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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冼夫人时期，高凉郡、高
州的治地在今阳江市

（1）高凉建置历史沿革。
《汉书•地理志》载：“合浦

郡 ，武帝元鼎六年（公元 111 年）
开。莽曰桓合。属交州。户万
五千三百九十八，口七万八千九
百 八 十 。 县 五 ：徐 闻 、高 凉 、合
浦、临允、朱卢。 ”这是高凉县
建置的起始。《中国古今地名大
辞典》载：“高凉县，汉置，南朝宋
废。故治在今广东阳江县北。”
汉高凉县治在今阳江市北三十
里 ，约 在 今 大 八 一 带 。 今 之 恩
平 、阳 江 、阳 春 、电 白 、茂 名 、高
州、化州、吴川皆其属地。

关 于 高 凉 之 名 ，《广 东 通 志
•古迹高凉废县》载：“高凉或作
高梁。一曰：地高，气候较他郡
独 凉 ，故 名 ；一 曰 ：其 地 山 岗 如
梁，故名高梁。”

《后汉书•郡国五》载高凉，
《注 补》记 曰 ：“ 建 安 二 十 五 年
（公元 220 年），孙权立高梁郡。”
《晋 书•地 理》也 载 ：“ 高 凉 郡 ，
吴 置 。 统 县 三 ，户 二 千 ：安 宁 、
高 凉 、思 平 。”高 凉（高 梁）郡 治
地在思平（今恩平市北 20 里，见

《中国历史地图集•三国时期地
图》），属地有安宁（在今阳江西
30 里）、高 凉 、思 平 三 县 。《宋 书
•州郡志》载：“高凉太守，二汉
有高凉县，属合浦，汉献帝建安
二 十 三 年 ，吴 分 立 ，治 思 平 县 ，
不知何时徙。领县七：思平，莫
阳 ，平 定 ，安 宁 ，罗 州 ，西 巩 ，禽
乡。”

《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载：
“ 高 凉 郡 ，东 汉 建 安 二 十 五 年
（220 年）孙权置。治所在思平县
（今广东恩平县北）。西晋时移
治安宁县（今广东阳江县西）。”
与《中国历史地图集》所载三国
时期高凉郡治思平、西晋时期高
凉郡治安宁相一致。并且点明
孙权所置高凉郡本治思平，西晋
时才移治安宁。

《南齐书•州郡志》载：“高
凉郡：安宁，罗州，莫阳，西巩，思
平，禽乡，平定。”与《宋书•州郡
志》所载完全相同。《梁书》、《陈
书》无《志》，《隋书•地理志》载：

“高凉郡，统县九：高凉，连江，电
白 ，杜 原 ，海 安 ，阳 春 ，石 龙 ，吴
川，茂名。”梁、陈、隋关于高凉郡
的 建 置 承 宋 齐 制 ，辖 地 有 所 改

变，而高凉郡治安宁没有变，与
《中国历史地图集》所载宋、齐、
梁、陈、隋时期高凉郡治安宁相
一致。

（2）高州建置历史沿革。
《隋书•地理志》载：“高凉

郡，梁置高州。统县九，户九千
九 百 一 十 七 。”《舆 地 纪 胜》载 ：

“东汉威帝立高兴郡，后为夷獠
所据，梁讨平俚洞，置高州。”光
绪《高州府志》卷六载：“梁讨平
俚洞，兼置高州。”《元和郡县图
志》载：“东汉威帝分立高兴郡，
灵帝改曰高凉。同上。后为夷
獠所据，梁讨平俚洞，置高州。”

《南史•梁宗室•萧劢》载：“ 而
西江俚帅陈文彻出寇高要，又诏
（萧）劢重申蕃任。未几，文彻降
附。（萧）励以南江危险，宜立重
镇，乃表台于高凉郡立州。敕仍
以为高州，以西江督护孙固（《陈
书》作孙冏）为刺史。”清阮元《广
东通志•郡县沿革》载：“梁大通
中（公 元 527 年 至 公 元 528 年），
置高州。”萧梁以高凉郡的高字
为州名，始置高州，治于高凉郡，
所谓“高州亦即高凉郡也”。从
此，原高凉郡治安宁县改名高凉
县。陈承梁制，高州治安宁不变
（见《中 国 历 史 地 图 集》梁 、陈
图）。

