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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精神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这样谈“家风” 
 

【学习进行时】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谈家风。习近平

为何如此重视家风？新华社《学习进行时》原创品牌栏目‚讲

习所‛今天推出文章，与您一起学习习近平倡导的好家风，理

解家风与国风的关系。 

 

这是习近平陪母亲齐心散步 新华社发 

每到春节，有副传统对联是很多人家的选择：‚忠厚传家久，

诗书济世长‛。 

风吹日晒，字迹或会模糊，但好家风却会如化雨春风，护

着家、护着国。 

‚小家‛紧系‚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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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风的‚家‛，是家庭的‚家‛，

也是国家的‚家‛。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家风，说的是‚小家‛，着眼

的是‚大家‛。 

2014年 3月，习近平重访兰考时会见了焦裕禄的 5个子女。

二女儿焦守云对总书记说，‚我们一定继承好父亲的精神，把家

教家风一代代地保持传承下去‛。总书记听后，一边点头一边说：

‚好家风，好家风。‛ 

2016 年 1月 12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强

调：‚每一位领导干部都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

廉洁齐家，在管好自己的同时，严格要求配偶、子女和身边工

作人员。‛ 

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

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均对领导干部的家

风问题提出了要求，将家风建设提到制度高度。 

2016 年 12 月 12 日，习近平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

表时，盛赞代表们的事迹‚温暖了人心，诠释了文明，传播了

正能量，为全社会树立了榜样‛，充满感情地‚点赞‛他们‚都

是好样的‛！ 

2017 年 3 月 5 日，习近平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询问上

海奉贤区‚奉贤‛之含义，肯定家风、村风与民风建设。 

习近平对好家风的重视，始终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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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风坏是腐败之因。 

习近平为何如此重视家风？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

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 

家风，影响着一个人的品质和行为。对居于领导岗位、握

有权力的官员来说，败坏的家风，更往往成为牵引其自身及亲

属走向牢狱的绳索。 

在中纪委六次全会上，习近平毫不留情地指出，不少领导

干部‚纵容家属在幕后收钱敛财，子女等也利用父母影响经商

谋利、大发不义之财‛。 

纵观已查处的大案要案，很多腐败分子的违纪违法行为中，

往往有‚家族腐败‛因素。父子兵、夫妻档、兄弟帮屡见不鲜，

甚至‚全家总动员‛，把公权力变成‚私人订制‛，最终一起走

上不归路。 

刘铁男职位越高，儿子刘德成贪得越多。在 23 岁到 25 岁

的时候，他已经成为千万元户。 

苏荣一人当官全家捞钱，包括其妻子、儿子等在内的十余

个亲属涉案。 

中央纪委对周本顺的通报指出，周为其子经营活动谋取利

益，家风败坏、对配偶子女放任纵容。 

...... 

根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的数据，从 2015 年 2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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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 12月 31日，中央纪委共发布 34 份部级及以上领导干部纪

律处分通报，其中有 21人违纪涉及亲属、家属，比例高达 62%。 

家风坏，腐败现。‚家风败坏往往是领导干部走向严重违纪

违法的重要原因。‛习近平的这句话，直指要害。 

‚党员领导干部务必珍惜权力、管好权力、慎用权力。正

确行使权力，掌权为公、用权为民则群众喜、个人荣、事业兴；

错误行使权力，甚至滥用权力，掌权为己、用权于私，则群众

怨、声名败、事业损。‛可惜可叹的是，很多领导干部为这段话，

做了反面的注脚。 

国风之本在家风。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对领导干部来说，家风关系的不仅是一身之进退、一家之

荣辱，更关系到党风、政风、国风。‚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

兴邦，只在公私之间尔。‛ 

什么样的干部可以‚兴邦‛？其中的典型就是让习近平‚思

君夜夜‛的焦裕禄。 

习近平曾对焦裕禄之子焦国庆说：‚你看了一场‘白戏’，

你父亲还专门召开了家庭会议，起草了《干部十不准》，规定任

何干部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搞特殊化。‘看白戏’的故事始终深深

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小处都不随便，何况大节？ 

习近平号召全体党员‚要重点学习弘扬焦裕禄的公仆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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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实作风、奋斗精神和道德情操‛。焦裕禄‚艰苦朴素、廉洁奉

