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届十佳“清廉达州好家规”展播
家风正，则民风淳，家风正，则政风清，家风正，则党风端。日前，由市纪委机关与市委宣传部、市妇联联合

组织开展的首届“清廉达州好家规”评选活动落下帷幕。即日起，清廉达州专版将对评选出的十佳“清廉达州

好家规”故事进行展播，供大家交流学习。让我们一起品读身边的家风故事，共同涵养清廉好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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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每看到宝石桥水库的旖旎风光，王
小平就会想起父亲王方亮。王方亮，中共
党员，开江县甘棠镇人，先后担任开江县副
县长、县政协主席、宝石桥水库扩建工程指
挥部指挥长等职务，自 1990 年起，他带领
全县人民发扬移山造水的精神，终于建成
了“川东第一大人工水库”。他有三句口头
禅，一是“打水必须到井边”，二是“高山流
水心自知”，三是“吃水不忘挖井人”。

打水必须到井边：勤恳做事、踏
实做人

“打水必须到井边”是王方亮的口头
禅之一，他教育子女，要勤恳做事、踏实做
人。在工作上，一旦思考成熟，说干就干，
绝不敷衍塞责，得过且过。他也是如此以
身作则的。身为指挥长，王方亮很少坐在
办公室，引水隧道、渡槽施工段等施工第一
线，他不知反反复复走过多少遍。

1992 年国庆节期间，王方亮陪同时任
达县地委书记孟俊修视察宝石桥水库扩建
工程的黑岩洞隧洞工程，因工程尚未完工，
6.5公里长的隧洞内高低不平，有的地段得
用脚先试探，有的地段要弯着腰走，有的地
段要爬着过去，两人经过4个小时才走完全
程。孟俊修感叹道：“老王，不知你走过多
少次了，对隧洞各段情况了如指掌。”

王小平说，虽然父亲没有给他们留下
万贯家财，但是却时刻无声无息地引导着
他们，让他们懂得了如何对待工作和生活。

高山流水心自知：自立自强、清
正廉洁

“高山流水心自知，父亲爱用晚清名臣
曾国藩的格言勉励自己。”王小平说，父亲
出身于贫农家庭，在党的关怀和培养下，一
步步成长为党员干部，始终坚定理想信念，
坚持秉公办事，不拿公家一分一毫。

宝石桥水库扩建工程几乎是举全县之
财力，几千万的资金从手里进出，如果想捞
一把，对于全权负责的王方亮来说，是轻而
易举的。但王方亮平生最痛恨的就是利用
人民赋予的权力挖国家的墙脚、占人民的便
宜。在那八年时间里，给王方亮送钱送物的
人不是一个两个，都无一例外碰了壁。有一
个建筑商不信邪，三番五次携重金及礼品到
王方亮家拜访，结果不仅被拒，反引起了王
方亮的警觉：是不是他的工程质量有问题？
王方亮随即加大对该建筑商所包工程质量
的监控，果然发现了不少问题。王方亮责令
其返工重修，气得该建筑商在大街上公开叫
骂：“王方亮是个老顽固，刀枪不入。”

王方亮不仅自身保持清正廉洁，对家
人也是如此要求。在县政府医务室工作的
老伴想搭工程指挥部的便车到成都进药，
说了很多次，王方亮就是不肯。有一次，老
伴趁王方亮不在，终于搭了一回便车。王
方亮得知后，硬是让老伴交上 200 元车费
才算了事。他对老伴说：“我是指挥部的一
把手，不能带头乱了规矩。”子女参工后，他

也常常念叨：“只有坚持清正廉洁，家庭方
能安定温馨。”

他一生担任过诸多要职，却从不利用
手中的权力为家人及亲友谋私利。

吃水不忘挖井人：一心为民，宽
厚包容

1998年8月，处于肺癌晚期的王方亮，
已咳嗽不止，并多次昏迷。住院治疗期间，
亲属从指挥部借来一万元钱，用于缴纳医
疗费用，却被他硬要过去缝入衬衣口袋，并
说这钱不能用，要还给指挥部用在工程上。

1999年11月8日，王方亮在弥留之际
留下遗嘱：“死后不办丧事，不开追悼会，妻
子儿女不许找组织的麻烦，所欠医疗费慢
慢还……”

王方亮用奋斗的一生，践行着共产党
人的崇高追求。1995 年 7 月，他被四川省
委表彰为全省优秀共产党员。

王方亮的一言一行，深深地刻在了后
辈的心里，三个子女均追寻父亲的脚步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各自的岗位上忠诚
履职、担当实干。“我心中的父亲，是曾经奋
斗在开江这片热土上最普通的一员，慈祥
的笑容，高大的背影，我始终不会忘记他教
导我们要踏踏实实做人，清清白白为官。”
2009年，王小平被全国妇女联合会表彰为
全国三八红旗手，她表示，这不仅源于自身
的努力，更得益于良好的家风家教。

