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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传承三苏家风弘扬三苏廉洁文化

的成效及建议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中 共 眉 山 市 纪 委
眉山市党史和地方志编纂中心

编者按：2022年 6月 8日，习近平总书记到眉山视察时作出

重要指示：“家风家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是留给子孙后

代最好的遗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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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

示精神和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充分发挥地方志“存史、育人、

资政”功能，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会同眉山市纪委、眉山市

党史和地方志编纂中心在认真凝炼三苏家风和三苏廉洁文化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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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认真总结运用三苏家风和三苏廉洁文化教育广大党员、干部

的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传承三苏家风、弘扬三苏廉洁文化的建议。

一、三苏家风和三苏廉洁文化的内涵

三苏（苏洵、苏轼、苏辙）父子的崇高理想、价值追求、处

世原则、生活态度、精神品质等，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尤以

其廉洁文化警醒后人、影响后世。可以说，三苏家风是根，三苏

廉洁文化是宝。

（一）三苏家风的内涵

三苏家风是苏氏家族前后几代在家庭内部形成的家庭风气，

主要涵盖读书用世、忠孝仁爱、清正廉洁三方面。

一是读书用世的家教：苏氏家族累世读书尚学，子孙后代多

有入仕者。苏轼的祖父苏序曾说“吾欲子孙读书，不愿富”，苏

洵也曾表示“窃有志于今世”，表明苏家希望子孙后代读书入仕、

经世致用，而非追求一时名利财富的家教。

二是忠孝仁爱的家训：苏氏家族重视孝悌之道，留有家训：

“凡吾子孙，必讲文明；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正妇顺，内外

有别；老小有序，礼义廉耻；为人豪杰，处事必恭……”自苏轼

高祖苏杲以下五代，苏家素以恭谨宽仁、忠敬笃孝的仁爱家风闻

名遐迩。

三是清正廉洁的家传：苏氏家族有廉洁的传统，他们乐善好

施、淡泊名利，重义行侠、非义不取。三苏父子从政后，也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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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廉政观念：“事有六者，本归一焉。各以廉而为首，盖尚德

以求全”，将廉洁作为为官者的最高准则和最基本要求。

（二）三苏廉洁文化的内涵

对标新时代廉政文化要求，可从三苏家风中总结提炼出三苏

以“亲”待人、以“清”待财、以“勤”待事的廉洁文化内涵。

一是以“亲”待人的处世观，即亲善爱民的宗旨意识。为官

后，三苏父子皆“以民为本”，主张德治仁政的施政理念，一心一

意为百姓谋福祉。苏轼曾写道：“爱民之深，忧民之切”，强调

体恤民情、关心民生，虽历经坎坷仍守其初心，始终不变。

二是以“清”待财的价值观，即为官清廉的价值取向。苏轼

曾言“功废于贪、行成于廉”“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

教育后代功业毁废于贪婪，德行养成于廉洁，要看轻钱财、不贪

不占，反对奢侈，提倡俭朴。

三是以“勤”待事的政绩观，即勤政务实的工作作风。苏轼

为官期间，致力于为百姓做好事、干实事，并将此视作一生的功

绩。“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是他对自己的评价，也为

后世树立了勤政务实的为官楷模。

二、传承三苏家风弘扬三苏廉洁文化的现实意义

三苏家风和三苏廉洁文化，不仅留给全党、全社会历史之鉴，

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值得当今社会传承弘扬。

一是有助于形成廉洁党风政风。聚焦近年来个别党员、干部

的贪污腐败案例，究其根源，除去漠视党纪国法外，关键是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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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出现了偏差。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

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

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弘扬三苏廉洁文化，对

有效提升党员、干部“不想腐”的自觉，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

生态，具有重要意义。

二是有助于形成良好民风世风。家风民风相融促成社会风气，

家风正则民风淳，民风淳则世风清。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总结

前辈人生感悟与生存智慧的家风，是最有效的民间自我教化工具。

三苏家风中读书用世、忠孝仁爱、清正廉洁的内容，有助于引导

家庭成员确立奋发实干的人生坐标，有助于营造和谐、友善的家

庭氛围，有助于推动形成清澄平正的社会风气。

三是有助于坚定中华文化自信。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生

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三苏家风和三苏廉洁文化正

是其中重要代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一

个三苏祠可以看出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我们说要坚定文化

自信，中国有‘三苏’，这就是一个重要例证。”传承三苏家风、

弘扬三苏廉洁文化，正是坚守中华文化自信、追求中华民族美好

未来的底气所在。

三、眉山市传承三苏家训家风弘扬廉洁文化的成效

近年来，眉山市紧密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党风廉政

建设，加大对三苏家风的挖掘、整理、研究，坚持以史为鉴、以

史育人，取得明显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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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梳理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引用过的三苏名典