公、‘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的道德情操，是习近平要求党

员干部学习的重要内容。 

2016 年 1月的中纪委六次全会上，习近平语重心长地叮嘱，

家里那点事‚要留留神，防微杜渐，不要护犊子‛。否则，‚触

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处理，而且要从严处理‛。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家

风建设定下了‚明规矩‛： 

2015 年 2月 27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

小组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上海市开展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

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管理工作的意见》，要求对领导

干部的家庭建设情况定期检查。 

2016 年起开始实施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第八条

明确要求，党员领导干部要‚廉洁齐家，自觉带头树立良好家

风‛。 

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

的若干准则》中要求：‚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注重家庭、

家教、家风，教育管理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禁止利用职

权或影响力为家属亲友谋求特殊照顾，禁止领导干部家属亲友

插手领导干部职权范围内的工作、插手人事安排‛。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第十四条规定：中央政治局

委员要‚带头树立良好家风，加强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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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和约束，严格要求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不得违规经商办企业，

不得违规任职、兼职取酬‛。 

习近平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

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

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 

习近平如此重视家风问题，是因为家庭是‚国家发展、民

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

民族才能好‛。 

习氏家风：国事大过天。 

习氏家风，是家、国关系的最好注脚。 

习近平在好家风熏陶下长大。 

在普通人的认知中，作为高级干部子弟的习近平，能享受

比较好的生活待遇，是理所应当的。 

事实却恰恰相反。 

你能想象么？小时候的习近平常和弟弟一起穿姐姐们剩下

的衣服，甚至花布鞋！ 

在父亲习仲勋眼里，家里的大事、小事都要为一件事让路。 

《习仲勋传》有这样的记述。一次，习近平的母亲齐心对

孩子们说：‚家中的小事不能影响工作。‛习仲勋听到后却严厉

地说：‚大事也不能影响工作！‛ 

国事大过天！ 

以身教者从。正因父亲的言传身教，习近平将工作看得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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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泰山。即使是父亲 88 岁大寿，中国人很重视的‚米寿‛，时

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也因工作未能回家为父亲祝寿。 

习近平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信中，习近平提到希望从父亲

这里继承和吸取的高尚品质：一是学父亲做人，二是学父亲做

事，三是学父亲对信仰的执著追求，四是学父亲的赤子情怀，

五是学父亲的俭朴生活。 

习近平在信中说：‚这是一个堪称楷模的老布尔什维克和共

产党人的家风。这样的好家风应世代相传。‛ 

君子一言。 

他担任领导干部后，每到一处工作，都会告诫亲朋好友：‚不

能在我工作的地方从事任何商业活动，不能打我的旗号办任何

事，否则别怪我六亲不认。‛无论是在福建、浙江还是在上海工

作，他都在干部大会上公开郑重表态，不允许任何人打他的旗

号谋私利，并欢迎大家监督。 

习近平为女儿取名明泽。‚清清白白做人，做个对社会有用

的人‛，是他们对女儿的期许，也是他们质朴家风的写照。 

（新华网记者 赵银平） 

 

（转自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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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风故事 

钟南山：三代行医的仁者风范 

钟南山的父亲钟世藩是知名儿科专家，钟南山是著名呼吸

病学专家，钟南山的儿子钟惟德是泌尿外科专家、曾获得中国

泌尿外科最高荣誉“吴阶平泌尿外科奖”。一家三代人，秉承着

仁心仁术的医家风范，传承着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仁者家风，

行走在治病救人的道路上。 

 

严父慈母不一般 

钟南山出生于 1936 年，父亲钟世藩，母亲廖月琴。 

钟世藩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他从小跟着自己的叔叔

在厦门读书。1932 年，钟世藩从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之后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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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深造，顺利拿到医学博士学位。在一路的坎坷奋斗中，钟世

