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稼书苑稼书苑””一隅一隅

文以载道，文能化人。陆稼书为官治家力行耕读理念，一生好思深学，著作甚
多，《读书志疑》、《三鱼堂文集》等都是其思想文化精髓。而好教书育人的陆稼书
不仅自己学术颇丰，更志在教化乡里。

去职归田后的陆稼书回到泖口古镇，在此兴建“尔安书院”，以讲学为务，乡邻
皆拍手欢迎。清贫的陆稼书建尔安书院时，房梁屋柱还多为乡人所捐，可见其在
乡邻中的声望。数百年之后，虽梁柱上还依稀可辨当时捐者的姓名，但残破不全
的书院却不见当年风貌。为了重现当年陆稼书讲学时的盛况，2018年，新埭镇按
照历史文献记载，在泖口古镇重建了尔安书院，并将此作为陆子文化传承和发扬
的重要阵地。

“《十八只箱子》、《以德化逆子》等这些陆稼书的小故事轻松活泼、内涵深刻，
都非常受大家欢迎，是我们接下去做好陆稼书讲学的重要选材。”总结起陆子文化
的讲学经验，稼书学堂讲师团成员褚亚芳头头是道。自今年加入稼书学堂讲师团
以来，褚亚芳已经在尔安书院为前来学习参观的上海铁路局党支部等多批江浙沪
游客讲授了陆子文化课程。“我们希望能在陆稼书当年讲学的尔安书院里把陆稼
书清正廉洁的精神传承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泖水文化的精髓，这是一件
很有意义的事情。”褚亚芳说。为了做精做深陆子文化，今年新埭镇在重建尔安书
院的基础上，成立了稼书学堂讲师团，聘任了一批热爱、精通陆子文化的乡贤代
表、专家学者为参观考察学习的游客以及党员干部、学生等教授陆子文化课程，同
时编排了小品《审羊皮》、创作了钹子书《钻狗洞》等文艺作品，以更丰富、更鲜活的
形式让陆子文化更加深入人心。

走出“稼书苑”，陆子文化并不因此而“断档”。尔安书院，虽建在泖河之畔，但
却“活”在平湖各处。在当湖高级中学明德楼五楼的陆稼书功能教室，是与尔安书
院相仿的仿古课桌椅、摆放整齐的陆稼书相关书籍，俨然另一个“尔安书院”。原
来，作为“天下第一清廉”陆稼书研究会的所在地，当湖高级中学2014年开始建设
陆稼书功能教室，并以陆稼书研究展示馆为中心，集中展示“清廉学校”的文化建
设。也是自那时起，每年的高一学子都在这接受陆稼书文化的启蒙教育。“我很喜
爱研究历史，也知道我们平湖有陆稼书，但知之甚少，对他的理学思想也十分好
奇。”现今已经高二的学生吴健豪说道，在众多选修课中他选择了陆稼书文化选修
课，源于兴趣，也源于对陆子文化的向往。陆稼书研究会的老师都会定期来为学
生上课，虽然短短的几节课时间无法深入了解陆子的学说和思想，但也激发了吴
健豪和同学们在接下去的学习中将陆稼书的思想和课本知识相结合的学习热情，
渴望接触更多、更有内涵的陆子文化精髓。

今年是陆稼书诞辰390周年，为了加大陆子文化的宣传力度，除了线下阵地之
外，新埭镇还创新了“互联网+”宣讲模式，关注青少年、企业职工两大群体，重点打
造“稼书云学堂”宣讲品牌，推出“老乡说小康”“泖水网事”“今贤论古贤”三大宣讲
专栏，邀请党政领导、网红大V、知名乡贤、身边好人坐镇，讲新埭故事，传播新埭好
声音，自今年6月正式发布以来，通过自行点播，视频转播，活动直播等形式，覆盖
受众达2.5万人次。推出的10集陆稼书故事微视频，也深受青少年朋友喜爱，在寓
教于乐中，广播陆子文化基因。

一座“书院”的复兴

采访札记

■李雨婷

核心提示：泖水河畔，稼书故里，百年传承，清风徐来。
作为“天下第一清廉”陆稼书的故里，新埭镇泖河村的泖口古镇无疑是清正廉洁之气孕育的一方宝地。近年来，新埭镇始终坚持以陆子文化教化育人，涵养政清人和的政风、乡风和民

风和家风，先后修缮了陆稼书祠堂、尔安书院等历史文化建筑，近日又启动了陆稼书故里新一轮的修缮工作，外提“颜值”，内升“气质”，重塑“稼书苑”这一清廉家风传承阵地的新时代文化内
涵，掀开了陆子文化弘扬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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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点赞

谭云根

（新埭镇泖河村村民）

近几年，我们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大变化。现在不仅交通便利、风景优美，
来村里游玩的人也越来越多，在聚了人
气的同时，还提升了我们村民的生活品
质。

范奕星

（疗休养游客）

我们走过老街、看过“无讼源”，还参
观了尔安书院，游玩了水月湾……这座
3A级景区村庄带给我们很多感受，这里
不仅有美景，还有丰富的文化底蕴，特别
是这里的清廉文化让我们体验到了别样
的风采。

