家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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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清廉家风建廉洁家庭建廉洁家庭

最美家庭家庭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
记者 姚鹏

“从尹氏家族汲取能
量，带头树立良好家风，
恪尽职守廉洁修身……”
在湖北省恩施市清廉家
风教育实践基地——龙
凤镇尹家大院，前来参观
的党员干部们在沉浸式
体验了尹氏族人代际传
续的清廉、忠孝、耕读优
良家风后，纷纷如是感
叹。

清廉教育，从家出发

近年来，湖北省恩施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下
简称“恩施州”）妇联扎实
推进清廉家庭建设，厚植
清廉文化、涵养清风正
气，开展了推进清廉家风
学习行动、清廉家风宣传
行动、清廉家庭选树行
动、清廉阵地建设行动、

“最美家庭”助廉行动、清
廉家庭礼遇行动等“六大
行动”，并出台了《清廉家
庭建设责任单位职责任
务和工作制度》《清廉家
庭建设考评细则》等，让
清廉家庭建设有据可依，
操作更实，评价更准，齐
抓共管，协同推进。

恩施州还针对党政
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
工家庭、党员家庭和村
（居）民家庭，分类制定了
“五家五好”清廉家庭建
设标准，在寻找“最美家
庭”活动中将清正廉洁作
为基本选树条件，各地纷
纷效法“最美”效应，在

“十星级”文明户、好婆
媳、好邻里等评选活动中
探索建立清廉家庭激励
帮扶机制，激励了更多家
庭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打造廉旅路线上
的热门“打卡点”

“勤劳、友善、守规、重教”，这是鹤峰县周
安秀家庭——“周家院子”的家训。这个有着
500多年历史的院落，五世同堂，耕读传家，
才俊辈出，家风良好，这些年来先后培养出两
名博士、两名硕士、两名企业家、14名人民教
师。2019年，“周家院子”被命名为湖北省家
风家教实践基地；2020年，周安秀家庭被表
彰为全国“最美家庭”；2022年，周安秀家庭
被表彰为第十三届全国五好家庭。

恩施市尹家院子、咸丰县严家祠堂、宣恩
县野椒园、建始县邱家老屋……恩施州其他
县市也纷纷依托各自特色，打造清廉家庭阵
地品牌，一批清廉家庭建设示范点、培育教育
示范基地纷纷涌现。依托这些阵地，恩施州
妇联多形式开展优良家教家风宣传教育和实
践活动，将这些阵地打造成“清廉家风宣教路
线云地图”上的热门“打卡点”。据介绍，全州
目前共建设湖北省级家风家教实践基地 8
个、恩施州家风家教实践基地22个，另外还
打造了州级清廉家庭建设示范联系点11个、
县级示范联系点21个，全州各地各单位共组
织党员干部到家风家教实践基地和清廉家风
宣教路线开展家风学习体验活动2000余批
次。

此外，清廉元素融入村（社区）、学校、家
庭院落等场所建设。在鹤峰县容美镇杨柳坪
村等地，农家小院院墙上绘满了生动形象的
廉政教育宣传画，在村头村尾设置了精心设
计的清廉主题微景观，做到每家每户“一对灯
笼、一副对联、一个家训、一张全家福、一个故
事”，让村民成为清廉家庭的参与者、建设者、
受益者。

清廉文化润泽人心

“长江，切记，不属于自己的，就不是自己
的。两代邮政人，同穿邮政服。你身上的工
装，应如信纸上的莲花叶，绿得纯粹。”杨青龙
是一位正直、热心肠的老人，因担心侄子新官
上任，禁不起名利和金钱诱惑，便连夜用莲花
图案的信纸写下了一封清廉家书，告诫侄子
为人要清正廉洁。

在“清风润恩施·廉洁好家风”清廉家书
作品征集活动中，近百封清廉家书的作者既
有耄耋老人、青年学子，也有驻村第一书记和
人民教师，他们笔下的家书内容既涵盖夫妻、
祖孙、叔侄等亲人间的殷殷嘱托，也包含清廉
家风代代相传的暖心故事。经评审，10封家
书脱颖而出，在“家和万事兴”家教家风主题
展上展出。

