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
2011 年 11 月 18 日 星期五 编辑：蔚晓贤 美编 组版：李洪祥

11

这不是闹着玩的

青州市东夏镇十八里村村委
向北 200 米路东，一块房地产的广
告围挡引起了当地村民的注意。

这块 11 月 5 日刚刚开盘，总
占地面积 1000 余亩，一期建筑面
积就达到 43 万平米的超大楼盘，
在其广告围挡上高调宣布：“ 我
们的房子只卖给孝亲人士。”

前去咨询的购房者均被告知，
要想在这里买房子，需要由工作单
位或村委出具证明，凡是有虐待老
人或不孝记录的人士，将没有资格
在此买房。

没有人当真，这些年，随着房
地产市场竞争加剧，亲情、文化甚
至邻里关系都被地产商当做炒作
的噱头，这种事儿见得太多了。

“靠什么证明孝顺？靠嘴呗。”
该项目对面一家超市的店主，在被
问及此事时，笑着指了指自己的嘴
巴。

不光外人不信，就是这家房地
产的工作人员起初也不信。年轻人
高瑞是该项目策划部的一名策划，
今年刚刚随公司从济南来到这家
房地产从事营销工作。

拥有多年售楼经验的她，刚开
始觉得这就是开发商为了卖房子
打的一张牌，毕竟当地搞“以孝治
村”已经多年，打孝文化牌，可以更
快的被当地人所接受。

然而，一次亲身经历让她改变
了看法。开盘后不久，一个 30 岁上
下的男人和父母一起来到这里看
房，刚开始挺顺利，但是选房过程
中一男子看向父母的凌厉眼神，引
起了售楼人员的注意。

在介绍完项目之后，售楼小姐
专门领着该男子来到门口，指着那

条宣传语告诉对方，“要买房子，需
要回去开证明”。

这一举动惹了乱子，对方感觉
自己受了侮辱，对着售楼小姐就是
一通训斥。“当时我也在场，大体意
思就是对方没听说过买房子还要
开这种证明，认为我们是在为难
他。”高瑞说。

房子最终没有卖成，这个男子
也没有再来过售楼处。男子走后，
大家集体为这个售楼小姐鼓掌，高
瑞感觉到这个事儿还真不是闹着
玩的。

后来她专门去财务科和销售
部看过资料，所有的买房者都提交
了一份“孝顺”证明。

为了防止购房者托关系走后
门盖章，这家房地产公司还专门在
青州 200 多个村里设置了观察员，
负责从侧面打听购房者在村里赡
养老人的口碑。

为了体现企业的孝文化，这个
项目在为不孝者亮红灯的同时，也
给孝亲人士开了绿灯，根据“上面”
的决定，凡是家里有三好学生、有
七十岁以上的老人的，在购房时都
可以享受每平方米 50 元的降价优
惠，每平方米降价优惠最多可以累
积到 300 元。

每个员工的父母，都可以按月
领到公司发放的 200 元补贴，高瑞
说，公司曾宣布，这部分钱不从员
工的工资里扣，是替员工孝敬父母
的。

如今，这个项目的一期工程已
部分完成，一座巨型孔子像坐落在
小区正门，各种有关孝道的民间小
故事宣传栏也随处可见。

在公司员工们看来，也许有人
仍会说这只不过是炒作手段高明
一点罢了，但是如果说这种炒作能

够让更多人理解、遵循这种孝文
化，那炒作也算有点价值了。

村长的愤怒

青州市弥河镇张家洼村是当
地最早推行“以孝治村”的村庄之
一，而最初的构想来源于时任村长
张永护的一次愤怒。

2002 年 4 月份，张永护当上了
张家洼村的新一届村主任，当时村
里的情况用他的话来说，是派性严
重、邻里纠纷不断、不孝敬老人的
现象普遍。

而且，刚上任不久，村里就出
现了他无法容忍的现象，村里的一
名年轻人结婚第二天就把自己的
老娘赶出了家门。

知道这件事情之后，这个新村
长怒了，先是和这家人理论，后来
干脆自己动手在这家大门口外搭
棚子给老太太住。最终，棚子还没
搭起来，小伙子脸上挂不住了，把
老人又接回了家。