张俊

（新埭镇泖河村村干部）

陆稼书的“无讼”文化也始终贯穿在
我们村的日常工作中。我们沿袭他的理
念思想，再将其与社会基层治理相结合，
打造“无讼”的新埭品牌。

一缕清风，百年传承，历久弥新。
陆稼书留下的清廉文化，为人称颂，更

值得后世传承。一方水土育一方人，历经
百年积淀，陆稼书的精神文化基因早已融
进了新埭镇人民群众特别是党员干部的骨
血里，内化于心、外化于形，成为了党员干
部们行为处事的根本遵循。

“只要心正、身正、行端，就能安民心、
聚民心、暖民心，一切难题也能迎刃而
解。”对新埭镇旧埭村党委副书记徐丽来
说，在多年的基层工作中，碰到任何难解
的难题，只要以规矩定方圆，就准出不了
错。

农民建房难，是基层治理中的一大难
题。旧埭村也不可避免地遇到了这个问

题。村里农房陈年老旧多、农民建房意愿
强烈，但农民宅基地少，“僧多粥少”的局面
一旦处理不当就会引起基层治理矛盾。而
旧埭村就以陆子文化为引领，将先贤陆稼
书清正廉洁、刚正不阿的为官理念充分贯
彻到了工作的各个环节中。

今年旧埭村的新农村社区三六小区有
65户宅基地的份额，如何平衡好这为数不
多的宅基地成了摆在村干部面前的一道
难题。“按规矩办事，就不会错。”徐丽说，
这也是村干部们心中共同的“工作指
南”。在开展工作之前，旧埭村的村干部
们首先对全村的农房条件、村民意愿等进
行了情况摸底，根据实际摸底情况，由村
班子讨论决定本批建房相关政策，再交由

村民代表大会审核通过。在报名的 100多
户村民家庭的条件审核中，也严格按照相
关政策、标准，由村班子集体审核、村监会
集体审批复核，再交由镇里相关部门进行
联审，最终确定了符合条件的 65户村民家
庭。整个过程没有“打电话、托关系”的非
正常现象，取而代之的是全流程的公平、
公开、公正，在建房名单出炉后，村民们也
心服口服。“只要心中端的正，面对村民们
的任何疑问，我们都答得理直气壮，大家
对于村里工作也更多了一份支持和信
任。”徐丽说。

“现在党员干部们的规矩意识越来越
强，办事讲程序、守章法，这不仅是陆稼书
为官做人的文化精髓，也是我们党员干部

得以受用终身的财富。”新埭镇党委委员、
纪委书记黄利民说，近年来，新埭镇深耕陆
子文化这一精神宝地，以清廉文化润泽干
部心田，以清廉理念指引工作前行。除了
开展好日常廉政文化教育、办好泖水清风
教育云学堂教化干部外，还加大了巡察整
改力度，计审结合，推进清廉新埭建设落
实、落细、落地。而不断显现的清廉成效，
也彰显了陆子文化的时代魅力。“在往年的
村社区巡察中，我们发现的大多是工程拆
标、财务隐患等问题，但近几年特别是今年
的巡察中发现的大多为会议纪要不规范、
务工补贴发放模式不严谨等细节问题，党
风政风明显好转，干群关系明显改善。”黄
利民说。

泖口古镇，泖水河畔，清风相伴，风清气正。
尽管已时隔数百年，但走进“天下第一清廉”陆稼书的故里，如今仍依稀可见

其当年清廉为官、教书育人、教化乡里的高洁形象。
走进修葺一新的“稼书苑”，三鱼堂里，泖口古镇文化、陆氏家族渊源、陆子家

规家训以及陆稼书生平事迹等事无巨细，重新复原的陆稼书书房里“不贪为宝、无
欲则刚”的对联原样再现了陆稼书当年清正廉洁的高尚品质；清风楼里“稼风树”、
陆稼书文化产品等互动内容让参观者在寓教于乐中切身感受到陆子文化的魅力；
楼旁的“让水池”波光潋滟，也是颇有来头，取自陆稼书“廉泉让水”的清廉典故
……一堂、一楼、一池，既是当年陆稼书在泖口古镇的生活轨迹，也是如今后人缅
怀、弘扬陆稼书清廉家风的重要阵地。

陆陇其，字稼书，世居平湖新埭泖口，曾在上海嘉定、河北灵寿等地任职。陆
稼书为官清廉，爱民如子，强调德化，不重刑威，离职返乡，百姓挽留，转为御史，刚
正不阿，被称之为“天下第一清廉”。雍正二年，从祀孔庙，是清朝第一位入祀孔庙
的大儒。陆稼书的生平事迹，令世人敬仰；陆稼书留下的精神财富，更是让后人受
用不尽。

