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版

如何讲好新时代慈孝故事如何讲好新时代慈孝故事
二 何谓之“孝”

本报记者 汪成明 孙磊
见习记者 赵培希

“孝子烧饼”上榜“中国好人”，带
着病母出摊卖烧饼 28 年的德清县村
民曹加齐再获殊荣；亚运“薪火”宁波

“扬帆”，公益服务 35 年的“宁波妈妈
工作室”负责人张亚芬，成为接力杭
州亚运会火炬手⋯⋯曾收获“浙江孝
贤”殊荣的他们，杭州亚运期间频频
火“出圈”。

作为全国较早进入老龄化社会
的 浙 江 ，60 岁 以 上 户 籍 人 口 达 到
1200 余万，占比超过 20%。支持浙
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
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
要位置作出的重大决策。毋庸置疑，
老 年 人 口 是 共 同 富 裕 的 重 要 受 益
者。今年，浙江省推出公共服务“七
优享”工程：幼有善育、学有优教、劳
有所得、病有良医、老有康养、住有宜
居、弱有众扶，针对全体公民的全生
命周期公共服务目标的实现，浙里将
为未来中国构筑百姓美好生活的“样
板”。

银发时代呼啸而至，“优享”不
“优享”，老人说了算。现代家庭的少
子化，让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遭遇

“破防”，长寿伴随着独居空巢和社会
化养老成为常态。在这个背景下，慈
孝无疑需要进行全新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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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习近平同志在中

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二次集体

学习时强调，要把弘扬孝亲敬

老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

传教育，建设具有民族特色、时

代特征的孝亲敬老文化。这为

新时代的慈孝文化指明方向。

浙江省在第十五次党代会

明确提出了两个先行的奋斗目

标，明确实现物质富裕的同时实

现精神富有。精神富有的重要

内容就是慈孝，有了慈孝文化的

加持，物质富有才有价值，社会

才是温暖的，才是一个好社会。

在浙江，一项弘扬慈孝的

选树活动，自 2010 年开展至今，

已先后有 190 余名个人（集体）

获得“浙江孝贤”荣誉称号，其中

多人还获评中国好人、全国道德

模范等国家级荣誉，使“浙江孝

贤”成为传播温暖的强大力量。

结合“浙江孝贤”多年选树

实践活动，笔者认为讲好新时

代 慈 孝 故 事 亟 需 把 握“ 三 个

度”。

传递温度。正如英国诗人

约翰·多恩写的：没有人是一片

孤岛，可以自全，每个人都是大

陆的一片。“浙江孝贤”榜上有

名的慈孝事迹，大多并无血亲

之缘。可感、可触、可共情，正

是慈孝联结人心的底层逻辑。

提升热度。慈孝故事需要

顺应时代语境，以避免“二十四

孝”成为“二十四笑”。让大众

感受到慈孝的丰富和美好；运

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将

“慈孝”可甜、可盐、可持续。

拓展维度。各地的慈文化

节、孝文化周已成为向海内外

传 播 中 华 慈 孝 风 范 的 一 扇

“窗”，汇聚各行各业力量加入，

将慈孝行在细微、举在日常。

例如，与长辈结伴做志愿者，为

晚年服务“充值”；为低龄长者

打造就业平台，开启事业“第二

春”⋯⋯让老人感受最广泛的

善意、创造最丰富的价值。

今天的“浙江孝贤”们像一

道光、一团火，照亮了人间、感

动了世人。在迈向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的奋斗征程上，在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讲

好新时代慈孝故事，会让这光

和火燃烧、照亮、带动、温暖更

多的人。

一 何谓之“慈”

《礼记·礼运》有云：“何谓

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

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

臣忠。”

慈字从心，代表了老一辈

念兹在兹的真心实意。目前，

中国老年人口超过 2.6 亿。中

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知名老年

问题专家杜鹏受访表示，受出

生 高 峰 影 响 ，1963 年 约 出 生

3000 万人，2023 年将是迄今中

国老年人口净增长最多的一

年。这些走过艰苦岁月的人

群，作为“慈”的主体，在今天我

们奔赴物质富裕、精神富有之

时，无疑是引领年轻人立正行

稳的定盘星、压舱石。因此，笔

者以为，慈心亦随时代，当下应

具备三重内涵。

慈心蕴藏世界观、人生观，

使得后辈能韧而不屈，抵抗岁

月的寒冬。1935 年，钱学森要

去美国留学，临行前，父亲钱均

夫给了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人，生当有品：如哲、如仁、如

义、如智、如忠、如悌、如教！”他

牢记父亲嘱咐，冲破重重阻挠

归来，只为报效祖国。

慈心拥有理解力、支持力，

为后辈支撑起“有娘家”的安全

感、“精神家园”的归属感。周

恩来总理的生母和嗣母很早就

不在了，他到天津读书时，乳母

蒋妈妈曾经借了高利贷做路费

去看望，以示关爱支持。从革

命中成长起来的周恩来，不止

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到自己的

“三位妈妈”：“没有母亲的爱

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

慈 心 联 结 良 心 、奠 定 名

声。常言道名声如名片，而家

风连着党风、政风、作风。习仲

勋对子女们说过：“我没给你们

留下什么财富，但给你们留了

个好名声。”这位革命前辈早年

曾许下诺言：“当好西北人民的

勤务员。”这深深地影响了习近

平同志，他也始终践行这样的

执政理念：“我是人民的勤务

员，是为人民服务的。”由此可

见，家风是一面镜子、一个标

杆、一部教材。当家风凝聚“舍

小家为大国”的赤子情怀，就成

为现代中国最大的慈心善举。

《说文解字》给出释义：“善

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

也。”通俗地说，儿女孝义常在，

父母笑口常开。从春秋时期《诗

经》里的“父兮生我，母兮鞠我”，

再到元代郭居业编撰《二十四

孝》流传于世，作为一种文化

DNA，孝字贯穿整部华夏史。

百善孝为先，2000 多年来，

中国人实践出一道“人从众”的

以孝治国文化传承。

孝 首 先 是 天 经 地 义 的 责

任。孔子说：“夫孝，天之经也，

地之义也，民之行也。”意思是

说，孝是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的

“出厂设置”，让我们立住“人”字

的一撇一捺，成为可信赖、可托

付、能担当的中国人。

孝 进 而 是 凝 聚 民 族 的 核

心。利他就是最大的利己，先哲

孟子曾用一句“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让孝悌进入了更高阶的仁

爱公德领域；汉文帝颁布圣旨规

定“定振穷、养老”“令四方毋来

献”，从顶层设计为天下老人“兜

底”，谱写了中华文明的普世价

值。

孝还是治国安邦的良方。

当它上升到律法、国策等诸多层

面，就成为领导者的行为规范。

西汉创立“举孝廉”的官吏选拔

制度；唐代皇帝将《孝经》列入科

举制考试内容之一；清朝实行

“孝廉方正”⋯⋯诸如此类对孝

的实践，推动孝道向法律领域渗

透。

现代社会对慈孝有着许多新

的演绎。浙江民生“七优享”的目

标提出，凸显新时代的慈孝观：幼

时得到很好的照顾，年轻人读书

就业有保障，病有所医、老有所养

让晚年生活舒适，一个人全生命

周期的美满与幸福，是实现中国

式现代化的微观体现。

三 弘扬怎样的慈孝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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