州妇联通过官微发出“树清廉家风 创最
美家庭”家庭助廉倡议，并为领导干部家属定
制发放了包括一封倡议书、一张寄语卡、一本
《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论述摘
编》在内的家庭助廉包；建始县通过活动征集
廉洁书法、画作、家风家训故事、视频、摄影等
五类作品661件，并开展了“清风润万家·喜
迎二十大”家庭廉洁文化展览活动；恩施市、
鹤峰县等县市举办了“青年话清廉 喜迎二十
大”“弘扬好家风 建功新时代”等主题演讲比
赛等。此外，相关部门还制作了《以清为美
以廉立家》《家风不染尘 清廉润溇水》《传承
好家风》等清廉家庭MV、专题片，将清廉家
风融入南剧、三棒鼓、柳子戏等地方剧种，广
泛展演，把廉戏送到群众“家门口”。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茹希佳

在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春潮园第一社区，
马淼根一家是广为人知的最美家庭。中国妇
女报全媒体记者日前走进马淼根家，发现茶
几、沙发、柜子上随处可见各类书籍和报纸。
居室内最好的位置、最精心设计的地方就是书
房。书房的一侧是整面墙的书柜，书阁中整齐
排列着各类书籍，书房靠墙的一隅，摆放着写
字台和电脑，再点缀着几盆花草，整个书房弥
漫着淡雅的草木芳香和油墨书香。马淼根笑
说：“我们的生活很简单，但很充实，学习和乐
于助人的家庭氛围让这个家庭充满了情趣、温
馨和活力。”

小手艺和大爱心

马淼根是社区的一名老党员，工作
期间曾多次获评交通系统“十佳标兵”，
2001年退休后，马淼根继续发挥余热，
带领家人，积极参与社区志愿服务。“我
带着全家人为社区脑中风且患有红斑狼
疮的居民开展慈善募捐，编辑打印了几
十份捐款倡议书在邻里之间传递；我也
特爱‘管闲事’，曾帮助摔伤脚的男孩联
系家人并及时送医救治……”马淼根不
经意间，讲起全家人的大爱往事。

因为爱心满满，马淼根还被街坊邻
里封了一个“拖把王”的称号。近40年
的航运生涯让老马练就了扎拖把的绝
活。退休后，他不计报酬，年复一年地
义务为社区居民扎拖把，“只要把材料
备齐，拿到老马家，不到20分钟，一条
经久耐用的拖把就扎好了。”社区居民
无不交口称赞马淼根的这手功夫。平

时，马淼根还自费扎好拖把，送给孤寡老人、困
难家庭。如今，在马淼根的影响下，他的儿子也
继承了这门手艺，更传承了这个家庭的大爱奉
献精神，力所能及帮助身边的人。

修族谱与扬文化

对祠堂文化有兴趣的居民来马淼根家里看
书还有一项特殊待遇，那就是能看到完整的《无
锡马氏家谱》。而这些都是马淼根退休后花费大
量心血自己修订的。

记者了解到，马淼根是健在的中华马氏研
究院元老之中唯一尚能进行马氏文化历史研究
的重量级人物，其编修家谱方面的成就在无锡市
颇有声望。

“经过多年寻访，我发现《无锡马氏家谱》
已成珍本，除上海图书馆有完整一套外，无锡
图书馆中的一套还缺两册，。”马淼根说，为了
修族谱，他带着孩子们跑遍了无锡所有乡镇角
落，探访了无数马氏后人，查阅了珍贵的历史
资料，同时自学谱牒知识，最终为家族续修了
失传已久的家谱，为无锡的祠堂文化发展贡献
绵薄之力。

