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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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人民日报》）

从历史文化看勤俭节约精神的传承弘扬——

珍惜一粥一饭 厉行勤俭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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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 2 月
4 日，2025 年春节档电影票房突
破 90 亿 ，总观影人次突破 1.7
亿，均刷新纪录。

这是 2 月 4 日，在沈阳一家
影院，观众从海报前经过。

新华社记者 李 钢摄

2025年春节档
电 影 票 房
突 破 90 亿

45岁的苗族汉子万远神情专注，手持蜡刀，蘸上蜡液，
一勾一画间，一只栩栩如生的蝴蝶图案跃然于画布之上。

一块看似普通的布料，在他的巧手之下，历经构图、画
蜡、染色、脱蜡、洗净、晾晒等多道工序，最终制成一幅蓝白
相间、独具匠心的蜡染作品。

万远，这位来自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
平永镇乔亥村的手艺人，儿时就经常观察母亲制作蜡染。
通过学习，他也慢慢掌握了这门技艺。

为了谋求生计，万远曾干过工地，也到浙江、广东等沿
海地区进厂打过工。凭借浓厚的兴趣和精湛的技艺，他毅
然决心投身蜡染行业，在这个领域深耕了20多年。

如今，在黔东南州凯里市苗侗风情园“非遗集市”一间
10余平方米的店铺里，他制作的蜡染作品被巧妙加工成衣
服、包包、杯垫等产品，深受顾客喜爱。2024年，他的店铺
销售额达15万元。在“非遗集市”，像万远这样坚守传统技
艺的手艺人还有很多。“非遗集市”于2023年9月开市，现提
供数百个摊位，售卖物品涵盖刺绣、蜡染、银饰等近 10类
6000余种非遗手工制品。

春节假期，不少商户早早开门纳客。潘玉珍大年初一
就来到店里，假期店铺一天销售额最高达1600元。

年近八旬的苗族绣娘潘玉珍，来自黔东南州台江县，她5
岁就跟随母亲学习刺绣手艺，做刺绣多年，如今依然精神矍
铄。她的店铺里，往来的游客络绎不绝，其中不乏外国游客。

潘玉珍手艺精湛，她缝制的苗绣曾多次登上全球各大时装
周的舞台，她本人还受邀去过法国、英国、美国等5个国家，多次
身着苗绣服饰登上国际T台，向世界展示苗绣的独特魅力。

针对游客感兴趣的绣品，潘玉珍总是耐心介绍纹样的
文化寓意，她希望游客带走的不只是商品，更是背后深厚的
民族文化。“我们的手工艺品受到国内外游客的认可和喜
爱，这让我很有信心。”潘玉珍自豪地说。

来自台江县方召镇泡木村的苗族匠人赵海波，同样吸引了诸多目光。有
着十多年建筑行业从业经验的他，转行投身非遗领域，开银饰店已有四五年，
店内展示了上千件精美的银饰供游客挑选。他还将刺绣与银饰巧妙结合，店
铺一天最高销售额可达几千元。

如今，“非遗集市”不仅是商品交易的场所，更是文化交流的舞台，让传统
技艺在这里得以传承和发扬，让民族文化在这里绽放耀眼的光芒。

36岁的服装设计师符女士在网上了解到这个集市后，今年春节前夕专程
从深圳来到凯里，安排2天时间来“赶集”。她穿梭在各个摊位之间，精心挑选
并购买了蜡染裙子、裤子等手工艺品。她说：“在这里既能放松身心，又能学习
传统技艺。我从中汲取到很多设计灵感，真是不虚此行。”

（新华社贵阳2月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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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2 月 4 日，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点亮“中国红”，庆祝中国农历新
年。 新华社记者 马 平摄

悉尼歌剧院点亮“中国红”

每逢农历新年，热闹非凡、秉承
传统的槟城庙会都会在马来西亚槟
城乔治市古迹区举办，今年也不例
外。农历正月初四，乙巳蛇年槟城
庙会正式拉开帷幕。

本次庙会举办地涵盖乔治市古
迹区的多个街道，百年宗祠会馆也
敞门纳客。庙会现场，琳琅满目的
文化策展及上百个文化互动摊位让
民众亲自体验剪黏、木偶戏、潮剧等
传统技艺，感受浓浓“年味儿”。舞
台上，高桩舞狮腾跃而起、民族舞蹈
婀娜多姿、乐器演奏悠扬婉转，让整
个古城沉浸在喜庆氛围中。

槟城庙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作为策划团队的一员，她希望庙会不
仅是春节庆典的呈现，更是中华文化
的缩影，承载起对历史的尊重、对传
统的继承以及对未来的展望。

走在庙会内摊位林立、人头攒
动的大伯公街上，一幅诉说百年前
故事的连环画报吸引了记者的目
光：1925年 2月1日，在槟城经营广
式萝卜糕小本生意的陈亚南托同乡
水客，向仍在中国生活的父亲陈福
生寄去附有五十元生活费的侨批。

侨批是海外华侨华人寄给国内
侨眷的书信与汇款的合称。这既是
经济支援，也是连结海外华侨华人
与家乡亲友的重要纽带。

“好比丈夫在马来西亚做工，写
信回中国交代妻儿老小并同时寄回
钱财。”画报正对的槟榔屿中山会馆
内，庙会志愿者李仲豪告诉记者，虽
然海外华侨华人背井离乡，但他们
故土情深、不忘祖根。

同样，庙会也鲜活展现了华侨
华人先民的海外奋斗史。台山宁阳
会馆内，展板上详述了台山移民初

到槟榔屿的创业历程：“早期在槟城
的台山人，大多从事打金与珠宝贸
易，或是木工与建筑行业”；“在马来
西亚的台山先贤们为了养家糊口，靠
一双巧手当起木匠，以传统技艺制作
建筑、家具等”。

岁月流转，槟城华人社群从异乡
旅客到扎根当地，已历经百年。如
今，诸如槟城庙会等春节庆典不仅是
热闹的节庆活动，更是槟城华人构建
自身文化认同、传承家族记忆的重要
仪式。它是海外华人对故乡情感的延
续、对集体记忆的维系，也是中华文
化在海外语境下的再创造。

“这些传统，如果没有人做，就会消
失。”当被问及为何要花费如此巨大的
人力、物力、财力筹办庙会时，槟城青年
郑海乐说，“传承，也是在寻找和定义自
己的身份，营造集体的认同与归属。”

当下，槟城的年轻人正在以全新
方式续写传统——他们会在社交媒体
上推广庙会文化，在现代舞台灯光下
演绎古老戏曲，在交互展览中呈现海
外华人的历史。

“在多元文化并存的马来西亚，华
人社群通过庙会强化向内凝聚力，同
时向外展现文化自信，成为‘文化外
交’的一环。”在马来亚大学攻读东南
亚文化方向的杜爽认为，如今的庙会
汇集了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的传统
美食，还邀请这些多元民族进行传统
艺术表演，营造出跨文化共享的和谐
氛围。

锣鼓声声，历史过往的乡愁被唤
醒；灯火辉煌，文化传承的根脉被照
亮。无论岁月如何变迁，海外华侨华
人这份文化认同与民族情感，都将在
一代代的守望与传承中熠熠生辉。
（新华社马来西亚乔治市2月4日电）

探寻马来西亚槟城庙会的文化根脉
新华社记者 王嘉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