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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不久前，因为对物业服务的时效和
质量不满意而拒缴物业费，安徽桐城市
民王艳红被物业公司起诉至法庭。法官
了解情况后，将双方当事人请到了六尺
巷调解工作室。

“不妨换位思考。”法官吴问银从法
理、事理、情理出发，劝说双方以和为
贵。最终，小区居民和物业公司各让一
步，握手言和。

安徽桐城，千年古城，“和”文化源
远流长，为社会治理提供了丰沛资源。

今年10月 17日至 18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安徽考察。17日下午，习近平总
书记走进桐城古城内的六尺巷。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历史文化保护，坚
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发展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协同发力，打牢社
会治理的文化根基。

六尺巷里天地宽，一条小巷，见证
了300多年前一段相互礼让、以和为贵
的佳话；蕴含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
美德、智慧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促进
基层有效治理和社会和谐稳定。

传统文化

“谦让，谦虚，和为贵，这些都是中华民
族的美德，已经融入到中国人的基因中”

桐城闹市，两排参天的香樟树下，
窄窄六尺巷，参观者络绎不绝。

“我身后的六尺巷，有一段动人的
礼让故事。”巷道入口处，六尺巷社区党
总支书记张耘佩戴着“‘小城故事’志愿
讲解服务队讲解员”工作牌，正向游客
娓娓道来。

相传清朝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
兼礼部尚书张英在桐城的家人与邻居
吴家发生宅基地纠纷，张家人驰书京城
向张英求助。张英在家书中题诗一首，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

张家人收信，主动让了三尺；吴家人受
此感动，也退让三尺。由此，成就了六
尺巷的佳话。

六尺巷很窄，宽只有六尺，三人并
行 都 显 得 有 些 拥 挤 。六 尺 巷 又 很

“宽”，人与人相互礼让、以和为贵，便
能行得远、致广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谦让，谦虚，
和为贵，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已
经融入到中国人的基因中，无论我们走
到哪里，都自觉传承这种精神。”

礼、让、和，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
重要理念，也具有弥足珍贵的当代价
值，中国人以此认识和处理人与人、人
与社会的关系。当发生矛盾冲突时，大
家相互能设身处地、推己及人，“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于是化干戈为玉帛，达
到“和合”。

“‘和’指的是和谐、和平、中和等，
‘合’指的是汇合、融合、联合等。这种
‘贵和尚中、善解能容，厚德载物、和而
不同’的宽容品格，是我们民族所追求
的一种文化理念。”习近平同志曾在《浙
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撰文指出。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赞赏“不同”基础
上的“和”，是在尊重事物多样性和差别
性的基础上，通过相互协调、相互作用，
达致更高层次的和谐统一。《孟子·滕文
公上》讲“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告诫
人们不能简单粗暴对待事物的差异，不
能强制消除差别。“和实生物，同则不
继”“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中国人民很早就懂得“和羹之
美，在于合异”的道理，五音相和才有旋
律，五味调和才成美味。

和合的中国智慧，引导着我们的言
行举止——在承认事物各不相同、有矛
盾差异的前提下，包容、理解、并行不
悖，厚德载物。对己如此，对人更如此；
为人如此，处事更如此；人与人如此，国
与国亦如此。

通过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
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重要源泉。
在桐城市的大街小巷，马路上写着

“争一争行不通，让一让六尺巷”的标牌，
街头墙壁上是有关“六尺巷”的漫画；

在互联网上，“我家两堵墙，前后百
米长。德义中间走，礼让站两旁。我家一
条巷，相隔六尺宽。包容无限大，和谐诗
中藏……”歌曲《六尺巷》广为流传，让

“礼让”“包容”“和谐”深入人心；
在艺术舞台，“莫道谦让无所获，送

人玫瑰留余香。让他三尺成佳话，和气
致祥日月长……”黄梅戏《六尺巷》的婉
转唱腔，打动人心；

相互礼让、以和为贵，代代相传、生生
不息的中华美德，滋润着中华儿女的心灵。

法治文化

“发挥好中华民族讲求礼让、以和
为贵传统美德的作用，营造安居乐业的
和谐社会环境”

