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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指出，要注重家

庭家教家风，督促领导干部从严管好亲属子女。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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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邀请专家学者从根本遵

循、家风文化、制度要求等方面谈学习体会。

【根本遵循】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良好家风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领

导干部家风问题，把领导干部家风建设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作

为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来抓，取得明显成效。

领导干部的家风，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党的十八大

以来，党中央把领导干部家风建设纳入作风建设范畴，以党内法

规形式予以制度化。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注重家庭、注重家

教、注重家风建设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把对领导干部家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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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律性认识提到新的高度。比如，总书记多次在中央纪委全会

上对党员领导干部的家风建设提出明确要求。在十八届中央纪委

五次全会上，要求必须管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在十八届中央

纪委六次全会上，要求每一位领导干部都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

位置；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

廉洁治家。最近，又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强调要注重家

庭家教家风，督促领导干部从严管好亲属子女。

领导干部的家风，关系党风政风、社风民风。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们党着眼于以优良党风带动民风社风，发挥优秀党员、干

部、道德模范的作用，把家风建设作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重要内

容，弘扬真善美、抑制假恶丑，营造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

氛围，推动社会风气明显好转。习近平总书记曾用“莫用三爷，

废职亡家”的典故叮嘱领导干部对家里那点事“要留留神，防微

杜渐，不要护犊子”，还形象地用“家”和“冢”两个字来比喻

家庭建设，强调“对家属子女要求高一点才能成为幸福之家，低

一点就可能葬送一个好家庭”。领导干部要带头注重家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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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好家风引领全社会的好风气。

带头树立良好家风，为全党作出表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做廉洁自

律、廉洁用权、廉洁齐家的模范。在这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以

身作则，每到一处工作，他都会告诫亲朋好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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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总书记后，他曾严厉地表示，“谁给他们办了，

就是陷我于不仁不义之地！我不仅不会感谢你，而且一定会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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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继承和弘扬革命前辈的红色家风，把对党忠诚纳入家庭

家教家风建设，引导亲属子女坚决听党话、跟党走，做家风建设

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

研究部副编审 胡晓青）

【家风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家风文化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都强调家国同构，强调家庭兴旺与社会

和谐、国家发展息息相关。《孟子·离娄上》：“天下之本在国，

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大学》也明确：“古之欲明明德

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

修其身”。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注重家庭、

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的优良传统。

家风文化是一种责任文化，讲究德治礼序，也就是将德礼融

入家谱家训、家法家规之中，借助血脉的传承，使中华优秀道德、

法制理念成为后代子孙谨守遵行的行为规范。家风是可以代代传

承的，有的是用文字记载下来的，如历史上出现的家训、家规和

家范等，也有的是通过口耳相传的。在传承的过程中，随着社会

的变迁，其内容也会有所改变，但基本的核心内容是不会改变的，

主要有勤俭修身、向上向善、守法治家、仁爱礼让、耕读传家、

为官清廉等方面。历史上，有许多家训、家规和家范的优秀成果

流传至今，如《诫子书》《颜氏家训》《家范》《袁氏世范》《朱

子家训》和《曾国藩家书》等等。

几千年来，中华优秀家风形成了一套完善的规范体系，涵盖

了获取新知、修身齐家、与人交往、为官行政等方面的示范与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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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内容丰富，凝聚着古代先贤治家的智慧。比如，推崇修齐治

平、家国一体。《朱子家训》曰：“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

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

下之乐而乐”等等，都是家喻户晓的家训名句。推崇励志勉学、

成才报国。《论语》中记载的“孔鲤过庭”的故事，体现了孔子

对儿子的教育理念“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嵇康

在《家诫》中称：“人无志，非人也”；《颜氏家训》中有专门

的“勉学”篇。推崇勤劳俭朴、力戒恶习。北宋司马光曾经为儿

子司马康写了一篇名为《训俭示康》的文章，教育儿子“由俭入

奢易，由奢入俭难”，并强调“君子寡欲”。

古人“学而优则仕”，因此家风文化中有着丰富的关于反腐

倡廉的内容，有关清正廉洁、勤政爱民的家规家训名句更是数不

胜数。《周礼》中记载，当时考核官吏有“六廉”标准，即廉善、

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体现了“廉”是为政之本的精

神。北宋名臣包拯遗诫子孙曰：“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

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若孙也”；明

代“江南第一家”郑氏家族制定的《郑氏规范》中，强调子孙为

官要“奉公勤政，毋踏贪黩”“有以赃墨闻者，生则于《谱图》

上削去其名，死则不许入祠堂” ；清朝名臣曾国藩曾建“八本

堂”，其家训中有一条“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要求家族子弟做

官以廉为本。

中华优秀家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

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进程中，中华优秀家风的文化元素渗透于社

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教育子孙后代方面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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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牛冠

恒）

【制度要求】党纪国法对党员领导干部家风的要求

党和国家历来重视家风制度建设，将优良家风先后写进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党纪国法中，在制度层面形成党内法规

与国家法律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规范格局，充分发挥党纪国法

的法治效应，为涵养党员领导干部的清朗党风政风提供了制度保

障。

在党内法规方面，《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将“廉洁齐

家，自觉带头树立良好家风”列为党员领导干部的重要廉洁自律

规范。《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要求“领导干

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注重家庭、家教、家风”。《中国共产党

党内监督条例》要求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带头树立良好家风”。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规定了党员干部不重视家风建设导

致对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失管失教的处分措施。《党政领导干部

考核工作条例》明确规定领导干部考核内容包括“树立良好家风”

等。

在国家法律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明确规定“家

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具

有重要的宣示功能与体系价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

法》中五次提到优良家风，引导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

此外，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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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要“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

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

党员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党员领

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关系党风政风。领导干部的家风建设是

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

以党纪国法促进党员领导干部的家风建设，不仅是党风廉政建设

的基础，也是抵御腐败的重要防线。优良家风可以引领党员领导

干部廉洁自律，主动筑牢拒腐防变的“防火墙”，不良家风则是

导致其走向贪腐堕落的“催化剂”。党员领导干部要严格遵守党

纪国法的规定，把家风建设摆在党风政风建设的重要位置，常修

为政之德，常怀律己之心，常思贪欲之害，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

全面从严治党与依法治国，迫切需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

键少数”，推动健全家风建设长效机制，以党员领导干部的优良

家风涵养清朗党风政风社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汇聚磅礴力量。

年轻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生力军，肩负着重要的历史

责任和时代责任。近年来，各地纪检监察机关通报了一些年轻干

部接受审查调查的信息，种种违纪违法行为折射出不同的心理动

因，引人深思、发人深省。年轻干部的腐败心理因何产生、有何

表现？从心理根源预防和治理年轻干部违纪违法有哪些行之有

效的办法？结合案件资料和采访调研，我们选取了违纪违法年轻

干部身上较为突出的四种心理状态，探索预防方法和破解之道。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于林洋）

（文章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杂志 2024 年第 06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