明万历《高州府志》载：“梁
兼置高州。隋平陈，郡废州存。
炀 帝 废 州 ，置 高 凉 郡 ，治 高 凉
县。唐武德中，复置高州。天宝
初，改高凉郡。乾元初，复为州
治。”

《旧唐书•地理志》载：“高
州，隋高凉郡。旧治高凉县，后
改为西平县。贞观二十三年（公
元 649 年），分西平、杜陵置恩州，
高州移治良德县。天宝元年，改
为 高 凉 郡 。 乾 元 元 年 ，复 为 高
州。领县三：良德，电白，保定。

《新唐书•地理志》载：“高州高
凉郡，下。武德六年分广州之电
白、连江置。本治高凉，贞观二
十三年（公元 649 年）徙治良德，
大历十一年徙治电白。县三：电
白，良德，保宁。”

（3）高凉郡西晋时移治安宁
县（今广东阳江市西）后，历宋、
齐、梁、陈、隋不变。

约 在 梁 中 大 通 末 至 大 同 初
（公元 533 年至公元 536 年）置高
州（参见明黄佐《广东通志》，大

同 中 ，孙 冏 为 第 一 任 高 州 刺
史），直 至 唐 贞 观 二 十 三 年（公
元 649 年），高州移治良德县，高
州 州 治 都 在 安 宁（在 今 阳 江 市
西）。

冼 夫 人 诞 生 于 梁 普 通 三 年
（公元 522 年），逝世于隋仁寿二
年（公元 602 年）。可知冼夫人时
期，高凉郡、高州的治地在今阳
江市。

二、阳江是冼夫人一生中重
要的活动地区

冼夫人与梁高凉郡太守冯宝
结 婚 后 ，随 冯 宝 生 活 在 高 凉 郡
衙。冼夫人常常告诫约束本宗
族人遵纪守法，不能有所特殊。
冼夫人还常与冯宝一起参议裁
决案件，首领中若有犯法者，就
是至亲族人也决不法外留情，自
此政令有序，再也没有人敢违法
乱纪。

《隋 书》、《北 史》、《资 治 通
鉴》及方志等史籍记载冼夫人一
生中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功绩：
梁大宝元年（公元 550 年）六月，
冼夫人领军智袭勾结侯景叛乱
的高州刺史李迁仕，继而援助陈
霸 先 北 上 平 叛 ；约 在 梁 承 圣 元
年，冼夫人请命于朝，在朱崖（今
海南岛）置州；陈太建元年（公元
569 年）十 月 ，广 州 刺 史 欧 阳 纥
反，冼夫人遣军拒境，亲率岭南
诸酋长迎接朝廷平叛大军进入
岭南，最后讨平欧阳纥叛乱；隋
开皇十年（公元 590 年）十一月，
番禺王仲宣反，冼夫人命孙儿冯
盎起军讨平。隋仁寿元年（公元
601 年），番州（广州）总管赵讷贪
虐横暴、鱼肉岭南百姓。冼夫人
向朝廷揭发赵讷的罪行，终于推
倒赵讷。这一切赫赫历史功勋，
都是冼夫人在高凉（高州）决策
乃至发布命令而奏功。

明黄佐《广东通志》载，梁代
的高州刺史，孙冏为第一任，随
后继任次第为兰裕，李迁仕，侯
安都。根据《梁书》、《陈书》等正
史记载，这四任高州长官，只有
前三位确实在高州任职，侯安都
这个高州刺史之职是挂名而已，
并不到任。李迁仕被歼灭后，高
州刺史之职空缺出来，梁朝廷当
时正处于侯景之乱中，无暇顾及
远在岭南的高州刺史之职，冯宝
这个高凉郡太守自然而然“兼”
了高州刺史。也就是说，冼夫人

爱国爱民，赢得岭南各族人民的
拥 戴 ，实 际 掌 领 了 高 州 军 政 大
权。

陈代梁后，冼夫人派遣唯一
的，年仅九岁的儿子冯仆率领岭
南众酋长入京朝见陈霸先。陈
霸先封冼夫人年仅九岁的儿子
冯仆为阳春郡太守。按我国封
建帝制的惯例，女子不能为官，
所谓“祖制”。陈霸先不给冼夫
人行政头衔，而让冯仆当阳春郡
太守，实质由其母亲冼夫人扶政
主宰。

