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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是党和国家关键的一年，是“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是验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坚

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胜期。然而，仅仅提高物质文明

的小康是不全面的，扶贫没有与扶智相结合是不彻底

的。所以，精神文明建设同样不能滞后于物质文明发

展。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家风是关键一招。2016年，习近

平总书记在京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深刻指

出，家风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

神力量，是家庭文明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因此，再读

习总书记讲话，感悟家风美德，丰盈精神文明。

自古道：“笃学修行，不坠门风”。古之门风，一者是

古人矢志不渝追求“修身齐家”，提高浩然正气的自我

修养；二者是为了维系古代的礼法秩序，弱化社会矛

盾，巩固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放眼今天，家风的理念

依然没有过时。通过对习总书记讲话的学习，我深刻领

悟到，传承优良家风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弘扬核

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对于个人、家庭、社会都具有重

要意义。

传承优良家风，能够促进个人成长。习近平总书记

在讲话中指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

一所学校”。诚然，家庭是我们人生中最早接受教育的

地方，故而良好的家风有助于我们扣好人生的第一粒

扣子。一代名家司马光，立家风，严教子，其子各个恭谦

有礼，事业有成；吉鸿昌，不忘父训，一生清白，为天下

穷人办尽好事；梁启超，《家书》堪称典范，留下了“一门

三院士”的佳话美谈。由此可见，优良的家风有助于催

人向善，将个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导向正轨，从而为社

会和家庭作出贡献、创造价值。反观近年来我国部分贪

腐案件，大都与其家庭成员有着密切关系。习近平总书

记在讲话中引用到《礼记·大学》中的：“所谓治国必先

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领导干部的

家风，不仅关系自己的家庭，而且关系党风政风”。由此

可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