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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更广更深层面的乡村振兴。

加 强 农 村 家 庭 家 教 家 风 建 设 ， 主 要 表 现 为 注 重 家

庭 ， 构 筑 和 谐 幸 福 家 庭 ； 注 重 家 教 ， 完 善 优 化 合 理 家

教；注重家风，营造文明优良家风。这些本身是乡村振

兴 中 乡 风 文 明 的 重 要 表 现 ， 也 是 促 进 农 村 传 统 道 德 教

育、社会公德教育、职业道德教育、社会诚信建设等加强

和农民责任意识、规则意识、主人翁意识等提升的重要基

础，是充分利用农村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

范，促进淳化民风、乡风文明的有力抓手和撬动支点。

加 强 农 村 家 庭 家 教 家 风 建 设 ， 重 要 作 用 是 让 广 大

农村家庭美满起来，家庭教育起到良好效果，优良家风

世代传承，从而有利于培养有理想、有情怀的乡村振兴

人才。家庭是人才成长的最初环境，和谐美满的家庭更

容易培养出爱国爱家的人才；爱知识爱学习的家庭更容

易培养出专业技术人才。家庭教育对人才的成长更为直

接，既教育人才养成良好的个人品德；又教育人才认识

社会和适应社会的基本技能。家风是渗透于家庭和家教

的灵魂，通过言传身教、润物无声的方式在潜移默化中

促进人才成长。

加 强 农 村 家 庭 家 教 家 风 建 设 ， 可 以 有 效 减 轻 乡 村

治 理 压 力 ， 提 升 乡 村 治 理 效 能 。 家 庭 是 社 会 的 最 小 单

元，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在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中具有根本

作用。家庭稳定很大程度代表了基层社会稳定。家教是

家庭作为社会组织的内在要求，可以促进家庭成员社会

化，按照社会和国家的育人标准立德树人，从而促进社

会和谐发展。家风是在家庭中形成的道德准则和处事方

法，具有强烈的教化作用，凝聚了家庭的核心精神和有效

法则。好的家风不仅能帮助建立美好、友善的社会氛围，

更有助于化解各种矛盾，促进乡村社会共建共治共享。

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提升乡村振兴切身感受

农 民 是 乡 村 振 兴 的 参 与 者 ， 也 是 乡 村 振 兴 的 “ 阅

卷人”，乡村振兴的发展成果如何，农民们最能切身感

受 。 农 村 产 业 更 加 兴 旺 、 更 有 发 展 前 景 ； 生 态 更 加 美

好、乡村更加宜居；文化建设更有力度、更加繁荣；基

层组织更有活力、人才建设更有保障；生活更加富裕、

日子更有盼头，农民们能够不断感受到乡村振兴带来的

发展红利。但是相比较而言，一般农民对于自我家庭建

设以及切身相关事项更为关心关注，因此，加强家庭家

教家风建设可以提升乡村振兴为农民带来更为切身的幸

福感和获得感。

按 照 中 宣 部 等 七 部 委 联 合 印 发 的 《 关 于 进 一 步 加

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实施意见》精神，通过生活化场

景、具象化载体、日常化活动等丰富建设内涵；常态化

开展建设活动，争取每个农村家庭成员全程参与；向农

村普及家庭教育科学理念，提供个性化、多元化指导服

务，帮助家长缓解教育焦虑；通过身边党员干部的良好

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影响、感染农民；将加强家庭家教家

风建设与“我为群众办实事”等实践活动相结合。将这

些活动作为推进实施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必然会使广

大农民近距离、微观性感受到乡村振兴的具体效益，有

利于进一步推进乡村振兴。

当 然 ， 加 强 农 村 家 庭 家 教 家 风 建 设 必 须 坚 持 党 的

领导，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服务乡村振兴大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伟大事

业。各级党委不仅要将加强农村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作为

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而且要指导党政各相关部门

齐抓共管、履职尽责，将其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充分融

合 发 展 。 在 开 展 的 一 系 列 农 村 家 庭 家 教 家 风 建 设 活 动

中，切忌形式化、过场化，要重结果、求实效；基层党

组织、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也要把加强家庭家教家风

建设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和工作内容。只有如

此，广大农村群众才能真真切切感受到家庭家教家风建

设的效果，更能切身体验到乡村振兴的美好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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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至县广大农村寓涵丰富、主题鲜明的家风家训随处可见，成为一道道
亮丽的美德风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