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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

“爱子，教之以义方”；

“爱之不以道，适所以害之也”；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

有余殃”。

——摘自《平“语”近人——习近平总书

记用典》

近日，笔者重温了《平“语”近人——习

近平总书记用典》第四集“国之本在家”，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家风的重要论述，凸显了总

书记对家庭建设的高度重视，阐释了家庭的

前途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

连。

好家风树立好品德。“积善之家，必有余

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司马光虽官高

权重，但严于教子，其子个个谦恭有礼，不仗

父势，不恃家富，人生有成，以致世人有“途

之人见容止，虽不识皆知司马氏子也”。“孔

融让梨”的家庭小事成为中国千百年来传承

的经典美德。“莫以恶小而为之，莫以善小而

不为”，告诉人们小善积多了能成为利天下

的大善，而小恶积多了则“足以乱国家”，用

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道理引导孩子们扣好

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好家风树立大志向。“天下之本在国，国

之本在家。”革命战争年代，在硝烟弥漫、满

目疮痍的中华大地上，“母亲叫儿打东洋、妻

子送郎上战场”“最后一块布做了军装、最后

一口饭做了军粮、最后一块门板做了担架”，

一曲曲感天动地的不朽诗篇谱写了中华民

族“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家

国情怀。“四有书记”谷文昌带领东山县人民

苦干 14 年，终于把一个荒岛变成了宝岛，他

自己没有留下任何值钱的物质财富，却给子

女留下了“简朴清贫、为民奉献”的最大家

教。有家才有国，有国才有家，小家连着大

家、连着国家，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

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美满上，体现在亿万

人民生活幸福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

好，民族才能好。

好家风形成好风气。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当官发财两条道，当

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地委书记

杨善洲，老家房屋漏水，他只寄回一封信和

30 元钱，嘱托家人“买几个盆盆罐罐先接下，

实在不行就挪挪床铺”，因为他心里始终装

着百姓，老百姓的事情比天大。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者焦裕禄、孔繁森，一辈子用好家

风严肃生活纪律，一辈子用好家风教育子

女，才在时代的洪流中刻下不朽丰碑。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家庭教育是

一切教育的基础。也许有人会说：“我家就

是个普普通通的家庭，谈不上什么家风。”