目前，马淼根已编修《无锡马氏家谱》37套，
还帮助当地何氏、朱氏、陶氏、邹氏、吴氏、查氏、
司马氏等其他姓氏编修家谱数册。

树家风和践风尚

马淼根的家庭和睦温馨，老两口勤俭持家、
教子有方，从事个体生意的儿子马晓彬也深受父
亲的感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父亲的亲身教化
中带着妻女积极投身社区各项志愿服务。

在无锡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时，马淼根作为
道德巡访员，冒着酷暑、顶着烈日，把一些不文明
现象、不和谐画面拍摄下来提供给相关部门督促
改进；马晓彬则为社区多方调集大量外墙涂料，
美化城市社区环境，在短时间内解决了社区的燃
眉之急，父子二人以实际行动支持了社区文明创
建工作。

马家的其他家庭成员也都在良好家风的
熏陶下积极上进。马淼根的孙女从小耳濡目
染，养成了良好的生活、学习习惯，品学兼优，
现已从重点高校顺利毕业。在平时的生活中，
马淼根一家还是环保节能的倡导者和践行者，
除了培育各类绿植外，家庭成员自觉一水多
用、节约用电、分类垃圾、低碳出行。“有一次，
我爸妈主动阻止一辆外地卡车在倒车时破坏
社区绿化环境，给我们年轻人作出榜样，在生
活细节处，积极践行勤俭绿色文明新风尚。”马

晓彬赞赏地说。

公益接力传承三代

在小区的楼道里、广场上、网格中，随处可见
马淼根一家人的身影，他不仅带动了老伴和两个
儿子一起加入公益队伍，更是让外孙女也多次参
与了社区志愿服务。“楼道里干不干净、有没有人
乱丢烟头，我都带着孙辈一起管，在公共场所看
到有人抽烟，我也会上前好言相劝，还带着孙辈
在家制作禁止吸烟的温馨提示牌，贴在楼道转角
处。”马淼根得意地说。

为了让楼道卫生保持干净整洁，马淼根带
头组织成立楼道志愿小组，让大儿子带头定期
清理杂物乱堆乱放和卫生死角等问题，定期为
楼道墙面刷白；为了让居民们在家门口广场上
有凳子坐，他安排小儿子用吊车吊来石凳、石
桌，方便居民休闲娱乐歇脚；为了能让免费的
手工拖把“漂流”到更多的困难家庭和特殊群
体中，他手把手将扎拖把的技术交给了大儿
子，每逢学雷锋日，他的大儿子都准备好很多
扎好的拖把送给有需要的困难群体。在马淼
根的影响下，疫情期间，他的外孙女在社区网
格中主动为高龄老人送防疫包、入户走访关心
老人们身体状况。

马淼根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带动子女、家人，
带动更多的身边人，加入居民自治队伍中，形成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和谐志愿氛围。马淼根
常说：“作为一名老党员，能在有生之年带着一家
人为社会、为社区做一点实在的工作，这是我们
的赤诚初心，更是光荣的责任。”老马一家乐观、
热情、一腔正气，又执着、实干，朴实无华，与邻里
之间守望相助、相亲相爱。对家人，老马的教化
润物无声、向上向善，使得这个温馨的家庭熠熠
生辉，收获稳稳的幸福。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王蓓

“崇儒尚德、培心正业、清慎开明、勤俭乐
济”——在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周氏的这十六
字家风已流传百年。自晚清第一代周馥起，周家
迄今已繁盛至六代，从为学到从政、经商再到为
学，在政商学界的名人不胜枚举，堪称近代名门
望族。他们不光打破了自古“富不过三代”的“魔
咒”，更有学者称，周家人才之广、教授之多，可办
一所中等规模的大学。

查阅相关资料，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发
现，近年专家在深入了解周氏家族从“田间崛起”
到“绵绵瓜瓞”人才辈出的传承史后认为：周馥家
族得以传承，家风家训的教化作用相当重要。

新春伊始，我们走进池州东至，寻访周氏家
风文化，试图找到周家兴旺绵延的“精神密码”。

寻访

到达周村已近正午，冬末和暖的阳光普照，
空气里弥漫着泥土和青草的芬芳。绕村而行，

“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人能立志勤学，
随处皆得师资”“人能吃苦，自然守分，自然励志
向上”“人能笃实，自有辉光”……随处可见民房、
建筑物上书写着这些句子。

