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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话题

□ 本周话题

“耕读传家久，诗书济世长。”日前，
我市第二届“书香之家”推荐评审工作
结束，全市共有 17 个家庭入选。书籍承
载知识，阅读传承家风，记者采访了第
一届“书香之家”，了解他们那份对书的
热爱，以及用阅读去感染他人，让更多
人品味书香的故事。

现状：17个家庭入选

据了解，我市第二届“书香之家”推
荐工作自去年 11 月启动以来，截止今
年 2 月底，共收到全市推荐申报家庭共
20个，按照绵阳市第二届“书香之家”推
荐评审实施方案和市全民阅读指导委
员会要求，最终结合评审条件和家庭
藏书数量质量、藏书结构、阅读成果、
带动引领效果等情况进行现场评分，
从中评选出 17 个家庭，入选我市第二
届“书香之家”。入选家庭包括教师、企
业职工、党政干部、农民等群体，个别
家庭藏书超过 4 万册，体现了我市全
民阅读的广泛性。

据悉，入选的 17 个“书香之家”公
示无异后，将在“4·23”世界读书日之际
予以表彰和授牌。目前，我市已经有 30
个家庭被评为“书香之家”。

赞同：评选具有仪式感

2014 年，我市正式启动首届“书香
之家”活动，13 个家庭被评为“书香之
家”，其中谢荣献、曾维益、丁稚鸿、周朝
海4个家庭因为藏书量上万、研究深入、
酷爱读书等被评为全国“书香之家”，成
为我市爱书、好读书的典型代表。

“读书是我坚持了几十年的事情，
现在每天仍旧会读几个小时的书。”谢

荣献藏书 4 万余册，他的家犹如一个私
人图书馆。被评为“书香之家”后，谢荣
献觉得看书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还应
该与人分享，介绍好书给更多的人。“以
前看书更像是一个独行侠，遇到好书就
看，现在我不仅自己看，还会邀请朋友
来家里，共同阅读探讨。”

在谢荣献看来，全市“书香之家”的
评选活动具有仪式感，很有意义。“如今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看书的人越来越
少，评选出有代表性的‘书香之家’可以
在某种程度上让爱书的人更加爱书，让
不爱书的人开始去了解读书的乐趣，有
利于在全社会形成多读书、读好书、会
读书氛围。”

传承：诗书传家久

中华民族自古有诗书传家的家风，
读书并非一个人的事情，而是能在潜移
默化中影响家庭，形成家风。记者了解
到，被推选为全国“书香之家”的我市这
4 户家庭不仅藏书量惊人，从事相关研
究并发表众多学术专著，家庭成员也都
养成了爱书、看书的良好习惯，“阅读”
已经成为了他们家庭的家风。

谢荣献说，“既然是‘书香之家’，那
读书就不单单是一个人的事，每天除了
自己看书外，我还教 5 岁的孙儿读书认
字，希望能培养他看书的习惯，把看书
的家风传下去。”

和谢荣献一样，平武的历史“活字
典”曾维益也是当之无愧的“书香之
家”，大半个世纪以来，他家里不仅藏书
数万，他还写书、看书，研究氐族史、羌
族史、白马人的族群文化，成为人类学
专家。而在曾维益的潜移默化影响下，
他家的阅读氛围十分浓郁，家人经常参
加各种公益读书文化活动。女儿也成了
爱书、好读书的人，最终成为人类学博
士，出过书，发表过相关论文。“‘书香之
家’，除了有书，最重要的就是家。看书
是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和家风，应该传
承下去。多看书，看好书。”

传承诗书家风

祖先艰辛迁徙
为谋生路落根四川

在叶家祖屋，叶氏第五代传人叶久
茂给记者展开一幅古旧的羊皮卷和一册
家谱。羊皮卷已经泛黄，部分区域甚至已
经朽烂，但这并不妨碍叶家后人视之为
传家珍宝。手写的家谱，则更为详细有据
可考地记载了叶氏家族历史。“我们叶家
的根都在这里了。”叶久茂告诉记者。

根据叶氏家谱记载，平武这支叶姓
人，祖籍为湖北省麻城宜占叶家湾人氏。
在距今三百多年前的明末清初时期，随
着“湖广填四川”大潮，叶家 3 兄弟同行
入川。在纷乱的时局下，为避免满门受诛
绝后，3兄弟各自创业。分开后，长兄继祖
姓叶，兄弟二人分别改姓为繆和范。叶姓
这一分支，最终在现江油大堰镇天生桥
村一带落脚。凭着农耕勤劳的精神，叶氏
后裔家业日渐兴旺。

