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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集集中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和家风有

关的思想，选取了习近平总书记常用的“天

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爱子，教之以义

方”、“爱之不以道，适所以害之也”、“积善之

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等典

故来切入主题。全文从重视家庭、重视家

教，讲到重视家风，凸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

家庭建设的重视，阐释了家庭的前途命运

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在家

庭教育中，父母应注重言传身教，身体力行，

成为子女的表率；家风好坏，关乎家庭的兴

衰荣辱，家风连着党风政风等内容，充分展

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风的论述，是对

我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吸收和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整体阐述

主持人康辉：

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系列特

别节目《平“语”近人——习近平总书记用

典》，我是主持人康辉。首先欢迎今天来到

节目现场的，北京中医药大学和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的同学们，欢迎大家！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习近平

总书记在 2018年的春节团拜会的讲话当

中，引用的这句古人的话，也就是今天我们

这一期节目的主题，关于家风。

我们中国不是有句俗话说“三岁看大，

七岁看老”。一个人德行的成长是要从小

培养的，而家庭是最基础的土壤。而一个

国家、一个民族德行的成长，家庭也是最基

本的细胞。我们现在要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共同奋斗，而家庭的和睦、和谐，家风的良好

也是题中应有之义。那习近平总书记也在

很多场合强调过家庭、家教、家风的重要

性。那现在我们就请出本期节目的思想解

读人，中共中央党校的王杰教授来给大家

做讲解。欢迎他。

思想解读人王杰：

大家好！人生天地间，我们都不是凭

空而来，我们人人都有父母，有父母就有家，

父母在，家就在。

家不仅仅是我们个人的家，家还是最

小最小的国，国是千千万万个家。有家才

有国，有国才有家，小家连着大家、连着国

家。同样家庭的事也不仅仅是我们个人的

私家事，它也是国家的事、社会的事。家与

国就是这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不曾分

离过。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千百年来传承至

今的特有的家国情怀、家国逻辑。

接下来我想谈三个问题，第一，重视家

庭；第二，重视家庭教育；第三，重视家风。

关于家庭建设的重要性，下面我们看习近

平总书记是如何论述的。

第一段落

微视频一：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

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国

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

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

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

好，民族才能好。

主持人康辉：

刚刚的这段讲话，就是总书记在2018

年春节团拜会上讲的。其中总书记引用了

一句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说到的那句话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那这句话出

