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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秧、插秧、施肥、灌溉、收割……当

你吃着香喷喷的米饭时，可知道这小小的

一粒粒米是怎样来的吗？”统编版小学四

年级下册《道德与法治》课本里，讲述了一

粒粮食从田间到餐桌的不凡旅程。

“ 一 粥 一 饭 ，当 思 来 处 不 易 ；半 丝 半

缕，恒念物力维艰。”朴素古训，是对后人

的谆谆教诲，更蕴含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

的“生存密码”。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现代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价值观。

“取之有制、用之有节则裕，取
之无制、用之不节则乏”

节俭是生活态度，是家庭美德，
更是一国夯实执政根基的重要基石

浙江省衢州市，在距今约 9300 至 8000
年的皇朝墩遗址环壕聚落内，炭化稻米的

存在证实了长江中下游早期稻作农业社

会的辉煌。一片迄今已发现世界上最早

的古水稻田，成为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生

动缩影。春耕，夏种，秋收，冬藏，循环往

复的农事活动，孕育了自强不息的中华民

族，也把勤俭节约的精神刻进中华民族的

血脉。

“天地之大德曰生。”在古老的农耕社

会，粮食是人们生存、繁衍的重要资源，每

一簇稻穗、每一块麦田，都凝聚着农人的

汗水与希望。珍惜粮食、勤俭节约，不仅

是对资源的珍视，对劳动的尊重，更是对

生命延续的敬重。

“稻、黍、稷、麦、菽……每一粒粮食真

的来之不易！”北京中轴线南端西侧，先农

坛一亩三分地农耕体验活动上，二年级学

生杨睿谦捧着粮食，和妈妈分享劳作后的

感触。

以俭修身、勤俭传家、尚俭治国，勤俭

节约的基因始终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中。《周易》提出“君子以俭德辟难”，《尚

书》有言“克勤于邦，克俭于家”，《资治通

鉴》中写“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

节俭是生活态度，是家庭美德，更是一国

夯实执政根基的重要基石。

山西运城，司马温公祠，红墙青瓦间

庭院深深。“故里先贤司马光，家规传世万

年 长 。 我 辈 理 应 知 荣 辱 ，谨 记 教 诲 美 名

扬。”如今，这里已是一处家风家教传承基

地，不少游客正在沉浸式游览。

“吾心独以俭素为美。”司马光在其著

有千余字的家训《训俭示康》中告诫其子，

“有德者皆由俭来也”。他旁征博引，阐明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道理，并引

用春秋时期鲁国大夫御孙的话“俭，德之

共也；侈，恶之大也”，将“俭”与“奢”所导

致的后果一一说明，教育子孙后代要勤俭

节约。

“欲治国者必先齐家。司马光不喜奢

华并注重节俭，不仅为后世百代留下了治

国的历史借鉴《资治通鉴》，还为后人留下

了治家的实例典范。”司马温公祠原馆长

王在京说。

纵观古今，大凡在品格和事业上有所

成就者，都将勤俭视为立身之本。我国古

代刊印的家训家规有上百种，“崇勤尚俭”

总是其间重要一条。

“ 取 之 有 制 、用 之 有 节 则 裕 ，取 之 无

制、用之不节则乏。”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

“坚持节约优先”时曾引用的这句经典，出

自 明 代 著 名 改 革 家 张 居 正《论 时 政 疏》。

“有”与“无”、“裕”与“乏”的辩证思考，蕴

含了倡导节俭节制，反对奢靡浪费的价值

取向。

“张居正担任内阁首辅后，有一篇改

革文章《陈六事疏》，就是在《论时政疏》基

础上发展而来。其中谈到如何‘固邦本’

时，再次提到要厉行节俭，‘敦尚俭素以为

天下先’。”天津市委党校科研处处长倪明

胜说。

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自古以来

被看作是修身之基、齐家之要、治国之道，

成为代代相传的中华美德和宝贵精神财

富。

“节俭朴素，力戒奢靡，是我们
党的传家宝”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作
风代代传承，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
辉

