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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国行

寻味历史人文记忆

夕阳西下，金色的余晖洒满江面，波光潋滟，把

望江楼映衬得格外绚丽。 望江楼前的条桌边坐满了

休闲的游客，他们或品尝咖啡，或快乐交谈。 江苏省

南通市海门区青龙港

1806

生态公园如今已是无数

游客慕名前往的网红打卡地。

“喜欢听爷爷讲青龙港的故事，讲张謇‘父教育

母实业’的故事。 ”在外地读书的大学生范书宇说。他

经常在同学面前自豪地介绍，清末状元、被誉为爱国

企业家典范、民族企业家楷模的张謇，就出生在自己

的家乡海门。

“这里有张謇的故居，有张謇创办的酒厂、纺织

厂、学校，留下了很多珍贵的文化遗产，我们有责任

把它们保护好传承好。 ”海门区文广旅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

2021

年，海门有机整合张謇遗迹资源，启动了

张謇历史人文记忆轴建设。

青龙港

1806

生态公园正是记忆轴的起点和源

头。 起源于

1806

年的青龙港曾是长江南北客货通商

的关键港口。 而今，当年遗留下来的候船厅、大行李

房等

10

多处老建筑完成了翻新或修旧如旧，“乘三

北海高速轮

2.5

小时到上海，票价

5

元”的信息依旧

清晰地标注在售票厅的门檐上头， 出港码头保留着

最初的造型。“旅客从这个码头出发，绕过大半个崇

明，经黄浦江到达对岸的上海十六铺码头，再将乘客

带回海门，全程约

103

公里。 ”导游介绍。

从青龙港出发，驾车约

5

分钟，就到了南通大生

第三纺织公司旧址，这是张謇当年创办的实业之一，

也是现今海门行政区域版图“三厂镇”的中心位置。

张謇的出生地———常乐距离三厂不过

10

分钟车程。

张謇纪念馆、张謇青少年研学中心、颐生文博园……

张謇故居周边分布的馆所， 每一处都是张謇不平凡

人生的见证。

从常乐出来一路北上，穿过

3

条省道，便到了黄

海之滨。“这里是张謇历史人文记忆轴的终点。 张謇

曾在此筑堤挡潮、围海造田、垦牧植棉，遗存的大堤

被后人称为‘张公堤’。 ”海门张謇研究会原副会长周

至硕介绍， 张謇历史人文印记是海门这座城市的精

髓和灵魂，更是张謇故里最具韵味的金名片。

（苏雁）

弘扬孝善文化 培育文明乡风

张顺勇在贵州省六盘水

市六枝特区可谓赫赫有名。 返

乡创业后， 他没有“等”“靠”