自哪一部典籍？都有怎样的含义呢？现在

我们掌声请出本期节目的经典释义人北京

大学赵冬梅教授。

经典释义人赵冬梅：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这句话

出自《孟子》。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

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

之本在身。”“恒言”就是常言，常言都说，天

下、国、家的根本在于每一个家庭，而每一个

家庭的根本在于我们每个人自身。每一个

人都应当以敬畏的态度努力做一个好人，

做好自己，然后才能够建设和谐美满的家

庭，而家庭和谐美满了，那么国家才能够做

到秩序井然，天下才能够太平。

这其实是一整套的、具有实践性的、美

好社会的建设纲领。那么在这个中间最核

心的东西，天下、国、家一直到身，它最核心

的东西其实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因为话

说回来，个人他也是家庭教育、家庭涵养的

结果。

在这儿呢，我们讲一个古代的故事。

司马光砸缸大家应该都听说过。那个小英

雄司马光他沉着、勇敢、砸缸救同伴这个故

事，从北宋的末年一直讲到今天。但是，我

们在今天留下来能够看到的出自司马光的

文字当中，从来没有看到过司马光他提自

己砸缸救人这件英雄事迹。在司马光自己

的记述当中，在他的记忆当中，最重要的，

让他印象最深刻的童年往事是什么呢？是

青核桃的故事。

当时司马光只有五六岁，他有一个姐

姐比他大很多，然后姐弟两人就在一块儿

玩，他们想要把那个青核桃去皮。我们知

道青核桃外头那个皮其实是很难去的，司

马光和他的姐姐忙活了半天也没能把那个

青核桃的皮剥下来。然后姐姐就很气馁，

姐姐就有事走了。就剩下司马光自己，对

着这个青核桃“运气”。这个时候呢，他们家

有一个老仆人过来了，老仆人是有经验的，

老仆人就弄了点热水把这个青核桃烫了

烫，然后就把这个青皮剥下来了。剥完了

这个核桃皮，这个老仆人就走了，剩下司马

光，五六岁一小男孩就在那儿摆弄这个青

核桃玩。这时候姐姐回来了，问是谁剥的？

司马光小朋友就特别得意地仰起脸来说，

是我剥的呀。然后他爸爸就把脸给沉下来

了，说我一直都在旁边看着你呢，就是刚才

这个过程我从头到尾都看到了，小孩子怎

么能够说谎呢？因为父亲当时喊了一声，

小孩子不能说谎，所以这件事情就深深地

烙印在司马光的思想里边。

多年以后，司马光在一封信里边写

到了这件事，他自己说，从那以后，我就

再也不敢撒谎吹牛了。不说谎，做一个

诚实的人，这就是司马光从父亲那儿得

到的教诲。诚实的“诚”这个字，在成年

之后司马光对它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

曾经说过，诚一定是要发自内心的，因为

你有一颗挚诚之心，那么你表达出来的

东西别人是能够感受到的。本着挚诚之

心，以最诚实的态度对待别人，对待自

己，不隐瞒自己的感受，勇敢地表达自己

的观点，坚持理想、坚持原则，这个是司

马光一辈子做人的原则。

而且后来司马光有个学生要离开老师

的时候，就来问司马光说，老师，能不能给

我一个能够作为座右铭的东西？司马光想

了想就说，如果你一定要一个座右铭的话，

那么就是诚实的“诚”字吧。学生就问他怎

样才能做到诚，司马光就说，从不说谎开

始。司马光践行诚实践行了一辈子，他确

实是做到了，同时他把这个美好的种子又

传递给了自己的学生后辈。而这颗挚诚的

种子是在司马光童年时期，当他在摆弄青

核桃的时候，当父亲大喝那一声的时候就

种下了。

良好的家风培育人，它培育美好的种

子，人从家里边把这颗种子又带到了更广

阔的领域，影响到更多的人，从而营造出来

一个更和谐、更美好的社会风气。这就是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主持人康辉：

好，谢谢赵冬梅教授的讲解。良好的

家风培育的是美好的种子，这句话说得特

别好。我觉得我们大家在一起来分享各自

的家风是什么也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

首先请教赵冬梅老师，跟大家讲讲您

家里的家风好吗？

经典释义人赵冬梅：

要做老实人，而且还有不攀附权贵，要

做一个有骨气的人，这是我父亲教给我的。

同时我母亲又教给我，对人要特别热情，要

能从别人的立场上去想问题，所以我想这

是我从我父亲、母亲那儿得到的东西。

主持人康辉：

王杰教授的家风呢？可以跟我们讲

讲吗？

思想解读人王杰：

要说起自己的成长经历，回想自己小

的时候父母对自己的教诲，在我心中到现

在几十年了，念念不忘的，要诚实做人。另

外一个现在想起来，还有一个就是与人为

善，不要去和别人争。

主持人康辉：

谢谢。在座的同学们能不能也给我们

讲讲你们的家风是什么。哪位同学愿意

说？那一位戴眼镜的女同学。

观众：

我的家风就是比较受孔孟文化的影

响，所以我父母在我小的时候就教育我，待

人要谦和有礼，懂礼仪、守规矩。

第二个就是做人要实实在在。踏踏实

实做事，脚踏实地做好自己每一件事。

第三个就是我们家一直（秉承）着不论

什么时候，在任何时刻都要坚守着善良。

与人为善，也是与己为善。

谢谢老师。

主持人康辉：

我们看到每一个人在谈起自己家风的

时候其实都充满了一种自豪，因为家风正

是这一个家庭的核心价值观。我们每一个

人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家风其实在决定着我们每一个人的人

生走向，而千千万万家庭的家风也在决定

着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社会的走向。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请本场的思想解读

