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白家风不染尘
顾永磊

家风不正遗祸患，家风清廉惠久
远。 家风作为一个家庭世代相传的风
尚，是一种薪火相传的文化和道德氛
围，清廉家风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由子子孙孙代代相传而来。

当下，在价值体系的某些方面存
在失范，官场的腐败也是屡禁不止，
还有某些富豪的不堪等丑恶孳生，直
接影响了人们对社会道德的关注，家
庭清廉风气的建立逐渐引起人们的

高度重视。 人们呼唤传统美德的回
归、呼吁深挖社会腐败的毒瘤，而对
清廉思想和清廉家风的传承正是人

们这种美好愿望的表达。
“清廉”一词，是战国时期的哲学

家庄子最早提出的，他不仅用清廉思
想教化与感化后人，还为世人树立了
清廉典范。

《庄子·说剑》 载：“诸侯之剑，以
知勇士为锋，以清廉士为锷，以贤良
士为脊，以忠圣士为镡，以豪杰士为
夹。 ”这是“清廉”一词最早的出处。庄
子喻清廉之士为锋刃宝剑，提醒为官
者面对贪腐奢靡时应保持戒惧之心

和敬畏之意。
庄子说：“至人无己， 神人无功，

圣人无名。 ”他认为，真正的人才应心
胸开阔、广博豁达，能容万物于胸中。
他主张，忠诚、恭敬、有能力、有心智、
守信用、清廉、守节操、仪态端庄、不
乱心智，是人才必备的品德，并应积

极倡行清廉。 庄子把清廉作为治国、
治家和人生的标准，用大智慧告诫后
人，要有“清静无为，忘我无欲”的境
界，内心素净，才不会受世俗诱惑，置
功名利禄和权力于身外，从而丰富清
廉之道的内涵。

庄子一生淡泊名利， 不慕富贵，
不求功名，虽然生活穷困，依然视钱
财如粪土。 他乐于做漆园吏这样的小
官，也不接受楚威王的重金聘请。 他
善于调节自己的心态， 淡泊名利、超
然通达。 他“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
辩，以游无穷”，在自己的天地里享受
闲适，让心灵进入自由、快乐的状态，
并始终保持廉洁、 正直而颇有棱角，
以恣肆汪洋、立意悠远、傲骨铮铮的
逍遥人生，走出了一条清廉之道。

看到世人向往富贵功名而付出

了遗忘或遗弃自我的代价，庄子提出
必须遏制贪欲，只有清廉的人生，才能
活出坦然。 他认为，堵塞利欲的洞穴，

发觉悟之心，节制欲望，就会没有忧
虑，也是升华生命价值的最好选择。

庄子从人的生命现象入手，看穿
人的生命本体， 提出一系列修行指
针，最后抵达清廉的境界。 他的清廉
思想，蕴含着朴素的辩证法和清廉之
道，他认为“天道无为”，一切事物都
在变化， 人的生命除了身与心之外，
还有灵性的层次， 正是这种层次，丰
富了庄子的清廉思想，用“道”开了廉
政文化的先河。

时至今日，清廉思想的引领和传
承，已凝聚为一种精神的传承和情感
道德的教化。 现实中，很多家庭特别
是党员干部从庄子的清廉思想中汲

取了营养， 从遏制人的欲望入手，重

视家风建设，廉洁修身、廉洁齐家，用
好家风传承清廉之风。 党员领导干部
要从我做起、从修身齐家做起，在管
好自己的同时，严格要求配偶、子女
和身边的工作人员， 在小事小节、一
点一滴中培育和建设良好家风。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家风

家教的重要性，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
要“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
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说，清廉家风关系
的不仅是一身之进退、 一家之荣辱，
更关系到党风政风民风的好坏。 所以
说，清廉家风涵养作风、折射党风、关
乎政风、影响民风。

“清白家风不染尘， 冰霜气骨玉
精神”， 学习传承庄子哲学思想的精
髓， 在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智慧，
需要我们从自身做起，从每个家庭做
起， 让清廉之风吹进每一个家庭，营
造浓郁的廉洁家风氛围，让我们更加
相信真善美， 让社会更加积极向上，
将清廉之风传承下去，实现全社会的
风清气正。