“先祖乡试不第，思想颓废，3天之内
败掉所有家业致负债累累，并怄气身亡。
我们这一分支的起祖爷叶映河携妻、弟
等人连夜离开江油，最终在今平武平南
乡三圣庙一带落脚。”讲述着祖先的辛
酸、艰难以及家道的中落，叶氏第五代子
孙、叶久茂之兄叶久清感叹不已。

彼时，叶氏一家仅有一席树桠茅屋
供一家三口栖息，所余财产也仅为两床
破棉被、几升玉米麸和几十文小钱。一家
人租下田地，熬更守夜，才能勉强糊口。

“野菜充饥，垦荒度日，最终定居落业。”
为此，叶映河立下遗训：凡叶氏子孙“力
戒赌毒”，违者为不孝子孙。即使在如此
艰苦的条件下，叶氏族人也要求后人努
力求学上进，同时，还不时周济乡邻，十
里八乡渐有美誉。

创业的艰辛、对乡邻的帮扶，以及对
教育、读书的重视，后来都体现在了叶氏
的家风家训里，“孝德勤俭，耕读为本。”
要求叶氏子孙后代秉承祖训，虽路远家
穷，但祖先不可不敬，纵少耕读也要学一
技之长，万不可成不学无术之人。

家风家训关键词
孝敬、勤劳、教育、家国情怀

查阅叶氏族人的家谱，记者发现叶

祖传羊皮手绘家谱祖传羊皮手绘家谱

叶氏祖屋叶氏祖屋

叶氏后人修订整理的家谱叶氏后人修订整理的家谱

故事风风
□本报记者 裴玉松 文/图

氏最早的家训为 28 个字：“力戒赌毒，孝
德传家，耕读为本，勤俭兴业，穷不丧志，
富不忘本，官不贪腐。”同时，后人还衍生
出了如“家贫书不可不读”“有书不读子
孙愚”“慎交游”“睦邻里”等家训。

记者仔细梳理近 3 万字的叶氏家谱
后发现，孝敬、勤劳、教育为其关键词。就
孝敬而言，叶氏历代族人均要求孝敬父
母、为先人立碑刻字并定期祭奠，否则不
受祖佑；就勤劳而言，无论是早期的开荒
种地还是当下的务农经商，叶家人均崇
尚勤劳致富不图小利；就教育而言，叶氏
后辈多通过勤修学业走出大山，进而在
科研、教育等领域有所建树。

在采访中，叶久清老人还告诉记者，
他们时刻告诫后人要有家国情怀，要记
住有国才有家。这一说法在其子叶春甜
身上得到了印证。事业颇有建树的叶春
甜在一次赴日考察中，日方给出高薪欲
留他在日发展，被其婉拒。2008 年，叶春
甜在中科院募捐善款数百万元援建赤水
中心小学校，使该校的教学环境和学习
环境大为改善。

“结坏一门亲，会误九代根。结好
一代亲，子孙代代兴。”记者发现，叶氏
家族对族中妇女的作用极为重视。叶

久清认为，家族女性给叶氏一族带
来了极大的影响，“我们将她们写进
了家谱，让后代铭记她们的恩德。”
叶氏家规还要求所有的后人们，处
理好邻里关系，要“睦邻里”，与邻居
和睦相处、相互扶持。

在采访中，叶氏族人均表示，谨记
祖训家规，族中孝老尊贤已蔚然成风。

不忘先辈恩
家风家规代代传

在叶氏祖屋，记者看到，柱廊上张
贴有“孝良母德训子孙英才光祖，秉祖
训崇尚耕读族旺业兴”“天道酬勤能搭
通天桥，恒心勤奋可开智慧门”等字样
的楹联。有“耕读为本”字样的匾额高
悬于祖屋入门处，祖屋内正堂屋上则
挂有“孝德勤俭”匾额。

据叶久清讲述，这些匾额是祖屋
在 2008 年修缮后留存的，“为的是让
后辈人牢记祖先创业的艰辛。”手写族
谱则是叶久清于 15 年前修订整理的。
为弄清一处碑文记载，70 多岁高龄的
他与族人一起登上 2500 余米的高山
誊抄碑文，以便后人可考。