但是这件事给张永护造成了
不小的触动：“歪风压过正风，说白
了就是一个悲剧。”

2003 年元旦，张永护向全村发
放了《致全村民一封信》，下决心开
始在村里实施自己草拟的孝行标
准，并以看板的形式把孝的标准写
在了健身广场的墙上。

在这个仅有 110 户，380 口人
的小村庄，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
占到了三分之一，孝行标准推行之
初，曾经有村民对此不太放在心
上，照样我行我素。

为了彻底树立孝道的威信，张
永护给村民下了猛药，凡是发现不
服从的，直接在大喇叭里点名批
评，年底在村里张榜公布不孝子名
单。

对于这条土政策，张永护撂下
话来，“对待不孝者就不应顾虑他
们的脸面，不孝即是不要脸。”

2003 年底，村里举行了无记名
投票，有 1/3 的人家登上了“不孝
榜”。榜单张贴后，没人敢去撕下
来，但有人偷偷把自己的名字抠掉
了。

最终，经过两次的张榜公布，
孝亲之风在村里慢慢热起来，每年
年底的不孝榜也在不知不觉中消
失。

看到时机已经成熟，张永护又
在村里推行光荣榜，2004 年之后，

“不孝榜”渐渐成为历史，光荣榜上
的人越来越多。

“以孝治村就是唤醒沉睡或者
说被村民遗忘的孝亲之道，等孝顺
的人越来越多，年底的不孝榜便没
有存在的必要了。”张永护如此评
论。

如今，张家洼村的孝行草拟标
准在实行过程中渐渐规范和完善，
最终成了目前实行的“ 5 大标准”、
200 分制 10 星文明户评选。

从物业管理、父母生病药费、
父母粮食赡养费等到邻里团结、夫
妻和睦、勤俭，张永护将 10 条与德
治有关的项目量化至 200 分，只有
年底得分满 200 分的，才能被评为

“文明户”。
每年年底，村委班子会挨家挨

户去做调查，就拿着这张 200 分制
文明户评选表，按照老人的意见进
行打分，打完分之后老人必须签字
才算生效。

在这种貌似强制性的孝亲伦
理约束下，2010 年，该村 2010 年

“孝星文明户”评选达到了 95% 以
上，作为表彰，文明户发一个奖状，
将好媳妇的名字印在挂历上，每人
再发一个脸盆。

被量化的孝道

从 2003 年首次提出，张家洼
村这份草根版的孝行标准已经实
施了八年，在这里，传统的孝道，从
心里层面被量化成可见的数据。

老人在村里要住正房，住好
房；每名子女每年至少给每位老人
一定口粮、油、赡养费、衣物；子女
保证医疗费并照顾老人及为老人
过生日。此外，还特别提出子女要
满足老人的精神慰藉。

村里还要求村民每月填写一
次《赡养老人统计卡》，并由父母核
对签名认可。

成立了孝亲敬老活动督查小
组，定期到老人家中逐户询问登记
子女抚养费、医药费等落实情况，
不按时交纳的，除在不孝榜中公布
外，还要写出书面检讨，在老人面
前作出保证。

77 岁的村民龚传英是孝道量
化后的收益人，老人家里有 2 个
儿子，现在都已成婚，目前按月轮
流接受两个儿子的照顾。

“儿女、儿媳都孝顺，过生日
的时候，村里给我买蛋糕，儿子和
儿媳一人给我 100 块钱，逢老人
节我们这群 70 岁以上的老人还
一起吃饭，村里每年都给我们合
影。”老人说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
想的。

当然，有时候也会出现特例，
例如有老人不愿意住在正房，对
此，村里会表示理解，不会为此影
响这家人的文明户评选。

“法律不外乎人情，孝治也一
样，只要子女尽职尽责，孝行标准
也不能太绝情。”张永护认为，对
不孝之人除了要让他们脸上挂不
住之外，更要让他们慢慢习惯。

张家洼村的“孝治”之路打开
局面之后，周围许多村庄纷纷效
仿。

其中，侯王村的村支书冯先
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细
化了标准，并在全村进行推广。

