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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良好家风 

中国纪检监察报    2022-06-13 11:20  发表于北京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考察时强调，党员、干部特别是领

导干部要清白做人、勤俭齐家、干净做事、廉洁从政，管好自己和

家人，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良好家风。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

家风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贯通起来，提高家风建设的思想觉悟，

带头遵纪守法，带头廉洁治家，在树立良好家风上为社会作表率。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家庭

家教家风建设，把领导干部的家风建设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

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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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

要求“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弘扬革命前辈的红色

家风”，谆谆告诫“防止‘枕边风’成为贪腐的导火索，防止子女

打着自己的旗号非法牟利，防止身边人把自己‘拉下水’”。这些

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党员、干部家风问题不仅是道德问题，也是党

性问题、纪律问题。党员领导干部必须从建设清正党风、淳正民风

的高度，充分认识家风建设的重要性，严格约束自己，严格教育管

理家人，答好正家风这道必答题。 

深刻认识家风与作风的关系，深刻认识什么是对家人真正的爱，

自觉管好家人。领导干部的家风与党风、政风密不可分。群众看领

导，既看领导本人，也看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亲属和身边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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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领导干部的家人如果耍特权、图享受，挤占公共资源，侵害群

众利益，不仅破坏社会公平竞争环境，也会动摇群众对法治与公平

的信念。关心关爱亲属子女是人之常情，但必须分清公与私、法与

情的界限。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

民谋利益。如果把公权变成为亲属牟利的私器，靠特权优先获取资

源，对家人娇惯纵容，只会让家人子女走上歧路，这不是“爱”是

害。 

从百年党史中传承优良家风，把革命前辈的红色家风传承好发

扬好。在培育良好家风方面，老一辈革命家为我们作出了榜样。周

恩来夫妇没有给亲属留下一砖一瓦，却留下了淡泊名利、自立自强

的“十条家规”。谷文昌一生廉洁奉公，告诫家人“不许沾公家的

一点油”，他的爱人和 5 个子女在工作、生活上从未得到其任何“特

殊照顾”。廖俊波坚持一尘不染，他多次对妻子说，“清清白白做

人，就可以安安稳稳睡觉”……老一辈革命家和先进模范人物为我

们立起了标杆，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涵养好家风的丰厚滋养。  

从查处的家风败坏典型案例中汲取教训，把自己摆进去，引以

为戒。梳理近年来查处的党员、干部违纪违法案件，不少都涉及家

风问题。有的带领全家吃老板、用老板、靠老板，享受“管家式”

服务；有的纵容、默许亲属利用其职务上的影响谋取私利；有的全

家齐上阵，形成腐败圈，大搞“裙带腐败”“衙内腐败”。把公权

力变成“私人订制”，只会走上不归路。《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明确了党员领导干部不重视家风建设，对配偶、子女及其配偶



6 

 

失管失教的处分规定。党员、干部要绷紧弦，首先自身严正，以身

作则，对家里那点事留留神，防微杜渐，切莫因为自身家庭观、权

力观出现偏差，对家人失管失教，酿成家庭腐败悲剧。 

加强家风建设是领导干部的终身课题，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

要抓手。各级党组织要深入贯彻落实《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

设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实施意见》等要

求，严格落实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

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等制度，加强思想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筑

牢家庭廉洁防线。纪检监察机关要坚决查处党员、干部家风不正等

问题，强化日常监督，深入开展家风教育，将家风建设作为一体推

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重要着力点，有力监督引导党员、干

部守住亲情关，廉洁修身、廉洁齐家，以纯正家风涵养清朗党风政

风社风。（兰琳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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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眉山，感悟三苏的家风故事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2022-06-09 17:47  发表于北京  

    6 月 8 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省眉山市考察。其中专程

前往三苏祠，了解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等情况。三苏祠你了解吗？从

这里，可是走出了堪称中国古代文坛“顶流”的“父子档”——北

宋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可以说是一个集人气与文化

内涵于一身的地方。 

 

三苏祠南大门。 

    三苏祠位于四川省眉山市中心城区纱縠行南街，曾是苏家故居，

元代改宅为祠，明末毁于兵火，清康熙四年在原址重建。三苏祠主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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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由前厅、飨殿、启贤堂、来凤轩、东西厢房等构成三进四合院，

占地 106 亩。从这里走出的苏氏三父子，又称“三苏”，三人均位

列唐宋八大家。其中，尤以苏轼成就最为非凡。苏轼才华横溢、气

度豪迈，他的文章和事迹誉满中华。历代人们对这位大文豪的仰慕，

可以说是，始于斐然才华，终于人格魅力。他曾在《六事廉为本赋》

写下“功废于贪，行成于廉”，主张“保民生”“与民同乐”，为

官一任、造福一方。苏轼所到之处，言行如一、勇于担当，屡遭贬

黜而无怨无悔，令后世景仰。 

 