冯仆为阳春郡太守后，陈朝
廷不再派官员任高州刺史。《陈
书•欧阳頠传》载，陈永定二年
（公元 558 年）正月，陈霸先授欧
阳 頠“ 都 督 广 、交 、越 、成 、定 、
明 、新 、高 、合 、罗 、爱 、建 、德 、
宜 、黄 、利 、安 、石 、双 十 九 州 诸
军 事 ，镇 南 将 军 ，平 越 中 郎 将 ，
广州刺史”职务。这岭南十九个
州，有“高州”在内，这是发生在
冯 仆 进 京（冯 仆 于 陈 永 定 二 年
［公元 558 年］十二月进京）前的
事 。 到 陈 太 建 元 年（公 元 569
年）一月，陈宣帝陈顼诏命沈恪
为广州刺史时，是“都督广、衡、
东衡、交、越、成、定、新、合、罗、
爱、德、宜、黄、利、安、石、双十
八 州 诸 军 事 ”（《陈 书•宣 帝 本
纪》、《陈书•沈恪传》），没有了

“ 高 州 ”。 无 独 有 偶 ，陈 太 建 四
年（公元 572 年），陈宣帝把沈恪
调为领军将军，由陈方泰代为广
州 刺 史 ，“ 都 督 广 、衡 、交 、越 、
成 、定 、明 、新 、合 、罗 、德 、宜 、
黄 、利 、安 、建 、石 、崖 十 九 州 诸
军 事 ”（《陈 书•南 康 愍 王 昙 朗
传》）。 明 明 写 着 十 九 个 州 ，但
按数点来只有十八州。这个问
题 ，《广 东 通 志•前 事 略》也 注
意到了：“谨按：沈恪征为领军，
即以方泰为刺史。所督之十九
州 ，传 备 列 之 ，只 十 八 州 ，其 一
州不知为何州也。”对于这个问
题，就是《陈书•南康愍王昙朗
传》的“ 校 勘 记 ”也 疑 惑 不 解 ：

“都督广……崖十九州诸军事，
按数之只十八州，疑脱一州，或

‘九’当作‘八’。”
这个所“脱”之州，便是“高

州”。自梁至陈，岭南高州（州治
在今广东省阳江市安宁旧州村）
从 未 撤 置（见《中 国 历 史 地 图
集》），为何广州所辖的高州在这

里没有反映？应是陈霸先信任
冼夫人，再不派官员去岭南任高
州刺史之职，直接让冼夫人行使
高州刺史之权，亦即让冼夫人自
治高州，所以从此陈朝廷任命广
州刺史之职时，在其管辖的州下
故意“隐”去高州之名。一句话，
九岁的冯仆被封为阳春郡守后，
陈霸先同时默许冼夫人为无行
政头衔的高州之主。

明 吴 国 伦 赞 冼 夫 人 诗 曰 ：
“将号万人敌，兼长久所难。高
州女刺史，奋颜何桓桓。一代叛
臣 谋 ，反 侧 旋 自 安 。 十 人 故 有
妇，岂必皆巍冠。”

吴国伦在这首诗里便称冼夫
人为高州女刺史。

又 如 清 屈 大 均 赞 冼 夫 人 诗
云：“三朝绣幰自天来，百战金戈
向日开，保障谁如女刺史，功名
能冠越王台。”

屈 大 均 也 称 冼 夫 人 为 女 刺
史。

约在隋开皇十一年至十二年
之 间（ 公 元 591 年 至 公 元 592
年），隋文帝为冼夫人开谯国夫
人 幕 府（见《隋 书 • 慕 容 三 藏
传》）。隋文帝为冼夫人开谯国
夫人幕府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
岭南的长期稳定。我们从冼夫
人长期掌领梁陈高州军政大权
的事实来看，谯国夫人幕府应该
建置在高州州治，即今广东省阳
江市安宁旧州村。

三、阳江人民怀念冼夫人的
情结难以割舍

从现在的行政区划来看，冼
夫人故里固然是在茂名，但阳江
是冼夫人一生中重要的活动地
区。冼夫人在阳江生活了数十
年，阳江人民怀念冼夫人的情结
难以割舍，纪念祭祀，代代相传，
从而形成了冼夫人信仰习俗。

