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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元旦，我国第一部家庭教育促进法
即将实施，朋友圈里“依法带娃”的话题不
断，热议纷纷。近年来，“坑爹”“啃老”“佛系
青年”“废青”等网络热词，无不形象地折射
出恨铁不成钢的遗憾和焦虑。显然，一部法
律无法解决所有的家庭教育问题，但立法意
图是明确的，社会期盼是强烈的，家庭教育
促进法被寄予厚望也是自然的。家庭教育
要因地制宜，实现路径应该各有侧重，运用
好地方传统资源也是一个重要方面。

我国历来有重视家庭教育的传统，“孟
母三迁”“王祥卧冰求鲤”“孟宗哭笋”、颜氏
家训、曾国藩家书等，代表了古代家庭教育
的显著成绩和优秀遗产。对于曾国藩、左宗
棠之争，无论从才学、人品还是功业、气度来
看，也许难有明显的优劣，旁人及后人也无
法作出服众的公论，但将目光放长远，看子
孙后代看家庭教育的成效，高下立即分明。
左宗棠功成名就之后，左家子弟鲜见出类拔
萃者。而曾国藩之后，曾国荃、曾纪泽、曾纪
鸿、曾广钧、曾广锜、曾约农、曾宝荪、曾昭
抡，闪耀在政治、军事、外交、教育各领域，灿
若群星，绵延数代，打破了“君子之泽，五世
而斩”的惯例。可见，旧时人才的成长，家庭
教育的作用是决定性的。随着打倒“孔家
店”运动，传统意义的家庭逐渐瓦解，新思潮
武装起来的青年纷纷背弃家庭，抛弃旧礼
教，甚至走上革命的道路。民主、科学、自
由、平等的理念进入寻常家，气象一新，但家
庭教育的困境并未解除，失职父母、不肖子
孙、伦常失序、亲情崩裂，依旧怵目惊心。如
今，将家庭教育提到空前的高度，是互联网
时代整合教育资源的需要，更是对传统家庭
教育的继承和发扬。

家庭教育的焦虑困惑由来已久，成功、
智慧、经验无法复制，遗传和变异退化交织，
从古至今让万千父母无法释怀。曹操说：

“生子当如孙仲谋！若刘景升儿子，犬豚
耳。”孙权之类的杰出人物难得，绝大多数人
都是类似刘景升之子的平凡人，为人父母者
期待过高，自然难免焦虑困惑。曾国藩偶然
发现次子曾纪鸿功课粗劣，房间里还有骨
牌，在日记里念念不忘、忧心忡忡。可贵的
是，曾国藩不是简单的苛责或者放任自流，
而是长期坚持书信诱导，精选学问人品俱佳
的家庭教师，又带到军营亲自督课，并鼓励
适当游历以开拓眼界，曾纪鸿终成著名数学
家。而左宗棠给儿子的书信，严词苛责，满
纸父权锋芒。苏轼说：“惟愿孩儿愚且鲁”，
除了不满世道的激愤之外，亦有豁达、顺其
自然的宽松，明显是大智者的风范。曹操、
曾国藩、苏轼等重视家庭教育且讲究教育策
略，因而卓有成效。如今，不少父母为孩子
的作业、分数闹得鸡飞狗跳，表面上是望子
成龙心切，实质上是互相攀比、拔苗助长、好
高骛远、脱离实际、急于求成，如果能吸取古
人的经验，或许可以减少父子因学业成仇、
焦虑成疾等负面例子。传统家庭教育资源
依然具有借鉴价值，曾国藩家书等经典著作
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湖湘文化之中家庭教育资源丰富，除了
曾国藩家族外，湘潭黎氏、邵阳车氏、武冈邓
氏、攸县谭氏、浏阳欧阳氏、衡阳陈氏、新化
邹氏、湘阴李氏、道州何氏等，人才培养成效
卓著，在近现代甚至当代影响巨大，为名满
天下的文化世家。推动本土传统资源融入
当下语境，以审美形象回归大众视野，是促
进家庭教育的一个新增长点。“清风不识字，
何必乱翻书”，诗句和文字狱一并载入史册，
许多人却不知道作者来自邵阳车氏家族，诗
人为言论自由付出了生命，不畏强权的民族
气节值得景仰。蔡锷将军出生贫寒而建立
不朽功业，其母王氏从小教导有方、功不可
没。忠孝文化、家国情怀、师道孝道、人才观

念、家风家训、陶冶之道等，蕴藏在文化世家
诗文、日记、书信、族谱之中，如能认真发掘，
必然可以启迪当下的家庭教育。另外，传闻
逸事、书画作品、戏曲、影视等，也是家庭教
育的重要材料。这些本土的人和事，挨得近
甚至看得见，让人亲和，不仅是个人开展家
庭教育的优秀资源，还是政府开展家庭教育
文化工程的重要主题。