其实不然，每一个家庭都有各自的家风，它

体现在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中，体现

在家庭生活的点点滴滴、父母的为人处世

中。比如，面对年迈的父母，我们能否多一

些关心、多一分理解和包容；面对幼小的孩

子，我们能否少一些应酬、多一些陪伴，多

陪孩子玩玩亲子游戏、多陪孩子一起阅读

书籍，而不是一有空闲便低头耍手机、刷抖

音；外出旅行时，能否不随地吐痰、不乱扔

垃圾……通过父母良好的生活习惯，让孩

子们从小养成积极健康、文明向上的生活

态度。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每一个

家庭都有家庭的梦想，我们还有共同的中国

梦。好的家风，穿越时空；好的家风，安身立

命。我们希望每一位公民都用良好的家风

正风肃纪、律己育人，传承良好家风，留给孩

子“最美驻守”。

今年 7 岁的柯恩雅是湖北省宜昌市五

峰土家族自治县渔洋关镇一年级的学生。

4 月 3 日复工后，父母在集贸市场卖卤菜，

她就一直在卤菜店的案板下上网课，已坚

持一个多月。近日，一组她在案板下学习

的照片引发关注，女孩的妈妈说，没有给孩

子创造好的学习环境“感觉对不住她”。一

向挑剔的网民们却变得一致的温暖：“不要

觉得愧疚，物质生活并不是全部，小姑娘灿

烂的笑容，说明你们是最好的父母。”的确，

女孩笑得非常灿烂，脸上满是跟父母在一

起的幸福。

从全社会的热心关注中，我看到了人们

对父母陪伴孩子的肯定和认同。在父母的

怀抱中撒娇，在父母的注视中奔跑……这些

温馨的陪伴，会滋养孩子的心灵，成为他们

生命的底气。

调查显示，从小有父母疼爱和陪伴成长

的孩子，社会情感和认知能力能得到良好发

展，长大后在行为方面出现问题的几率也减

少 2.5倍。

陪伴，是父母对孩子最好的教育。有的父

母觉得，孩子跟着自己在条件艰苦地区或者在

社会上闯荡会吃苦受罪，而自己的忙碌会让孩

子得不到应有的照料，尤其对很多在西藏工作

的汉族干部职工而言，对孩子陪伴的缺失，是

无奈，更是心里不能提及的痛。于是，我们把

孩子托付给老人亲戚，认为有好的生活条件就

是对孩子的爱。实则不然，在孩子的成长过程

中，体会父母的真实生活，看到父母努力奋斗

的身影，与父母一起面对生活的阴晴圆缺、人

情冷暖，这些都对孩子有着深刻的影响，是孩

子成长中的一笔重要而宝贵的财富，是对孩子

最好的教育。

父母的陪伴，呼唤更高质量。根据《2019

中国家庭亲子陪伴白皮书》显示：父母平均每

天陪伴孩子的时间为 3.2 小时，并且这 3.2 小

时更多只是“陪着”，并不是高质量陪伴。孩

子需要的陪伴，是心理疏导与情感慰藉。有

些父母总是说“忙，没有时间”，其实都只是借

口，有的父母回到家就是打打游戏、看看电

视、刷刷微信微博；有的父母虽然陪在身边，

却不知道如何跟孩子沟通。这都是为人父母

职责的空缺，会给孩子造成极大的心理伤

害。要想让孩子走得更好一些，父母必须克

制自己的行为，在为人父母方面多思多学，多

用心陪伴孩子。只有明白孩子的需求，陪伴

才会更具温暖的力量，才更能滋养孩子的心

灵，生成最美好的时光和记忆，指引孩子朝着

积极阳光的方向成长。

陪伴，是父母与孩子共同的成长与慰

藉。稚嫩生命的到来，完整并丰富了我们的

人生，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中，父母也一

步步拥有感情的依偎、得到生命的成长。父

母陪伴孩子，孩子又何尝不是在陪伴我们。

与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错过了就再也不能

追回。无论生活多难，请一定把孩子带在身

边，陪他们聊聊天，倾听他们的感受。这不

仅是给孩子最真挚的爱，也是给自己不留遗

憾。

杨绛先生在《我们仨》中说：“我们这个

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

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

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难，我们

一同承担，困难就不复困难；我们相伴相助，

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我

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

所谓“陪伴”，不过如是。

传承良好家风 留给孩子“最美驻守”
成业

让父母的陪伴滋养孩子心灵
毛娜

说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难

在哪里？“不是难在岗位奇缺，

而是难在就业观念的转变和

就业能力的提升。”从毕业到

就业，从学校到岗位，从需求

侧到供给侧，不是一个自然而

然的“瓜熟蒂落”过程，而是有

一 段“ 无 形 的 路 ”阻 隔 其 间 。

这就需要“有形的手”链接搭

桥，打通就业服务的“最后一

公里”，保障大学毕业生不会

一离开学校就“自由落体”，而

是转变就业观念、提升就业能

力，实现自我振翅飞翔。

5 月 7 日，《西藏日报》二版

刊登“南京市第九批援藏工作

队开办特训营，为大学毕业生

就业开良方”一文，报道了南

京就业特训营实施“1+3+N”

