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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高楼大京、湖

岭亦垟、陶山沙洲等村

庄，我市民风建设在各

地 落 叶 生 根 ，百 花 齐

放。塘下镇陈岙村开展

文明试点村建设，动员

拆除“钱、董、陈、叶、戴”

等五大姓氏祠堂，统一建

设陈岙村祠堂，移风易

俗，彻底转变村民世俗观

念，形成陈岙村民一家亲

的和谐氛围；东山街道上

埠村在建设孝文化广场

的同时，组建村级文艺

队伍开展孝文化文艺宣

传演出，大力宣扬村中

孝老爱亲的典型模范，

激发群众的孝行热情；

马屿镇姜家汇村以“孝

行天下”为主题，建设孝

文化墙，并筹资建设 60

米孝文化走廊……

记者从市文明办了

解到，在试点村做法的

基础上，我市总结提炼，

普及推广。目前，全市

15 个镇街已有 50 多个

村开展家风、民风特色

村建设，把中华民族传

统美德发扬光大，促进

家庭和睦，促进亲人相

亲相爱，促进下一代健

康成长，不断把民风建

设引入百姓生活。

行孝家和睦 行善村和谐 行德人相亲

家风民风建设美了乡村醉了人心
■记者 缪星象 通讯员 钟金燕

传承淳朴民风，弘扬传统美德，让文明之花盛开山乡。近年来，我市紧扣美丽乡村建设，以农村民风

建设为抓手，注重素质提升、强化村容整治、倡导文明乡风，着力推动民风建设规范化、常态化，以传承“孝

悌忠信、仁爱和平”的淳朴民风为目标，开展试点村建设，积极探索民风建设好做法，在全市15个镇街已有

50多个村开展家风、民风特色村建设，取得了很大成效。

一块大石上刻着“孝园”两个

大字，园内绿树成荫，墙上贴着二

十四孝图，上面画着传统孝道故

事；在旁边，一处流动宣传栏贴着

近段时间村中居民敬老孝亲、帮

助他人的好事。正值孩子们放

学，家长带着孩子在公园里转，给

他们讲述眼前的孝道故事，有的

远在古代，有的近在身边。

“去年亦垟村被市文明办列

为孝文化创建重点村，这是我们

村中的‘孝文化园’，也是我们孝

文化建设的舞台和窗口。”亦垟

村党支部书记周岩清说，亦垟村

虽只有 513 人，但自古民风淳

朴，人心向善，“百善孝为先”的

理念深入人心。

在创建孝文化方面，亦垟村

一方面从氛围营造为突破口，建

成孝德讲坛、孝文化园、孝文化

墙、孝文化长廊等孝文化宣传阵

地，让孝文化潜移默化中融入村

民生活；另一方面深入开展孝德

典故宣教、模范事迹宣传、孝德

讲堂学习等活动，倡导大家行

孝、行善从我做起，村里好人好

事不断涌现。

今年 64 岁的村民周岩凯，

独自在异国他乡打拼 30 年，为

瑞籍华侨中的知名企业家，一直

热心家乡公益事业。他先与友

人 筹 资 55 万 元 建 造“ 永 安 学

校”；后为建造侨联协会捐资 15

万元；为永安社区居民房屋投入

5 年保险资金；为“千百工程”、

民居小道建设捐资 10 万元；为

建造亦垟桥捐资 8 万元；为亦垟

村建造老人协会活动室投资 16

万元，还为亦垟村民解决了“饮

水难”的问题。

在亦垟村的“小善举大文

明”流动宣传窗里，每隔不久就

贴上各种邻里间、家庭里互帮互

助互爱的“小善”。高龄老人黄

杏凤常年卧病在床，邻居们经常

带着孩子们上门探望，为她梳洗

打扮，给她讲故事说笑话、打扫

卫生、做家务活。平时，村民们

还经常帮邻居看下孩子、照顾老

人或者为过路的生人指路，淳朴

的民风让人感动。

“只要有心，人人都能行孝、

人人都能行善，都能为社会道德

建设注入正能量。”周岩清说。

湖岭镇亦垟村
以孝治村，行孝行善从我做起

早上 6 时，大京村“王凤

仪思想家庭伦理道德研习

班”的义工冯阿姨就早早起

床，和其他义工朋友一起，一

边和村民打招呼，一边打扫

村中路面，收拾垃圾，还把大

京村文化礼堂收拾得干干净