□唐绪汝

“心上存仁德，立志可安邦”，在依山傍
水的万源市大沙镇油坪村蒲家河，有这样
一句家训，妇孺皆知，流传千年。蒲氏家训
与人名合二为一，每代人依次取其中一字
作为辈分，以此世代相传。

2023年，万源市大沙镇蒲氏家规入选
四川省第二届“天府好家规”名单，蒲胜志
家庭被推选为深入践行蒲氏家规的代表。

血脉赓续 兄妹名字中蕴含“红
军胜”

据蒲胜志回忆，爷爷曾告诉她，大沙镇
蒲家河蒲氏一脉，最早可追溯到元末明初
湖广填川时期。蒲姓先祖从湖北溯长江而
上至万源市大沙镇蒲家河落籍，并带来了

“心上存仁德，立志可安邦”的10字祖训。
“爷爷说，蒲氏先祖将叮嘱铭刻在每一

代子孙的名字里，提醒后代应该干什么，不
应该干什么。家训10个字，循环往复，以致
无穷。”蒲胜志说，到了她这一辈就是“志”
字派。为啥给自己取个男孩名字？她曾向
爷爷倾诉心中的困惑，爷爷带着还是孩童
的她，来到屋后青翠的山梁上，重走了一段
红四方面军在当地作战的路。“我六岁那
年，爷爷拉着我的手来到青树梁，向我讲起
了红四方面军血战万源的故事。讲当年徐
向前、李先念、许世友等红军将士在艰难险
境下，组织乡亲们打土豪、分田地、斗白
匪。万源人民积极参军参战，都希望红军
取得最终胜利。”在爷爷饱含深情的讲述
下，她逐渐明白了自己名字蕴含的深意。

原来，哥哥叫蒲红志，姐姐叫蒲军志，

自己叫蒲胜志，连起来读就是“红军胜”，这
既是对红军的怀念，也蕴含着对后辈们“将
红军精神发扬光大”的殷切期望，更流露出
老一辈人对子孙后代的美好祝福：永远让
胜利的旗帜高高飘扬、绵延万世。

立志安邦 政法战线上的“铿锵
玫瑰”

在优良家风家训的熏陶下，蒲胜志从
小就志向远大，“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扫荡
人间不平事”成为她学生时代就有的梦想。

在基层司法所18年的锻炼经历，不仅
让蒲胜志增长了学识和阅历，更让她在处
理纷繁复杂的基层矛盾纠纷时，平添了几
分底气。由她总结提炼的“五心调解法”以
及“辨法析理”“联动联调”“群众参评”等多
种调解方式，在万源市各级调解一线发挥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无人敢啃的“硬骨头”，她敢；无人能拔
的“刺头”，她能。正是凭借清醒的头脑、火
热的心肠、比男孩子还要坚毅的性格，以及
把“家”搬进单位、把“办公桌”搬到老百姓
身边的工作作风，蒲胜志成功化解了130余
起重大疑难纠纷、信访积案，有力维护了当
地的和平与稳定。不少经她化解矛盾纠纷
的当事人更是与她处成了亲人。

“四川省指导人民调解工作先进个
人”、达州市“十大调解能手”“2014年感动
万源十大年度人物”……这些荣誉，既是对
蒲胜志常年累月“守一方平安，换万家安
宁”的褒奖，更是对融入新时代内涵的蒲氏
家训家规的最好“注脚”。

秉火追光 蒲氏家训“有形”化
清风

“蒲氏祖先既然已将叮嘱印刻进后世子
孙的名字中，我们又怎能忘怀那字里行间的
意思，而不去身体力行呢？”翻看着一家人的
老照片，蒲胜志坦言，“蒲氏家训”就是要让
我们每个人满怀仁爱之心，加强道德修养，
立下远大志向，并为之奋斗终身，才能使家
族绵延兴旺，使国家平安稳定。

蒲胜志一家人身上都印刻着蒲氏家训
的烙印，她的家庭也先后被评为“全国五好
家庭”“四川省五好家庭”。蒲胜志的丈夫
徐淳熙，是万源市广电网络公司副总经理，
为了满足贫困村民的文化需求，他经常挨
家挨户走访，带头爬杆架线，顶风冒雪调试
信号，义务为乡亲们维修电视机，用辛勤的
汗水换来了群众的真心点赞。女儿徐萤在
父母的言传身教中成长，不摆架子要挑担
子的思想早早在她心底扎了根。现任万源
市太平镇石岗小学校专职副书记的她，周
末经常为了照顾学生，主动放弃休息时间，
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

好家规“留痕”更永恒。同脉连枝的蒲
家人，各自在不同的领域默默耕耘，都践行
着同样的蒲氏家训……把家训刻进名字
里、骨子里，传承的是祖先的训诫，是家族
的文化，亦是做人做事的原则。

“无论走到哪儿，不忘本，不忘根，做好
利国利民之事，才能对得起祖先留给我们
的名字。”采访临近尾声时，蒲胜志道出了
自己对后代的期冀。 □牟丽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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