“之前，邻里有矛盾纠纷不好意思
说，只能自己生闷气，时间长了，不仅问
题没有解决，邻里关系也变得生疏了。
自从社区有了‘说事点’，有啥矛盾、纠
纷在这说一说，问题自然就解决了。”桐
城市民王女士点赞道。

如今，安庆市建成 1555 个“说事
点”，采用“新时代六尺巷工作法”，以

“六尺巷”典故启发人，用“和为贵”理念
感化人，借“知进退”境界昭示人，切实
为群众解决烦心事，维护一方稳定、守
护一方平安。

行走六尺巷，历史典故的故事新篇
被徐徐展开——六尺巷社区有常住居
民2200余户，先人化解矛盾的历史智
慧，帮张耘做通了不少工作；桐城深入
挖掘六尺巷典故蕴含的文化内涵，结合
新的时代特点，推广“新时代六尺巷工
作法”，走出一条源头治理、多元共治、
和谐共享的基层治理之路。

“听、辨、劝、借、让、和”，桐城市人
民法院将“六尺巷”经验应用于司法调
解之中，形成“六尺巷调解法”，其中最
深入人心的是“让”与“和”两个字。“让”
是方式，“和”是目标。2023年11月，“新

时代六尺巷工作法”获评全国新时代
“枫桥经验”先进典型。

“民生无小事，把民生的事情办好
了，社会矛盾就少了，社会就和谐了。六
尺巷体现了先人化解矛盾的历史智慧，
要作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
场所，发挥好中华民族讲求礼让、以和
为贵传统美德的作用，营造安居乐业的
和谐社会环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以让促和，以文化人，六尺巷中蕴含
着中华民族深厚的基层治理经验和智慧。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有天下无讼、
以和为贵的价值追求，德主刑辅、明德慎
罚的慎刑思想。孔子云：“听讼，吾犹人也，
必也使无讼乎。”有子说：“礼之用，和为
贵，先王之道，斯为美。”“无讼”是儒家的
理想目标，“以和为贵”是最理想的道德境
界。在先人看来，讼争的出现是不明道理、
不遵教化的结果，如果每个人都有耻且
格，就不会存在讼争。作为治理者，要正人
心、厚风俗，以德化民，达至无讼。

现实中，诉讼无可避免。在“无讼”
的价值追求下，先人提倡治理者宣传教
化，和息讼争，站在更高的高度上理解
并适用法律，实现“明刑弼教”之旨。古
代司法官员还经常会利用诉讼审判之
机“寓教于判”，在审判中申明教化，讲
述道理，劝双方息讼止讼。

“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
无事之前。”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
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

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诸暨枫桥
干部群众创造了“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
盾”的“枫桥经验”，力求“小事不出村、
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我国国情决
定了我们不能成为“诉讼大国”。我国有
14亿多人口，大大小小的事都要打官
司，必然不堪重负。各地坚持和发展新
时代“枫桥经验”——走好新时代党的
群众路线，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努力把
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以古鉴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社
会治理思想主动。在桐城民间，每遇纷争，
常能以一句“让他三尺又何妨”而冰释。对
传统文化中适合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

们向上向善的内容，各地探索结合时代条
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不
断丰富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围屋是客家
人的精神家园，蕴含着“诚信友爱、崇德
向善、尚法明理、和睦亲邻”的文化内
涵。广东梅州蕉岭县广福镇活用人文资
源、融合法治元素，在围屋内设立矛盾
调解室、家风家训馆、村民议事会，村风
民风为之一新……人人都信法，凡事都
讲法，推动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导和疏导
端用力，在运用法治思维中培育深厚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真正从源头
上减少了诉讼增量。

古为今用，中华民族讲求礼让、以
和为贵的传统美德为新时代社会治理
提供了丰富滋养。

廉洁文化

“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清白
做人、勤俭齐家、干净做事、廉洁从政”

谨庠序之教，彰家风之道。六尺巷
口的一旁有两幅石刻，摘录着张英、张
廷玉父子《聪训斋语》和《澄怀园语》的
家风家训。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
妨”，管住身边人、家里人，张英为家里
立了规矩。