“要”，而是积极投身自主创业

的大潮， 以年轻人的作风、胆

识，书写崭新的人生篇章。

“拼搏岂止在异乡？ ”返乡

创业农民代表张顺勇以吃苦

耐劳、顽强拼搏的精神在创业

道路上开创了一片属于自己

的新天地，也成为到带动家乡

百姓创业增收的种植、养殖行

家。

2021

年

1

月

6

日，六枝特

区落别乡抵耳村岩蜂养殖基

地负责人张顺勇 ，身披“全国

优秀农民工 ”的绶带 ，参加全

国优秀农民工和农民工工作

先进集体表彰大会。 从普通的

返乡创业人到创业致富领头

人，他成功实现了人生的华丽

转身。

回到家乡后，张顺勇发现

家乡拥有丰富的野生资源和

良好的生态环境，特别是蜜源

植被高达

160

多种，森林覆盖

率高。 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

一个发展养蜂产业的绝佳机

会。 于是，他依托家乡大山里

丰富的野生资源，开始发展本

土蜜蜂养殖产业。 同时，他还

结合当地的岩峰地貌特点，启

动中药材种植项目，种植了黄

精、三叶青、重楼等

33

种中药

材，规模达

400

余亩。

在发展过程中 ，张顺勇充

分发挥示范带头作用 ，建成了

蜂蜜无尘化自动罐装车间 、中

药材初加工厂房，提高了农产

品的附加值和市场抗风险 能

力 。 他还积极推广种养结合、

立体发展的模式 ，让青山焕发

出了致富生机 。 通过他的 努

力 ， 已经带动了

50

户农户创

业，其中

17

户养殖六枝岩蜂 ，

规模达到

500

多箱；中药材种

植规模也达到了

400

余亩。 这

些产业的发展为当地农业 经

济 的 健 康 发 展 做 出 了 积 极

贡 献。

张顺勇的努力得到了社会

的广泛认可。 他先后获得了“全

国优秀农民工 ”、“贵州省最美

劳动者 ”、“贵州省五一劳动奖

章”等荣誉称号。 在担任全国人

大代表期间， 他积极为家乡的

发展发声， 提出了多项关于乡

村振兴、生态保护、农业发展等

方面的议案和建议。 他希望通

过自己的努力， 为家乡的发展

贡献更多的力量。

当选人大代表以来， 张顺

勇重点关注农业、 农村产业发

展、 中医药产业发展等相关议

题，尤其是农业现代化、乡村振

兴、农村合作医疗方面，积极探

索如何通过发展中药材种植 、

蜜蜂养殖等产业， 带动当地一

大批群众致富增收。

去年，他提出了“关于加大

对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资金投

入的建议”被全国人大采纳。 高

标准农田项目中央和省财政补

助资金从原来

1500

元

/

亩，增

加到

2530

元

/

亩。 他所在的市

区乡各级加大对高标准农田建

设的重视和投入力度， 积极筹

措资金， 解决高标准农田建设

的各项配套设施。

今年， 张顺勇高度关注贵

州省中药材发展方面， 计划在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 《关

于支持贵州发展中药材精深加

工业的建议》，希望中药材加工

业从重规模求速度向重质量求

效益转变。

珍 惜 过 去 的 荣 誉 ， 再 创

新的辉煌 ， 为构建和 谐 社 会

再立新功 。 德化于无形 ，润物

而无声 。 这就是张顺勇 ，他不

断实现人生突破 ， 用 一 颗 始

终向上的心不断攀登着 人 生

的高峰 。

张顺勇的故事告诉我们，

乡村振兴不仅需要政府的支持

和引导， 更需要有像他这样的

带头人去带领乡亲们共 同 努

力。 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乡村

振兴 、产业兴旺 ”的理念 ，成为

了乡村振兴的引领者。 我们相

信，在他的带领下，家乡的未来

一定会更加美好。

（张明）

全国人大代表张顺勇

从返乡创业人

到创业致富领头人

古人云：“百善孝为先”。 孝，是中

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承载着深厚的历

史底蕴和人文精神。 孝，是社会和谐的

基础， 能够提升家庭的凝聚力和稳定

性，有利于社会发展。

“孝”文化强调尊重和关爱父母的

重要性，有助于建立和谐的家庭关系；

“孝”文化培养人们的责任意识和奉献

精神， 使他们能为社会做出积极的贡

献；“孝” 文化注重传统文化的传承和

发展， 对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文化多

样性具有重要意义。

弘扬孝善文化，筑和谐社会

历史上汉文帝刘恒亲尝汤药 、朱

寿昌弃官寻母等故事无一不体现着孝

道的深刻内涵和价值。 但中国传统的

孝文化并非全是精华， 也存在部分受

限于时代的糟粕。 经过长期实践，人们

将传统孝道文化与弘扬中华民族孝亲

敬老传统美德

,

营造养老孝老敬老良好

社会氛围相结合， 使其在当代焕发出

新的光彩。

新时代的孝文化， 笔者认为是一

种兼具历史特色与时代特色的新型文

化， 本质是经过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

后，不断拓宽孝文化内涵，丰富其表达

形式， 使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和浓郁