坐拥这一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作为陆稼书的故里，近年来，新埭镇深度挖掘陆
稼书清廉家风的时代魅力，既涵养了陆子文化这一清廉文化软实力，也打造了陆稼
书清廉家风传承阵地的硬基础。2014年，新埭镇曾对面积300多平方米的陆稼书家
族祠堂进行了保护性的修缮加固；2018年按照历史资料记载，修建了尔安书院；2019
年，又修建了家风家训馆。今年，又在原来基础上启动了“稼书苑”的改造提升。从
契合陆稼书古朴清廉形象的黑墙白瓦建筑到集合陆稼书为官做人精神传承的集大
成地，从稼书祠堂的修复到尔安书院的复原，从陆氏家族家风传承到陆稼书清廉故
事传颂，无论是从外在形象，还是内涵气质，“稼书苑”高度还原了当时的一屋一瓦、
一桌一椅，全方位、多维度、立体化呈现了一个做官两袖清风、刚正不阿，做人以孝为
先、以德化人的陆稼书形象，再现陆稼书故里的时代新风。

“此次‘稼书苑’修缮工作在原有硬件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了陆稼书清廉家风
传承的精神内涵。我们希望通过这样原汁原味、全面系统地还原能够让更多人感受
到陆稼书的精神魅力，让更多的人能走进稼书故里、弘扬陆子文化。”新埭镇党委委
员马亮春说。为传承和创新历史文化资源，让其重新焕发新的生命力，也让稼书故
里这座拥有悠久历史文化的村落重焕新颜，近年来，乘着“全域旅游”的东风，泖河村
还修缮了泖口古镇、引进了水月湾采摘园等业态，形成了集游玩、休闲、教育等于一
体的风景线，成功变身嘉兴市3A级景区村庄，成为了浙沪两地游客的热门旅游地。
游客们不仅可以在“稼书苑”体悟清廉家风的深刻内涵，在泖口古镇感受江南村落的
古朴风情，还可以到水月湾采摘园体验田园牧歌式的生活……集文化、旅游、休闲于
一体的稼书故里，正以全新的形象走向新崛起。

一个“故里”的崛起

一缕“清风”的传承

泖河水流淌千年，至今仍奔腾不
息；河畔稼书祠堂留存百年，至今仍历
久弥新。在新埭镇，泖水文化是灵魂，
陆子文化是精髓，孕育着一代又一代新
埭人的崇德向善、明德惟馨。“天下第一
清廉”的陆稼书，从古走到今，从泖口古
镇走出新埭、走出平湖，正成为平湖独
一无二的文化财富，润泽着越来越多人
的心田。

从偏居泖河一隅到走向大众视野、
走入群众心中，陆子文化已成了新埭独
特的文化品牌。走在稼书故里，能深深
感受到清廉文化的因子散布在这里的
每一个角落。泖河村的泖口古镇自然
不用说，无论是从三鱼堂还是清风楼，
从让水池还是留真亭，处处都展示着陆
稼书的清廉文化内涵。此外，在通往旧
埭村的村道上，我们还得走一条“清廉
路”，这里一面是国旗、一面是清廉语
录；在虹桥景苑社区里，我们还能看到

“清风角”，一点一滴，都将清廉文化吹
入寻常百姓家。在新埭，清廉，无处不
在。

将文化化为“财富”，将资源迸发为
活力，在陆子文化的挖掘上，新埭深耕
细作、灵活运用，极大地推动了本土传
统文化资源的传承与弘扬。我们都知
道，文化传播只有借助丰富的载体，才
能达到深入人心、教化育人的目的。而
新埭镇不光修缮了陆稼书故里，还借势
借力，打造尔安书院学习平台、组建稼
书学堂讲师团、推行“稼书云学堂”宣讲
品牌，创作了陆子清风礼、泖水古韵、Q
版陆稼书等系列文创产品，从各个维
度，将陆子文化推向更广大的受众，才
有了今天陆稼书愈加丰满的形象、愈加
丰富的精神内涵。

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传承。纵观陆
子文化历经数百年之所以经久不衰的
秘诀，在于我们始终将文化理念转化为

“行动指南”，在一言一行中焕发出全新
的活力。新埭镇就紧紧抓住了廉政文
化教育这一关键抓手，活用独特文化资
源，以“宣教+提醒”、“宣教+整改”等多
种模式，将陆稼书两袖清风、刚正不阿
的为官理念根植到每一位党员干部的
心中，以稼书精神引领干部砥砺前行。
这也启示我们，加强廉政建设，必须要
用好宣传教育这一重要抓手，强化干部
纪律意识、规矩意识，从思想上筑牢清
正廉洁的基础防线，激发政通人和的内
生动力。

让清廉之风吹遍乡土，让陆子文化
浸润乡里。我们也期待，陆子文化能以
更久远的生命力、更强大的创造力厚植
文明乡风，打造清廉村居、助推乡村振
兴，为打造“重要窗口”最精彩板块的新
崛起之城贡献力量。

清廉风正劲
焕发新活力

三鱼堂内的清廉布置三鱼堂内的清廉布置

重建的尔安书院重建的尔安书院

虹桥景苑内的廉政宣传虹桥景苑内的廉政宣传

旧埭村道路两侧的廉政宣传旧埭村道路两侧的廉政宣传

陆陇其先生年谱展示馆陆陇其先生年谱展示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