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9

故事 好家风

每月固定时间、轮流取用温泉水的“轮子水”

分配方案，将其勒石刻碑，镶于龙王庙山墙，

作为永久性水规。“轮子水”约定俗成后，

各姓群众按规定取水、用水，纷争矛盾彻底

解决，“滇西第一碱水温泉”得以更好地滋

养王家庄的土地。

如今，传承百余年的土碱制作技艺已被

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地开发出以土

碱洗手液为代表的文创产品，成为带动群众

增收的“乡愁产业”。

立志为民谋幸福

“东方未明，便促吾兄弟卧诵前日所读

诗，偶有过失，则正言作戒吾兄弟。虽凛畏之，

亦不思转学于吾父或诸伯叔处也。”在《先

祖行述》中，王复生回忆起兄弟俩跟随祖父

王榛学习的经历。每天天还没亮，祖父便让

王复生、王德三在床上“卧诵”，其要求不

可谓不严。正是祖父读书明道、身体力行的

要求，让兄弟俩养成良好的品行、打下扎实

的学业根基，为他们日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

北京大学，进而接触到李大钊以及马克思主

义思想奠定了基础。

除了勤奋好学，王氏家族一脉相承的勤

劳善良、宽容恭让的家风，也深刻影响着后人。

1930 年，王德三在为其母赵莲翠撰写的《母

亲墓志》中回忆道：“母亲是聪明勤劳而好

强的人，一生劳苦，一生焦愁。我幼年多病，

与母亲同处的日子多，受母亲性格的感染

较多，我最佩服母亲是个聪明果断而有先

见的人。”

母亲的病逝让王德三悲痛万分，他认为，

旧社会还有许多饱受磨难的女性，只有投身

革命，推翻旧社会，解放广大受苦民众，才

足以告慰母亲。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下，王复生、

王德三、王馨廷兄弟三人先后走上革命道路。

民族团结传佳话

“王德三在任中共云南临委书记期间，

在省临委设置了少数民族问题委员会，这是

中国共产党开设的第一个研究和领导地方少

数民族工作的机构。他主持制定的《少数民

族问题大纲》，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关于地方

少数民族问题的纲领性文件。他于 1927 年编

写的《苗夷三字经》，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

地方民族工作文献。”据王家庄社区党总支

书记、村委会主任王汝学介绍，近年来，王

家庄社区结合王氏家风家训中敦亲睦邻的内

核，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走

出了一条民族团结进步与红色基因传承双融

合双推进的跨越发展之路。

如今，王家庄社区生活着汉、彝、白等

10个民族的群众，当地注重发掘“王胡朱张”

四姓的家风家训，将其融入村规民约。“胡

氏家训要求‘融入相关、利害相及、忠义为

重、财帛为轻’；朱氏家训要求‘忠义孝悌、

和家睦族、自奉俭约、忍让恭谦’；张氏家

训要求‘耕读传家、和气致祥、孝忍明德、

忠义常念’。”王汝学表示，通过发掘优良

的家风家训，将其与红色文化相融合，使之

成为推动群众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提

升的内在动力，可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成效。

近年来，王家庄社区先后获得“全国文

明村”“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

荣誉称号，优秀家风家训也有了新的实践载

体。依托大理州持续开展的“书记院坝（楼

宇）协商会”，村民们围绕事关村庄发展的

大事小情，实现“问题一线解、民情一线商、

实事一线办”，各族群众融洽相处，村庄宜

居和谐，特色产业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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