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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风弘廉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风的“家”

是家庭的“家”，也是国家的“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领导

干部的作风问题十分重视。他指出：“从近年

来查处的腐败案件看，家风败坏往往是领导

干部走向严重违纪违法的重要原因。”对此，

他要求领导干部要带头抓好家风。因为“领

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

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各级党委（党组）

要重视领导干部家风建设。”为此，市纪委监

委、湛河区纪委监委高度重视《绿园家训》的

现实意义，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

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重要指示精神，

市纪委监委和湛河区纪委监委对《绿园家训》

的勤廉元素进行深入挖掘，摘取精华条目加

以解读、整理，并附上史料、图片等，拍摄制作

了专题片《河南平顶山李绿园：用心读书 亲

近正人》。专题片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首播后，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看了专题片，更加坚定了我们打造绿园

文化特色学校的信心，一定要把‘用心读书、

亲近正人’的理念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宋

寨小学校长李朝伟说。

湛河区将《绿园家训》请进校园课堂，策

划开展了“传绿园家训、转作风学风”系列活

动，通过“小手”传家训，带动“大手”转作风，

加强党风政风、社风家风、干部作风、师风学

风建设；组织师生传扬《绿园家训》，以“话家

训扬家风、转作风改学风”为主题，广泛开展

“我给家长老师说句心里话”“家长老师给我

一封信”等“小手拉大手”活动，形成倡树廉洁

的社会合力。

课堂上，讲李绿园家族的孝子门庭、书香

门第、家国情怀、知行合一，讲李绿园“用心读

书、亲近正人、修齐治平”的教育理念和现代

启示，讲以德为先、勤俭治家、防微杜渐、待人

接物之道。

课余时间，通过社团活动、兴趣小组、专

题讲座、经典诵读、比赛展览、艺术文化节等

多种形式，激发学生学习绿园文化的热情，丰

富绿园文化的内涵；利用少年宫、展览馆、图

书馆、名胜古迹等资源，拓展绿园文化的教育

学习空间，不少学生还和家长一起制定了自

家家训。

在湛河区曹镇中学，绿园文化墙绘引人

注目，教室两侧及走廊墙壁上绿园文化标语

随处可见，黑板上方均配有“用心读书、亲近

正人”的标牌。同时，该校利用课外阅读、经

典诵读等第二课堂，诵读绿园家训，引导师生

存正念、养正气、做正人、行正事、走正道，让

“用心读书、亲近正人”成为师生的习惯。