人口政策调整优化，将为传统家庭教育
提供更加适宜的场景。独生子女时代，两代
甚至三代人的希望聚焦在一点，关爱每每异
化为溺爱，自私、专横、冷漠往往随之而生。
数年以来，单独二孩、全面二孩等政策陆续
实施，生育政策的调整对家庭教育带来了机
遇和挑战。如何应对这一转变？这自然是
家庭教育的一个重大课题，社会、政府和家
庭都要重视。从独子趋向多子，兄弟姐妹关
系重现，良性的竞争协作随之而生，家庭恢
复层次性丰富性，让传统家庭教育更有用武
之地。当然，传统家庭教育提出的问题未完
全解决，今天依然有解答必要。1919年，鲁
迅先生提出了“我们怎样做父母”的命题，一
百余年来，作答者不计其数，但答案依然不
完整不确定。是宽松以顺应天性，还是严格
以适应竞争？面对校园欺凌勇敢还手，还是
按规矩报告老师？逢进必考，以分数说话，
该不该补课、培训？守本分、讲诚信、宽厚待
人，还是担心太老实、缺少灵活而被歧视、受
欺骗？是平静接受子女的平凡，还是要“火
逼花开”、残酷锤炼成才？在网络时代，正面
的负面的效应都被放大、被加速，家庭教育
的形势更加复杂，父母难免纠结困惑。还
有，家庭教育促进法规定了教育、司法、工青
妇等各个部门的责任，面对来自各个方面的

“促进”，如何吸纳落实？要思考、要平衡、要
选择，显然是不能轻易完成的任务。

（作者系邵阳人，现居长沙）

家 教 古 今 谈
王金华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
始饲养宠物。他们在情感上俨然已经把宠物
视为家庭成员，一同生活，给宠物穿衣戴帽、
又是亲又是抱，甚至抱到床上睡觉。他们经常
携带宠物出入公共场所，比如散步逛街游公
园、超市购物、乘坐电梯和公共交通工具等。

养宠物本是公民的个人自由，无可厚
非。但是，任何自由都是有限度的，一个人的
自由不能影响和破坏他人的自由，尤其不能
对他人构成侵犯、威胁。据笔者所知，全国大
部分城市都出台了相关管理规定，市民携带
宠物出入公共场所，必须拴绳（套），必须保
证他人人身安全，不得给周围人群特别是小
孩带来惊吓，甚至出现伤人事件。

笔者平时散步时，经常发现不少市民携
带宠物出入步行街、商业街、大型超市等公
共场所，根本没有给自己的爱犬拴绳（套），
或者虽然拴了绳（套），但没有牵在手上，放
任爱犬四处游走。一些小孩，包括一些成年
人，见了后非常害怕，避之唯恐不及。而这
时，狗的主人总是轻描淡写地说：不要怕，我

的狗不咬人，你放心走好了。确实，在大多数
情况下，狗确实可能被驯化了，温顺，听话，
不会随便咬人。但是，狗毕竟是狗，是动物，
谁能保证它绝对不咬人？

笔者认为，无论从保护他人人身安全的
角度，还是从城市文明建设的要求来看，宠
物饲养者都应自觉加强对宠物的管理约束，
严格按要求给自己的爱犬拴绳（套），把狗绳
牢牢牵在手里，不让爱犬脱离自己的掌控范
围之外。不要盲目自信爱犬不会咬人不会伤
人，人都有失去理智发脾气的时候，何况是
狗呢！要知道，狗伤人的事件时有发生！

当前，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正处于关
键阶段，作为市民，我们应该从大局出发，树
立公共安全意识，自觉参与文明创建，说文
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时时文明，处处

文明，事事文明，决不给邵阳抹黑。要积极落
实城市文明行为条例，强化公共安全意识，
管束好自己的宠物，不让它们咬人伤人。另
一方面，城管部门也要加强执法监管，对不
拴绳（套）放任爱犬到处流窜乱跑的市民，除
严厉批评教育外，还要依法给予相应处罚。
对于无人管束的流浪狗，就地捕杀。

《邵阳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2020年第
5号）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携犬出户时，应
当采取安全和卫生措施，由成年人使用犬链
（套）牵引，自觉清理犬只排泄的粪便，主动
避让老人、儿童、孕妇等行人，有效制止犬只
追、咬等攻击他人的行为，确保犬只不咬人、
不伤人”。我们要认真落实条例规定，做到文
明饲养宠物，在公共场所管束好宠物，别让
遛狗“遛”走了文明。（作者系邵阳学院教授）