模式，通过“在南京封闭式集

训 1个月，在南京见习实习 3个

月，拿到 N 个管理工具，掌握 N

个技能，开创在南京就业创业

及在西藏就业创业等 N 个可

能”的就业援藏模式，打通就

业 创 业 道 路 上 的“ 最 后 一 公

里”，推动特训大学毕业生实

现良好就业创业。该就业援

藏模式立足西藏实际，发挥援

藏优势，聚焦大学生就业这一

最大民生工程，找准大学生就

业工作的短板和症结，健全科

学有效的就业服务机制，激发

就业创业主体内生动力，创造

了大学生就业援藏的良好成

绩 ，探 索 出 了 创 业 就 业 的 新

“授渔”之道，做法给人启迪，

经 验 值 得 总 结 ，工 作 必 须 点

赞。

就业是民生之本、稳定之基、和谐之源、团结之要。稳

就业关乎西藏长足发展和长治久安，一直是党和政府高度

关注的重大问题。近年来，我区坚持统筹区内和区外“两

个市场”“两个资源”，全面促进高校毕业生面向市场、面向

区外、面向基层，多渠道就业。同时，各援藏省市将就业摆

到事关治边稳藏大局和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高度来谋划

推进，列入援藏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抓紧抓实，不断加大

就业援藏工作力度，在岗位提供、政策保障、人才激励等方

面多层次、全方位、大力度开展工作，为推动全区就业形势

持续稳中向好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我区实际来看，在就业形势持续向好的同时，高校

毕业生就业工作仍然面临着需要长期研究解决的问题，总

量、结构、质量等供给矛盾依然突出，特别是受旧有观念制

约的问题十分突出。这就需要坚持问题导向，进一步理清

工作思路，创新方式方法，进一步激发就业主体意识，让各

级党委、政府稳就业的“组合拳”通过激活内生动力更好发

挥效果，让就业主体在创新创业创造中迸发奋斗热情、实

现青春梦想。

南京就业特训营实施的“1+3+N”模式，把准脉搏、找

准症结、精准施策，为有效弥合学校学习技能和实际操作

技能之间的差距、顺畅衔接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作出了有

益的探索，提供了很好的实践样本。相信，该模式通过长

期坚持、不断完善发展，一定会让就业援藏工作再上一个

新台阶，让更多大学毕业生终身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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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上 VR 书店突破线下书店物理空间限

制，360°实景还原线下场景；云博物馆汇集

国内知名博物馆资源，让观众与文物“亲密

接触”；5G 赋能下的超高清视频、音频、游戏、

趣拍等互动，让数字阅读在“新基建”下实现

更多可能……前不久举行的 2020 年中国数

字阅读云上大会，数字阅读与 5G 相结合的尝

试打造出鲜活的沉浸式体验，全民阅读在数

字时代的广阔前景愈发清晰。

随着信息传播方式和呈现形式的日趋

多元，数字阅读成为人们获取知识、汲取文

化、增长智慧的重要方式，为推动全民阅读

提供着有力支撑。《2019 年度中国数字阅读

白皮书》显示，截至 2019 年，我国数字阅读用

户总量达到 4.7 亿，人均电子书年接触率近

15 本，每周阅读三次及以上的用户占比达

88%。在我区，数字阅读同样正在成为新的

社会风尚，广大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对数字

化阅读方式有着很高的接受度。近年来，各

类机构发布的电子书阅读指数中，我区屡居

全国前列，体现着我区各地倡导全民阅读、

建设书香社会的丰硕成果，昭示着高原数字

阅读产业大有可为的未来。

数字阅读快速、及时、交互、便携、成本

低以及充分利用零碎时间等优点，使广大读

者能随时、随地、随身、随心获取丰富精神食

粮，是未来阅读的一种潮流和趋势。推进全

民阅读、建设“书香西藏”，就要紧跟时代步

伐，进一步开发数字阅读的渠道，建立全民

阅读数字资源平台和内容丰富的数字阅读

资源库群，加强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和数字

图书馆建设，为读者提供更好的数字阅读服

务，让数字阅读成为全民阅读的新常态。同

时，要因时因地、借势借力广泛推广数字阅

读，利用“世界读书日”常态化、“书香西藏”

全民阅读活动等契机，借助我区“农家书屋”

