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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的辽西，凌晨4时的天还没大亮，58岁的王桂

荣扛着半袋大米走出家门，走向村头的胡热土山，她要

赶着去参加村里传统节日——睦邻节。

王桂荣家住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佛寺镇查干哈

达村，这是个有着数百年历史的蒙古族聚居村落。睦邻

节是村里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活动，从1808年开始，到今

年已连续举办了214届。200多年来，查干哈达村家庭和

睦，邻里和谐。近日，记者走进查干哈达村睦邻节，感受

这里睦邻友善、尊老爱幼、亲近自然、赓续传统的敦厚民

风，探寻这座辽西小山村邻里和睦的民俗密码。

 

同“粥”共舞 睦邻节传承 214 年
 

胡热土山的山顶，是一片开阔地，这里已被辟为村

里的文化广场，一座被称为“母亲塔”的莲花白塔静静

矗立于西北角。

白塔对面，村民们已在凉棚下支起6口锅灶，不少

村民自发来到这里，淘米、洗菜、切肉、生火，忙得满头

大汗。“这些都是熬粥用的，每年睦邻节熬粥的材料，

都是大家自发捐赠的。”王桂荣一边淘米一边告诉记者。

查干哈达村的老支书吴秀英身着一件绿色的蒙古

族长袍，在现场指挥村民们熬粥。她介绍说：“今天差不

多要煮600斤米，前两年有疫情，只有本村的村民来参

加。今年镇里在抓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主办睦邻节，

来的人肯定很多，所以要多准备一些。”

1800平方米的文化广场上，搭起了红毯铺就的

舞台，绿色的背景板上写着“查干哈达第214届睦邻

节”“惠音巴雅尔”（蒙古语意为睦邻节）等字样。今年

的主题为“赓续传承睦邻友好，踔厉践行乡村振兴”，为

古老的节日注入了崭新的时代内涵。小康不忘党的恩

情，村民们以这样的形式表达感恩和敬意。睦邻节上，

今年的“好儿媳”“好婆婆”“好邻居”身披红色绶带，

在村民们关注的目光中，走上领奖台。

查干哈达建村于1705年，是蒙古贞地区为数不多

的建村历史清晰的传统村庄，也是蒙古贞地区唯一一个

由放牧与耕种相结合的传统村庄。

村子的建立与当地一座始建于清康熙年间的佛教

寺院——瑞应寺有着密切的关系。当年，为了修建瑞应

寺，有14户人家来到这里定居。因村庄北边的山上有

一块巨大的白色石头，故取名“查干哈达”（蒙古语意

为“白色的岩石”），也寓意村庄坚如磐石、天长地久。

村史在一代代村民中口口相传：清嘉庆十三年（公

元1808年），村里的许多孩子都染上了麻疹、天花等传

染病。为了战胜病魔，全村人团结一致、互帮互助，最

终控制住了传染病。村民为了纪念这一共克时艰的善

举，特设立睦邻节，以示后人须传承“邻里相亲、守望

相助”的传统美德。

每年睦邻节，全村人都会同吃一锅粥，同唱一首

歌，表达对彼此的祝福和祈愿安康、美满的心情。

村民们喝的粥叫作惠音莲花粥，“惠音”有“和谐”

之意，惠音莲花粥是用大米、肉糜、红枣等多种食材熬

制的一种蒙古族特色食品。在当地的民族传统中，只要

喝了粥就是一家人，所有的矛盾就此化解。

吴秀英从1998年开始就主持睦邻节，她告诉记

者，查干哈达村有着“落一屯不落一人”的规矩。睦邻

节上，所有人都能分得一碗粥，睦邻节的粥不仅在场的

人能吃到，对于村里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村民也会挨家

挨户把粥送到他们手上。

敦亲睦邻 淳朴民风代代相传

阜新市文旅广电局驻查干哈达村干部包德华说，蒙

古族有这样的谚语：“有一个知心的那科尔（汉语为朋

友），就百事都顺承”“我们不求有什么样的好运，但只

求有两个好邻居”。

在他眼中，睦邻节的形成、淳朴民风的养成，和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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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村民的生产生活有着直接关系。

