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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GZHEN DAOKAN

日前，萧王庙街道组织全

体机关干部举办一场拔河比

赛，通过开展团队体育竞技赛

事，加强机关干部间的交流，增

进同事间的友谊，提升干部队

伍的干事热情和组织凝聚力。

此次比赛以随机抽签的形

式，分为 8个参赛队伍，每队派

出 7 名男队员 3 名女队员上场

比赛，比赛实行三局两胜淘汰

制晋级方式，抽签分组决定比

赛顺序。

比赛中，各队选手精神抖

擞、斗志昂扬，凭着坚强的毅

力，咬紧牙关战斗到最后，真正

体现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的精神面貌。各队的啦啦队员

也热情高涨，加油助威的声音

此起彼伏，将拔河比赛的气氛

一次次推向高潮。

图为拔河比赛现场。

通讯员 王苗 赵恭艳

□通讯员 何好斌 曹雁
本报讯 近年来，萧王庙街道青

云村从家风建设入手，深入挖掘村内

优秀传统家风家训资源，积极创新活

动载体、丰富活动内容，引导广大群众

弘扬“孝亲忠国、礼义传家、勤劳创业、

诚信待人”的家风家训，以良好的家风

促进村风、民风、乡风的整体向好，进

一步做大做强传统村落的文化品牌，

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基层实践。

深耕名人资源挖掘
讲好家风故事

寻访名人名家，了解好家风的传

承脉络。青云村人才济济，名人辈出，

了解名人名家家风的传承脉络，是家

风建设的首要任务。一方面，村妇联

利用 2007年重修家谱的机会，发动村

里每家每户主动登记祖辈的生平事

迹；另一方面，请专家制作青云村官方

网站，通过网站公开在全球征集离开

家乡的青云村后裔的联系方式；同时

挨个走访村里熟悉情况的老前辈，向

他们征求了解名家先辈的故事，甚至

通过亲友介绍千里迢迢赴上海、北京

等地查找。经过寻根问祖、调查走访、

电话联络等一系列方法，青云村两委

会和妇联不辞辛劳，终于把建村以来

的名人名家排摸完整。确定古代名人

19人，民国时期名人 12人，当代名人

20人。村两委会把这些名人的事迹

记录在案，编辑成册，以传承和发扬体

现其中的优秀传统家风伦理。

接着，村妇联采用“走出去”和“请

进来”相结合的方式，挖掘提炼名家事

迹中蕴含的家风要义。“走出去”，即追

寻名家踪迹，主动上门走访名家后人；

“请进来”，即利用春节、清明等传统节

日，邀请名家或其后人回乡探亲，召开

座谈会，交流感情，集思广益。经过深

入挖掘和精确提炼，村两委会最终把“孝

亲忠国、礼义传家、勤劳创业、诚信待人”