“牧家书屋”“寺庙书屋”等丰富基层载体，不

断顺应自动化、网络化、数字化、智慧化发展

趋势，积极推广和发展数字化阅读方式，将

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时事新闻、实用技能

知识等以最快速度传递到广大农牧民群众

手中，在指尖、在电子屏幕上赋予“书香西

藏”新的时代内涵。

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西藏”，还要

认识到数字阅读与纸质阅读不是此消彼长

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无论是

翻阅书本还是线上阅读，都是阅读的打开方

式，都能让我们接受新信息、学习新知识、掌

握新技能。因此，数字阅读市场发展要与优

质纸质出版内容有机结合，借助数字化技

术，如扫码听书、AR 阅读等，探索多样化数

字阅读实现路径和方式；纸质阅读市场发展

要充分利用网络的影响力、辐射力，扩大读

者群，也可将优秀数字阅读电子产品通过有

关合法渠道出版为实体书店纸质书，并通过

网络平台拓宽销售渠道，真正实现数字阅读

与纸质市场相互促进、融合发展。

“读书明理，问道创业，勇于开拓，敢于

担当，既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所在，也是西藏

人民的文化追求。”《开展“书香西藏”全民阅

读活动倡议书》倡导我们以书香引领文明，

以阅读成就梦想。数字化时代，“人类进步

的阶梯”不仅由白纸黑字构成的实体书籍架

设，也于各类电子设备的信息传输中绵延。

我们共同期待着数字阅读的飞速发展，稳步

助力阅读遍西藏、书香溢高原。

日前，笔者随自治区妇联工作组到那曲采访

妇女致富带头人时，有幸了解到万里草原上广大

基层妇女群众精彩的创业奋斗故事，目睹了她们

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至今仍被她们所鼓舞和感

动。

采访中，笔者看到每个家庭都有一个或几个

女性一刻不停劳作着，默默操持家务、挤奶放牧。

她们虽然有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却因受自然条

件、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制约，离自己向往的美好生

活总是隔着一层纸。

幸运的是，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国家不会让

她们中的任何一个掉队。各级妇联把每个村的

“女能人”都纳入妇联组织，发动并扶持她们带领

妇女群众走出家门，创办合作社，发展手工编织、

服装缝纫、畜产品加工、商店茶馆经营、大棚种

植、皮革鞣制等产业，妇女群众从最初的怀疑、担

忧，到逐渐建立信心，甩掉了思想上的贫困和观

念上的落后，最终用智慧和汗水干出了成绩，赢

得了社会的尊重，在创造幸福生活的道路上越走

越自信。

在一些气候条件、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地方，

走出家门的妇女精神面貌的改变令人惊喜。她们

在合作社一起劳动，一起学习，相互增进了解，增

加感情，不仅外表明显变得讲卫生、爱整洁了，更

重要的是思想上团结上进了，对待生活的态度愈

加积极向上，还带动着她们各自家庭、村庄的风气

也越来越好，让人不由地衷心为这些走出家门的

“阿佳”们点赞。

西藏 120 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域上，每个妇女

心中都埋着一颗自强不息的种子，只要遇到阳光，

再用辛勤的汗水浇灌，就能破土而出，茁壮成长，

直到撑起属于自己的“半边天”。

以数字阅读助推“书香西藏”

曲扎

“芒种”未到，麦已黄。在中原河

南 ，8000 多 万 亩 小 麦 陆 续 迎 来 收 获

期，麦香飘荡、麦浪滚滚，洋溢着丰收

的喜悦，拉开了 2020 年全国丰收的序

幕。冬小麦是夏粮的主体，也是每年

我国农民收获的头一茬粮食。今年

全国夏粮生产遭遇了突发的新冠肺

炎疫情，但各地一手抓疫情防控、一

手抓农业生产，战“疫”、生产两不误，

在特殊年景再次迎来丰收，牢牢地把

中国人的“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为走出家门的“阿佳”点赞
张琪

中原迎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