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27日，四川省第二届“天府好家
规”网络投票进入第四天，各地群众积极
踊跃参与，热度持续攀升。截至27日20
时，泸州叙永县傅氏家规已从前一天的
第二名“逆袭”至第一名，资阳市安岳县
黄氏家族和内江市隆昌市郭亮家庭后来
居上，分列第二名和第三名。

官方为好家规“拉票”
第一名票数突破20万

“为了让优秀的家风在更广阔的空
间发扬，让雅安好声音在更高的平台唱
响，我们倡议全市广大家庭积极参与并

发动亲朋好友为我市入围的好家规投
上宝贵的一票。”8月27日，雅安市纪委
监委在“清风雅语”公众号上发布倡议
书，为雅安市芦山县乐氏家族、天全县
陈怀炯家庭等13个成功入围网络投票
环节的好家规助力拉票，倡议书还详细
介绍了投票流程。“为构建清廉社会生
态助力！”倡议书一发，引起了雅安市民
的热烈反响。

大家的参与热情丝毫未受周末的影
响，投票第四日，截至27日20时，榜单总
票数已超过400万。

其中，泸州叙永县傅氏家族尽显宗
族强大号召力，总票数突破20万大关，以
239904票的绝对优势稳居第一；资阳市
安岳县黄氏家规和内江市隆昌市郭亮家
庭以黑马姿态逆袭而上，分别以168473
票和152430票位列第二名和第三名。
前三名票数均突破15万。

雅安市陈怀炯家庭票数一路飙升至

141297，暂列第四位，与第三名票数相
差不足2万。陈怀炯的祖上师从峨眉派
僧门，将峨眉武学和中医正骨相融，开创

“陈氏正骨手法”。“仁义诚信，爱岗敬业，
重孝尚廉，以德为先。”作为陈氏骨科武
医第三代传人，陈怀炯谨遵陈氏家规，将
家族诊所和祖传药方无偿献给了国家。
年近八旬的陈怀炯从医60多年，被大家
尊称为“大先生”。

安岳县黄氏族人在安岳等地繁衍
生息300余年，以“忠孝”为家风，人才
辈出，其中就有抗日将领黄永淮。他在
许昌保卫战中战至最后一刻，英勇牺
牲。“江夏乃吾祖之源，忠孝即吾氏之
风。”黄氏家训传承至今，每个后代铭
记于心。

这些好家规故事，展现了清正的家
风，树立了崇德向善、以清为美的身边榜
样，诠释了正气充盈的社会风尚。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芮雯

投票仅剩最后一天
每人每天最多可投20票

距离投票截止日期8月28日仅剩最
后一天。好家规需要你的参与，让优秀
家风得以传播。

活动在封面新闻APP开设了投票
区，全面展示征集到的家规及家规故事，
供广大网友票选出心中最佳。

用 户 可 注 册 并 登 录 封 面 新 闻
APP9.0及以上版本，在互动—封面活
动—“第二届天府好家规征集投票活动”
页面进行投票，或直接扫描下方二维码
进行投票。每人每天最多可投20票。

扫二维码
参与投票

四川省第二届“天府好家规”网络投票热度不减

第一名票数突破20万 投票仅剩最后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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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73岁的陈昌利仍然有一
个未了心愿：认祖归宗，找回失去的族
谱。多年前，有人向陈家借走了族谱，
至今未还。但这并不影响陈氏家族32
字家规的传承——300余年来，从广东
到四川，陈氏族人一直以家规中最核心
的内容“诚实做人，踏实做事”，作为立
身之本。

家风严谨，是陈昌利对祖辈传承家
教最深刻的印象。“从入川始祖到我的高
祖、祖父、父亲，他们都在各自领域内有
一番作为，我觉得这与家风的传承关系
密切。”如今已退休、家住自贡市沿滩区
仙市镇的陈昌利说，父亲育有四子一女，
年纪最大的大哥已八十多岁，年纪最小
的孙辈15岁，希望陈家的后辈把好的家
风继续传承、发扬、传播。

陈昌利的愿望，也与陈家32字家规
的最后八个字不谋而合——“言传身教，
勿忘家训”。

重视教育
陈家后代中人才辈出

大约300年前，陈家入川始祖自广东
迁入四川富顺县仙市镇保和堂。“这个地
方当时不叫保和堂，因我高祖是当地名
医，有一次治好了富顺知县的发烧急症，
知县特地给高祖经营的医馆赠名‘保和
堂’。久而久之，就成了当地的地名。”