确定为青云村家风家训的主要内容。

开展故事征集，扩大寻找好家风的

范围。为进一步扩大寻访活动的覆盖

面，在走访排查名人名家的基础上，村妇

联又发起“好家规好家训”故事征集活

动。此次活动共收到 50余条家规家训，

并在征集家规家训的同时也挖掘了一大

批普通村民好家风的典型事例。对于这

些典型，村妇联又再次通过事迹比对和

层层删选，最终从勤劳致富、行善助人、

诗礼传家三个方面确定 3户家庭作为新

时期普通村民中好家风的代表进行表彰

宣传，从而发挥榜样的力量，进一步调动

了广大群众参与家风建设的积极性。

搭建展示平台，开辟讲故事的对外

窗口。为全方位多角度无死角地讲好家

风故事，村两委会积极拓宽思路，创新方

式，通过家史馆展示、墙体文化融入、宣

传窗开辟专栏、村规民约口口相传等形

式，搭建家风展示平台。以“仁一房”“德

星聚阊门”“孙从钦故居”等家史馆为依

托，运用手书对联、雕刻楹联、悬挂匾额

的方式，展示家风家训的内容；在村内主

要道路两旁的墙面和文化长廊，制作形

象生动的家风家训墙绘；在村委会旁的

宣传栏开辟专栏，介绍好家风故事；将

“孝亲忠国、礼义传家、勤劳创业、诚信待

人”的家风写进村规民约，通过村民口口

相传营造宣传氛围。

注重榜样示范引领
传好家风精神

党员干部带头，身体力行践行好家

风。为把家风建设打造成青云村的一项

品牌工程，村两委会将家风建设工作融

入村中心工作，做到“同部署、同落实”。

除定期研究、部署家风建设相关工作外，

还在党员干部中开展“廉洁齐家，实干兴

家”活动，通过带头抓学习、带头促实干、

带头保廉洁、带头正风气，全体党员干部

以身作则、率先示范，积极带领广大村民

共同推进家风建设持续深化。同时，积

极开展村干部结对帮扶活动，坚持每户

干部家庭（包括妇联委员家庭）联系 2户
困难家庭，通过抓学习、树信念、送温暖、

献爱心等方式，带动困难家庭整体家风

向上向好，从而帮助他们树立信心，实现

经济脱贫、文化脱困。

巾帼护航，带动群众共建好民风。作

为家风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村妇联一方

面依托兰馨亲子阅读基地、泉口讲堂、文

明讲习所、文化长廊等平台，邀请专家举

行《何为好媳妇》《中国传统家风的特点》

等家风建设类讲座；在传统节日开展传承

优秀民俗民风的活动，在端午节开展“巧

手媳妇包粽子”比赛，中秋节邀请摄影机

构为大家拍摄“合家欢”家庭合影照，重阳

节组织优秀家庭老人慰问活动，春节邀请

书法协会成员为大家题写“家风家训”春

联，2016年承办以“正家风、传家训、扬美

德”为主题的宁波市第三届家庭文化节

等；常态化开展好家风好家训上墙展示等

途径，持续强化阵地建设。另一方面，结

合兰馨亲子阅读、假日学校等品牌活动的

开展，适时融入家风家训建设内容，在亲

子阅读中融入像《我妈妈》《父与子》《傅雷

家书》等弘扬传统美德的阅读内容，在假

日学校活动期间邀请国学讲师上“中华文

明礼仪”课等，通过老师的言传身教和优

秀文化的不断熏陶，推进民俗文化与家风

建设相得益彰，进而带动全村家风优、民

风淳、乡风美。

家庭示范，引领全村共创美好乡

风。该村积极发挥家庭是家风建设的主

体作用，在引领全村共建好家风的过程

中，除了通过故事征集的形式来挖掘生

动事例外，还通过开展“最美家庭”“好婆

婆、好媳妇”等评选表彰活动来树立一批

家风典范，目前已评选“最美家庭”10
户，“好婆婆、好媳妇”3对。此外，通过

“共产党员户”和“好家风家庭”挂牌以及

家风家训入户上墙等途径，进一步将家

风建设融入到每户家庭的生活，使其逐

步成为引领乡风文明的重要抓手。

结合时代发展特征
充实家风内涵

结合美丽庭院创建，优化家风建设

的生态环境。近年来，随着美丽乡村建

设脚步的不断加快，“美丽庭院”创建行

动在青云村也得以蓬勃兴起。去年，在

村妇联的发起下，全村开展“最美庭院”