的时代感。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

2023

年

底， 我国大陆地区

60

岁及以上的老年

人口总量为

2.96

亿人， 占总人口的

21.1%

；预计到

2050

年前后，我国老年

人口数将达到峰值

4.87

亿人， 占总人

口的

34.9%

，

80

岁及以上人口将达到

1.5

亿人。 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人们

愈发关注养老、尊老、爱老、敬老等问

题，对“孝道”的需求格外迫切。

因此，我们要弘扬孝文化，鼓励人

们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创造更好的家

庭氛围， 提升家庭养老的质量， 形成

“老有所依，老有所养”的良好风气。 让

孝道成为人们的一种精神力量和道德

准则， 为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贡献力

量 ， 也为坚定文化自信发挥其重要

作用。

尽孝需及时

,

莫等空嗟叹

孝在当下，才能少一些“子欲养而

亲不待”的遗憾。 提到孝敬父母，我们

常常会觉得日子还长，总想等自己功成

名就，能为父母提供更好的物质条件了

再来尽孝。 但这样的想法无视了生命

的客观规律， 也忽略了父母真正的需

求。 比起物质赡养，父母更需要精神赡

养；比起“金山银山”，父母更需要子女

的关怀陪伴。

孝，要落在行动中，而非一句句空

话。 如果真的不能陪在父母身边，也可

以在工作结束后给父母打去电话表示

关心，闲聊工作的琐碎与成就；在小长

假陪父母出去看一场老电影，看看城市

周围的风景；在父母生日时送上一个蛋

糕、一张贺卡；鼓励父母将重心转移到

自己身上， 去学年轻时没能学的舞蹈或

书法。

另外，孝，也要注重与父母的沟通和

交流。 我们生活中有太多的人在外对朋

友谦和有礼， 在内对父母说话却缺少耐

心，言辞激烈。 究其原因，是我们习惯了

将家当做避风港， 将父母当做情绪垃圾

桶，忘记了父母也需要被温柔对待。 周国

平说：“对亲近的人挑剔是本能， 但克服

本能 ， 做到对亲近的人不挑剔是种教

养。 ”请对父母多一些耐心与包容，多一

些尊重与关爱。

延伸孝文化，传递心力量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我们在赡养

孝敬自己的长辈时， 也要主动关心社会

上其他人的父母长辈。 近日，一份“在外

互助父母计划条约”引发网友热议，这份

条约既无强制条款，也无统一内容，有的

只是年轻人最朴素的心愿： 这次我帮助

你父母， 希望下次你也能为我父母伸出

援手。

自助售票、线上预约、调整座椅，这

些在年轻人眼中稀疏平常的事在老人眼

中或许就成了大麻烦。 老人局促于问题

简单不好意思开口， 又懊恼自己与时代

不知不觉间脱轨。 子女纵然有心想在身

边尽孝，但碍于工作等现实原因，往往只

能干着急， 甚至因为着急上火对老人口

出怨言。

此刻，这样一份“在外互助父母计划

条约”正好能解决老人的燃眉之急，也能

代替子女略尽一份孝心。 这份协议看似

没有人监督，缺乏公信力，但其背后展现

的，是人们对老人的尊重和关爱，是善意

的传递，是心与心的连接。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 但父母不应

该被我们遗忘在路上。 提倡尊敬老人、关

爱老人、赡养老人，大力发展老龄事业，

让所有老年人都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晚

年，已是全社会的共识。 传承孝文化，需

要全社会共同发力， 营造良好的敬老氛

围，加快打造老年友好型社会。 具体可以

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 个人应当通过实际行动践行

孝道文化。 既要孝敬父母，也要与同事、

邻里乃至陌生人互敬互爱，对国家、对社

会富有责任感，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要

从身边小事做起，把孝道做细、做实、做

深入 ， 知行合一 ， 在点滴间将孝道发

扬光大。

其次， 社会机构需要开展相关宣传

活动，提高公众对孝道文化的重视程度。

大众媒体可以通过宣传敬老爱老的故事

引导社会舆论， 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价

值观； 学校和家庭要注重对青少年的教

育， 从小培养孩子对父母的尊重和感恩

之情， 教导学生主动孝敬父母、 体谅父

母、关心父母。

最后， 政府可以因地制宜开展富有

特色的孝道教育实践活动， 做好与赡养

相关的普法教育， 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

重视孝道文化，深入挖掘孝道文化，共同

推动孝道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为构建和

谐社会做出贡献。 （张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