藩成为一名优秀的儿科医生。1946 年，钟世藩任广州中央医院

副院长兼儿科主任、岭南大学医学院儿科教授，1948 年任院长。

1949年，被世卫生组织聘为医学顾问。1953 年，任广州中山医

学院儿科教授兼主任。 

廖月琴出生于厦门鼓浪屿廖氏家族，曾就读于厦门毓德女

中。林语堂的妻子廖翠凤，也出自廖家，跟廖月琴的父亲是堂

兄妹。家风的熏陶，鼓浪屿的秀美风光，毓德女中的开明教育，

让廖月琴多才多艺、才能出众，后来廖月琴也考上了北京协和

医学院。 

1934 年，钟世藩与廖月琴喜结连理。1937 年，“卢沟桥事

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了躲避战火，钟世藩携一家老

小西迁，一路上风餐露宿，到了冬天，全家人在贵阳安顿下来。 

在那样的时局环境下，贵阳的生活不可谓不困顿。但是在

父母呵护下，一家人过得也其乐融融。这样一个开明、温暖的

家庭，让钟南山得以在阳光下成长，培养了他开朗、自信的性

格。 

钟世藩是典型的严父，平素不苟言笑。每次忙完工作上的

事情，都要辅导钟南山的功课，尽管那时候淘气的钟南山经常

找借口溜掉。廖月琴从不训斥孩子，她总是带着微笑，耐心地

听孩子们把话说完，和孩子们讲道理。在钟南山的记忆里，母

亲是那样的善良有爱心，如果有人向她求助，廖月琴总会无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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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施以援手。慈母的言传身教给钟南山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还

记得母亲给他讲《麦琪的礼物》，故事讲的是一对夫妻在圣诞节

来临之际，为了让对方高兴，妻子卖掉了自己心爱的长发，为

丈夫买了一条白金表链；而丈夫为了美丽的妻子，卖掉了心爱

的手表，为妻子买回一把漂亮的梳子。这个故事里浓浓的爱让

钟南山记忆深刻。 

钟南山 9 岁时，把父母给的伙食费偷偷拿去买了零食，母

亲诘问他的时候，他撒了谎，母亲知道后对他说了一句：“你这

么做是不诚实的。”钟南山知道自己错了，但是更害怕严厉的父

亲，不知道等待自己的会是什么。一向严厉的钟世藩，只对儿

子说了一句：“你自己想一想，你这么做是不是不诚实？”这句

话比打骂还要深刻，至今还留在钟南山记忆里。 

母亲让他知道了善良、仁爱和温柔，父亲则教会他勤奋、

诚实和担当。尤其是父亲，他话不多，而且往往严肃，但是一

切都在眼里，总能在关键的时刻用简单的话表达深刻的理，而

且直扣人的心扉。 

钟南山还记得自己上了高中后，父亲看他已经不再是个孩

子，郑重地教诲道：“一个人要能够给世界留下点什么东西，才

算没有白活。” 

这句话，让钟南山一生不忘。 

医生父亲的言传身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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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家三代为医，钟世藩是钟家的“医一代”，钟南山是“医

二代”，钟惟德是“医三代”。 

对于爷爷钟世藩为什么选择从医，钟惟德问过姑姑钟黔君。

姑姑说爷爷从小生活困苦，自身经历了不少磨难，更看到当年

时局艰难的环境下，人们颠沛流离，活着是何其不易，所以他

选择了从医。尽管钟世藩是一个严肃的人，但他也是一个热爱

学习、多才多艺的人，懂英语、德语、俄语，会拉小提琴，喜

欢听音乐。 

秉持一颗虔诚的心，从事了儿科，爱与责任就成了钟世藩

一辈子的坚守。钟黔君曾问父亲，做儿科医生有什么要求，他

说主要是“爱”孩子，从心底去爱，不管孩子怎样哭闹，都不

要烦，因为小孩子有的还不会说话，诊断起来有困难，作为医

生要发现孩子的“痛”。钟黔君在家看到父亲给孩子看病，检查

的程序一定是全面的，喉咙、甲状腺、听心肺、摸肚子、手脚

活动……而且他对病人和家属始终都保持尊重的态度。 

钟世藩不仅有着医学上精益求精的执着，在大是大非面前

也有着清晰的判断。1949 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卫生署署

长前往广州，命令时任中央医院院长的钟世藩，携带医院的 13

万美元，全家连夜撤往台湾。但钟世藩深知国民党的腐败无能，

他没有服从卫生署长的命令，留在了广州。等到解放军入城后，

他把医院的款项一分不少地移交给了当时的军管会。 

后来钟世藩在全国率先创办中山医学院儿科病毒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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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搞科研又看病，有时下了班还给孩子看病，有的孩子太小，