评选活动。采取边创建边评选的方式，

通过村民投票评选，产生 10户“最美庭

院”，同时也带动了全村老百姓自发开展

一场庭院大清扫行动，从而以庭院的净

化、美化、洁化，进一步带动家风的优化。

结合文明新风培育，优化家风建设

的人文环境。首先在家风家训写入村规

民约的基础上，村两委会和村妇联带头

发动党员签订《移风易俗承诺书》，打响

了文明新风建设的第一枪。随后，又组

织巾帼志愿者入户发放《移风易俗倡议

书》，让文明新风的政策深入各家各户。

通过这些活动的开展，大力倡导文明新

风，有力遏制陋风流弊，全面营造良好氛

围，以人文环境的持续优化促进家风建

设的持续深化。

结合平安家庭创建，优化家风建设

的法治环境。在推进家风建设过程中，

将法治奉化、平安家庭创建工作共同纳

入进来。通过发放《平安家庭倡议书》、

开展“平安家庭”知识竞赛、组织“平安家

庭”评选活动等途径，把法治观念渗透到

家庭这个社会的基本细胞中，引导广大

家庭成员增强安全防范、懂法守法意识，

以法治环境的不断优化来推动家风建设

水平的不断提升。

弘扬传统文化 培育文明乡风

青云村推进家风建设助力乡村振兴
□通讯员 王苗
今年53岁的宋时飞自1987年嫁到滕头村以来，她认

真操持家务，用真诚处好邻里关系，用行动服务村里建

设，唱响了一曲平凡人生的和谐之歌。

刚结婚时，宋时飞不改朴素能干的本色，随着婆婆和

丈夫傅贤君一起到爱伊美服装厂工作，每天工作基本在

10小时以上。这样的工作安排，宋时飞觉得日子虽然苦

了点，但劳动有回报，能让家庭过上好日子，也是值得

的。后来儿子出生了，她和家人一边带孩子，一边上班。

日子在全家人的勤劳能干下渐渐地好了起来。

宋时飞十分孝敬婆婆，在婆婆生病时，她不忘照顾，

并且给婆婆做了可口的饭菜。2011年，小孙子出生了，

宋时飞放下了服装厂的工作，专心操持家务，为了带好孙

子，她当起了“家庭保姆”。一次，婆婆跌伤出院后，住在

她家，看到宋时飞要带孩子、做家务，还要照顾她，太忙

碌，打算回自己家去住。宋时飞却说：“妈妈，这里就是你

的家，我做家务是应该的。”直到婆婆身体完全康复。

宋时飞对长辈孝顺，对待晚辈也不摆架子，将儿媳视

为自己的女儿一样对待。儿子傅松杰从宁波市职业高级

中学机械电子专业毕业后，考取了宁波市消防培训中心

颁发的宁波市消防安全知识培训上岗证，当过奉化爱伊

美服饰有限公司的技术操作员，现在是从事运输服务业

的驾驶员，儿媳则在玉兰花园从事物业管理。每天晚上

下班，宋时飞总是为他们做好可口的饭菜。儿媳妇感动

地说：“婆婆就像自己的妈妈一样亲。”