人王杰教授给大家做讲解。

思想解读人王杰：

有家庭就一定有家风。家和万事兴，

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

那么在重视家庭建设问题上，习近平总书

记说过两个方面：第一，家庭的前途命运同

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也就是

说，我们做任何事情不能够仅仅是盯着自

己这个小家，还要关注国家这个大家。古

往今来，有许多的榜样和楷模，值得我们后

人去学习、去景仰。打开我们的历史，有无

数古圣先贤，他们秉持“家齐而后国治，正

己始可修身”的信念，心怀“苟利国家生死

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情怀，自觉地把个

人、家庭的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

地联系在一起，为我们谱写出了一曲曲感

天动地、感人肺腑的不朽诗篇。

在革命战争年代，在硝烟弥漫，满目疮

痍的中华大地上，也曾经涌现出了无数“母

亲教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这些感人

的可歌可泣的故事。最后的一块布做了军

装，最后一口饭做了军粮，最后一块门板做

了担架，最后一个儿子送上了战场。那是

保家卫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

的精美呈现。

第二，把实现家庭梦融入民族梦之中。

中国梦不是遥不可及的，不是与我们

没有关系的，不是高高在上的，不是镜中花、

水中月，中国梦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每

一个人的心中。

只有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

们每一个人的家庭梦才能实现，才能梦想

成真。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

能好。所以，对千百万个家庭来说，我们要

自觉地把爱家与爱国紧密联系起来，把实

现家庭梦融入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之中。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我

们 4亿多家庭，13亿多中国人的智慧和热

情凝聚起来，化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

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接下来我们来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

庭建设的一段论述。

第二段落

微视频二：

古人说的“爱子，教之以义方”，“爱之不

以道，适所以害之也”。青少年是家庭的未

来和希望，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古人都

知道，养不教，父之过。家庭应该承担起教

育后代的责任。家长特别是父母对子女的

影响很大，往往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

主持人康辉：

我们刚刚听到的总书记的这段话是

2016年 12月 12号，他在接见第一届全国

文明家庭代表的时候讲的。在这段讲话

里，总书记有两处用典，就是“爱子，教之以

义方”“爱之不以道，适所以害之也”。那这

两句话出自哪里？又是什么样的含义呢？

经典释义人赵冬梅：

“爱子，教之以义方。”这个是出自《左

传》的，“方”就是道，“义方”就是道义，意思

是说如果一个人真的爱自己的孩子的话，

那就应当用道义来引导他。

“爱之不以道，适所以害之也。”就是如

果你不用道义来引导孩子，不用道义来爱

孩子，那就不是爱孩子，反而是害了他。这

句话出自《资治通鉴》。

我们知道，从《左传》到《资治通鉴》，中

间隔了（约）1500年，可是这两句话一正一

反说的是同一件事，那就是我们应当怎样

爱孩子，什么样的爱才是真正对孩子有好

处的父母之爱。在这两句话的背后，隐藏

着两出人伦惨剧。

在《左传》当中，说出“爱子，教之以义

方”的是前卫庄公时期卫国的大臣石碏。

那石碏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因为他看

到，卫庄公正在以一种不符合道义的方式

爱他的小儿子州吁。州吁好甲兵，就喜欢

武器，喜欢舞枪弄棒，然后州吁的身边就聚

集了一大拨亡命之徒。明眼人都看得出

来，如果让州吁再这样下去的话，恃宠而骄，

那必然会威胁到太子的地位，从而会造成

卫国政局的动荡。于是勇敢的老臣石碏就

站出来对庄公说：“爱子，教之以义方。”如果

你真的爱你的儿子的话，那你应该用道义

来引导他。石碏甚至把话都说到这个份儿

上了，就说如果你真的想废长立幼，想立州

吁为太子的话，那你现在就赶紧把这件事

定下来，不能老让这个事情不明不白地这

样下去。如果是这样下去的话，那你就是

在害州吁，你是在自取祸患。但是卫庄公

又是一个非常胆怯的人，废长立幼这样公

然违背礼法的事情他不敢做，于是他就继

续糊涂地爱着州吁。

我们看到卫庄公的爱是一个非常怯懦

的爱，仍然纵容州吁发展自己的势力。结

果怎么样呢？庄公死了之后，太子即位，很

快就被州吁干掉了。那么州吁呢？他能踏

踏实实地做卫王吗？州吁就被卫国人给杀

掉了。两个儿子没有一个能得到好死的，

归根结底就是因为他们的父亲卫庄公用违

背道义的错爱杀死了他们。

但是，非常耐人寻味的是，就是像卫庄

公这样的糊涂的父亲，又好像真是史不绝

书，所以就有了后面这句“爱之不以道，适所

以害之也。”那么这位糊涂的父亲是谁呢？

这位糊涂的父亲是十六国时期后赵的统治

者石虎。石虎有太子，名石宣，但是石虎更

爱他的小儿子石韬。于是这位爱子心切的

父亲就给了太子石宣和小儿子石韬以同等

的机会，让这两个儿子轮流处理国家大事。

他自己做一个甩手掌柜，乐得清闲。这问

题就来了，石虎的这个决定就让当时的大

臣申钟感到惴惴不安，忧心忡忡。于是他

就对石虎说：“爱之不以道，适所以害之也。”