湛河区还将弘扬《绿园家训》与转变干部

作风结合起来，利用“清风湛河大讲堂”，邀请

平顶山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博士孙振杰解读

《绿园家训》，全区共有 300 多名党员干部聆听

了讲座。

此外，依托“李绿园特色学校”宋寨小学，

建立“李绿园家训教育基地”，向社会征集《绿

园家训》经典语句书法作品 200 多幅，利用节

假日向社会开放。截至目前，陆续接待 3000

余人次参观学习。

同时，组织召开领导干部亲属“家风助

廉”谈心会，畅聊《绿园家训》，探讨如何建设

良好家风，引导干部家属争当“廉内助”；发送

《绿园家训》部分条目和清廉家风倡议书，已

有 3000 多名干部群众接受了教育。

家风正则民风淳，民风淳则社稷安。良

好家风既是砥砺品行的“磨刀石”，又是抵御

贪腐的“防火墙”。湛河区纪委监委深入挖掘

《绿园家训》内涵，通过建设李绿园家风家训

教育基地、举办家风家训书画展、邀请专家教

授解读家风家训等方式，引导党员干部廉洁

奉公、修身齐家，在全区范围内形成涵养廉洁

家风的氛围，以良好家风带党风、促政风。

该区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说，下一步，他

们将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契

机，将优良家风家训的精神内涵融入主题教

育中，发挥家风家训润物无声的作用，推动主

题教育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为湛

河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精神

保障。 （穆俊伟 张亚丹 文/图）

绿 园 清 风 家 训 承

“清波云影，禽鸣鱼跃，涟光湖色霞虹。

芳草碧茵，长桥曲榭，烟堤柳岸花丛。”一缕清

风吹来，9 月的白龟湖风景如画。静卧在南

岸的鱼陵山与白龟湖交相辉映，如同一幅山

水画。千百年来，这山脚下上演了无数传奇

故事，孕育了许多文化宝藏。清代文学家李

绿园的《歧路灯》《绿园家训》就是这青山绿水

间的璀璨明珠。

清风绿园廉花开。中国人一向重视家庭

建设，重视良好家风的培养与传承。作为著

名家训之一，李绿园的《绿园家训》至今仍值

得学习和借鉴。其有着怎样的处世理念，又

有着怎样的家族传承故事和现实意义？近

日，记者一行来到湛河区曹镇乡宋寨村，探寻

古人足迹，感知家风传承。

李绿园的家乡宋寨村，是一个紧临水库、

环境清幽的村庄，村内和附近有李绿园的后

人 100 多人。在李绿园第九代后人李红亮的

带领下，记者来到李绿园的书斋“今有轩”。

据《平顶山市郊区志》记载：“李绿园书

斋：名曰：‘今有轩’，位于曹镇乡宋寨村中，

1736 年所建。”“静寄东轩，有琴有书。景庇

清荫，林竹翳如。”是李绿园对“今有轩”的描

述。据李绿园七代孙李春林介绍，他从小就

在书斋内长大，小时候家境十分贫寒，没钱建

新房，书斋就成了一家人的居所。书斋面南

背北共三间，土木结构。李春林一直在这里

居住，直到 2002 年才搬出。因为年久失修，

最后一间书屋于 2005 年在一场大雨中坍塌

了。近年来，在当地政府的资助下，李绿园后

人在原址复建了“今有轩”。如今的“今有轩”