莫“遛”走了文明
刘运喜

“基础不牢，地动山
摇。”基层工作是党最基础
的工作，也是党的工作最
坚实的力量支撑。党和国
家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
在于基层干部，基层干部
是党在基层工作的具体实
践者，必须要多动腿、多动
手、多动脑，练就过硬本
领，才能不断推动基层工
作高质量发展。

基层干部要多动腿，
用脚步丈量土地。干好基
层工作，第一位就是勤跑
腿、多走路。基层干部要
有“坐不住”的紧张感，扑
下身子、迈开步子、开动
脑筋，多到田间地头转
转，多到农户家中坐坐，
全方位了解掌握当地的
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发
展现状，及时发现新情况、
新问题，为工作的开展打
下良好基础。

基层干部要多动手，
用汗水浇灌收获。俗话说，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基
层工作没有所谓的捷径可
走，无论是基层党建、信访

维稳，还是安全生产、环境
保护，都是只有脚踏实地、
埋头苦干，才能取得突破。
基层干部要争当“实干
家”，要有“功成不必在我”
和“功成必定有我”的事业
心和责任感，一步一个脚
印，扎扎实实干出业绩，用

“实干指数”换取人民群众
“满意指数”。

基层干部要多动脑，
在思考中提升本领。古语
有云，“学而不思则罔，思
而不学则殆。”多动脑子、
善于思考是基层干部开展
好工作的前提。无论是发
现问题，还是制定政策，亦
或是学习经验，都需要勤
思考、善思考。在工作闲暇
之余，思考越多，总结更
多，工作本领自然水涨船
高。此外，面对复杂的基层
工作，也必须要求基层干
部多动脑、善思考，用智慧
去理清工作中的当务之
急，抓住工作中的主要矛
盾，将工作理顺，这样才能
出色地完成工作，做到事
半功倍。

基层干部要做到“三多”
王承均

老喜鹊还没老的时
候，一窝生了三个孩子。
慢慢地，他们之间的差距
拉大了：老大口齿伶俐会
唱歌，老二心灵手巧会做
窝，老三则嘴不乖手不
巧，歌唱不好，窝也做得
不漂亮。老喜鹊很嫌弃老
三，怕他出门丢自己的
脸，总把他扔在窝里。对
老大老二，她却打心眼里
喜欢，常常带他们走亲访
友，逢人就夸他们聪明可
爱。为了培养老大和老
二，老喜鹊省吃俭用，攒
下钱来，分别送他们进音
乐学院和建筑学院读书。

后来，老大成了远近
闻名的歌王，挣了大把大把
的出场费，老二成了富甲一
方的富商。老大和老二的成
就，让老喜鹊感到脸上很有

光彩。而从未进过学堂的
老三，除了会捉虫子、拾果
子外，没有一点可以骄人
的本领，让老喜鹊感到很
没面子。如此一来，老喜鹊
心中的天平就越来越倒向
老大和老二了。

老喜鹊一天天地老
了，最后，连生活也要人
照顾了。她天天盼着老大
和老二回来陪她聊聊天，
帮她擦擦身子洗洗脚。可
是，老大没完没了地登台
演出，老二成年累月在外
面搞工程，连过年都难看
到他俩的身影。望着时刻
守在身边的老三，老喜鹊
突然觉得，老大、老二虽
然给过她神气，但她更需
要的是老三给她的福气。

（作者系中国寓言文
学研究会会员）

神气和福气（寓言）
陈扬桂

现实中，不时听到对
违规人员的一句训诫“下
不为例！”看似严厉警告，
以绝后患，实则态度暧昧，
留有余地。

贺龙元帅曾说过：“下
不为例，必有下例。”在改
进作风问题上，应倡导“现
不为例”，杜绝“下不为例”。

因为，“现不为例”，意
指从现在做起，从这次做
起，表明的是一种坚决不
开“口子”、不搞变通的刚
性态度。而“下不为例”则
潜在着对大事化小、小事
化了、拿原则送人情的一
种默许。也正是因为“下不
为例”，导致各种规定形同

虚设，从而出现有令不行、
有禁不止的现象。

“现不为例”就是现在
纠正，没有下次。而“下不
为例”则预留了变通余地，
很容易发生网开一面的现
象。经验告诉我们，再严格
的规定，一旦出现了“下不
为例”，就会有人绞尽脑
汁，使之变成庇护违规的

“护身符”。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

上。“现不为例”既不破“先
例”，又不留“后例”，不失
为防微的“利器”、杜渐的

“阀门”。要打赢作风建设
持久战，就要敢于唱“黑
脸”，敢说“现不为例”。

“现不为例”好
刘克勤

走亲戚 戴利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