勤俭节约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

华，也是共产党人永远不能丢的优良传统。

“ 是 什 么 样 的 希 望 ，什 么 样 的 目 标 ，

什 么 样 的 理 想 ，使 他 们 成 为 顽 强 到 令 人

难 以 置 信 的 战 士 的 呢 ？”1936 年 ，为 了 探

究中国革命的真相，美国记者埃德加·斯

诺冲破重重封锁进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

采访。

他看到，红军大学以窑洞为教室，石

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

学员们把敌人的传单翻过来当作课堂笔

记本使用。他写道：“（毛泽东）做了十年

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

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

铺 盖 ，几 件 随 身 衣 物 —— 包 括 两 套 布 制

服”“（彭德怀）有一件个人衣服……那是

在长征途上击下敌机后用缴获的降落伞

做的背心”“（林伯渠）慈蔼的眼睛上戴着

一副眼镜，一只腿架已经断了，是用一根

绳子系在耳朵上的”。

斯诺真切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

神面貌和力量，在《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

序言中提到“（这）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

而灿烂的精华”。

戒奢尚俭，永葆本色。

在河北平山，滹沱河畔，一座西柏坡

廉政教育馆，吸引着人们前来参观学习。

1949 年的河北西柏坡，进京“赶考”之前，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发出

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务必使同志们继

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

风。”从此“两个务必”成为党执政的重要

法宝。

“从七届二中全会的‘两个务必’到党

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三个务必’，不变的是

中国共产党遵循的宗旨、优良的作风以及

一脉相承的自觉和清醒。”讲解员吕静向

游客娓娓道来。

节俭朴素、谦虚谨慎，困难时不低头，

丰裕时不奢靡，是我们党由小到大、由弱

变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

在 江 苏 淮 安 的 周 恩 来 纪 念 馆 ，一 堂

“大思政课”刚刚开讲。“周恩来总理始终

把勤俭放在第一位，衣服补了又补，一生

严 于 律 己 、艰 苦 朴 素 。”来 自 淮 阴 师 范 学

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志愿讲解员郭诗雨

说。

一件馆藏国家一级文物的灰色中山

装 ，被 静 静 保 存 在 纪 念 馆 的 玻 璃 展 柜

中。衣领挺括如初，可细细看去，平整的

布 面 却 有 着 多 处 磨 损 、破 洞 和 织 补 。 这

件 衣 服 ，周 恩 来 穿 了 20 余 年 。 1975 年 ，

第 四 届 全 国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第 一 次 会 议

上，周恩来穿着这件中山装，向全党全国

各族人民再次发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

的伟大号召。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节俭朴素，力戒

奢靡，是我们党的传家宝。现在，我们生

活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点都不

能少，必须坚持以俭修身、以俭兴业，坚持

厉行节约、勤俭办一切事情。”

从 一 艘 小 小 红 船 到 一 个 个 简 朴 窑

洞 ，从 艰 苦 卓 绝 的 二 万 五 千 里 长 征 到 继

往开来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艰苦奋斗、

勤 俭 节 约 的 优 良 作 风 代 代 传 承 ，在 历 史

长 河 中 熠 熠 生 辉 ，在 新 征 程 上 焕 发 勃 勃

生机。

“让勤俭精神广为弘扬，勤俭意
识深入人心，勤俭行为化为自觉”