是一座青砖黛瓦院落，占地约 300平方米。

200 多年过去，在这个有着 2000 多人的

村子里，李绿园时代的遗存痕迹寥寥，但他

和他写的《歧路灯》《绿园家训》在村民的代

代传承中依然清晰。

李绿园，名海观，字孔堂，号绿园，亦号

碧圃老人，1707 年生于宝丰宋寨（今湛河区

曹镇乡宋寨村），一生经历了康熙、雍正、乾

隆三朝。29 岁时，李绿园考中举人，赴京应

试不第，留京当了 3 年教师 ，深 受 学 生 钦 佩

和尊重。其学生李杰考中状元，向乾隆皇帝

和吏 部 举 荐 恩 师 ，李 绿 园 被 授 任 江 浙 漕 运

之职。

此后二十年间，他频繁往返于长江中下

游及运河全线。一次，在过长江时，由于水势

湍急，他所率船只多数沉没。李绿园变卖家

产弥补损失，一夜之间陷入困顿。

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时年 66 岁的李

绿园到思南府印江县（今属贵州）任知县。

清《思南府志》记载：“（李绿园）兴利除弊，

爱民如子，疾盗若仇。”此外，他带领民众广

泛 砌 堰 修 渠 ，将 自 己 微 薄 的 薪俸用于赈济

贫民。拒绝民众或官绅宴请，教育大家省吃

俭用，苦度荒年。他以“待百姓以仁，遵宪令

以勤，治奸顽以明，律身心以平，兴文教以

经，安义命以贫”为条，悬于床枕，用于“告己

诫民”。

李绿园一生致力于文化教育事业，以生

花妙笔著文章，在净化社会风气、提升当地文

化水平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乾隆十四年

（1749 年），他开始创作长篇小说《歧路灯》。

乾隆四十年（1775 年），69 岁的李绿园回乡。

居家期间，他把《歧路灯》书稿重新修改，70

岁时才交出付梓，另著有戏曲剧本《破山斧》

《东郭传奇》，戏曲教学剧本《四谈集》，诗集

《拾捃录》等。在这些作品中，《歧路灯》传播

最广、最具影响力。

《歧路灯》以康乾盛世为背景，反映了纨

绔子弟谭绍闻浪子回头重振家业的故事，是

一部典型的教育小说，渗透了李绿园“用心读

书、亲近正人”的教育理念。朱自清对它评价

颇高：圆如转环，滴水不漏。郭绍虞、姚雪垠

等人认为，《歧路灯》有积极的文化建构意义，

充满正能量。作为一部记录普通人社会生活

的百科全书式作品，《歧路灯》与同时期的《儒

林外史》《红楼梦》一起，构建起了 18 世纪中

国社会生活的丰富画卷。

中州古籍出版社编审张弦生谈到《歧路

灯》时说：“谭绍闻的父亲赴北京就任后，母亲

和舅舅给他请了一位不靠谱的塾师，叫侯冠

玉。这个为躲赌债跑到开封来的‘老师’，喜

欢看戏，喜欢赌博，就是不好好教人读书。他

认为学生不需要读五经，只要背会几篇八股

文章就可以应付科场了。在他的错误指引

下，谭绍闻逐渐乱了心性，走向了歧路。”