至今，从叶映河这一叶氏分支已
繁衍至第八代。叶氏子孙广泛分布于
北京、成都、绵阳、江油、平武等地，多
在教育、科研以及务农等领域务实奋
进。如何将叶氏家风更好地传下去呢？
叶久茂老大爷告诉记者，要将先辈的
宝贵品质多讲给后辈听，从小培养他
们的家风家训意识。从事艺术设计的
叶氏第 6 代传人叶敬涛告诉记者，经
营要做到诚信为本，为顾客着想。正在
上高中的叶氏第 7 代子孙叶青青告诉
记者，父母教育她要尊敬师长、团结同
学，努力读书，将来报效国家。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当地党委
政府也在对叶氏家族文化进行挖掘。
平武宣传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他
们策划进行一场家风家训宣讲会，请
叶氏子孙上台宣讲，把好东西分享给
更多的人，形成好的风气。

本报讯（记者 郭若雪）市总工
会 22 日召开全市工会系统党风廉
政建设工作会议。会议深入学习
贯彻了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特别是在十八届六中全
会、中纪委十八届七次全会和省
部级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精神；
传达、学习了全省工会系统党风
廉政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落
实市纪委七届二次全会要求，安
排部署了全市工会系统 2017 年党
风廉政建设工作。

会议指出，此次工会系统的
党风廉政建设专题会议，是为了进
一步学习领会全总、省总党风廉政
建设工作要求，安排部署我市工会
系统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使全市
工会组织对系统内的党风廉政建
设工作做到认识到位、责任落实

到位、工作开展到位。
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工会组

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学”字当头
保持统一，盯好工作“导向灯”，把
做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作为重大政治责任，统一思想认
识，坚定政治立场，保持正确方
向；要“严”字当头遵规守矩，掌好
责权“方向盘”，通过筑牢思想防
线，扎牢制度笼子，压紧各级责
任，盯紧执纪问责，切实把严的态
度、严的标准、严的要求体现到工
会系统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之中；要

“干”字当头改革创新，用好工会
“发动机”，大力弘扬密切联系群众
的优良传统，全心全意为职工服
务，把群众路线贯穿于工会各项工
作，推动工会系统作风建设和反
腐倡廉建设取得新的成效。

市总工会召开
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

本报讯（记者 李锦辉）24 日，
我市芙蓉溪沿岸 13 所学校校长从
中国水学校项目负责人手里接过
由市环保局、市教体局、游仙区教
体局、中国水学校和绵阳师范学
院川西北大熊猫研究中心等单位
颁发的“生态保护学堂”牌匾，标
志着我市芙蓉溪、魏柳河流域正
式在学校开展环境保护教育。

“中国水学校”项目的前身长
江水学校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
发展中心、香格里拉可持续社区
学会等共同发起，从 2008 年至
2013 年的 6 年间，在长江流域内
的青海、四川、云南、重庆、湖北和
上海 6 个区域建立协调中心，辐射
到长江流域内的众多中小学校，长

江水学校项目在推动提高中小学
生环境意识方面做出了积极探索。
此次选定的 13 所学校都属于芙蓉
溪流域，中国水学校项目组希望通
过环保教育进入学校教育，让芙蓉
溪流域形成良好的环保氛围，推动
区域环保开展。

在启动仪式上，游仙区慈济试
验学校学生代表发出倡议，认真学
习环保知识、掌握环保技能；积极
践行节水、节气、节电、节纸，建设
节约型社会；不攀折花木、不伤害
动物和消费野生动物制品；不随地
吐痰，公共场所不大声喧哗；家庭
做好固体垃圾分类、垃圾集中处
理。让环保从每一个家庭做起，让
我们的村庄山清水秀满目苍翠！让
我们的家园清洁宁静幸福祥和！

我市13所学校
正式成为“生态保护学堂”

本报讯（杜康 记者 裴玉松）
24 日，平武“龙州大讲堂”邀请同
济大学朱大可教授，以文化的选
择、文化旅游融合发展为题，作了
专题讲座。

朱大可教授从中国人的文化
选择入题，以发人深省的案例、鲜
活生动的故事，讲述了国产（国
货）、国学、国乐等丰厚的历史文化
遗产，提出了“中国 24 字核心价值
观，绝大多数是人类共同价值；文
化战略，中国需要新一轮的‘改革
开放’”等观点，深刻剖析了爱国主
义文化、道家文化遗产的精华内
涵，为大家诠释了选择和传承中华
优秀文化的重要意义。在文旅融合
发展课题中，朱大可教授讲到，发展
文化旅游要把握“终结低端贪婪的
门票经济、终结低俗恶劣的旅游体
验、终结以零文化或造假文化的旅