查干哈达村北靠查干哈达山岭，西依胡热土山，

从西与北两面形成了屏障，村西沟有一处四季流水的泉

眼……先人选择这里牧马就是看中这些优越的地理条

件。在放马时如果遇上暴风雪等极端恶劣的天气，马群

便不好控制，蒙古族谚语“一个人圈挡不住四散奔跑的

马群”，这个时候就需要大家相互帮助。所以处理好邻

里关系不仅是日常生活的需要，更是生产的需要。

“当年这里的村民就是靠着团结互助，才能减少损

失，更好地生活，这种优良传统一直延续至今。虽然现

在土地都承包到户了，可谁家有个大事小情，村民们还

是会搭把手，在睦邻守望中，淳朴厚道的民风便形成

了。”吴秀英说。

查干哈达村没有留下族谱和家谱，却有世世代代口

传心授的村训和家训。“寻找食物不如寻找团结”“寻

找财物不如寻找友谊”……家家都贴着这样的对联，也

成为查干哈达村人印在心中的守则。

白宝山是查干哈达村的老支书。他说，像这样的家

训对联，查干哈达村家家都有，内容不尽相同，有讲孝

顺老人的，有讲兄弟团结的，更多的是讲邻里和睦。“斗

殴不兴，邻里襄助”，是查干哈达村人几百年来秉承的美

德，也成为他们处理邻里关系的准则和自然而然的习惯。

查干哈达村现任村支书白长江说，从2016年开

始，每年睦邻节村里都会评选“好婆婆”“好儿媳”“好

邻居”等，并隆重表彰。获表彰的村民一一登台，向大

家介绍自己的做法，与村里人共享荣誉，也吸引村民发

自内心地向他们学习。近些年，表彰的奖项又增加了

“好老干部”“好退伍军人”“致富能手”等，奖项并不

固定，已经有40多人获得表彰，获奖村民都是全村人认

可的各方面的代表。

在村两委的引导下，查干哈达村形成了一股不一样

的“攀比风”。“每年评奖时，没有评上的人都会说‘为

啥不评我，下回我也要评上’。”吴秀英笑着说。

在村委会西侧的查干哈达村示范型居家养老服务

站，村民们三三两两在打牌、下棋、聊天。年轻人外出

打工、求学，老人们就聚在一起，互帮互助。 
64岁的代文胜邀请记者到他家中做客。记者见到

了代文胜的女儿，在成都读大学并在那里成家的代秋

梅。她特意带着婆婆和2岁的儿子从成都赶回来，一起

感受村里“和谐、团结、友爱”的氛围。

“记得小时候邻里之间一起去耕地，大家都会互相

帮助，先耕完地的村民总会去帮助其他邻居。那时候村

里谁家盖房子，村民都会来义务帮忙，大家在欢声笑语

中把活干完，特别和谐。”代秋梅说，“这种与邻为善、

互帮互助的习俗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它一直提醒

着我在工作和生活中要和同事、朋友友好相处，多设身

处地替别人想一想。”

代秋梅介绍，除了睦邻友善，村里一直有着重视教

育的传统。“从小爸妈就教育我们，不和别人比吃穿，

但一定要好好学习。”

这便是查干哈达村另一股“攀比风”，村民们不攀

比谁家房子好，谁家挣钱多，而是“攀比”谁家更和

睦，谁家子女更孝敬，谁家孩子教育得更好。

查干哈达村356户人家，已经培养出300多名大学

生，几乎家家都有，是远近闻名的“状元村”。

佛寺镇党委书记齐英伟说，查干哈达村的睦邻节也

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周边的村落和城镇的人们。“往年都

是村里自发举办睦邻节，今年开始由镇里主办，目的就是

向全镇推广查干哈达村这种做法，让更多人加入进来。”

 