廉洁刻石：“功废于贪 行成于廉”。 

    苏轼被贬谪至黄州之时，老百姓生活穷困。苏轼倡议成立民间

慈善机构——育儿会，邀请当地富户加入，捐献钱物，管理支出。

乡间贫民无力抚养新生儿，育儿会便给予一些必要的帮助，这让数

以百计的孩子得以存活。苏轼曾两度在杭州为官，带领杭州人民治

理西湖。疏浚修堤，遍植花草，注入如诗意境。如今，世人将西湖

长堤称为苏堤，饱含着对苏轼的怀念和崇敬。西湖侧畔曾有一座安

乐坊，是一家看病住院不收钱的公立慈善医院，其创始人正是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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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领先时代的创新举措，在史册上留下了令人称道的一笔。密州，

捕蝗抗灾，收养弃儿；惠州，引泉入城，供百姓饮用；儋州的东坡

医所……苏轼善政的足迹遍布各地，影响深远，铭刻史册。各地的

东坡井、东坡书院等不胜枚举。这不仅仅是人文地理的点缀，更是

苏东坡经世济民之心的缩影，中华文明传承的象征。 

 

苏东坡盘陀像。 

   “天下之本在家”。苏轼一身的清风正气和一生的刚正不阿，

与其家风家教密不可分。先说其父亲，苏洵。虽然苏洵的名气不及

儿子苏轼，但这并不影响他成为一名成功的父亲。从苏轼十岁开始，

苏洵在结束云游后就亲自教导两个儿子读书。他把全部寄托都放在

两个儿子身上，给他们最大的财富就是书籍。苏洵经常对他说，作

文章“皆有为而作”“如药石必可以伐病”，能解决实际问题。苏

洵还把苏家的南轩命名为“来凤轩”，作为儿子的书房。 

     苏家家教甚严。在海南流放时，苏轼还梦到被父亲提问背诵《春

秋》，结果从梦中惊醒，“犹如挂钩鱼”。两个儿子的启蒙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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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注了整个苏家的心血。苏轼、苏辙，也可以说是父亲苏洵最好的

“作品”。再说其母亲，程夫人。苏轼少年时代以母为师，在苏洵

游学四方时，母亲程氏对他亲授以书，成了他的家庭教师。她曾教

他读《后汉书•范滂传》，要苏轼以“能死直道”的范滂为榜样。  

 

三苏祠“程夫人教子”场景。 

     试想一下，如果你家里突然挖出一个可能装有金银珠宝的罐子，

你会有什么举动？知道程夫人是怎么做的吗？苏轼的《记先夫人不

发宿藏》就讲到了这样的一件事。一天，丫鬟和家丁正在熨烫绸缎，

一个丫鬟突然大声惊叫了起来。她的双脚陷进地下的泥土里，原来

泥土下面，有一个瓮。众人很兴奋，猜测瓮里可能装有金银珠宝。

程夫人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命人用土将陷下的坑填好，告诉

大家那东西是前人埋下的，不属于苏家，谁也不准去挖取。这无疑

是一堂廉明公正人生观的身教课，给了苏东坡重要的启示。他在《前

赤壁赋》中写道：“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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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莫取。”苏轼的“枕边人”同样清醒有原则。苏轼原配王弗是一

位聪明沉静的女子，对苏轼关心和体贴无微不至。苏轼初仕凤翔时，

她以苏洵的话告诫苏轼：“子去亲远，不可以不慎。”劝苏轼不要

同那些一心营私、完全顺着苏轼的意思说话的人交往。对那些急于

同苏轼亲近的人，她常说恐不能久，因为与人交往快的人往往抛弃

朋友也很快。 

 

三苏祠披风榭。 

    苏轼也将这种家风家教传承给了后代子孙。苏轼有三个儿子，

皆恪守做官先做人的道理，风骨卓然。苏轼曾在他的长子苏迈赴任

时，赠予他一方砚台，并亲手刻上砚铭：“以此进道常若渴；以此

求进常若惊；以此治财常思予；以此书狱常思生”。父亲对儿子的

教诲，字字珠玑：“爱民如子、勤政廉洁”。古人说，积善之家，

必有余庆，苏氏家风家传，超越了家族，已经载入中国人的口碑，

深深地融入了中华文化，成为历代传扬的道德精神。如今，三苏祠

里专门陈列的家训家风，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更多的人。现在的

三苏祠，有一个重要角色——四川省廉洁文化基地。一批又一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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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在这里接受文化熏陶，与“三苏”来一场穿越

千年的隔空对话。听三苏故事、品三苏家风、学三苏为人做官之道，

为各级领导干部清廉从政、勤勉奉公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