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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周恩来是如何过好“亲属关”的

开国总理周恩来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领导干部要过好“五

关”，即过好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他把过

“亲属关”看得很重要，他说：“对亲属，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

响你？一个领导干部首先要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不

好，你不能影响他，他倒可能影响你。”在周恩来看来，亲属“不

只是直系亲属，还有本家，还有亲戚”。他正是在处理大家、小家

各种关系问题上，坚持不搞特殊，不谋私利，讲原则，严要求，

从而形成了廉洁清正的优良家风。

周恩来对家乡淮安怀有深厚的感情。抗战胜利后，他在重庆

就曾无限感慨地说：“三十八年了，我没有回过家，母亲墓前想来

已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着亲恩未报！”然而，自从他 12岁离开

家乡一直到离世，终究没有实现这个心愿，只是在一次外出视察

飞经淮安时，特意嘱咐专机机长在家乡上空盘旋了一圈，聊以慰

藉他对桑梓的牵挂。战争年代，戎马倥偬，革命胜利了为什么不

能回家乡看看？周恩来有着自己的担心：“现在不能回去，一回去

就找麻烦，亲戚们全找来了，我满足不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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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周恩来没有回过淮安，但是家乡人民要为他重修祖居祖

坟的消息却不断传来。1953年 2月中旬，周恩来委托中央办公厅

警卫局干部王雨波转告淮安县政府“三点意见”，明确表明自己的

态度：对于八婶的生活费，今后由“周恩来本人每月汇寄”，“再不

要政府照顾了”；祖坟要平掉，遗骨“装入罐中深埋”，把土地交生

产队使用；驸马巷的房子不准修，不准让人参观，更不准宣扬我

出生的那间房子，凡已有住户者，不准让人搬家。

直到 1956年底，对周恩来童年有监护之恩的八婶杨氏病逝于

淮安，周恩来用自己的工资承担了她的医疗和丧葬等全部费用。

有数据表明，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邓颖超工资之和的百分之

二十二用于资助亲属，包括赡养长辈、接济平辈、供养侄辈。正

如邓颖超在一次家庭会议上说的：“你们有困难，我们的工资可以

帮助你们，毫不吝惜，但我们从来不利用工作职权来帮助你们解

决什么问题，你们也不要有任何特权思想。”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今天的党员领导干部，应该学习周恩

来廉洁齐家，严格过好“亲属关”，带头树立良好家风。（朱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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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朱德的“五心”家规

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新中国成立后中

央纪委的第一任书记，朱德深知处理好大家小家的关系、教育好

子女、过好“亲情关”的重要性。他坚持不搞特殊、不谋私利，对

亲属讲原则严要求，形成了廉洁清正的优良家风，这个家风最集

中的表现就是他立下的“五心”家规：对信仰追求要有恒心，对党

和人民要有忠心，对社会主义事业要有热心，对人民群众要有爱

心，忠于职守要有公心。

朱德治家很严，决不允许亲属搞特殊化。他时常告诫子女要

树立自力更生和为人民服务的正确人生观。儿子朱琦曾经在战斗

中负伤，导致右脚残疾。新中国成立后朱琦转业时，朱德叮嘱他：

“必须服从组织分配，不要任何特殊照顾。”按照朱德的要求，在

部队已是团级干部的朱琦先是当练习生，后来当火车司炉工和司

机，真正从一名普通工人干起来。朱琦严格要求自己，以至于许

多和他在一起战斗、工作过多年的同志都不知道他是朱德的儿子。

朱德的女儿朱敏后来谈道：“正因为当初爹爹没让我享受特殊的生

活，让我和普通人一样生活和工作，才使我今天能拥有普通人幸

福的生活和普通人那金子般的平常心。”

外孙刘建初中毕业后，朱德建议他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务

农。连里分配刘建去养猪。由于年龄小、力量小，猪食挑不动还

洒了一身，刘建一生气就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要求调回北京。朱

德知道后，马上回信对外孙进行严肃的教育：“干什么都是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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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养猪也是为人民服务，怕脏、怕苦、不愿养猪，说明没有

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人民服务就不要怕吃苦。劳动没有

贵贱高低之分。想调回来是逃兵思想。”

朱德老家有个侄孙，不太安心在农村工作，曾几次写信给朱

德，请求把他调到北京，都被朱德拒绝了。后来，这个侄孙作为

适龄青年参了军，几年后，临近复员时，他请求朱德帮忙在北京

找个工作。朱德说：“使不得，回原籍安置是政府的政策，我要带

头执行，不能有半点特殊。仪陇县天地广阔，需要你，你要回老

家去，由地方组织安排，无论干啥都要干好。”

一人不廉，全家不圆。家风正则作风正、律己严，家风正则

坐得稳、行得端。朱德所倡导的家规、家风，就如同他所钟爱的

兰花，秉承着君子有德的正气。（朱舒坤）

（文/驻沪单位党委编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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