������◎《庄子·说剑》载：“诸侯之剑，以知勇士为锋，以清廉士为锷，以
贤良士为脊，以忠圣士为镡，以豪杰士为夹。 ”这是“清廉”一词最早的
出处。庄子喻清廉之士为锋刃宝剑，提醒为官者面对贪腐奢靡时应保
持戒惧之心和敬畏之意。

◎庄子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他认为，真正的人
才应心胸开阔、广博豁达，能容万物于胸中。他主张，忠诚、恭敬、有能
力、有心智、守信用、清廉、守节操、仪态端庄、不乱心智，是人才必备
的品德，并应积极倡行清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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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周家口
王爱民

解放战争时期，周家口的红色政权
是在我党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复战斗

中建立起来的。 在解放军解放周家口这
座中原名镇又主动转移后，敌人就会猖
狂地进行反扑，短时期内形成你来我往
胶着的对峙状态，被周家口人称为“拉
锯”时期。 查阅有关资料得知，从 1947
年 4 月到 1948 年 7 月， 这种你来我往
的 “拉锯”式战斗就有十余次。

第一次解放周家口是 1947 年 4
月。 3 月初，国民党集中兵力，妄图对中
国人民解放军豫皖苏军区独立旅大举

“清剿”。 而我军独立旅采取了“避实就
虚，出其不意”的战术，一举攻克敌兵力
较弱的太康县城， 然后挥戈南下， 于 4
月 23 日拂晓，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
下了豫皖重镇———周家口，当即歼灭了
城内守敌，并捣毁其指挥部。 解放军在
市内各街道张贴了安民告示，宣布周家
口首次解放。 由于战争形势的需要，这
支部队只在周家口停留了两天便进行

了战略转移，虽然时间较短却稳定了民
心，极大程度上动摇了国民党在周家口
的反动统治， 也使周家口从此进入了
“拉锯”时期。

1947 年 5 月，国民党从淮阳调来用
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交通警察第 17 总
队二大队、三大队和机炮中队，共千余
人驻防周家口。

第二次解放周家口是 1947 年 7
月。 7 月 24 日晚，豫皖苏军区独立旅和
中原独立旅攻克周家口。 我军已占领南
寨，敌交通警察部队退到沙河北岸及关
帝庙附近负隅顽抗。 他们在南北寨的唯
一通道、只有 5 米多宽的老桥上布满铁

丝网，挂上手榴弹，并在桥北端构筑工
事，用密集的火力封锁大桥及沿河各渡
口，与我军隔河对峙。 我军久攻不下，激
战中双方各有伤亡。 紧急时刻，我军决
定迂回包抄。 军区独立旅一个团从西郊
西杨庄、张埠口渡沙河，涉贾鲁河，由西
面和北面进攻；中原独立旅一个团由南
面和东面过康湾渡口渡河， 至康店、新
庄包围北寨敌人。 7 月 25 日拂晓，我军
完成三面合围，将守城的敌交通警察部
队全部压缩到北岸的关帝庙内。 关帝庙
地势特殊，对我方不利。 其一，关帝庙是
联合国救济总署仓库，里面大米、白面、
水果、罐头、被服甚多，不怕围困；其二，
关帝庙四面高墙，易守难攻，构成有利
的屏障；其三，关帝庙春秋阁居高临下，
是周家口的制高点，且能控制大桥及北
岸的街道路口。 敌方千余人撤入关帝庙
后，便在围墙里侧搭木架、建掩体，负隅
顽抗；在春秋阁房顶架起重机枪，封锁
了大桥和北寨街道路口，使进攻部队不
敢靠近。 我军指战员分别从东、西、南方
向对关帝庙迂回包抄， 经小街小巷，接
近关帝庙。 为了保护关帝庙的古建筑和
附近的民居， 进攻部队没有使用重武
器，而是在火力网的掩护下，采取挖墙
和搭云梯的方法攻入院内。 关帝庙南大
门终于在我军的强攻下打开了。 经过十
多分钟的激战 ， 我军击毙敌人 180 余
人，俘敌 850 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及
其他军用物资。