该标准可谓事无巨细，从住
房、口粮到零花钱，到家务医疗都
有明确的数据准则，成为子女们
不得违反的孝道硬杠杠。

流传千年的孝道，真的能用
数据衡量吗？对此，在冯先家的解
释是，制定孝行标准和赡养协议
不能包括子女的孝心，也不能满
足老人的个性化需求，但如果真
能认真去做这些标准，父母也就
满足了。

从尝试到样板

如今，由张家洼村和侯王村
等几个村庄实行的孝道准则，已
开始被更多的村庄所仿效，以此
为模板的草根孝道正逐渐得到广
泛的认可，走上了前台。

根据青州市政府的相关统
计，目前以孝治村的多个“模本”
已经在全市 550 多个村广泛开展
起来。

以量化孝道为基础的以孝治
村也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潍坊
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
程金蛟认为，孝道自古以来虽说
更注重心里层面，但是量化的积
极意义还是有的，对子女赡养义
务进行综合测评的做法值得肯
定。

不过，程金蛟认为，在推广过
程中，还是要注意区别对待，毕竟
量化的标准要保证客观公正，因
为每个人的家庭情况是不同的，
一刀切的做法仍值得商榷。

山东省社会学协会理事，潍
坊学院社会学讲师马光川也认
为，只要以“孝亲”之道为导向，量
化的标准也是最起码的标准，没
有出现强制、暴力推行孝道的事
情，孝道量化并无不可取之处。

在政府层面，青州曾经试图
自上而下的推广孝亲之道，但最
终没有取得成功。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青
州市老龄委主任徐立香回忆，20

年前，青州市老龄系统就曾让村
委会做中间人，让村里的住户填
写《家庭赡养协议书》，但最终效
果并不明显。

但近几年，青州高层已经关注
到这种来自民间的自下而上发起
的孝亲运动，并决心在全市推广，
用来解决目前老年人口达 15 . 3

万，占总人口 17% 的养老压力。
随着政府持续关注，在青州

以孝文化为主题的活动开始逐渐
频繁，2011 年 4 月份，老龄办发
文，开始在青州实行“孝行百村计
划”，该计划要培训 1 0 0 名村支
书，最晚 11 月底就要实行。

9 月份，山东十大孝星颁奖晚
会在青州举行，青州市领导也到
场讲话，并提出要打造青州的孝
文化。

而青州市的一位领导在老人
节前夕看望老人时，提到的一句
要“以孝治市”的说法，被认为是
政府透露出对“以孝治村”全面推
广的信号。

实际行动也在紧张进行当
中，据侯王村书记冯先家说，市里
已经下发红头文件，要求全市工、
青、妇和老龄办要联合推广青州
的孝文化建设。

而在 17 日的全市领导干部会
议上，市领导也在会上提出，要以
王坟镇、侯王村为典型，推广孝道
建设。

“市里高度重视这件事，对我
们这些早期实践者来说，是莫大的
鼓舞”，冯先家说，草根孝道走上前
台，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不不不孝孝孝子子子，，，没没没资资资格格格买买买房房房
孝孝道道量量化化的的青青州州乡乡村村样样本本
本报记者 李小凯 庄文石

“不孝敬老人，就不能在这里买房。”
“以孝治村”被推广多年之后，青州市东夏镇十八里村的

一家房地产公司的这条规定，被认为是把对不孝子的惩罚推
上了另一个高度。

此前，青州市弥河镇张家洼村，曾经在年底时张榜公布不
孝子名单。在其他一些村庄，子女们的赡养义务，也被划分成
各项条款，写进了村规民约。

传承多年的孝道，能否被量化为可见的标准？或许仍存在
争议，但这套纯粹源自民间的草根孝道标准，或许能给孝道推
广提供一个可借鉴的样本。

另另类类的的房房地地产产广广告告围围挡挡引引起起不不少少路路人人的的关关注注。。

在在张张家家洼洼村村，，宣宣传传孝孝道道的的标标语语随随处处可可见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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