人民日报曾以“常提儒家名言，苏东坡名句最多”评价习近平

总书记引用名典名句情况。眉山市纪委、眉山市党史和地方志编

纂中心收集习近平总书记引用三苏名句 37处，形成《习近平总书

记引用东坡名典导读》，供干部学习；开发东坡名典学习课件，

在中央、省级媒体宣传学习；开发学习问答题目在学习强国 APP

发布；拍摄短视频进行社会宣传教育。

（二）打造三苏祠省级廉洁文化基地

按“融入，不破坏；挖掘，不贴标；浸润，不生硬；尊重，不

虚构；传承，不孤立”原则，眉山市将三苏祠打造与三苏廉洁文化

紧密结合起来：一是精美展陈三苏廉洁文化。在三苏纪念馆展示

苏洵、苏轼、苏辙生平事迹，并特别设置多处廉洁文化宣传点位。

二是精细设计廉政参观流程。总体参观路线规划为：三苏纪念馆

—廉政教育多媒体厅—三苏祠堂，并针对不同参观者分别打造三

苏廉洁文化解说词。三是精心讲好三苏廉政故事。梳理三苏廉政

故事 20余个，通过电子显示屏、廉政故事成语墙、生平事迹展厅

等，让三苏廉政故事巧妙呈现。2018年，全省党风廉政宣传工作

暨廉洁文化建设现场会在眉山举办，三苏祠被省纪委、省委宣传

部命名为“省级廉洁文化基地”。

（三）开展三苏家风三苏廉洁文化教育活动

眉山市坚持将三苏家风教育与党员、干部廉洁教育有机结合，

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实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铸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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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讲好三苏家风故事。眉山市党史和地方志编纂中心于 2017年 1

月在《中华论坛》发表《眉山三苏家风研究》，该文获四川省第

十八次地方志优秀成果论文类一等奖。眉山市纪委制作《苏门三

父子·情操昭千秋》家风专题片，在全国展播；编写《三苏家风

研究》《苏轼人生风范》《清廉东坡》等廉政文化读本，发放给

党员、干部学习。二是开展三苏家风主题活动。眉山市通过“三苏

廉洁文化润万家”、三苏好家风“五个一”和“六进”活动，以家风建

设助力作风涵养，形成醇正家风与优良作风的良性互动。三是推

动三苏廉洁文化研究。眉山市邀请苏学专家开展研究，于 2019年

举办“三苏清风”廉洁文化研讨会，于 2021年承办第二届天府廉政

论坛，形成一批研究成果。其中眉山市论文《从东坡廉政文化中

汲取全面从严治党的智慧》获第二届天府廉政论坛一等奖。

四、关于更好传承三苏家风弘扬三苏廉洁文化的建议

三苏家风、三苏廉洁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继续深入开展三苏家风、三苏廉洁文化挖掘、梳理、传承、

资鉴工作大有可为，这既需地方志和纪检监察部门的努力，也需

众多职能部门和社会力量的参与。

一是建议纪委、地方志部门和研究机构继续深入挖掘、研究、

阐释。三苏家风和三苏廉洁文化内涵丰富，应进一步深入挖掘，

并形成高质量研究成果，为传承三苏家风、弘扬三苏廉洁文化提

供坚实支撑。眉山市纪委和眉山市地方志部门拟在前期工作基础

上，修订、完善《习近平总书记引用三苏名典导读》，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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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可编纂出版三苏家风和三苏廉洁文化系列书籍。

二是建议党校（行政学院）、社会主义学院将“三苏”廉政

文化纳入干部培训教程，作为干部教育必修课。组织编纂三苏家

风、三苏廉洁文化干部教育读本或培训教材等，注重在日常教育

中对党员、干部进行浸润，教育党员、干部学习三苏家风和三苏

廉洁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守护民族精神家园。

三是建议宣传部门采用多种形式持续加大宣传力度。特别需

要运用多种传播范围广、社会影响力强的新媒体形式，如抖音、

微博、微信等，用文字、声音、图像、视频等面向全社会尤其是

党员、干部和青少年阐释有关三苏家风、三苏廉洁文化内涵。积

极引导全社会形成意识自觉和实践风尚，不断扩大三苏家风和三苏

廉洁文化影响力，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造良好氛围。

四是建议教育部门对学生进行三苏家风教育。教育部门可将

“到三苏祠听三苏故事、品三苏文化、扬三苏家风”纳入研学内

容，指导学校开展三苏家风和廉洁文化教育，同时引导学生和家

长共同学习传承三苏家风，以传承三苏家风为切入点推进当代家

风建设。

五是建议相关部门在建设、建成、用好三苏教育基地上挖潜

力。相关部门可利用自身优势，依托现已建成的三苏祠等教育基

地，打造青神县苏母祠等遗址遗迹，还可考虑新建教育、纪念设

施，将无形的三苏家风和三苏廉洁文化资源转化为有形的物质资

源，发挥出教育基地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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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广播电视台。

眉山市委、眉山市人民政府。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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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综合处 2022年 8月 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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