阳春旧县衙署西侧“阳春城
隍庙”，前身是唐春州刺史冯智
戴所建冯氏家庙，奉祀冯宝、冼
夫人，为阳春最早修建的冼夫人
庙。

明代，阳春八甲百姓在白水
河边建有冼夫人庙，已毁。该庙
今重建于澄垌温泉附近。

阳 春 城 西 漠 阳 江 滨“ 娘 嫲
庙 ”，还 有 岗 尾 李 堡 涌 口“ 娘 嫲
庙 ”，都 奉 祀 冼 夫 人 ，均 建 于 明
代。殿前铁钟镌有“天后圣母、
谯国夫人、金花夫人神前供奉”

字样。
阳春潭水镇荆山肖河庙，八

甲镇白水河庙，合水镇高流河迴
龙寺，双滘镇翰田长乐岭庙、蒲
竹庙，三甲镇京冲功臣庙，都是
奉 祀 冯 宝 、冼 夫 人 、冯 盎（冯 三
公）的庙宇。

农历十一月二十四，是冼夫
人诞辰，阳春百姓做“娘嫲诞”，
祭神祈福。每隔三年、五年打一
次“娘嫲醮”。 双滘镇诸村庄，
都有一间特别的厅堂，称“楼堂
公所”，其实是村庄办公地方，里
面也奉祀冼夫人、冯盎的牌位。
双滘镇双坪村委会有一村庄叫

“ 高 凉 寨 ”，村 中 也 有 奉 祀 冼 夫
人、冯盎的“楼堂公所”。每逢大
年初三，“高凉寨”乡民扛请冼夫
人、冯盎神位，置仪仗旗帜拱卫，
鼓乐法器齐鸣，出巡村寨，谓之

“驱邪除灾，迎春纳福”。
近年来，阳江市在市区西 20

公里罗琴山脉月亮岭建筑一座
“冼夫人、冯盎将军文化公园”。
园内有冯盎将军墓及冼夫人、冯
盎将军纪念馆。纪念馆现是广
东国防教育基地、阳江市反腐倡
廉历史教育基地。公园目前已
建好三个区域、九个功能板块。
九 个 功 能 板 块 寓 意 九 九 归 真 。
将军山、纪念馆、阳江市非遗艺
术 展 览 中 心 、罗 琴 禅 院 是 为 重
点。公园占地 300 多亩，建筑面
积 11700 多平方米。进入文化公
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将军山，
向右看去则是纪念馆和罗琴禅
院仿唐建筑群。阳江市非遗艺
术展览中心主要介绍阳江文化
名人、阳江风筝、阳江漆画以及
阳江奇石等。园内植有高大的
见 血 封 喉 、胭 脂 桂 、黄 榄 、白 木
香、红豆相思、菩提、细叶榕、木
棉、狐尾椰、秋枫、龙柏等名贵树
木，颇具岭南特色。

二十多年来，阳江人民积极
弘扬冼夫人精神，打造冼夫人文
化品牌，冼夫人文化研究领域人
才济济，代出不穷。阳江市设有

“广东省冼夫人文化研究基地阳
江工作站”、“高凉文化研究会”
等机构。钟万全、冯桂雄、冯峥、
冼 世 棠 、冯 国 运 、曾 传 荣 、冯 兆
明、林鹏飞、吴邦忠等同志，均在
冼夫人文化研究领域作出不同
程度的贡献。

（作者单位：茂名市文联）

冼夫人与阳江
崔伟栋

最近，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学生在餐食中发现疑似老鼠
头 的 异 物 ，校 方 回 应 称 是“ 鸭
脖 ”。 经 过 持 续 一 段 时 间 的 关
注，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最后
新 华 社 通 报 了 联 合 调 查 结 论 ，
确认异物为老鼠头。在整个事
件 中 ，新 闻 和 群 众 监 督 都 发 挥
了 重 要 的 作 用 ，最 终 使 得 真 相
大 白 。 事 件 的 发 展 进 程 ，彰 显
新闻与群众监督的结合对维护
消费者权益很重要。

