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文化大传承助推立德践行
本报记者 蒋友胜 通讯员 刘起旭

虞城县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厚重。这片1558平方公里的大地，不仅是中国木兰之乡、中国钢卷尺城，

还是造字鼻祖、造酒鼻祖、烹饪鼻祖、汤药鼻祖和教育始祖的“五祖”起源地。

五祖源地重创新，木兰故里尚忠孝。近年来，虞城县从古老厚重的历史文化中，凝结归纳出“重创新、尚忠

孝”的文化核心理念，涵养新时代虞城大地，激发虞城县全体党员干部和百万人民在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新征程中、在实现中原更加出彩的发展目标中，勇于创新、敢为人先，忠诚担当、大孝尊亲。 』『
1 五祖故里重创新

3 立德践行树新风

2 木兰之乡尚忠孝

虞城县是造字鼻祖、造酒鼻
祖、烹饪鼻祖、汤药鼻祖和教育始
祖的故里，被誉为“五祖故里”。

虞城县是造字鼻祖仓颉的故
乡。据《虞城县志》等史料记载，
黄帝史官、文字鼻祖仓颉面长四
目，察鸟兽蹄远之迹首创文字，革
除结绳记事之陋，发明了中华原始
文字，开启中华文明史，被尊奉为

“造字圣人”“文祖仓颉”。相传，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创始人孔
子携弟子巡游途经现虞城县古王集
乡仓颉墓地，看到一具裸露的四只
眼孔的颅骨，便命弟子挖坑筑墓、
重新掩埋。

虞城县是造酒鼻祖杜康造酒的
地方。《史记》载：杜康造酒在纶
城 （今利民镇）。《左传》《竹书纪
年》《史记》等史书都有帝相被篡
杀和少康（即杜康）在虞城造酒和
中兴的记载。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
在 《中国史稿》 中说：杜康即少
康，夏王相的儿子,因遭寒浞追捕，
逃到虞城县依附有虞氏当“庖正”
期间创造了用高粱酿制秫酒的技
术。上世纪90年代，虞城县纶城杜
康酒厂有职工1400名，其产品多次
获得国家金奖。

烹饪鼻祖、汤药鼻祖、教师始
祖伊尹的墓在今虞城县店集乡魏

堌堆村。商代平民出身的伊尹最
早掌握了烹饪技术，史称中华厨
祖。现今，每年都有全国各地的
厨师到伊尹墓拜祖。伊尹还是汤
药鼻祖 （也称草药师鼻祖）。伊尹
最早把草药配量，用砂锅熬制成
汤液，变草药生吃为饮用药液，
发明中药汤剂，提高了药效。《史
记·殷本纪》《汉书·艺文志》
《资治通鉴》等史料及历代医家皆
对伊尹创制汤液的故事作了记
述。伊尹还被称为教师始祖。甲
骨文研究文献显示，伊尹把道家
思想开坛讲授普及族人，是道教
道学的开坛鼻祖。这应该看作是

教育的最原始启蒙。伊尹又是中
国第一个帝王之师。还是太上教
师，全国拥有最高师权的人物。

察鸟兽蹄迹创造文字，偶见发
酵现象制造美酒，五味调和发明厨
艺……仓颉、杜康、伊尹等各领域
的人文始祖，之所以有如此开创历
史文明的功绩，皆源于创新意识。

“五祖”现象的思想核心，是创新。
从 0 到 1 是从无到有的创新，

在历史上的定位就是始祖。从 1到
10是创新的延续。拥有坚定文化自
信的虞城人民，秉承创新思维，不
断挣脱僵化的落伍陈旧的思维，一
次次从突破中走向突破……

木兰文化是虞城县的主流文化
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文
化。

2007年，中国民协正式命名虞
城为“中国木兰之乡”，“木兰传
说”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虞城县编创的木兰剑、木兰拳
被中国武术院正式认定为第 130种
中国武术。全县 600多个以“木兰”
命名的工业产品、项目、建筑、企业
和单位已形成产业链，木兰品牌农
副产品成为河南省著名品牌。

寻找和昭示木兰文化与当代发
展理念的结合面，创意出传统文化

产品，已经成为虞城文创新常态。
木兰文化的核心广为流传的木

兰从军。木兰从军之所以成为世代
美谈，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是至忠至
孝、大智大勇的行为，吻合了中华
民族传统的道德文化。

“孝”是一切道德之基础，也
可以说是中华传统道德的源头。花
木兰替父从军，正是孝道的最好诠
释，在后人心中，木兰就是孝道的
化身，理应敬重。

在中华传统道德中，还有一个
主题就是“忠”。何为“忠”？忠就是
上忠于国，下诚于民，就是要时刻为

国为民着想。对党员干部来说，
“忠”，就是对党绝对忠诚。党章历
经 17次修改，都始终把忠诚老实铭
刻在党章上。

花木兰代父从军，“代父”是
孝，“从军”是忠。作为木兰故
里，虞城县历来尊崇忠孝，代代相
传。最早有 4000多年前舜帝《二十
四孝》中“感天动地”的故事。明
朝有杨东明冒死为国上疏的故事，
说官至刑部尚书的虞城人杨东明，
以图文并茂的《饥民图说》冒死上
疏皇帝，救民于水灾之中。杨东明
的行为体现的是对国家和黎民百姓