张英的儿孙里，有名望有建树者
众。桐城人世代以张氏为榜样，近年来，

“六尺巷”故事已经融入党员、干部的党
风廉政教育和家风教育中。

中国人历来注重家庭、注重家教、
注重家风。我们党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把家风
建设作为党员、干部作风建设重要内
容，党员、干部廉以修身、廉以持家，弘
扬真善美、抑制假恶丑，推动营造崇德
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氛围。

在四川眉山市中心城区，坐落着苏
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的故居三苏祠。
2022年6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
里指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
清白做人、勤俭齐家、干净做事、廉洁从
政，管好自己和家人，涵养新时代共产

党人的良好家风。
家风淳朴、家教严正、亲情和睦，邻

里守望相助，家庭成员共同自觉维护社
会秩序，可以为基层有效治理和社会和
谐稳定打牢基础、提供保障。

为政者如何治家，关乎社会治理、
国家治理。党员领导干部的言行举止、
家风家教对全社会影响深远。

何叔衡寄语后人：“绝对不能为一
身一家升官发财以愚懦子孙”；彭德怀
教育侄子：“近水楼台不得月”；焦裕禄
得知儿子看“白戏”，立即拿出钱叫儿子
到戏院补票……这些家训、家规，彰显
出共产党人特有的风范风骨，成为后人
宝贵的精神财富。

“党员、领导干部好家风涵养清廉
的社风民风。”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研究员焦长权说，“领导干部要努力
成为全社会的道德楷模，带头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讲党性、重品行、作表
率，带头注重家庭、家教、家风，保持共
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廉洁操守，以实际
行动带动全社会崇德向善、尊法守法。”

小小六尺巷，争与和、进与退，蕴含
着官德修养的大智慧、深意蕴。从“让三
尺”的小事做起，领导干部官德修养要千
里之行始于足下，善于“积善成德”；也要
防止“抢三尺”，“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如果不防微杜渐，小节不保终累大德。

《中国共产党章程》把“清正廉洁”
明确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基本素质；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
则》把“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单列
一章；《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紧扣
廉洁自律主题，为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
树立了一个看得见、够得着的高标准；
《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
把加强廉洁文化建设作为一体推进不敢
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基础性工程……

“党员、领导干部都应该把洁身自
好作为第一关，传承和弘扬良好家风，
从小事小节上加强约束、规范自己和家
人，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不
断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社会清朗。”焦长权说。

（来源：12月8日《人民日报》）

如何打牢社会治理的文化根基

再 观“ 六 尺 巷 ”

听着黄梅戏，品着土特产。12月 6
日，上海国际农展中心内，黄梅戏曲
调悠扬，安庆农产品琳琅满目，亲临
其中仿佛身在安庆，这是安庆土特产
第十次走进大上海。

今年展会有点不一样

12月6日，第十届安庆名优农产品
（上海）交易会在上海国际农展中心开幕。
上午9时，刚一开馆，上海市民便竞相拉着
拖车到会场采购。“今年是我们安庆土特
产走进大上海的第十个年头，今年我们取
消了产品推介会环节，一是落实节约办展
要求，二是我们的土特产品质好，十年叫
响了大上海，酒香不怕巷子深。”安庆市
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这样说道。

“黄莺树上声声唱，才觉楼前好春
光”“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
颜”……虽然取消了推介环节，但是多
了黄梅戏环节。在展馆进口处，《桃花
扇》《天仙配》《女驸马》等黄梅戏经典戏
目，在上海黄梅戏剧团一众演员的演绎
下，吸引了顾客的眼球。

“吃着家乡的土特产，听着家乡的黄
梅戏，浓浓的家乡味道。”老家在望江县
太慈镇的余勤，在上海工作已有不少年
头，6日上午她和朋友一早就来到展馆，
体验家乡的味道。“这届交易会办得很精
彩，办出了安庆特色，让我们这些游子尝
到了家乡的味道，解了乡愁。”余勤说。