陈家历来重视教育，因此后代中能
人辈出。陈昌利的爷爷育有两子，后来
一子去世，爷爷便到重庆经营打米厂，供
陈昌利的父亲读书。“当时的家境并不是
太好，但祖父一心要唯一的儿子成才，因
此倾尽所有的力量让他接受最好的教
育。”

陈昌利的父亲陈光明曾就读自贡蜀
光中学，后以优异成绩被保送到川南师
范，毕业后教过书，1950年被安排在教育
部门工作。陈光明人品优良、学识渊博，
在沿滩区中心小学任校长期间，被选为
富顺县人大代表。

陈光明育有四儿一女，其中大儿子
陈昌运是中共党员，曾在部队立过三等
功；四儿子陈昌利年轻时被选举为当地

乡政府乡长，后被推荐到中国农业科学
院学习，随后主持建造“国家级优质柑橘
丰产示范园基地”，荣获“全国绿化奖
章”，退休后被评为自贡市首届“盐都乡
贤”和第三届“十佳五老”。

整理家规
“诚实做人，踏实做事”是核心

“陈氏族人一直都谨记家规，行事待
人。”陈昌利介绍，陈家的32字家规是：诚
实做人，踏实做事；勤奋节俭，好学善思；
家风传承，上行下效；言传身教，勿忘家
训。其中最核心的是前面八个字：诚实
做人，踏实做事。陈昌利认为，这是陈氏
家规的根本，是后面24字的基础，“无论
做什么，首先要做好人，才能做好事。在
这两个做好的基础上，‘勤奋节俭、好学
善思’等才有意义。”

“多年前，有人借走了我们的族谱阅
读，至今未还。这也成为我大哥至今的
心病，也是我们兄弟一直在苦苦追寻的
事情。”陈昌利介绍，陈家一直在寻找入
川始祖的其他后人，希望能够认祖归宗。

“我对族谱依稀还有印象，这32字家
规并非族谱中的原文，而是散见于各个
章节。到我父亲这一辈，由我父亲整理
归纳出来。”陈昌利说，父亲之所以总结
家规家训，就是希望后人在这方面严格
遵守、谨记传承，以兴旺家族。

代代传承
把好家风传播给更多人

说到传承，陈家每一代长辈都有自
己的宝贵经验。陈昌利的高祖家风严
格，但宅心仁厚，时常为病人垫付药钱；
祖父为独子倾囊求学，苦心经营打米厂；
父亲陈光明更是在这方面有独到的育人
经验。

“我大哥陈昌运在重庆某专科学校
读书时，父亲要求品德操行和各学科的
成绩必须是‘5分’，假期才能回家。在
父亲‘宽严适度’的培养教育下，大哥最
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分配到部队从
事工程技术工作，并荣获三等功。”陈昌
利说。

上世纪60年代，镇上有四名“问题
学生”，教师们一提起他们的名字就感
觉头痛，陈光明却主动承担起了教育这
四名学生的任务。他因材施教，以寓学
于乐的方法，让学生们在潜移默化中
受到启发和教育。当时生活拮据，陈光
明不仅为他们准备餐食，还给买不起鞋
子的孩子买鞋。后来，这四名学生改正
了不良习惯，学习成绩也逐渐提高。长
大后，四人都从事商业，成为了社会的
有用人才。

“我父亲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廉政
教育和教书育人。”陈昌利回忆，自小父
亲就按照家规的“诚实做人，踏实做事”
来教育他，在他任乡长时，有很多销售秧
苗的商家找到他“办事”，但都被他一一
拒绝。“当时，内江有一个罗姓商家常来
找我，被我拒绝多次。”陈昌利对他说，

“你是为了卖秧苗才来找我，还带来了你
认为最宝贵的东西——钱。你把它送给
我，就失去了你最宝贵的东西，如果我收
了，我也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后来，这
名商家心悦诚服地走了，对陈昌利的人
品佩服得五体投地。

这一切，都验证了“家风正，则民风
淳；民风淳，则社会清”。陈家代代都是
这样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把家规植入
到后代的为人处世教育之中，以身作则，
警醒后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恪生

自贡沿滩区仙市镇陈氏家族：

32字家规最重“诚实做人，踏实做事”

陈昌利翻阅书籍。

陈昌利正在做家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