净。明天，研习班又要开班

了。

从今年 7 月 28 日以来，

由市文明办主办，高楼镇、大

京村承办的王凤仪思想家庭

伦理道德研习班已经在大京

这座小山村里举办多次。研

习班讲授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通过学用古人的智慧精

髓，剖析个人、家庭、社会之

间的和谐关系，化解社会矛

盾。课程每期 5 天，学员除

了来自大京等周边村的人士

外，还有来自河南、湖南、江

苏、甘肃、福建和广东的爱好

传统文化的人士。其中不少

人在理论学习之后，成为了

像冯阿姨这样的义工，在村

中义务服务，为村民帮忙，做

到知行合一。

研习班的开设和义工们

的到来，给山村带来很大变

化，老人们看到义工们帮助

他 们 ，纷 纷 竖 起 大 拇 指 夸

赞。更多的村民也加入义工

队伍。

记者从市文明办了解

到，大京村民风建设以家庭

伦理道德建设为主题，一方

面通过义工们的力行实践改

变村民行为习惯，如通过义

工晨扫、日常捡垃圾和节俭

等活动，带动村民自觉参与

清洁环境、保护生态、节俭养

德的行列，倡导移风易俗、勤

俭节约，破除封建迷信、铺张

浪费的陈规陋习；通过微笑

待人的生活细节，引导村民

孝敬长辈，友善待人。另一

方面定期组织学习“姑娘道、

媳妇道、老人道、父母道、子

女道、兄弟姐妹道、夫妻道、

师生道、朋友道”等伦理之

道，促进亲人相亲相爱，邻里

互帮互助，实现家庭和睦、社

会和谐的美好愿景。

高楼镇大京村
家庭伦理道德建设带动良好民风

陶山镇沙洲村
温州首个村级慈善基金激活农村“爱心”

陶山镇沙洲村的“沙洲济

困 敬 老 互 助 会 ”成 立 于 2007

年，是温州地区首个村级慈善

基金。

基金创始人郑超豪是市委

党校常务副校长，也是沙洲村

人。2006 年 5 月，我市要求科

级干部下乡蹲点调研，郑超豪主

动选择到沙洲村。走访慰问本

村 10 多户困难户后，他发现一

些村民吃不好、住不好，还出现

因病致贫的情况。他们往往只

能向亲朋好友借钱渡过难关，或

者干脆苦熬着。还有不少留守

老人，除了物质上的苦熬外，还

缺乏精神慰藉。他萌生了创建

一个村级慈善基金的念头：筹集

成立一个互助基金，让村民们自

己人帮自己人。他发动自己的

兄姐以父母名义认捐了 15 万

元。村民反应很热烈，当即有

40 多 名 村 民 自 愿 捐 资 ，少 则

1000 元，多则 20 万元，短短几

天，筹集善款 135 万元，成为当

时温州地区第一个村级慈善基

金。

沙洲村为村民“奉献爱心”

搭平台，激励广大农民朋友奉献

爱心，帮困扶贫，在众多不求回

报的善举的驱动下，沙洲村的爱

心不断升华，目前该基金已达到

200万元。

沙洲村村级慈善基金形成

了一套运行有效、可复制的慈善

模式，基金由市慈善总会保管，

本金不动，每年用十余万元的利

息帮助沙洲村 30 多户困难村

民，春节前发放。村里的低保户

和困难户每年都会收到 500 元

至 10000 元不等的救助金。老

人们也会收到现金红包、水果、

食用油等礼物。

近年来，一些曾经受助走出

困境的村民，也带着感恩回报的

心情，为基金捐资，形成良性循

环。与此同时，周边村庄也纷纷

派人前来学习取经，把这套模式

复制过去，成立自己的村级基

金。陶山镇花井村成立了“慈善

爱心基金”，并在 2012 年获得

“省级慈善村”称号；陶南村 14

位女婿联合成立了“女婿基金

会”，每年女婿回村都会进行捐

资，成为一段佳话。陶山镇各个

村级慈善基金的不断出现，营造

出了家家讲慈善，人人献爱心的

良好氛围。

民风建设落地生根
百花齐放共促和谐

创全国文明城市创全国文明城市
建幸福和谐家园建幸福和谐家园

湖岭亦垟村孝道文化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