李绿园利用“歪师侯冠玉的教育观点”从

反面表达了自己对“用心读书”的理解。他非

常认同北宋大家张载的名言，认为读书也一

样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

学，为万世开太平”，若是一心想着时文科考，

不但难以体味圣人旨趣，更会养成浮躁浅薄

的性情。

《歧路灯》是李绿园留下的珍贵文化遗

产，而《绿园家训》正是其精华所在。《绿园家

训》原名《家训谆言》，附在《歧路灯》之上，用

以辅助小说阅读，共八十一条，辑录的是李绿

园与学生、同族子侄的谈话。其学生转录《歧

路灯》抄本时，将之附于卷首。

《绿园家训》以“用心读书、亲近正人”为

核心，以儒家的“修齐治平”为纲领，以“内圣

外王”为目标，以“耕读传家”为宗旨，在读书

治学、人格修为、居家教子等诸多方面进行了

细致入微的规范，为李氏家族提供了重要的

行动指南。

在《绿园家训》中，李绿园主张“读书必先

经史而后帖括”，读书不是“做文章、取科名之

具”，读书是教人“知此理实做其事”。年轻人

要读书也要热爱劳动，“农者，衣食之大源，人

生之大命”“读书之外，果能自为躬耕，以给吃

着费用，虽劳苦亦乐事也”。

在治家上，李绿园从栽种、洒扫、宴客、衣

着等方方面面说起，教育子弟。比如：“与人

并坐，不可倒身后靠，摇腿颤脚”“制裤不宜用

葛夏，否则几于裸处”“家中戏具，只可藏围棋二

区”“子弟不可养鹰、供戏、斗鹌鹑、聚呼卢”等。

在处世上，他说：“人于世上，要存些恬淡

意思，有些淳朴模样，方好。”这些均显示了他

洁身自好的品行。

李 绿 园 的 话 浅 白 易 懂 ，却 蕴 含 深 刻 哲

理。比如，他说：“如今兴旺隆盛之室，哪一家

的祖宗不曾与患难相尝？哪一家的子孙敢言

与天地不朽？”他对家庭兴衰有着清醒认识，

创业难，守成更难，警诫子弟一定要“谨慎小

心，戒骄戒躁”。

这 些 家 训 不 仅 彰 显 了 李 绿 园 的 教 育 理

念，更成为指导李氏后代日常行为的有益规

训，“用心读书、亲近正人”更是李氏家族绵延

至今的精神根基。

李绿园的儿子李蘧在其精心训教下成为

国家栋梁，“乾隆四十年乙未进士，出坐粮厅

差，出理七省漕务，又任江南道监察御史、工

科给事中。”道光《宝丰县志》和《李蘧传》载：

“公出理七省漕务，发奸擿伏，门无私谒”“厘

剔弊窦，廉明而出于仁恕”。李蘧政绩斐然，

刚毅如包公；以儒生操守治家，情怀朗朗。

“《李蘧看瓜》这部廉政戏曲的剧本已经

定稿，剧团正在做前期准备……”9 月 25 日，

湛河区文化局副局长何书洪说，《李蘧看瓜》

讲的是李蘧在帮瓜农看摊儿卖瓜时遇到欺压

百姓的衙役，他为民做主，纠正衙门不良风气

的故事。“从小就听老人们讲李蘧看瓜的故

事，李蘧的清正为民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

一代又一代人。”宋寨村党支部书记郭孝刚说。

李绿园的后世子孙中亦不乏廪贡生、拔

贡、太学生、“中州诗人”等，但作为宦门高官

之后，他们都秉承李氏家风，“皆不赖祖荫”。

在很长一段时期，由于李家藏书众多，很多乡

里学子前去阅书，李绿园族人坚持对前来阅

书者管吃管住，不厌其烦。1930 年前后，近现

代著名诗人、作家徐玉诺就曾前往阅书，在李

家吃住一个多月，成为一段佳话。200 余年过

去了，《绿园家训》对后世的影响依然深远。

李春林，李绿园的第七代后人，黄埔军校

16 期步兵科学员，后跟随吕正操司令起义。

新中国成立后，他参与土改、扫盲工作，曾担

任湛河区（原郊区）政协常委。对于家风传

承，李春林依然秉承着先辈的教诲。“他一生

对党和人民忠心耿耿，公私分明……”这是同

事对他的评价；“这老头儿，人好哩很，谁家有

个大事小情，他跑得最靠前……”乡亲们话语

中充满了对他的赞扬。

有一年暑假，李春林的孙子李红亮被同

学邀出去玩纸牌赢花生，李春林知道后非常

生气。邻居劝说，小孩儿们耍着玩呢，不用这

么严格。可他态度坚决，让李红亮立即回家

诵读并牢记《绿园家训》第四十九条：骨牌、双

陆已近赌博，皆不必学也。“那之后，与赌博相

近的事情我从未参与过，并且在我的影响下，

我的妻子、孩子也从未染过指。”回忆起《绿

园家训》于自己成长过程中的次次扶正以及

祖父如在耳侧的谆谆教诲，李红亮感慨良多。

李绿园第九代、第十代后人亦是人才辈

出，有的是北京大学管理学研究生，有的获

“全国科技工作先进工作者”称号。“不管我们

获多大的荣誉，干什么工作，做多大的官，‘用

心读书、亲近正人’永远是我们的坚守。”李绿

园第九代后人李红岗说。

在离李绿园故居不到 500 米的宋寨小学，

师生们经常齐声诵读“用心读书、亲近正人”