宋时飞一家和邻里相处融洽，从来没有吵过架。不

少邻居评价说，宋时飞为人开朗，热心助人，太难得了。

在邻里眼里，天下雨出门在外，来不及收的晾晒衣服，被

宋时飞看到，她会帮忙收起来；有好的菜，宋时飞也会送

给邻居尝尝。一次有位邻居洗的窗帘，没有晾干，宋时飞

就帮忙用洗衣机脱好水，晾晒干。

宋时飞还积极参加村里的志愿活动，参加义务打扫、

整治环境，为扮靓家园出力。

一心操持好家务
当邻里友好表率
——记滕头村村民宋时飞

□通讯员 王苗
行走在青云村的石板路上，不仅能感受到清末民国

初期建筑的古朴典雅，更能透过精雕细刻的窗楹，深刻领

略彼时村内书声琅琅、藏书破万卷的盛况。据《奉化县

志》记载，清代时曾有孙氏后人写诗称颂说：“剡水迳泉

口，文澜绕竹庄。吾宗多绩学，此地有储藏。”而孙能传，

不仅继承了孙氏祖辈藏书的传统，并且倾尽全力将其传

播和弘扬。

孙能传，明代学者、目录学家，字一之，号心鲁。明神

宗万历十年（1582年）中举，但 30多年后，即万历四十四

年（1616年）才中进士。曾任内阁敕房办事，负责缮写文

书，对当时朝政多有建言，后迁工部员外郎。

孙能传任官期间，曾与张萱、秦焜等人共编校内阁藏

书。他自己又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编撰有《内阁书目》

4卷。该书目仿照私人藏书家陆深《江东藏书目》、孙楼

《博雅堂藏书目录》、沈节甫《玩易楼藏书目录》三家分类

体例，废除小类，略加变通，一律以“部”相称，共分圣制、

典制、经、史、子、集、总集、类书、金石、图经、乐律、字学、

理学、奏疏、传记、技艺、志乘、杂部等18部类。这种依仿

私人藏书的分类，编纂宫廷内阁藏书书目的做法，实属孙

能传的一大创举。

后来，孙能传以守父丧为由，回到青云村，从此不再

出仕为官，闭门著书，常常吟诵隋代诗人卢思道的《劳生

论》聊以自慰，借以抒发自己对明朝官场中趋炎附势之徒

的丑态的鄙夷。一生中著有《谥法纂》《益智编》《剡溪笔

谈》等，而《益智编》是其代表作，最能反映其思想。

孙能传编纂《益智编》，是感时而作。万历年间，宦官

把持朝政，东林党、浙党和阉党纷争不止，东南沿海倭

寇和北方后金的威胁等外患越来越严峻，矿税和赋税不

断增加，内乱和民变频繁发生……明朝已经到了积重难

返、病入膏肓的地步。孙能传已觉察出“时局日非，当事

者有功成之危矣”。他怀抱一腔爱国热情，几次上书进

言，怎奈身微言轻。“秩卑言微，自以不获见诸行事”。于

是苦编此书，希望在“天下大变大纷”之时，能够为当政者

所借鉴。

明代邬鸣雷在《益智编》序言中写道：“（孙能传）敦德

博古，渊宏广肆，于书无所不窥，而尤好谈古今成败得失，

如指诸掌。”说明孙能传博览群书，学识渊博，喜好谈论古

今成败得失。

村中长者告诉笔者，孙能传为后世留下了极其丰富

的历史知识和深刻的治世谋略，全面展现了古代的政治

良谋和人生智慧，其启迪后世、警示后人的远虑，知识分

子胸怀天下、忧国忧民的情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气

节，都值得当代人深思和学习。希望青云村的后人们能

够深入学习孙能传先生的优秀品质，潜心钻研，饱读诗

书，通晓古圣先贤的智谋，吸取居安思危的教训，寻求益

智致用的力量，争做社会建设发展的栋梁之才。

孙能传：胸怀天下的
古籍编纂先行者

□通讯员 何好斌 庄福庆
本报讯 日前，区政协工交科技

工委联合萧王庙地区工委组织部分政

协委员来到萧王庙街道，开展“城乡生

活垃圾分类处理”专项集体民主监督

活动，重点关注农村垃圾分类点位设

置、垃圾清运和后续处理情况。

上午 9点，政协委员们一行首先

来到滕头养生颐乐园，实地视察垃圾

桶放置、分类宣传标识、垃圾投放、日

常管理等工作。随后，一行人还沿途

查看滕头村分类点设置、青云村垃圾

分类开展以及街道办事处垃圾分类覆

盖等相关情况。座谈会上，萧王庙街

道新农办负责人详细介绍了全街道垃圾

分类工作推进情况。

今年 7月以来，街道专门成立生活

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落实公共机构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具体任务，要求各行

政村将垃圾减量工作落到实处；通过多种

平台，宣传垃圾分类基础知识和操作流

程，发放生活垃圾分类指导手册200余份，

全面提高干部群众的生活垃圾分类知晓

率；积极发挥妇联组织作用，有针对性地

开展生活垃圾分类主题培训，让垃圾分类

知识深入农村家庭。目前，街道办公大楼

分类垃圾桶已经安置到位，实现生活垃圾

分类定点投放，统一回收，并做好台账记

录，滕头、青云、林家、潘前、岭丰等 5个
村已经开始实施生活垃圾分类。

参加活动的政协委员们一致认为，

萧王庙街道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工作取得

的成绩有目共睹，提升了辖区群众的幸

福感和满意度。同时，政协委员们还对

提升农村群众垃圾分类意识、增强垃圾

分类标识可视化、设计方便老年人投放

的垃圾桶、建立垃圾回收常态机制、完善

垃圾分类产业链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

提出了各自的意见和建议。

监督组认为，萧王庙街道城乡生活

垃圾分类处理工作有序推进，滕头、青

云、岭丰等村庄在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方

面走在前列，在接下来的工作实施过程

中，要进一步关注细节、改进细节、完善

细节；相关部门要加强垃圾分类知识的

宣传和普及，进一步增强村民意识，发动

志愿者做好日常引导，逐步帮助村民养

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习惯；要创新方式

方法，采取群众喜闻乐见、行之有效的推

广措施，提高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工作

效率；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条件，结合农村

实际情况，完善垃圾分类设施投放、清运

流通渠道、回收后续处理等重要环节，更

好地落实生活垃圾分类处理，促进乡风

文明的提升，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奠

定扎实的基础。

区政协工交科技工委

赴萧王庙开展专项民主监督活动

拔河比赛比一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