将勤俭节约、清正廉洁塑造为
社会风尚，续写中华美德

湖北武汉黄陂区，木兰山脚下，中国

历史文化名村大余湾村坐落于此。村中

至今保存着许多古民居，犹如一座“活的

民俗文化博物馆”。

600 多年前，初迁此地的余姓先人以

“勤俭能创千秋业，耕读尚开富贵花”为家

训写下一副对联。其后百载如一，后人以

此为旨修身持家。大余湾村中的大门都

是外宽里窄，折射出这一家族“宽进窄出、

勤俭节约”的治家理念。

一粒米虽小，可照见一家一户的文明

修养；节约事“虽微”，可助社会和谐、国家

富强。

如今，在这个物质丰富的时代，传承

和弘扬勤俭节约的价值观仍然具有重要

现实意义。不浪费一粒米、一度电、一滴

水，关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生

态安全，从经济社会发展来看，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关系推动生产生活方式绿色低

碳转型，有助于建设节约型社会。

“旗帜鲜明地反对铺张浪费和大手大

脚，坚决反对奢靡享乐之风，大力弘扬勤俭

节约之风，让勤俭精神广为弘扬，勤俭意识

深入人心，勤俭行为化为自觉，真正使崇尚

勤俭成为社会风尚。”习近平同志曾在《浙

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撰文指出。

“推荐这种小份菜”“这个套餐包含了

主菜、配菜、主食和饮料，都是少而精”“这

种小碟装很好，可以品尝多种口味”……

如今，“光盘行动”成为消费风尚，“拒绝舌

尖上的浪费”是种新“食”尚。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制定中央八项规

定及其实施细则到出台反食品浪费法、发

布《粮食节约和反食品浪费行动方案》，从

坚决清理“舌尖上的浪费”突出问题到开

展“光盘行动”、启动节俭养德全民节约行

动，一系列举措引导了正确的消费观念，

扭转了粮食浪费态势。

在河北河间大庄村，村里建起红事大

厅，年轻人结婚办婚宴只需食材费。村党

支部书记石炳启说：“在我们大庄村，婚事

新办已经成为年轻人中的一种风尚。”

“乐于平淡、不慕奢华，厉行节约、反对

浪费，筑家庭廉洁防线……”在青海西宁，一

封写给党员干部及其家庭成员的廉洁家风

倡议书，道出了俭与廉的密不可分，让“俭以

养德，廉以立身”的道理更加深入人心。

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传统

美德，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

体现，更有助于将勤俭节约、清正廉洁塑

造为社会风尚，凝聚起广泛共识和强大合

力，不断续写中华美德。

在城市，越来越多人把反对浪费、崇尚

节俭落到一点一滴的日常行动中；在农村，

“杜绝浪费”被更多地写入村规民约；在校

园，厉行节约成为校园文化建设的主题……

“你看，这是稻米，这是小米，那是小

麦、黄豆、玉米”“过了惊蛰节，整地不能

歇”，在首都粮食博物馆里，68 岁的刘利民

正给小孙女认真讲着。“我嘛，就是想让孩

子了解粮食是怎么来的，从小就懂得‘粒

粒粮食汗珠换’的道理。”

勤俭节约，这一优良美德深深植根于

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中。持之以恒地将

勤俭节约的精神传承下去，也要从一点一

滴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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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河北唐山市一幼儿园开展的“勤

俭节约”教育活动。

朱大勇摄（人民视觉）
图②：江西赣州市一社区食堂推广“小

份菜”，号召厉行节约。

胡江涛摄（人民视觉）
图③：湖北武汉市大余湾村村民舞龙

舞狮欢庆春节。

武汉市黄陂区委宣传部供图

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的《关于做好 2025 年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