产品琳琅满目备受青睐

本届展会，我市各地土特产琳琅满
目、五花八门、品质上乘。“安庆鳜鱼，是
鳜鱼中的‘爱马仕’，我今天又买了，品
质好，真不错。”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沈乙
是安庆名优农产品的“铁粉”，连续十届
交易会都来会场“买买买”。

安庆是安徽农业大市，是长江中下
游著名的“鱼米之乡”，绿色有机农业发
展优势明显。有国家优质米和商品粮生
产基地县5个，优质棉基地县2个，全国
生猪调出大县1个。

为进一步提升安庆农产品在长三
角地区的影响力，扩大合作领域、提升
合作水平，本届展会，安庆市共有165家

农业企业、700余种特色农副产品参展。
宿松味道鲜又好，“两茶一渔”是代

表。在宿松展区，顾客不仅能看、能买，
还能现场试吃，宿松鱼面成了现场的焦
点。“安庆的土特产非常好，希望安庆多
在上海开专卖店，把更多好东西卖到上
海来。”上海市民林峰说。

在望江展区，除了优质大米等，还
有“全球最健康的菜籽油”。这是中国农
科院王汉中院士对望江菜籽油给出的
高度赞誉。顾客现场品闻望江菜籽油、
芝麻油后，个个竖起了大拇指。

桐城展区内，富锌猪肉噱头十足、
顾客多多。“两个小时卖掉了3头大黑
猪，一上午入账超2万元。”桐城市吕亭
镇草青山黑猪肉展台负责人刘亮说，3
天时间带去的7头猪全部售完。

太湖展区内，花亭湖有机鳙鱼惹人
注目。“连续十年参展，洽谈了许多订
单，越来越多的上海人知道了我们花亭
湖鳙鱼。”花亭湖水产公司展台现场负
责人李龙说。

怀宁展区内，除了蓝莓之外，清河
的富硒茶叶卖点足。“我们的茶叶富硒，
这是我们连续8次参展，旨在让富硒茶
品牌在大上海卖的更好。”龙池茶叶公
司负责人程竹平说。

潜山展区内，除了受人青睐的瓜蒌
子，来自黄柏镇的一品鲜菇也大受欢

迎。“我们建成了食用菌生态产业园等
示范基地，在香菇、木耳、平菇等传统品
种种植的同时，与中华供销总社昆明食
用菌研究所、河北农科院等科研机构合
作，先后引进了羊肚菌、茶树菇、赤松茸、
榆黄蘑、灵芝等新品种。”现场负责人李
汉成说，展会几乎每年都来，效果很好。

岳西展区，高山蔬菜、翠兰茶叶、蚕
桑，已形成了三大特色主导的“土特
产”。“每届都参加，去年现场卖了4万
多元。本届展会，我的茶叶成交额相较
于去年稳中有升。”岳西绿月茶叶公司
负责人宋浩斌说。

老字号名不虚传。在宜秀展区，老
字号胡玉美展台前挤满了顾客。“我们
连续十届来上海参展，这次带来了新产
品，手工磨磨出来的辣椒酱。”胡玉美相
关负责人昝幼龙说。

大观展区内，除了全产业链的永强番
鸭，小南瓜等也很受青睐。“100斤玉米、
200斤南瓜，一个小时就卖完了。其他的山
芋粉等也好卖。明年多带些来。”大观区海
口镇义湖农业公司负责人马德胜说。

迎江展区内，长风乡的黑芝麻系列
产品，也很受欢迎。

十年展会打响了安庆品牌

安庆，农业产业种类多样、品种丰

富。2023年全市农林牧渔总产值456.8
亿元，同比增长 4.8%，水稻、油料、家
禽、水产品等主要农产品产量及蓝莓、
瓜蒌、茶叶、蚕桑等特色农产品生产规
模均位居全省第一方阵。

近年来，安庆农产品加工业发展迅
速。重点发展粮油、畜禽产品、食品、特
色产业产品加工等五大产业。2023年全
市农产品加工业产值超1300亿元、总量
全省靠前，规上农产品加工企业512家、
数量全省第1。怀宁蓝莓、岳西高山蔬菜、
太湖六白猪、宿松油茶、潜山瓜蒌、望江
稻渔等“一县一业”格局已经形成。

