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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一个好地名的奉贤，如何将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充分挖

掘，在新时代赋予新的生命力？ 2007 年，奉贤创建上海市文明

城区时，区委、区政府提出在全区开展以“敬奉贤人、见贤思

齐”为主题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并提出了建设“贤文化”的

文化发展理念。2009 年 10 月，二届区委十二次全会将“贤文化”

从最初的活动主题提升为地区发展战略。

如今，奉贤进一步通过营造“十字水街、田字绿廊，九宫

格里看天下，一朝梦回五千年”的城市意象、积极打造言子系

列品牌项目、推广“好家训好家风”“美育工程”等培育方式，

不断深化“贤文化”内涵，讲好奉贤故事，增强文化自信。

好家风的“奉贤经验”

万丈高楼始于基，在中国人的观念里，一直有“家国一体”

的思想，“家”其实就是缩小的“国”，而“国”就是放大的“家”。

深谋远虑的奉贤人深知“家”之于“贤文化”的重要意义。

坐落在奉贤区南桥镇杨王村村口的家风家训馆，是各地游

人慕名前来的网红打卡地。三年前，一家专门从事儒学教育的社

会机构在此设立了分院，通过每周六一节“家风小课堂”的形式，

让志愿者老师走到村民中去，为他们讲述自己身上的美德故事。

村民高梅华至今仍记得第一节课的内容——“一位二十多

岁的年轻女老师问大家，‘你们谁还记得自己太爷爷的名字’，‘还

有谁坚持每周给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打电话？’台下鸦雀无声”。

直到老师现场讲述了好几个关于“孝道”的故事，村民们纷纷

为之动容。

杨王村党委副书记金玉坤说，这些可感可触的老师很受村

民欢迎。“他们带来的生动案例，都是真实发生的故事，很有

说服力。有些村民甚至可以活学活用，将课堂上所学在自己的

家庭里进行一定程度的实践，例如，给父母洗脚等。”

其实，早在十多年前，奉贤区在拿下上海首家“全国文

明城区”荣誉称号之前，杨王村就已经致力于村民家庭“好家

训、好家风”的培育，那时作为人人艳羡的“首富村”，杨王

村 800 余村民共同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口袋富了，精神世

界却落伍了。

金玉坤告诉记者，由于杨王村是三村合并，融合难度大，加

之一些村民难以适应农村现代化的转变，内心世界荒芜，村里工

作不好开展。直到 2006 年，杨王村将家庭作为改变民风的主阵地，

通过编制村训村规的方法提升村民素养，才有了彻底的转变。 

现在去杨王村，可以看到不少独栋连片的小洋房，整齐划一，

赏心悦目。每家每户的门前都贴着“家庭信息公开栏”，栏内

写着不同的家训，如“为子女要孝，为配偶要忠，为朋友要义，

为同事要爱，为邻居要谦”、“用积极乐观的心，微笑面对生活”。

家训一言九鼎。写出好家训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家庭成

员的一种内在约束、一份责任。杨王三组的钟琴秀“十多年如

一日”不怕脏、不怕累、不怕苦，任劳任怨照顾高龄母亲，一

日三餐热饭热菜，洗漱、按摩、翻身，日复一日，从未马虎。

在钟琴秀看来，对孝道的理解是：人的一生可以错过很多东西，

但万万不能错过的是回报父母恩情的机会。

杨王村联组六村的村民张龙兴也是践行“勤劳致富、团结

和气”的好家风典范。十几年前，他艰苦创业，开了一家手工

小作坊，靠着一双勤劳双手，小作坊迅速成长为了一个年利润

千万元的企业，如今，张龙兴还“升级”做了爷爷，全家四代同堂，

　　“圆梦行动”作为奉贤的一张全新文化名片，从解决个人的“急难愁”，到顾全
社会的“愿思盼”，再到贵州大爱无疆的精准帮扶，至今已有 147 万人次受益，圆梦

驿站也多达 100 多处。

温暖百万人的奉贤“圆梦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