作的通知》中，“倡导勤俭文明廉洁过节，持

之以恒纠‘四风’树新风”是其中重要一条。

前不久，一份《粮食节约和反食品浪费行动

方案》的印发，也体现了勤俭节约、艰苦奋斗

的重要要求。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

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荣传统。在全社会大力

弘扬勤俭节约之风，从历史文化中汲取其中

的思想精华，把握其时代内涵，让勤俭节约

精神在新时代传承和弘扬。

——编 者

近 年 来 ，我 国 文 学 馆 加 速 发

展 ，全 国 范 围 内 省 级 综 合 性 文 学

馆、市级文学馆、作家文学馆、各类

主题文学馆等不断涌现，成为中华

大地上一座座新的文化地标。

文学馆的创建与发展，是近几

十年的事。一段时间里，中国现代

文学馆一枝独秀。1999 年建成并

开馆的河北文学馆是国内首家省

级文学馆，位于山东台儿庄的贺敬

之文学馆是较早建成的个人文学

馆。

进入 21世纪，各地兴起一股创

建 文 学 馆 的 小 高 潮 。 黑 龙 江 、海

南、湖南、安徽等不少省份的文学

馆已建成并运营。目前，我国已经

形成以中国现代文学馆为龙头，省

级文学馆为主体，各类主题馆、作

家馆为补充的行业格局。

2020 年 11 月 10 日，全国文学

馆联盟正式成立，全国文学馆连成

网络，成为新征程下文化发展一股

生机勃勃的力量。

2023年 10月，浙江文学馆对公

众开放；2023年 3月，中国现代文学

馆所属茅盾故居修缮后重新开放；

2024年 4月，广东文学馆正式启用；

2024年 5月，香港文学馆开馆；上海

文学馆“馆中馆”—巴金图书馆已

于 2024 年年底向公众开放。多座

文学场馆的落成与开放，为中华文

学遗产的保护以及文学精神的传

承，奠定了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

一些文学馆会有意识地与当

地的美术馆、图书馆、非物质文化

遗 产 馆 等 毗 邻 而 建 ，形 成 集 聚 效

应 ，相 互 引 流 ，更 好 地 服 务 公 众 。

浙江文学馆位于浙江省之江文化

中心，与图书馆、博物馆、非物质文

化遗产馆及之江文化中心公共服

务中心一起，组成浙江省内体量最

大的现代复合文化综合体。广东

文学馆坐落于广州白鹅潭大湾区

艺术中心，与广东美术馆、广东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三馆合一”。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现

代文学馆馆长李敬泽表示：“一个

地方的文学馆应该成为一个地方

文化生活的‘小马达’。‘小马达’转

得越快，当地文化之灯就会越亮。”

如何将“文学”变为“展品”，用

好数字化手段讲好文学的故事，是

文学馆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在广东文学馆，展现晚清时期

文人志士面对内忧外患而发出文

学变革之声的数字舞台剧《文以新

民》、沉浸式全景环幕视频《风起岭

南 潮涌湾区》、广东古代文学“海

上明月”数字艺术光影空间……文

学之美与科技之炫的结合，让观众

仿佛置身当时，感受以笔为戎、以文聚力的时代回音。

“我们将把文学场馆作为生态来经营，积极借鉴中国现代文学

馆和全国文学馆联盟其他成员单位在数字化体验、文学内容与观

众交互相结合的先进经验，谋划在大数据建设层面开展更多的合

作。”广东省作家协会党组成员、秘书长刘春介绍。

在浙江文学馆，中国文学大数据综合应用平台落户于此，文学

也从数字阅读、数字馆藏等简单的“电子化”，逐渐走向可感可用、

共通共融的“数字化”时代。

《浙江通志·文学志》数字长卷上，浙江文学史的年表一览无

余，扫描任意时间点的二维码就能获取智能生成的知识点文化短

视频；以《兰亭集序》篇末名句命名的互动屏幕，点击不同年龄，就

会看到 7岁的骆宾王咏鹅、11岁的王阳明游览镇江金山寺、43岁的

李清照“寻寻觅觅”、66岁的辛弃疾“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

如虎”……

“中国现代文学馆与浙江文学馆共同建设的中国新时代文学

大数据中心，既能较好地发挥文学馆保存文学资料的功能，同时又

能用数字化手段，对文学资料进行活化应用，达到保护和传承中华

文学史料，并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目的。”浙江文学馆馆

长、浙江文学院院长程士庆表示。

做好地域文学、特色文学的史料积淀，是各级各类文学馆的重

要使命。

文学辽军展示馆作为一座省级红色文学主题展馆，充分盘活

红色文学和工业文学的资源。在口述文学史影音采集厅，活跃在

不同年代的新老作家走进拍摄室，讲述“我和文学辽军”主题的红

色文学故事。通过“作家回家”活动、《文学辽军》主题系列视频的

制作，萧军、马加等一代代辽宁作家的经典作品、红色文学故事，集

聚成内容翔实的数字档案与影像资料，将文学记忆更好地留存、传

承。

上海文学馆于 2024年 11月 25日巴金先生诞辰 120周年之际

揭幕“馆中馆”巴金图书馆。这座以“巴金”命名的新型文化空间，

体现人民作家与城市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思想境界。以巴金

为主体的大数据中心和智慧图书馆正在打造，致力让读者和研究

者均可查阅、使用，也可以提供线上和远程服务。

（人民日报记者 窦瀚洋 王云娜 胡婧怡 曹玲娟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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