游产品、终结以自然资源破坏为结
局的恶性旅游产品”4个原则，打造
以自然、生态农业和历史文化“三位
一体“的旅游产业。讲到怎样有效发
展旅游时，朱大可指出平武要按照
发展规律，充分依托自己得天独厚
的山水、生态优势，以及“国宝”大熊
猫这些“宝贝”，提升美誉度和知名
度，打造一张属于平武特有的旅游
名片，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精彩的讲解，引发大家共鸣，
赢得现场听众阵阵掌声。“今天朱
教授讲得很全面，也很实用，就拿
我们平武来说，有报恩寺、蜀汉江
油关等历史沉淀，有独特的白马民
族风情，文化底蕴深厚，自然生态
资源丰富，还有王朗、虎牙这些景
区，我觉得走好文旅融合的路子，
是我们平武今后发展的重点。”平
武县文管所所长苏洪礼说。

平武举办
“文化旅游”专题讲座

本报讯（记者 杜畅）看表演、
拉家常、参加趣味运动会、学科普知
识，涪城区铁牛街社区居民每年都
会齐聚一堂，欢度社区邻居节，这已
成为居民最为期待的节目。24日，社
区第七届邻居节暨科普宣传月活动
在铁牛广场锣鼓声中拉开序幕。

此次“邻居节”以“老旧小区旧
貌换新颜 幸福生活百姓把党赞”
为主题，开幕式上，居民们通过自
发表演，用歌舞、小品等表现老旧
小区改造后的幸福生活。社区还对
支持社区发展、服务社区的优秀贡
献者、优秀志愿者组织、优秀志愿
者进行了表彰。

为了普及辖区居民科学知识，
当天还举办了科普活动专场。智能

机器人现场与观众互动，无人机、
3D 打印机等科技产品一一亮相，
小朋友现场体验科学小实验。铁牛
街社区科技馆志愿服务队还为大
家带来了精彩的科学魔术秀，提醒
大家火灾时怎样逃生。科普志愿服
务队通过有意思的小魔术、展示科
技产品、现场体验科技小实验等方
式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
弘扬科学精神，促进公众理解科
学、学科学、用科学。

据悉，本届“邻居节”随后还将
开展“筑爱邻里·幸福社区之志愿
服务逢场日”活动、科普游园、健身
体育比赛等活动。免费理发、义诊、
修鞋、换锁等十多支志愿服务队将
为居民提供免费志愿服务。

铁牛街社区举办第七届邻居节

本报讯（张琨）24 日，2017 中
国科技城·绵阳休闲农业博览会暨
四川花艺展览会，在绵阳会展中心
盛大开幕。

本届展会是全川首个休闲农
业博览会暨花艺展，吸引了 107 家
优秀休闲农业暨花卉花艺企业参
展，其中室内展位 70 个，室外展位
28 个。室外展区，由近 5000 平米
各类花草组合而成的绵阳市花
——月季造型，同期在会展中心
北广场呈现，给观众带来徜徉花
海的体验。室外春茶品茗区是以

“品春茶、炒春茶、茶艺表演”为主

的互动板块，羌山雀舌、禹露、大
盛三大品牌将带领现场观众共赴

“茶文化盛宴”。室内展区，汇集了
休闲农业、花卉花艺、绿植鱼鸟、
民俗手工、农特产品等优质展品，
逛展市民还能在现场参加各类优
惠活动，体验现代农业的乐趣。

展会期间，还将举行人体花
饰秀、第四届四川花艺设计师职
业大赛总决赛、茶艺表演、花艺
表演、最美观光地骑行活动启动
仪 式 、休 闲 农 业 自 驾 游 启 动 仪
式、环保小天使评选等六大板块
十余项主题活动。

2017中国科技城·绵阳休闲
农业博览会暨花艺展举行好家风是安身立命之基

——寻访耕读传家的叶氏家族

一个大山深处的农耕家族，先后走出了小河两区考上大学本科的第一人叶久清、绵
阳地区率先打破吃大锅饭格局的生产队长叶久茂、全国重大科技成果奖的获得者张慧英
以及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的所长叶春甜…… 这个能人辈出的叶氏家族，繁衍于平
武锁江羌族乡五星村，传承至今已逾八代。崇尚耕读的叶氏家风家训如何养成？背后有哪
些故事？记者走进大山深处的锁江羌族乡五星村，倾听叶氏后人讲述家风传承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