新闻监督对维护消费者权
益很重要。世界公认的新闻价
值 五 要 素 是 时 效 性 、 重 要 性 、
接近性、显著性、趣味性。其
中时效性、重要性和接近性排
在前三位。这些规律在这次事
件中充分反映出来。一是时效
性 。 在 本 次 事 件 中 ，我 们 十 分
直观地体会到了新闻媒体传播
速度快的特点。6 月 1 日，“江
西一高校饭菜中疑似吃出老鼠
头 ” 视 频 在 网 上 开 始 传 播 。 6
月 3 日晚，江西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官方微博发布情况通报称
饭菜中的“异物”经当事人确认
为鸭脖。这些快速的传播都是
通过新闻媒体完成的。二是重
要 性 。 重 要 的 信 息 和 时 间 节
点，只要纳入新闻媒介的视野，
都会被充分捕捉和展示。比如
6 月 4 日，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工 作 人 员 确 认 异 物 是 鸭 脖 。
6 月 5 日到 9 日，媒体、专家、学
生、政府互动频繁。6 月 10 日
江西省成立由省教育厅、省公
安厅、省国资委、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
组 进 行 调 查 。 在 重 要 的 事 件
中，新闻传播从不缺席。三是
接近性。新闻媒体能够迅速接

近 事 件 ， 快 速 与 公 众 建 立 联
系，并为公众提供表达观点和
关切的平台。当面临重要事件
时，人们可以利用这些媒体渠
道表达自己的意见、疑虑和建
议，将问题曝光出来，引起更
广泛的关注。给人民群众提供
发声的途径，把麦克风留在群
众身边，让公众有提问权发言
权。

群众监督对维护消费者权
益很重要。尽管新闻监督在维
权 中 起 着 重 要 的 作 用 ，但 仅 依
赖 新 闻 监 督 也 可 能 有 局 限 性 。
群众利用网络、通过各种方式
进行监督有重要意义。以本次
事件为例，本次事件逐渐在网
络 上 发 酵 ， 不 断 引 起 群 众 关
注 ， 群 众 监 督 发 挥 了 积 极 作
用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强 调 ，“ 群
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的意
见是我们最好的镜子。只有织
密 群 众 监 督 之 网 ，开 启 全 天 候
探照灯，才能让‘隐身人’无处
藏身。”就是对群众监督的生动
阐释。群众监督的重点对象是
公 权 力 ，在 这 次 事 件 中 是 学 校
和监管部门。群众监督的重点
行 为 是 ，相 关 利 益 方 有 没 有 使
用 手 段 ， 去 刻 意 掩 盖 事 实 真
相。群众监督的方式是，依托
互联网，发挥任何人都可以成
为新闻传播和事件监督参与者
的作用。群众监督具有很强的
韧 性 ， 在 真 相 大 白 于 天 下 前 ，
群众一直没有放弃对此事件真
相的探索。十几天后，江西多
个部门的联合调查，最终真相
水落石出。由此可见，群众监
督对维护消费者权益起着非常
重要的作用。

新闻监督与群众监督结合

可 以 更 好 维 护 消 费 者 权 益 。
这 两 种 监 督 ，本 质 上 都 是 来 自
人 民 群 众 。 紧 紧 依 靠 人 民 群
众 强 化 群 众 监 督 ，发 挥 新 闻 监
督 的 积 极 作 用 ，两 者 的 有 机 结
合 对 维 护 消 费 者 合 法 权 益 作
用 巨 大 。 各 种 重 要 事 件 通 过
新 闻 媒 体 ，被 群 众 所 了 解 。 而
群 众 通 过 新 闻 媒 体 ，监 督 事 件
的 发 展 。 这 两 者 之 间 构 成 了
良 性 互 动 的 关 系 ，呈 现 开 放 式
进 步 的 势 头 。 从 本 次 事 件 看 ，
尽 管 调 查 已 然 尘 埃 落 定 ，但 是
引 发 的 持 续 关 注 却 仍 在 继
续 。 新 闻 媒 体 具 有 一 种 特 质 ，
那 便 是 发 散 性 。 当 双 方 共 同
关 注 、监 督 某 些 事 件 后 ，任 何
一 方 对 事 件 进 行 了 重 点 关 注
后 ，将 引 起 新 的 关 注 话 题 。 而
此 类 话 题 能 够 极 大 提 高 社 会
关 注 度 和 讨 论 度 ，从 而 得 以 让
更 多 人 加 入 讨 论 ，同 时 也 能 让
更 多 人 来 进 行 监 督 和 维 权 。
比 如 ，日 前 ，有 网 友 爆 料 称 在
重 庆 市 某 中 医 院 盒 饭 中 吃 出
一 块 疑 似 老 鼠 头 的 异 物 ，引 发
关 注 。 很 快 ，在 6 月 27 日 ，县
市 场 监 管 局 发 布 情 况 通 报 确
认异物为老鼠头。7 月 17 日有
学 生 反 映 在 广 州 一 所 职 校 培
训 期 间 有 同 学 在 食 堂 饭 菜 中
吃出“胶制异物”，19 日增城区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通 报 ，异 物 系
鸭子的眼球膜。