如果你不用道义爱你的儿子，那你就是害

了他们。结果最终是石宣杀了石韬，然后

石虎又杀了石宣，兄杀弟，父杀子，人伦惨

剧，莫过于此。

为什么“爱之不以道，适所以害之也”

的悲剧会不断地发生？因为溺爱是一件特

别简单的事情，而“教之以义方”却是非常困

难的。首先你得分清楚，什么是对的，什么

是“义方”，然后你还得动脑子分析，花力气

学习，你得弄清楚什么是对孩子有好处的，

我们必须要学习，我们必须要动脑子，必须

明白“爱之不以道，适所以害之也”，我们要

努力学习“教之以义方”，给孩子正确的爱。

主持人康辉：

好，谢谢赵冬梅教授的讲解。

当我们听了总书记的讲话也了解了总

书记的讲话当中引用的这两句话的含义，

我们知道爱其实需要学习。特别是父母对

子女的爱，怎么样能够做好孩子人生当中

的第一任老师是有大学问的。

关于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我们继续

请今天的思想解读人王杰教授来给大家

讲解。

思想解读人王杰：

下面我谈第二个问题，重视家庭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家庭教育的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家庭是人生的第一

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

样的家庭教育就会成就什么样的儿女。所

以家庭教育对父母来说，要把好的品德、习

惯传递给孩子，给孩子以正确的引导，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咱们每

一个孩子从牙牙学语、蹒跚学步开始，就不

断地接受来自家庭的教育和熏陶，就不断

地潜移默化、耳濡目染地受着父母的影响。

《三字经》上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

不知义。”那么在一个家庭中，父母应该成为

孩子的榜样和楷模、表率，要言传身教、身体

力行，教育好孩子，为自己的孩子扣好人生

的第一颗纽扣，迈好人生的第一步台阶，走

好人生的第一步。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家长应该担负起教育后代的责

任。做父母的应该教育孩子，“养不教，父

之过”在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在咱们中

国的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的严格家教的案

例。我们今天熟知的孟母三迁、陶母退鱼、

岳母刺字、画荻教子，这些都是古人严格家

教的案例、典型。古人说的严父出孝子，说

的就是这个意思。

第三，家庭教育涉及很多方面，但最重

要的是品德教育。

因此，我们做父母的都应该把好的道德

品质传递给孩子，把满满的正能量传递给孩

子。好家风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春风化

雨，润物无声，影响着子孙后代。那么关于

家风，习近平总书记是怎么论述的呢？

第三段落

微视频三：

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

不只是人们身体的住所，也是人们心灵的归

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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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谓“积善之