要上门应诊，不时还有人带着孩子到家里求医。钟世藩看病是

有求必应、实事求是，绝不会多开一分钱的药，因为他认为小

孩子有个恢复的过程，有时多喝水多睡觉、靠自身的免疫力就

能好，所以他的原则是能不吃药就不吃，更不要轻易打吊瓶。 

父亲的言传身教，影响了钟南山。因为钟南山名气大，通

过各种途径来看病的人不少，他说“我只看病，不看背景”。不

论病人的身份、职业，他亲自检查、问诊，往往至少要 30分钟

才看完一个病人。他至今每周坚持出门诊，没有非常特殊的情

况都“雷打不动”，因为在他眼里病人最重要。 

父亲对我的批评，其实是“爱之切”，故“苛之深” 

1971年，钟南山从北京回到广州工作。见到钟南山，70 岁

的父亲非常高兴，老人风骨依然，就像挺拔的大树。 

别来沧海事，语罢暮天钟。当天晚上父子交流到很晚。听

着钟南山讲述在外的经历，父亲突然问了他一句:“南山， 你

今年多大了?”  

钟南山一下子没明白父亲什么意思， 毕恭毕敬地说:“35

了。” 

 “哦，都 35 岁了， 真可怕...”父亲意味深长地说完这

句话，就没再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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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句话却在钟南山的心里翻江倒海：自己都 35 岁了，

却还一事无成。他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这句话激励着钟南

山“把失去的时间找回来”。 

自此，钟南山快马加鞭，在一年里写下四大本医疗工作笔

记，瘦了 24 斤，换来的结果就是很快胜任了临床工作。 

父子的对话，成为钟南山人生新的开始。多年以后，钟南

山总是对别人说，他的医学事业是从 35岁开始的。 

钟南山曾在日记里写道： 一般人都是赞扬我的多，可父亲

总是批评我。父亲对我的批评，其实是“爱之切”， 故“苛之

深”。 

1979年，由钟南山担任组长的 16名中国留学生被派往英国

深造。怀揣着热切的求学热情到了英国，但是迎接钟南山的却

是一盆冷水：英国的专家认为这些留学生什么都不懂，不过就

是来参观参观而已。 

钟南山用自己的努力和成绩改变了他们的偏见。1981 年，

在全英麻醉学术研究会议上，钟南山的实验报告被放到了大会

发言的第一位， 他纠正了英国权威的实验结果，得到了与会专

家的一致认可。 

学习结束，爱丁堡方面希望他留下。然而，钟南山毅然决

然地回到了祖国。钟惟德说，让父亲毅然回国的因素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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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对家人的牵念，更重要的应该是他多年未变的赤子之

心。 

钟南山出生之时，父母为他取名“南山”，一方面是因为出

生地就在南京钟山的南面，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儿子能像山一样

顶天立地、厚重广博、不惧风雨、志向远大。钟南山做到了，

回国后 45 岁的钟南山第一次得到父亲表扬：“你终于用行动让

外国人明白了，中国人不是一无是处。” 

三代人的医德：一切为了病人 

女儿钟惟月提起钟南山就说：“父亲对病人就像对亲人一样

好，甚至比亲人还好。”这种医德，体现在钟家三代人身上。 

钟世藩有一回给人看病，只开了一分钱的药。结果被病人

家属误解，钟世藩却说这就够了，不需要再多了。他始终坚持

这个原则，绝不为了迎合家属，做急功近利的事。 

给人看病，钟南山有一个特点，他常说，不是靠他一个人

解决问题，而是靠他组织大家来解决问题。“医生给人看病，不

能像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有时候，他看到病人存在呼吸系统

疾病以外的问题，就去请其他相关科室的主任过来一起会诊。

钟南山说:“病人到了你这里，你还是解决不了问题，那他找你

有什么用呢?” 