的校训。这八个字既是对他们的激励和劝勉，

也将成为他们人生道路上重要的精神印记。

探寻古人足迹

二百余载家风传承

新时代赋予新内涵

李绿园故居大门

▼宋寨小学师生诵读《绿园家训》

湛河区利用“清风湛河大讲堂”，邀请平

顶山学院教授解读《绿园家训》，300 多名党

员干部聆听了讲座。

作为著名家训之一，李绿园的《绿园家

训》至今仍具有学习和借鉴意义。

本报讯 （记者毛玺玺 通讯员方雪明）“必须

做实做细监督，明确监督重点，提升监督能力，着

力在日常监督、长期监督上持续发力。”9 月 25 日，

市纪委监委驻市农业农村局纪检监察组有关负责

人在相关工作会议上说。

市纪委监委驻市农业农村局纪检监察组强化

责任意识，抓住“关键少数”，督促各综合监督单位

层层强化管党治党责任，推动党组主体责任和纪

检监督责任同向发力，坚定不移落实好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任务。

整合监督力量，收集意见建议。与各综合监

督单位建立联络渠道；公布举报电话、邮箱，畅通

信访渠道；各单位推荐兼职纪检监督员，壮大监督

队伍，形成监督氛围。

精准监督，充分发挥派驻“探头”作用。做实

日常监督，紧盯关键节点、关键领域，要求各综合

监督单位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提醒党员

干部心有所畏，做到有苗头提醒、没问题防控，持

之以恒纠正“四风”。融入工作抓监督，通过参加

综合监督单位会议，全面把握监督单位中心工作，

对工程项目招投标、选人用人、乡村振兴、秸秆禁

烧、产业扶贫等方面提出具体纪律要求。

深化以案促改督导，督促各综合监督单位切

实提高政治站位，坚持标本兼治，堵塞制度漏洞，

建立长效机制。开展调研补短板，以研促行，排查

各单位廉政风险点，聚焦重点岗位重点人，构建

“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监督体系。加强廉政警

示教育，及时通报典型案例。

市纪委监委驻市农业农村局纪检监察组：

整合监督力量 做好精准监督

本报讯 （记者毛玺玺 通讯员马琳 苗广垒）

“查准补齐短板是解决问题的突破口，要切实引起

重视，把开展‘6-45’问题整改落实作为提升政治

站位、提升安全管控能力、提升队伍素质和水平的

重要契机，持续发力，务求实效。”近日，卫东区纪

委监委有关负责人在相关工作推进会上对整改落

实工作提出要求。

在“6-45”问题整改工作中，卫东区纪委监委

对标对表查找不足，立行立改，建立长效机制，召

开专题会、推进会，开展知识测试，梳理问题，制定

整改措施 141 条，以整改的高质量推动纪检监察

工作的高质量。

卫东区纪委监委开设每周一“八点钟”课堂和

每周二“抽检”讲堂，强化学习，并开展知识测试、

参观廉政教育基地等活动，着力增强纪检监察干

部的政治素质。开展“以案代训”“上挂下派锻炼”

和“以老带新”等，对派驻纪检监察干部进行办案

指导和培训。截至目前，组织学习培训 30 余次，

累计培训 3600 多人次，“以案代训”“上挂下派锻

炼”260 多人次，有效提高了纪检监察干部的政治

素质和业务水平。

突出整改重点，确保办案安全。将安全工作

作为整改工作的重中之重，持续保持安全管控高

压态势，对照安全通报进行深入排查，发现问题

立即整改，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经常性地开展看

护医护人员教育培训，提高安全意识及应急处置

能力。

卫东区纪委监委：

突出整改重点 确保办案安全

本报讯 （记者毛玺玺 通讯员文尚龙）“我们

牢牢把握‘三个一以贯之’基本要求，紧盯高质量

发展目标，采取创新举措，努力推动全面从严治

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9

月 25日，高新区纪工委有关负责人说。

强化监督第一职责，增强监督有效性。该区

纪工委通过会议监督、备案监督、谈话监督等 10

余种措施，将专项资金使用、重点项目推进、绩效

考核、“学比争、看实效”活动、一次办妥、改革和重

大项目审批等列入日常监督，实现备案监督 24

次、专项监督 32 次、评议监督 2 次。对 28 家单位、

遵化店镇的财务收支以及人防工程、劳动就业等

专项资金进行审计，发现报销手续不规范等 9 个

共性问题，提出合理化建议 15条。

始终保持正风反腐高压态势，持续强化不敢

腐的震慑效应。坚持有贪必肃、有腐必反，紧盯重

点工程、关键岗位，强化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

源富集部门和行业的监管，严肃查处贪污贿赂、

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职务违法和职

务犯罪案件。紧盯惠民政策落实、涉农资金管理

等重点环节，严肃查处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和

作风问题。将巡察工作与净化政治生态、整治群

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解决日常监督发现的问题相

结合，着力提升巡察质量和效果。运用“培训+

人才库”“宣传+走访”“常规+回头看”三项举措，

推动巡察村居工作提质量、显成效、出成果。聘

任 30 名村居廉情监督员，监督触角前移，进一步

做好全面监督工作，打通监督在基层的神经末梢，

有效化解和及时遏制苗头性问题，确保基层稳

定。目前，高新区 30 个村（社区）的廉情监督员已

全部上岗。

高新区纪工委：

强化监督职责 保持高压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