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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今，婆媳关系都是令国人头疼的

家庭难题。然而近日，一名女子对婆婆的耐

心和包容让人动容。只见她，戴着头盔为婆

婆洗澡，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把婆婆当女儿

来宠爱。视频传遍了社交网络，它让人们看

到了一个婆媳和睦、相亲相爱、乐观向上的家

的力量。

据钱江晚报·小时新闻客户端报道，衢州

女子姜丽珍的婆婆今年78岁，8年前患上了阿

尔兹海默症，也就是俗称的老年痴呆症，智力

逐渐退化。姜丽珍辞去国企工作，八年如一

日，照顾患病的婆婆。每次为婆婆洗澡，姜丽

珍都要蹲着，婆婆的拳头会不断打在她的头

上。没有办法，后来她每次帮婆婆洗澡只能

戴上头盔。

姜丽珍孝敬婆婆，来自于母亲的言传身

教。小时候，但凡家里有点好吃的，都先给

爷爷吃。出嫁前母亲专门叮嘱她，要像对待

亲爹亲妈一样对待公公婆婆。这是家风。姜

丽珍说：“一家人，只要有心，没有什么子欲

养而亲不待的事啊。”姜丽珍的话，引发了不

少人的共鸣。正所谓：家风好，才能家和万

事兴。

每一家都会有家风，体现在生活的选择

中、家庭的发展中、亲人的相处中。家风是一

个家庭长辈教育后代的方式，有什么样的家

风，就会有什么样的家庭关系和氛围，也会在

潜移默化中教育出什么样的子女。可以说，

家风是一个家族的性格特征，也是一个家庭

或家族的传统风尚及行为规范。

中国人素来重视家风建设。儒家主张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治国先治家，不

能治家焉能治国？这是中国人的道德理想和

行为准则，其中蕴含的人生逻辑，影响上下两

千年。从《朱子家训》到《曾国藩家书》，“一粥

一 饭 ，当 思 来 之 不 易 ”，“ 传 家 有 道 惟 存

厚”⋯⋯这些“齐家”的言论，是传统中国人步

入社会及庙堂的起点。

良好的家风和每一个家庭成员息息相

关。很难想象，一对夫妻“小吵天天有，大吵

三六九”的家庭，或者是一个只知吃喝玩乐不

求上进的家庭，如何培养出一个爱学习、爱劳

动，助人为乐的孩子？那无异于痴人说梦。

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家风，但万变不离其宗：

只有家庭成员相亲相爱、同心同德，才能生长

出向上的“家”力量。

好家风对于社会而言，就是一种向上的

正能量。家是什么？有人说，家是青砖灰瓦

红窗花；家也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一个家庭

越是稳定与和睦，这个家庭承受挫折的能力

越强，越能抵抗外部世界的风风雨雨。在姜

丽珍的家庭中，婆婆一病八年，儿媳不离不弃

精心照料，这是好家风给予的坚毅、勇敢、乐

观向上的精神力量。

没有好家风，焉有好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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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6日，抖音安全中心发布治理处罚公