曾经有一位大学生正准备出国留学，却在其他医院检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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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似肿瘤，顿时感觉天塌地陷一般。无奈之下，他找到了钟南

山。自己也是从学生时代走过来的，钟南山深知他的急切心情，

二话不说专门抽出时间给他做了仔细检查，最后明确不是肿瘤。

钟南山的诊断，让年轻学子的心“雨过天晴”。 

钟南山在给住院病人看病时，总是先俯下身，把病人慢慢

扶起来，然后测血糖、做触诊，做完后再扶病人躺下，并帮着

把被子掖好，因为这样可以拉近和病人的距离。所以，很多病

人觉得能挂上钟南山的号，跟他聊会儿天，都能治病。 

等查完房，钟南山直奔会议室。他的学生、护士、护士长、

主治医生、主任医生等紧紧跟在后面。进了会议室，大家齐刷

刷脱下白大褂，叠放起来，干净利落。开会时，结合每一位病

人的病历、诊断等，每位医生、护士都可以发表看法。大家不

分等级、不分长幼，只要是与病人相关的，都可以自由表达、

讨论。因为钟南山想的是，怎样集思广益，以最佳的办法为病

人解除病痛。这些病痛不仅是身体上的，也包括精神上的。 

现在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工作的钟惟德，也继承了这样的

医德家风。以钟惟德的医术和地位，完全可以将挂号费提得很

高，但是为了多看几个病人，他一直坚持 80 元的挂号费。来自

潮汕地区的病人陈师傅是从事理发工作的，患有膀胱癌，有的

医生建议做手术切除膀胱。陈师傅找到钟惟德，说自己还有三

个小孩要抚养，如果做了手术挂着尿袋就没办法给客人理发挣

钱了，希望能保守治疗。在钟惟德的治疗下，病人已经维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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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没有恶化，而且每次来看病，科里都给陈师傅捐赠医药费。 

在钟惟德的心里，这是爷爷、父亲经过多少年树立起来的

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理念，他要传承下去。 

一次，有人问钟南山:“同样是医生，您觉得儿子做得怎么

样?”钟南山回答：“他跟病人交流沟通比我做得更好。” 

从钟世藩到钟南山，再到钟惟德，三代人践行着从医的初

心。“医生里，父亲是对我影响最大的。”这是钟南山、钟惟德

父子的共同心声。 

（转自宁晋纪委监委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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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风故事 

三代从医 传承“忠仁勇”家风 

我的父亲常说，当一名好医生，要有责任心，对生命负责；

要有同理心，懂得换位思考；要有医者初心，全心全意为病人

服务。正是父亲对职业的热爱与坚持，影响了我家三代人，最

终都走上了从医之路。对我来说，医生不仅是一份职业，更是

一份传承，医疗技术随着时代发展不断更新突破，父母留下的

优良家风却是永恒不变的。我家家风可用三个字来概括——忠、

仁、勇。 

忠 

父亲是名抗战老兵，当过卫生员。战争年代他从军救国，

和平年代他从医救人，把忠于党、热爱人民深深地刻进骨子里。 

1956 年 5 月，他脱下军装，转业来到温岭，任温岭县第一

任防疫站站长。1958 年，全国掀起除‚四害‛运动，他主动放

弃城里工作，来到温岭县西部山区的温西区卫生院工作。他扎

根基层，忠于职守，直至离休。 

在父亲言传身教下，我退伍后走上从医之路，一样扎根基

层。我的儿子也成了医生，如今已是一名预备党员。 

仁 

医者仁心，父亲以高尚情操，行仁爱之术。在担任温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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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院院长期间，碰到家庭困难的病人，他总是在政策允许的

情况下为他们减免医药费。 

在父亲影响下，我践行‚医者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初

心与使命，从医 39 年，真诚对待每位患者。我的儿子每次看望

爷爷，被问的第一句话不是‚最近过得好不好‛，而是询问他负

责治疗患者的情况。父亲时刻提醒，医者要有仁心、行仁术，

要对患者负责。 

勇 

父亲说，战争年代打敌人要勇敢，和平年代当医生救死扶

伤也需勇敢。上世纪 60年代，农村丝虫病高发，严重影响农民

劳作。为此，父亲带队每晚蹲点采血，查病原体。那时，农村

缺医少药，父亲组织学习班，培养‚赤脚医生‛，他还带头到山

里挖草药，在基层开设中草药制药厂，被作为台州市的典型到

省里作汇报。 

2020 年春，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已到耄耋之年的父亲还叮

嘱，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我们医生家庭应该挺身而出。我的

儿子从原来工作的神经内科，主动申请前往发热门诊支援抗疫。 

出生在医生家庭，在父亲的引领下，走上行医之路，我感

到很幸福。希望‚忠、仁、勇‛的家风，在我家继续发扬光大。 

（作者：阎礼勇） 

（转自齐鲁壹点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