太湖县成功申报“安庆六白猪”国
家级核心育种场，宇顺高科红米稻种质
资源库和潜山市瓜萎种质资源圈确定
为省级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单位。共创
建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427
家，其中国家级8家，总数全省第2；省
级107家，总数全省第1；省级农业产业
化联合体96个，数量全省第1。

全市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地理标
志农产品和名特优新农产品（含特质农
品）认证产品数共1183个，总数位居全省
第二。其中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5个（桐
城小花、岳西翠兰、天柱山瓜蒌、太湖鳙
鱼和龙池香尖），名特优新农产品（含特
质农品）认证19个。

农业产业发展带动了乡村旅游。全
市有中国美丽休闲乡村9个、中国十大
最美乡村1个，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
游示范县2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1
个，省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8
个。各类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经营点全
年接待游客超2100万人次，实现营业
收入超85亿元。

“连续十年在上海办展，打响了安
庆农产品品牌。”安庆市农业农村局局
长吴永生表示，将积极推动产业合作，
着力带动安庆农产品资源高效对接长
三角市场，加快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连续十年办展，是信任、是认可，十
年来安庆为上海市民提供了众多名优农
产品。”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市场与信息化
处处长戴俊说，上海将探索更多市场化机
制，让安庆优质农产品在上海更畅销。
全媒体记者 沈永亮 通讯员 胡昊

安庆土特产香飘大上海
本报讯 由共青团中央、中央社

会工作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的第七
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12月1
日落下帷幕。安庆沐阳之家《社企助
残创未来》项目从100个入围的项目
中脱颖而出，斩获公益创业赛金奖。

沐阳之家参赛项目《社企助残创未
来》以安徽沐阳之家洗涤科技有限公司
为例，展示了在社会企业领域的创新实
践。比赛中，沐阳之家党支部书记张玲
向评委和观众介绍了项目的背景、内

容、管理及其取得的显著成效。项目的
创新性、可持续性及其对社会的积极贡
献受到了评委们的高度赞赏。

近年来，沐阳之家积极探索民办
公益助残机构可借鉴、可持续的良性
发展道路，形成了残疾人康复、教育、
就业、托养全生命周期+社会企业一
体化发展新模式。该模式不仅有效提
升了残疾人的生活质量，还为他们创
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全媒体记者 方芳 通讯员 张罗丹）

第七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落幕

安庆沐阳之家斩获金奖

本报讯 本周第一天以晴到多
云天开场，阳光温暖照射，大部地区
天气晴朗。不过昼夜温差较大，一早
一晚寒凉依旧，需要注意防寒保暖。

上周以来，两股冷空气一波接一
波袭来，将安庆气温拉低至往年正常
水平。今日气温没有太大起色，日最
高气温约为10℃，最低气温约3℃。

据市气象部门预报，眼下是季节
交替之时，冷空气来的更加频繁。与
上一轮干冷天气过程不同的是，本周
三前后来的这股冷空气将携带水汽
而来，期间日最高气温降至6℃，体感

也从干冷转换为湿冷。好在今天天气
尚可，午后气温回升，多地窜升到10℃
左右。需注意的是，白天暖意融融，晚
上热量散失很快，昼夜温差近10℃。

日前，国家气候中心在中国气象
局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4年11月全
国平均气温 5.1℃，较常年同期偏高
1.9℃，为 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
记者从市气象台获悉，安庆今年11月
同样偏暖。11 月安庆平均气温为
14.3℃，较常年同期偏高1.9℃，为安庆
有气象记录以来“第五热”的11月。

（全媒体记者 程呈）

今年11月为历史“第五热”

12月6日，农展会现场，上海市民正在踊跃购买安庆土特产。 全媒体记者 沈永亮 摄

12月7日，一场精彩的文艺活动在望江县太慈镇红庙村广场上演，村民们
齐聚一堂,载歌载舞,展现出了美好乡村新面貌。 全媒体记者 徐火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