的忠。在虞城县民间，还流传着一
个割肉奉母的至孝故事。在清朝光
绪年间，虞城县刘集乡苏楼村一位
普通农妇王刘氏，割下身上的肉奉
给病中的母亲以延续生命。解放战
争期间，淮海战役第一枪在虞城县
张公店打响；改革开放之初，原虞
城县张集公社张庄大队顶着风险在
全省第一个实行分田到户；到如今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传遍虞城大地，“好媳妇、好公
婆”评选遍地开花……被忠孝文化
浸润的虞城沃土，代代都有忠孝典
型，处处开满忠孝之花。

近年来，虞城县注重传承“重创新、尚忠孝”
的虞城人文精神，并在全县机关单位中开展了以
立“三德”践“三行”为主题的“立德践行·打造模
范机关”活动。

“立三德”首立政德。在于清政、在于明
政、在于勤政。对机关干部，党性就是最大的
德，对党忠诚就是大德。干部出问题，主要出
在“德”上、出在党性薄弱上。所以党性教育

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其次立
公德。作为机关干部，立公德就是
要有火热的公心、能秉持公道、保

持公信力。再次立品德。立
品德在于有高雅的品位、在
于有高尚的品质、在于有清
正的品行。县委要求虞城县
机关干部，要具有真实、深
刻，胸怀宽、敢作为，有风
度、善进取的高尚品质，要
工作态度端正、毅力坚韧、
诚实守信。机关干部，是普
通群众中的一员，也是群众
中的精英，应当具备严私德、
重公德、明大德的品行。

虞城县把“三德”作为
评议机关单位工作的核心内
容。

践“三行”首践学习之
行。虞城县要求各机关单
位，要大兴学习之风，把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融入各项工作，把学习过
程转化为提高思想认识、完善工作思路、提高
执政本领、培养专业能力、弘扬专业精神的过
程，不断提高适应新时代、实现新目标、落实
新部署的能力。要学习政治理论，持续深入学
懂弄通党的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学好用好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学习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提高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度。

虞城县创新性地在各单位机关建设了以知
忠诚、知干净、知担当、知创新为核心内涵的

“四知书舍”。为干部提供了学习充电的平台。
县委要求机关干部要利用好这个平台，把学习
当作一种责任、境界和追求，努力使个人的学
习工作化、经常化、终身化，不断增强担当的
本领和底气，把学习体会和成果转化为谋划工
作的思路、推动工作的措施和提高工作的能力。

其次践奉献之行。虞城县委要求机关干部
必须把对组织、对人民的感恩之情转化为坚定
信念、听党指挥的崇高追求，转化为爱岗敬
业、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怀，转化为埋头苦干、
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转化为勇创佳绩、拼搏
进取的工作劲头；深学、细照、笃行焦裕禄

“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奉献
精神，把敬业当成一种习惯，专心致志、心无
旁骛地做好本职工作，把提高群众获得感、增
加群众收入作为第一需求。该县面向社会各界
大力倡导奉献之行，以志愿服务彰显人间大
爱。目前，虞城有各级志愿服务组织 120多个，

注册志愿者5万多人。志愿服务活动开展丰富多
彩，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开展助学筑
梦、点燃孤儿新希望活动，成功组织127名贫困
学生与爱心人士对接；义买义卖，传递人间真
仁爱，先后开展帮贫困户义卖农产品活动 9次，
涉及帮助贫困户 112户，义卖农产品 30多万公
斤，发起社会募捐活动 4次，筹集善款 10多万
元；爱心晚餐，温暖全城众人心，联合全县 10
多个爱心公益组织共同参与的纯公益爱心活
动，累计收到社会各界人士捐资捐物价值 11万
多元，提供免费晚餐2万多人次。

再者践创新之行。在激烈竞争中，惟创新
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从0到1是从
无到有的创新，创新彰显了虞城的文化精髓。
近年来，虞城县以创新引领让木兰故里这片热
土处处充满生机。正因为虞城人敢于创新，商
丘保税物流中心得以在虞城落地生金；正因为
虞城人善于创新，“公司+”投融资模式才能先
行一步；正因为虞城人勇于创新，综合治理探
索才能广为认可；正因为虞城人会创新，脱贫
攻坚做法才被国家肯定。

大德小德都要立德；大行小行都要践行。
在县委的强力推进下，虞城县“立德践行·打
造模范机关”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在虞城大
地上唱响了“立德践行”这个新时代响亮的品
牌，一批模范机关、模范社区、模范家庭、模
范服务队、模范街、模范巷在活动中脱颖而
出，花开城乡。从而推动“两个高质量”在虞
城县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青年志愿者为环卫工人过生日。
本报记者 崔 坤 摄

▶第三届农民文化艺术节青年歌手第三届农民文化艺术节青年歌手
唢呐电视大赛唢呐电视大赛。本报记者 刘建谠 摄

▲木兰盘鼓敲起来。
本报记者 刘建谠 摄

◀公园成为居民健身的好去处。
本报记者 刘建谠 摄

▲木兰故里旅游业兴起，国外
友人在木兰祠购买纪念品。

本报记者 刘建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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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兰文化公园木兰文化公园。。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建谠刘建谠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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