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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 “奉贤奇迹”

家庭和谐美满。

杨王村“仓廪实而知礼仪”的实践，点燃了奉贤“家风家训”

培育活动的薪火。如今，奉贤区干部选拔任用，将家庭美德列

入考评已成惯例，所有干部评先评优都要先去居民区党支部了

解 12 项反向指标情况，问题突出的取消参评资格，防止干部“带

病上岗”。

 培育活动也已取得实效，不仅涌现出了“全国最美家庭”等，

上海市城市文明进步指数测评中获得郊区县“九连冠”，中央

文明办和全国妇联还曾在奉贤召开“传承好家风、奉敬贤德人”

华东地区现场会，总结推广“好家风”培育的“奉贤经验”。

奉贤区文明办科长黄静告诉《新民周刊》，传承“好家训、

好家风”，只是奉贤区开展全域“美育工程”的一部分，打造

新时代“书香门第”，开展“圆梦行动”，“贤城学子”游学

活动，正在聚焦“精神之美、家庭之美、行为之美、文化之美、

产业之美、环境之美”六大主题，培育“贤、美”文化，实现从“唯

一”到“唯美”。

全域美育 需要“工笔画”

什么是美育？从周公的“制礼作乐”，到孔子的“六艺”，

古代的美育，强调审美内在的感化。当下的美育，则是一种科

学性、系统性的涵养灌溉。“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

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哲学家眼中富有

诗意的“教育的本质”，对于美育同样适用。

奉贤区委书记庄木弟指出，目前，奉贤区正从多维度反复

研磨“全域美育”的深刻内涵，《“美育工程”三年行动计划（2018—

2020 年）》着眼全体市民，区分重点人群，以“美育活动、美

育师资、美育课程、美育阵地、美育社团”为实施路径，全方位、

多层次、广覆盖地推进美育修身实践。

美育，渗透校园助青少年立志立心。今年 9 月，奉贤区从

全区近 4000 名高中、中职毕业生中遴选出 30 名优秀学子，授

予“世贤学子”称号。景秀高级中学毕业生唐思懿，是一个志

在“回奉贤”的贤城学子，去年暑假，她参加了学校与务川民

族中学的结对活动，认识了留守儿童小陈，从此与热心公益结缘。

在唐思懿看来，当代贤德青年要有更广博的人文情怀。虽

然所作所为有限，但她可以融入社会的洪流，主动为他人做些

什么。记者从奉贤区教育局了解到，自 2016 年以来，上千名奉

贤中小学生分批组成了数十个考察团。一路是暑假前往井冈山、

遵义、延安等革命圣地重走“红色之路”；另一路是筛选品学

兼优学生作为“贤文化”交流使者，送往美国、俄罗斯、澳大

利亚等国家游学，开启“世界之窗”。

美育，也改变了城区治理的视野和思路。海湾镇，有一位

家喻户晓的“海湾鸟叔”潘益飞。“农垦二代”的他，为了守

护海湾镇的生态美、人文美，十几年如一日，以候鸟为题材，

坚持拍摄自然美景 1 万余幅，用镜头记录四季更迭中的感动瞬

间。他还筹建牡丹文化艺术中心，举办了数十场以候鸟、生态

为主题的公益展和微论坛，让更多人发现美、感知美，由此他

被聘为海湾镇首批美育讲师。

与潘益飞同行的人越来越多。今年 6 月，包括党校骨干、

高级讲师或教授，甚至艺术从业者在内的首批 100 名专业美育

师已经深入奉贤区的学校、单位、社区，为全区知礼、明德、

尚美的百姓美育教育培训助力。

81 岁高龄的“奉城刻纸”非遗传承人周宝才老先生，虽然

不是美育师中的一分子，但二十多年来，他受邀担任纸艺课堂

老师，将非遗手艺在奉贤成校、塘外中学、头桥小学等多所学

校全面推广开来。“刻纸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趁着眼睛

看得见，我要多刻，多留一点东西给子孙后代看。”

2018 年荣登中国好人榜的 72 岁高龄、神经内科专家顾春江，

更是用免费义诊 22 年的事迹，践行了传承美育的内在价值。目

前在社区创办的“春江健康小屋”，23 个“顾春江们”依然脚

踏实地接力奉献，辐射附近小区 6 个，累计义诊居民近 45000

在东方美谷环球国际小姐中国区总决赛上，杨澜抓获了众人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