告，对一批涉嫌刻意炫富、恶意炒作、有违社会

公序良俗的账号进行禁言、封禁等处理。相关

资料显示，1月以来，抖音安全中心已清理此类

视频2862条、音频324条、话题47个，封禁违规

账号3973个。

抖音在公告中表示，要倡导理性消费、科

学文明的生活方式。本次治理重点打击六类

涉及不良价值观、不健康生活方式的内容，包

含宣扬拜金主义、攀比享乐；对非富群体进行

歧视、嘲讽或攻击；涉未成年人发布大量奢侈

品信息；打造“白手起家逆袭成精英”人设营销

或诈骗；故意展示大量现金、撒钱；制作销售视

频、图片、文案等炫富素材。

此消息一出，整个网络空间为之一振。抖

音作为目下网络空间中的大平台，能有这样的

态度，让人为之叫好。希望，这样的做法不是昙

花一现，能常抓不懈且形成制度，使平台日趋清

朗。同时，我们也乐见其他平台响应这一做法。

眼下，不少互联网平台确实存在着一些刻

意炫富、恶意炒作，有违社会公序良俗的账号，

发布的内容能一时抓人眼球，但究其实质是荒

腔走板的，甚至是低俗低级的，最终会被人抛

弃。这些账号背后的运营者没有道德是非观

念吗？不尽然，更多的时候，他们追求的是大

流量，追求的是单纯的“眼球经济”，却因此丧失

了底线，将道德准则抛诸脑后。

实际上，这种行为是一种短视和浅见。正

能量带来大流量，才是应该追求且具有长久生

命力的。比如，钱江晚报·小时新闻报道的 37

岁“女焊子”魏正梅，以自己兢兢业业的精神和

精湛的焊接手艺，在抖音上获得了 39.7 万粉

丝、544万点赞。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很多类似

的平凡劳动者成为网红，因为他们真实，因为

人们从中看到了打拼的意义，更因为从另一个

维度看到了“自己”。

再者，网络空间是现实生活的延伸，是我

们沟通交流的另一个空间，甚至已经是离不开

的空间，但是，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亦不是

道德域外之地。在现实中存在的不健康不理

性之处，并不是搬到了网上就能成功转身，就

能成为可以放任自流的存在。

每个人都应该为我们共同的这一片网络

空间负责。它的每一分清朗，相信都会有你的

守护存在。

正能量带来的大流量，才有生命力

每 个 人 都 应
该 为 我 们 共
同 的 这 一 片
网 络 空 间 负
责 。 它 的 每
一分清朗，相
信 都 会 有 你
的守护存在。

“爱的礼物”
通过学校、学
子、社会之间
传递，形成良
性循环，不断
演 绎 出 感 人
的佳话。

本报评论员
胡大可

近日，“北大获史上最大个人捐赠”的消

息引发公众关注。

据北京大学官微发布，该校名誉校董、

中公教育集团董事长、1995 级校友李永新和

他 创 建 的 北 京 中 公 公 益 基 金 会 捐 资 10 亿

元，设立北京大学中公教育发展基金，全面

支持北大学科建设、教学科研、师资队伍和

人才培养等各方面发展。这是北京大学建

校以来收到的最大一笔个人捐赠，也是最大

一笔校友捐赠。

“已识乾坤大，犹怜母校情”，“投资教育，

是最美的公益”，“感恩母校，回馈教育，造福

社会”⋯⋯这笔校友捐赠，赢得一片赞誉。

校友作为一类特殊群体，一直是高校办

学资金的重要供给方，也是高校最为倚重的

募捐对象，还被誉为大学软实力的重要指

标。近年来，一些高校在校友捐赠方面颇有

收获，校友单笔捐款数额越来越大，受关注

度越来越高，有多所学校跻身中国大学校友

捐赠“亿元俱乐部”。

校友捐赠的动机，说到底是对母校的感

恩之情。李永新的捐赠堪称典型。

1995 年，李永新考入北京大学。当时，

他经济困难，连吃饭问题都感到忧心，但他

很快收到了北大发放的助学金。北大食堂

为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的三毛钱一份的虾米

炒白菜以及免费羹汤，令他在多年后仍对母

校心怀感激。

“没有北大，就没有我们今天。”正是基

于对母校的感恩，事业有成之后李永新不遗

余力、不计回报地回馈母校。自 2014 年起，

李永新代表中公教育集团多次向北大捐资，

从第一个 1000 万，到第一个 1 亿、第一个 10

亿⋯⋯李永新说，为北大作出的贡献是他的

“应有之意”。

感恩于心，回报于行。北大获史上最大

个人捐赠这事中，比 10 亿巨款更贵重的，是

这位当年的贫困生的一颗感恩之心。所以，

不要只盯着 10 亿，我们更应该去深刻领会

学校和学子之间的深情厚谊。

从学生入校的那一天起，学校时刻关心

呵护他们的成长，自然就会在他们的心中埋

下一颗感恩的种子，有朝一日它终会成长为

参天大树。学子在校期间获得了母校的关

怀和滋润，就会在成长壮大之日进行爱的回

馈，回馈给社会，回馈给母校，也许不仅限于

金钱的形式。如此，“爱的礼物”通过学校、

学子、社会之间传递，形成良性循环，不断演

绎出感人的佳话。

比10亿元更贵重的，是那颗感恩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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