东至县尧渡镇梅城村周村组，是名扬海内
外的周氏家族百年家风的发源地。一座簇新却
古朴的建筑沉静矗立。青砖黛瓦的外立面，“六
世书香 百年家风”八个字和“接官厅”匾额，将人
瞬间拉回百年前。

走近“接官厅”，池州市、东至县两级妇联执
委、从事周氏家风文化研究近十年的丁德芬告诉
记者，19世纪初，周家不过蓬门小户，但自周馥
始，在晚清至20世纪初的百年时间里，周氏家族
迅速发展成为文商并举的大家族，连续六代人才
辈出。周馥以布衣之身，奋发图强，官至两广总
督。周馥的后人周学熙、周叔弢、周一良等更在
实业、藏书、学术等领域成果斐然、首屈一指。

如今，周村现存周馥“接官厅”及周氏宗祠等
文物，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入选“20世
纪中国建筑遗产”名录，周氏家族的十六字优良
家风，也于2016年11月被中纪委树立为全国家
风文化之典范。

在距离周村不到两公里的东至县市民文化
中心，建成于2016年9月的周氏家风馆，是周氏
文化在新时代的延续，也是市民节假日特别爱来
的地方。步入家风馆，迎面就是周家世代相传的
那句“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丁德芬说：

“勤学重学”是周氏家风家训的精神核心，周馥出
身布衣，一生酷爱读书。他正是从诗书中领悟到
了很多为官、处事、治家的理念，传承至今。

家风馆以《六世书香·百年家风》为主题，集合
了周氏家族人物、社会贡献、家风文化传承弘扬等
丰富的内容。展馆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包括家族
人物、专家点评、家风精髓、家风底色、家族品格、
家规家训、诚惠桑梓、传承弘扬等。通过东至周氏
家族的人才、代际传承及家风形成因素等，向世人
展示周氏家风；第二部分包括《安徽池州东至周
氏：六世书香·百年家风》，以及大型情景剧《百年
家风》、舞台剧配乐诗朗诵《历史的遐想》等专题影
像资料；第三部分陈列着周氏家族部分著作和可
移动文物，以及与这个家族有关的研究成果。

“自周馥外出为官后，周家嫡系后人已全部

迁居省外。2013年，周家后人回乡寻根，我们开
启周氏宗谱梳理和周氏家风的研究，十年来积累
了丰富的成果。”丁德芬说。

“密码”

2015年，丁德芬和热衷传统文化研究的姚
北生、周胜良等人共同组建了东至周氏文化研究
会。梳理相关资料时，他们注意到，李鸿章在赞
颂周氏家族时，曾用了一个词：祖德流光。“这四
个字，既是对周氏家风的称赞，也是对东至文化
根源深厚的最好注脚。”

在周村老宅和周氏家风馆，家训六条、家规
十八条都是重要的展示内容，均出自《周氏宗
谱》。周馥晚年还撰写了洋洋六万字的治家宝典
《负暄闲语》，关于读书处事、待人治家都有详细
的训诫，要求后世子孙随时参悟以助学力。

“培心地”是家训第一条，即培家本也。“人生
世间，百物受用有尽，惟此善根无尽。”周氏后人
在取得一定成绩后，之所以诚惠桑梓，跟“培心
地”这条家训有莫大关系。

在周馥的四子周学熙记忆中，母亲吴太夫人
性极慈祥，见贫苦人，施济如恐不及。她曾告诫周
学熙：“家乡山多田少，生计艰难，汝异日有力，必
多办善举。”周学熙谨志不忘，他关心家乡建设，热
心为家乡办学校、建医院、创讲习所、造大桥、筑河
坝、辟义田、修文庙、护文物、捐资编县志等，做了
许多泽被后世的实事，使乡人受益至今。