第三次解放周家口是 1947 年 10
月。 10 月 22 日，陈毅、粟裕率领的中国
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 23 师
69 团和 24 师 71 团奉命解放周家口。当

天夜里，我军从扶沟、淮阳方向对周家
口进行夹击，午夜到达周家口北寨北大
堤。 敌人依仗坚固的工事，与解放军进
行对抗。 解放军抽出两个营的兵力，从
北寨东西两侧猛攻， 使敌人三面挨打，
被迫从周口老桥退往南寨。 解放军乘胜
追击，强渡沙颍河，开展巷战，迫使敌人
向南溃逃。 经过半夜的激烈战斗，我军
击溃了驻防周家口的敌兵 。 此役共击
毙、击伤、俘虏敌人 1500 余人 ，并缴获
大量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使周家口第
三次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同时，我军乘
胜追击，顺势解放了商水县城。

第四次解放周家口是 1947 年 12
月。 12 月 25 日，豫皖苏军区独立旅攻打
周家口。 此前，经过化装侦察，我军得知
周家口当时并未驻守国民党的正规军

队，只有一支数百人的保安团，战斗力
非常薄弱，武器装备也比较差。 当日上
午，解放军即逼近周口南寨，守卫寨门
的敌保安团凭炮楼和堡垒工事匆忙应

战。 解放军的几挺重机枪轮番扫射，压
住了敌人的火力。 突击队员趁机架起云
梯爬上寨墙，敌人见状，无心抵抗，纷纷
向北逃窜。 解放军战士越过寨墙、打开
寨门，大部队一拥而进，经过胡家集、南
永兴街、北永兴街，一路追击。 敌保安团
不敢恋战，迅速向北撤退。 从周家口东
门攻入的解放军沿着宁庄、前张营街向
市中心推进， 从西门攻入的解放军，沿
西新集、西大街向市中心进击。 三支部
队在山货街老桥头会合后，迅速越过老
桥，乘胜向北追击。 敌人丢盔弃甲，仓皇
逃命。 此次战斗，仅两个多小时即告结
束，我军解放了周家口三寨。 这次战斗

俘虏敌人百余名，缴获迫击炮、掷弹筒、
转盘机枪等武器及汽车、马车十多辆。

1948 年 1 月，经中共豫皖苏区党委
批准，周口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归属
淮阳行政专员公署管辖，由商水县委书
记窦柏祥兼任周口市第一任市长 。 当
时，一批南下干部路经周家口，窦柏祥
请求上级给周口市人民政府增加干部

力量，挽留其中的 36 名干部，分配到周
口市人民政府工作，其中有方平、康强、
钱海龙等。 周口市人民政府建立后，又
分设南寨区 、北寨区 、公安局 、税务局
等。 南寨区区长由方平担任，区员有康
强、钱海龙等，区政府设在老街北头一
座楼房内。 方平担任区长后，积极开展
群众的宣传发动工作，走街串巷，访贫
问苦，帮助困难群众，深受市民拥护。 然
而，国民党反动派是不甘心我们建立红
色政权的。 1948 年 3 月 6 日，国民党“王
牌”军队 11 师，突然从淮阳和商水两面
袭击周家口。 市政府闻讯，立即向槐店
转移。 方平、康强、钱海龙为了掩护群众
安全撤退，迟走一步。 钱海龙瞅准时机
向沙河北岸转移，方平和康强在南岸东
堤子街与敌 11 师便衣队相遇。 康强顽
强抵抗，不幸中弹牺牲。 方平负伤被捕。
敌人对他进行严刑拷打，逼他说出我党
政军情报。 方平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宁
死不说，敌人割下他的头颅，挂在老桥
的桥墩上……后来，方平 、康强等烈士
被安葬在周口烈士陵园。

时光流逝，岁月如梭。 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4 周年之际， 周口人民向
为周口解放而浴血奋战的战士致敬，向
为红色政权建立而牺牲的先烈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