综上所述，新闻媒体在社会
监督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
时 ，群 众 在 社 会 监 督 中 也 具 有
重要作用。在新闻监督和群众
监 督 共 同 作 用 下 ，我 们 可 以 更
好 地 应 对 风 险 挑 战 ，达 到 改 善
社 会 与 个 人 福 祉 ，更 好 地 维 护
合法消费权益的目的。

新闻和群众监督结合
更好保障消费者权益

蔡长翼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习 近 平
总书记围绕新时代家庭家教家
风建设问题发表了一系列创新
性论述。这些论述既赓续着马
克思主义家庭观，又承继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对当代
家庭现实问题的回应，也是对
习近平个人丰富且独特人生阅
历 的 经 验 总 结 。 这 些 论 述 以

“ 家 庭 、家 教 、家 风 ”为 主 线 展
开 ，构 建 了 逻 辑 严 密 、内 容 完
备、实践指向鲜明的家风建设
体系，系统回答了当代家庭家
教家风建设的重要地位、基本
内容和建设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家庭
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睦则社
会 安 定 ，家 庭 幸 福 则 社 会 祥
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历
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家庭的前
途 命 运 同 国 家 和 民 族 的 前 途
命 运 紧 密 相 连 。 我 们 要 认 识
到 ，千 家 万 户 都 好 ，国家才能
好，民族才能好。国家富强，民
族 复 兴 ，人 民 幸 福 ，不 是 抽 象
的，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
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
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家
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无
论时代如何变化，无论经济社
会 如 何 发 展 ，对 一 个 社 会 来
说，家庭的生活依托都不可替
代，家庭的社会功能都不可替
代，家庭的文明作用都不可替

代。”可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重要论
述对于弘扬传统美德、坚定文
化自信、涵养政治生态等具有
重大实践意义。

为传承与弘扬中华民族传
统美德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提供了价值指引与实践遵
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
庭家教家风建设重要论述为传
承 与 弘 扬 中 华 民 族 传 统 美 德
与 弘 扬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提 供 了 价 值 指 引 与 实 践 遵
循。因此，我们要注重家庭家
教家风建设，充分发挥家庭在
个体成长的基础性优势，使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更 具 有 生
活气息，在家庭范围内被潜移
默化地学习、接受并自觉地融
入日常生活，家庭成员通过润
物细无声的方式认同、感知并
领 悟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并
逐步将其作为行动指南，从小
事开始改变自身的行为，进而
从个体到家庭，再到全社会形
成 崇 尚 新 时 代 家 教 家 风 的 良
好风尚。

为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丰
富的理论源泉和坚实的内容支
撑。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
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共同构
成 文 化 自 信 的 理 论 内 核 与 基
础，而这些与习近平关于注重
家庭家教家风建设重要论述的

理论渊源高度契合。新时代优
秀 家 教 家 风 文 化 以 中 华 优 秀
传统文化为源头，以革命文化
为基础，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为载体，因此新时代优秀家教
家 风 是 坚 定 文 化 自 信 的 重 要
源泉。同时，新时代家教家风
通 过 潜 移 默 化 的 方 式 使 家 庭
成员建立对优秀传统文化、革
命 文 化 和 社 会 主 义 先 进 文 化
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认同，使个
体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塑造
良 好 的 道 德 品 质 以 及 实 现 自
由而全面的发展。

为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
态提供了生动的实践范式。习
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
设重要论述强调，要主动学习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邓小平
等革命前辈的红色家风，生活
在勤俭朴素、清白正直的家风
中的党员、领导干部自然而然
将 好 的 习 惯 与 作 风 带 到 工 作
中，表现出公私分明、廉洁自律
等优良品质。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我们要着眼于以优良党风
带动民风社风，发挥优秀党员、
干部、道德模范的作用。”党员
带头建设充满正能量的党性家
风和表率家风，必然能够在人
民群众中产生巨大的能量，引
领全社会形成风清气正的良好
风尚。
（作者单位：茂名市委党校）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
家庭家教家风建设重要论
述，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

莫飞燕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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