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诸葛

亮诫子格言、《颜氏家训》、《朱子家训》等，都

是在倡导一种家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

等老一辈革命家都高度重视家风。

主持人康辉：

刚刚总书记这一段关于家风的讲话，

也是在2016年的12月12号接见第一届全

国文明家庭代表的时候他说到的。在这个

讲话里，他也引用了一句古人的话，就是“积

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

殃”。那这句话又讲出了我们培养良好家

风当中的什么道理呢？

经典释义人赵冬梅：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

有余殃。”这句话是出自《周易·文言》。这句

话的意思其实是非常容易懂的。直译过来

就是说，那些常常做好事的人家一定会福

泽深厚，那些常常做坏事的人家一定会遭

到祸殃。积善、积不善，重点都在于一个

“积”字，积就是积累的“积”。用我们今天的

话来讲，其实就是量变会促成质变。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那这“余庆”究

竟是什么呢？这是我们要思考的。这个余

庆就是，往上说、往大里说，家庭要为国家

培育栋梁。那么往一般的普通人家说，那

就是这个“余庆”首先是家庭里涵养出来的

和睦之气。而这个和睦之气能够让孩子健

康成长，让老人安心地颐养天年。这是“积

善之家，必有余庆”。

那么“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个“余

殃”又指的是什么呢？往大处说，历史上的

悲剧不少。杀父弑君，家庭不睦的；父子成

仇，兄弟阋墙，妻离子散的。那么再往小处

说，那种小的矛盾积累在一个家庭里，它会

让生活在这个家里的每一个人都不愉快。

让生活在这个家庭的每一个人很可能就会

愁眉苦脸地度过这一生。而我们知道，其实

生命来得多么宝贵，家庭教育是潜移默化

的，但它也是最基础和最坚固的，它奠定了

我们每一个人人生的底色。正直、善良、有

崇高追求的父母会培养出来积极上进的好

孩子；而那些好吃懒做，惯于偷奸取巧的父

母就没有理由责怪孩子没有上进心。家风

之可贵是我们怎样强调都不过分的。

主持人康辉：

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是核心

价值观。还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说良好

的家风，这是一个家庭真正的不动产。那

如果我们千千万万个家庭都有这样好的真

正的不动产，那共同支撑起来的是这个国

家、这个民族的精神大厦。这也正是为什

么习近平总书记如此重视家庭建设，重视

家风的培养。

思想解读人王杰：

家风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家风是

我们做儿女的、为人处世的准则和行为习

惯，家风也是一个人精神成长的重要源头。

下面我谈第三个问题，重视家风。

那么关于家风，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家

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从历史上

看，那些传承久远的世家大族，他们往往是

因为他们的家风、家训，清白做人、诗书传

家、纯真质朴、拼搏进取等等方面，具有了

超越地域和时空的永恒的价值。那么这些

家风、家训，让他们的儿孙像接力棒一样，

一代一代地传了下去。

那么说到家风，习近平总书记还特别

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家风。他鼓励我们，

要向杨善洲、焦裕禄、谷文昌等同志学习，树

立良好的家风，做家风的楷模。

主持人康辉：

王杰教授刚刚谈到了习近平总书记号

召共产党员都来学习焦裕禄、谷文昌、杨善

洲，来树立良好的红色家风。那说到杨善

洲同志呢，他的事迹大家非常地熟悉，他崇

高的精神品格不仅体现在他的勤政为民，

更体现在他的家风当中。今天我们节目现

场就特别请到了杨善洲同志的二女儿杨惠

兰、三女儿杨慧琴，掌声欢迎她们两位。

两位大姐好。

你好。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身边这一位是杨

善洲同志的二女儿杨惠兰，这位是三女儿

杨慧琴。

那我们先请惠兰大姐给大家讲一讲杨

家的家风到底是什么样的。

嘉宾杨惠兰：

对于我父亲给我们留下来的好的家

风，我认为主要从这几个方面来考虑。父

亲怎样对待事业和家庭？他怎样看待权力

和亲情？我是这样总结的。对待权力，父

亲他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对待事业，他艰苦

奋斗、吃苦耐劳；对待家庭方面，廉洁持家、

甘于清贫。

主持人康辉：

其实刚刚惠兰大姐给我们讲了杨家的

家风，好的家风就是要把小家、大家、国家的

关系摆得特别地正。杨善洲书记一直把大

家，就是这个集体就当作自家，但是他不像

有些人那样，是把大家的利益往自家拿，反

而是把自家的倾囊投入到大家当中，就这

样的故事有很多很多。今天慧琴大姐也有

一个故事想讲给大家。

嘉宾杨慧琴：

我记得有一年正值雨季，我们家的老

屋漏得不行，妈妈着急了，然后让人捎信给

爸爸，让他凑点钱回家修整老屋。过了几

天，爸爸寄回了一封信和三十块钱，他在信

上说，“我实在没钱，现在比我们困难的老百

姓还很多，你们就买几个盆盆罐罐先接下。

实在不行就挪一下床铺，暂时躲避一下”。

当时我很不理解爸爸的做法，现在理解了，

爸爸的心里装的全是人民群众，他是舍小

家为大家。

主持人康辉：

其实说起来可能别人都不相信，一个

地委书记家里要修漏雨的老屋只拿出三十

块钱。但是如果我们知道杨善洲书记他讲

过的一句话之后我们就会特别地理解，他

说，“国家给我发工资了，我怎么能够只想

到我的一家人”。

所以，杨善洲真的没有给他的子女、给

他的后人留下什么（物质）财富，但是他留下

的良好的家风，这是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

竭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们今天特别感谢两位大姐给我们讲

了杨善洲书记的故事，良好的家风真的是

你们永远的财富。谢谢，谢谢两位！

我们相信杨善洲家的家风是可以穿越

时空、历久弥新的，它不仅会泽被杨家的后

人，也更是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一块

精神丰碑。

思想解读人王杰：

刚才我们听到了杨善洲女儿谈杨善洲

的家风。其实习近平总书记的家风也是非

常地严格，据齐心同志在回忆录中写到，当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同志

工作非常地繁忙，但是尽管工作非常繁忙，

他还愿意花出更多的业余时间去照顾孩

子。他把这看作是天伦之乐、人伦之乐。

每次晚饭的时候就是习仲勋同志教育孩子

的最好时间。习仲勋同志还会单独找出时

间与孩子们一对一地交谈，他把这看成是

一种人伦之乐。

这里还有一封家信，是习近平同志

2001年写给父亲的拜寿信。信是这么写

的：“父亲的节俭几近苛刻，家教的严格也

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从小就是在父亲的这

种教育下养成勤俭持家习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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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习