“勤学习”是家规第三条：“子孙七八岁须入
塾读书，朝夕不离书房，勿与邪避之人相近。”周
馥认为，第一等好事是读书。他在《负暄闲语》读
书篇中告诫子孙，要“眼觑千古之上，心契造化之
微”，教育后人读书、做人、做事都要树立大格

局。格局大，方可做大事，成就大事。周馥不仅
严格要求子孙后人，自己也一生与书为伴。事实
上，周家后世数代也因学受益。

家训第四条是“从正业”：“子弟如读书不久，
急欲谋生，必须力勤正业。”《负暄闲语》处事篇中
也提到：“大凡人存心公正，则虑事详审。先审此
事于国有益否？于民有益否？即有益矣，能持久
而别无流弊否？”要求后人“从正业，做正事，以国
为重，顾全大局。”

此外，“重勤俭、重和睦、端家范、戒非为”等
家规家训，无一不是对后世的精神指导。

在周氏优良家风的影响下，学以致用、报效
国家的家国情怀已融入周家后人的血脉。迄今，
家族中不仅涌现出像周学煇、周志俊等为国家存
亡、民族复兴殚精竭虑的有识之士；也有像周叔
弢、周季木等将珍藏的文物古籍无偿捐献给国家
的收藏大家；更有像周一良、周绍良、周治良等在
国家科教文化等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领军人物。

记者发现，周氏家族不乏优秀女性。“周家的
兴盛，与吴太夫人有直接关系。”丁德芬说。吴氏
一生聪慧勤俭，为人谦和，乐于助人。她教育子
女“要勤俭、怜孤寡、助乡邻”，临终仍不忘桑梓。
谨守“勤学”家风，周家后人中女性和男性一样入
家塾、受教育，在政、商、学界均有建树。

“周氏家族之所以枝繁叶茂、绵延昌盛，是因
为家族崇文重教、博学慎行，笃信仁厚、家风端
淳，乐善好施、桑梓情浓，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坚
韧的开拓创新精神。这就是周氏家风的‘密
码’。”丁德芬说。

传承

东至周氏文化研究会开辟网站、博客平台，

出期刊、举办研讨会、报告会，让周氏文化的精髓
在乡、县、市、省里发扬光大，由此撬动了周氏家
风文化在更广泛层面的研究和传承。

2016年9月，东至周氏家风馆揭牌，如今已
成为安徽省研学旅行实践基地，池州市“家风家
教示范基地”“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干部教
育现场教育基地”，池州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实
践教学基地”等。周村充分用好“周氏家风”名
片，依托建筑遗存，因地制宜增添了文化墙、家风
墙，建成村内广场、文化大舞台等，复建牌坊遗
存、书香长廊、伫望亭等具有文化气息的小景点
多处，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打卡地。

丁德芬一直坚持为周氏家风做志愿讲解，
多次深入军营、机关单位、乡村社区和校园，宣
讲周氏家风，已累计宣讲几千场次，服务数万人
次。2017年暑期以来，依托“快乐暑假 益起成
长”公益小课堂项目，以周氏家风为主题的“田
园课堂”从未间断，让儿童沐浴优良家风健康成
长。

此外，依托周氏家风文化，池州学院开启家
风文化研究，迄今已成为该校的特色品牌。在中
小学，“周氏家风进校园”“家风经典诵读”等一系
列活动也开展得如火如荼。2022年暑期，“田园
课堂”托管班结束后，东至县尧渡镇梅城村三至
五年级学生的41位家长，陆续收到了孩子们寄
出的手写的“表白”明信片：“妈妈，我学到了很多
新知识，也明白了很多做人的道理……”

家与国相连。采访中，漫步周氏故里和周
氏家风馆，聆听研究者讲述的周家故事，倾听孩
子们、参观者们的感受和心声，历史与现实不断
交汇。“传承的力量，其实也是一个家族、一个民
族历久弥新、不断向上的力量。”采访结束时，记
者脑海中的这句话也愈加清晰。

马淼根在修订《无锡马氏家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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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百年家风百年家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