德风流布 老民俗里的基层治理新智慧
 

村史馆里，“全国文明村镇”“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

范集体”“全国示范型老年友好型社区”等牌匾记录着

小山村的荣光。

“内睦者家道昌，外睦者人事济。”经过岁月的洗

礼，查干哈达村积淀的淳朴民风、和善家风、文明村风

源远流长，德泽后世。邻里关系在这里被重新定义，也

为基层治理提供了新智慧。

“村民有共同的信念以及对信念的共同坚守，村里

有矛盾协调机制以及对协调机制的不断完善，这些都是

查干哈达村邻里和睦200多年的关键。”阜新蒙古族自

治县蒙古贞文化博物馆馆长海春生说。

村里有许多事情需要村民之间互助互帮，尤其是近

些年许多壮劳力都外出打工，留在村子里的多为老人和

儿童。村党支部发挥老年人的作用，成立了老年协会，

协助村干部协调邻里纠纷、解决各类生活问题，并为村

里的文化建设、便民服务做贡献。

老支书白宝山被选为查干哈达村老年协会的会

长。“查干哈达村从建村时，就遵循着长者为尊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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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白宝山说，老年协会由60岁以上的老人组成，并

选出11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作为主要负责人，现在老年

协会有成员246人，处理的都是家长里短的事情。

“老年协会的人不拿一分钱工资，却在村务管理中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齐英伟说，老年协会在村民

中享有崇高威望，说话很有分量，很多矛盾都在激化之

前迎刃而解。平时邻里之间闹矛盾，家庭内部闹矛盾，

如果村干部去调解，可能显得比较正式，像闹到了法庭

一样，而老年协会的人去调解，大家心里都愿意接受。

为加强老年协会规范化建设，村委会为老年协会在

村部设置了一间办公室，老人们经常在这里讨论村子里

的大事小情。老年协会也建立了规章制度，对每年开展

的活动都有规划安排，各项活动安排得井井有条。像评

选“好婆婆”“好儿媳”“好邻居”等，都是由老年协会

先提出候选人，再由村两委讨论决定。

由于睦邻文化的浸润，查干哈达村社会治安稳定，

村民和谐相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在这里生动体

现。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公安局政委张勇利查阅了查干

哈达村历年的出警记录，他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村中

没有发生过一起刑事案件，这主要是因为查干哈达村即

使有矛盾也是就地解决，村民们主动去帮忙或调解，做

到了矛盾不出村。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县委书记刘彦鸿表示：“我们计划

把睦邻节做成全县的文化品牌，向全县推广查干哈达村的

睦邻友好经验做法，也从中提炼社会治理的新经验，不断

营造团结和谐的氛围，构建‘邻里关爱、团结互助、共创

和谐’的新型邻里关系，推动全县的经济社会发展。”

（新华每日电讯，2022.8.19, 有删节 ）

近日读一篇散文，有一段描写耐人寻味。在幼儿园

绿地旁，稚嫩的孩子指着两株茂盛程度有别的桃树，

感到疑惑：“为什么两棵树长得不一样呢？”老师略作

思考，以“它们的根须长得不同”进行解答，继而阐释

了“树靠根长，根深叶茂”的植物知识。看似简单的故

事，蕴含着深刻的育人哲理。

从某种意义上说，家庭培养与孩子成长之间，何尝不

是根与叶的关系。家庭教育是教育的开端，关乎未成年人

的健康成长和家庭的幸福安宁，也关乎国家发展、民族进

步、社会稳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广大家庭都要重言

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身体力行、耳濡目染，帮助

孩子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迈好人生的第一个台阶。”

回溯历史，中华民族家教文化源远流长。孔子庭

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

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朱子家训“恒念物力维

艰”……生动的家训故事、深刻的家教箴言，映照着言

传身教的优良传统，承载着祖辈对后代的寄望，培厚了

孩童的精神沃土。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

下父母的共同心愿。今天的人们更加认同，家庭是人生

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

家教，就有什么样的人。

“正家而天下定矣。”家庭文明是社会文明高塔的

“累土”，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家风好，社会风气才有好

的基础。事实上，家庭、家教、家风三者有机统一、紧

密关联。家庭和睦，社会才能和谐；家教良好，未来才

有希望；家风纯正，社风才会充满正能量。“将教天下，

必定其家，必正其身。”奋进新征程，秉持家国情怀的赤

子之心，踔厉奋发、笃行不怠，每个家庭前进的脚步，

终将汇聚成国家的进步。

始终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

风，时时处处给孩子做榜样，用正确行动、正确思想、

正确方法教育引导孩子，就能更好助力祖国的花朵向阳

生长、绚丽绽放。

（人民日报，2022.9.2，有删节）

良好的家教家风使人向上向善
□ 马祖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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