近平同志从一名基层干部成长为党和国家

的领导人，他从小就受到父母一言一行、言

传身教的影响和熏陶。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忠厚传家家长久，

诗书继世世代香”。家风是我们从哪里来

的根，家风是我们到哪里去的魂，家风是一

种情怀，家风是一种积淀，家风是一种信仰，

家风是中华文明的璀璨明珠。

主持人康辉：

谢谢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思想解读

人、经典释义人给我们带来深入浅出又生

动的讲解。我们中国人经常说，家国情怀，

为什么？因为在中华民族的逻辑当中，家、

国是须臾不可分离的。所以“天下之本在

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习近平总书

记之所以那么重视家庭建设，重视家风的

培养，就是因为家庭建设好了，我们可以建

设良好的社会风气，建设起廉洁的党风和

清朗的政风。

进入新时代，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梦

想，每一个家庭也都有自己的梦想，我们还

有共同的中国梦。那就让我们一起同心共

筑起爱国爱家、崇德向善的精神力量，为实

现我们共同的中国梦去努力奋斗吧。

好，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一起

重温那些经典的古诗文，再次去感受属于

中国人的家国情怀。

经典诵读环节

经典诵读人朱卫东：

《三字经》节选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为

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

《安乐铭》节选·苏洵

人禀天地正气，原为万物之灵。

家齐而后国治，正己始可修身。

圣贤千言万语，无非纲纪人伦。

竭力孝养父母，劬劳恩似海深。

《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林则徐

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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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本在家

（上接 1 版）

扩大进口是面向未来的开拓之举

作为国家政策，大力扩大出口，争取贸易顺差，这在国际上

非常常见，努力扩大进口则鲜有所闻。

梳理中国开放的脉络，不难看出，逐步扩大进口始终清晰地

刻印在中国发展进程中。1957 年春，被誉为“中国第一展”的广

交会首次举办；2007 年 4 月，从第 101 届起，广交会由中国出口

商品交易会更名为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由单一出口平台变

为进出口双向交易平台。如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成为全球

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博览会，被外界称为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

一大创举。

从强调出口到扩大进口，这是中国面向未来的开拓之举。

大幅降低进口关税，减少进口成本，促进贸易发展，可以让世界

各国更多分享中国经济增长、消费繁荣带来的红利。

习近平主席在今年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了中国扩大开放的四

项重大举措：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

强知识产权保护、主动扩大进口，并强调将尽快使之落地，努力让开

放成果及早惠及中国企业和人民，及早惠及世界各国企业和人民。

中国向世界宣布的一系列举措正在落地。5 月 1 日起，取消

包括抗癌药在内的 28 项药品进口关税；5 月 30 日，国务院常务会

议明确了进一步积极有效利用外资的措施，包括放宽市场准入，

对标国际提升投资便利化水平，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等；6 月 28 日，

新版外商投资负面清单落地，比 2017 年版的 63 条减少了 15 条，

22 个领域大幅放宽外商投资市场准入；7 月 1 日起，相当幅度降低

汽车进口关税，包括汽车整车及零部件进口关税，较大范围降低

日用消费品进口关税；9 月 30 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公

告，自 2018 年 11 月 1 日起，降低 1585 个税目的进口关税。至此，

我国关税总水平将由 2017 年的 9.8%降至 7.5%。

中国积极主张和大力实施削减非关税壁垒、减少不必要的

贸易限制、促进贸易透明畅通，让中国的发展与世界各国企业和

人民的关系日益密切、加深共享。

如果说不断关税下调、放宽准入等是中国为扩大开放一一

落地的硬政策，那么举办国际进口博览会则奉献了中国对世界

分享发展成果的满腔诚意。中国已经发出了诚挚邀请，世界各

国企业和人民将会收获共享的惠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