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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素材：胡则

一、人物概述

胡则（公元 963－1039 年），字子正。北宋永康人。宋端拱二年（公元 989 年）考取进士，为婺州

有史以来第一个取得进士功名的文人。他一生做了四十年官，继任太宗、真宗、仁宗三朝，先后知浔州、

睦州、温州、福州、杭州、陈州，任尚书户部员外郎、礼部郎中、工部侍郎、兵部侍郎等官职。胡公大

帝的名气，在历史上本身主要是因为佛教寺庙的传播变得更为有名，而有名后其他寺庙又借此名气编造

各类故事，反复迭代之下，使得胡公的名气进一步扩大。

1959 年 8 月，毛泽东在开完庐山会议返京途中路过金华，曾对永康县县委书记说过这么一段话：“你

们永康不是有块方岩山吗？方岩山上有个胡公大帝，香火长盛不衰，最是出名了。其实胡公不是佛，也

不是神，而是人。他是北宋时期一名清官。他为人民办了很多好事，人民纪念他罢了。为官一任，造福

一方，很重要啊！”“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八个字，也就是胡则一生最贴切的评价吧！

二、答题素材

1.人物素材：

（1）胡则出生于浙江永康胡库村，少时家贫，北宋太宗端拱二年登进士，开宋朝八婺科第之先河。

胡则历任太宗、真宗、仁宗三朝，先后出知浔州、睦州、温州、福州、杭州、陈州等，按察江淮、京西、

广西、陕西等六路使节，并曾担任权三司使使部流内铨、工部侍郎、兵部侍郎等朝廷重臣。“水光潋艳

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苏东坡笔下的西湖美景令人流连忘返。早在苏东坡出任杭州知州前几十年，

公元 1026 年的杭州知州胡则面对钱塘江大潮引发的严重水患，集聚民力修筑钱塘江海塘，为此后治理

环杭州水系和西湖水患打下坚实基础。公元 1039 年，胡则病逝杭州，范仲淹在胡则墓志铭中写道：“进

以功，退以寿，义可书，石不朽，百年之为兮千载后”。

（2）继胡则之后，胡氏一门进士及第多达 54 人，仅胡库一个村明清两代举人、秀才、贡生近 200

人，涌现了一批清白传家、敢于担当、为国尽忠、为民造福的好官、清官。他们遵从《胡氏家训》崇高

的家国情怀和深厚的为民情怀，崇尚学习，注重教育，一心为民。北宋以来，胡库村先后建有上书院、

“祠塾”、文昌阁、崇本书院等学所，不仅为族人读书专属之地，也为方圆周边村落学子延师授业。如

今，“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精神已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广大党员干部“两

学一做”、干净干事、清白为官的生动样本。

2.人物品质：

一心为民

胡则任福州知府时，朝廷曾计划收回百姓开垦的荒地，致使百姓难以谋生。见此，胡则连续上奏，

未获回音。“下属劝他别写了，说朝廷不回复，态度已很明确，再写下去“不好做官”。胡则不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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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章中写：“民有疾苦，刺史当言之；而勿从，刺史可废矣！”，意为老百姓有苦难，我作为地方官，

就算摘下官帽也要替老百姓发言。”皇帝后来重视了胡则的奏章，免去当地赋税，挽救百姓于水火。

宽厚良善

公元 1018 年，胡则被贬为广西路转运使。第二年，有一艘菲律宾商船在海上遇到暴风雨，一路漂

泊、死里逃生在海南一处海滩上搁浅，满载的货物和生活用品及钱财也被风浪洗劫一空，船只损坏不能

前行。万般无奈之下，他们向琼州府求助，遭到了拒绝。恰好这时胡则来琼州视察工作，听说菲律宾海

商想要贷款 400 万，便主动上前了解情况。原来，除了必需的费用外，他们还想从当地买些瓷器、丝绸

回去，胡则掐指一算 300 万够了，便叫琼州拿出官府银钱三百万借给他们。当地官员当然不放心了，怕

日后贷款难以追回要承担责任。胡则正色道：外商遇到困难我们出手相助，是睦邻抚远的国策，如果出

问题，将由自己来承担。果然不到半年，这些外国商人带来了价值相当于所借银钱十倍的货物偿还，胡

则也得到了皇帝的传谕嘉奖。

家风清正

胡则以国为重的为官准则和刚正不阿的道德风范，逐渐积淀为胡氏家族的家规家训规范。胡氏家训

由胡则及其弟胡赈创始，历经宋、元、明历代传承整理完善后，到乾隆十二年正式形成较为系统完整的

《胡氏家训》。《胡氏家训》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和当时吴越文化的影响，修身、齐家、治国的核心

思想得到充分体现与身体力行。首先，《胡氏家训》把个人修养摆在重要位置，提出“家道盛衰，皆系

于积善与积恶而已”“人有喜庆不可生妒忌心，人有祸患不可生侥幸心”，倡导“以清白相承”、以“和

睦”成“逊顺家风”，教导子孙后代做到善恶分明、积善行德，为子孙后代树立行为规范。同时，《胡

氏家训》把个人、家庭、家族与百姓、国家、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特别提到“为官心存君国”“以

家国为重，以忠孝仁义为上”“先忧后乐，鞠躬尽瘁”等，充分展现胡氏子孙强烈的家国担当与百姓情

怀。并且，《胡氏家训》十分崇学重教，一再申明教导“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即使冥顽，纵有开

悟之时”，“为人者至乐莫如读书，至要莫如教子”。正是有了这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和“身系

家国、尽忠有责”精神的传递和观念的引导，胡氏后人寒窗苦读的传统和为国为民的努力从未改变，从

而成就了一个个源远流长、人才辈出、官身留名的耕读之家和书香之第。

三、出题方向

（一）你怎么看？

1.习近平总书记（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上指出，我们为的是大公、守的是大义、

求的是大我，更要正心明道、怀德自重，始终把党和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做一个一心为公、一

身正气、一尘不染的人。请结合实际，谈谈你对“大”的理解。

◎审题判断——你怎么看？（哲理观点类）——答题结构【点题-论证+事例+践行-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

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寓意深刻，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基层青年干部的行动遵循。题干中习总书记对青

年干部说要“为大公、守大义、求大我”，深刻诠释了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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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论证+事例+践行：

（1）为大公意指把握公与私的关系，做到公私分明公而忘私。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摆在第一位，

始终把党和人民放在最高位置。做到了这一点，才能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才能使我党拥有不竭的力量源泉。无论古今，为人民服务的官员都是造福一方百姓的“福星”。我们浙

江的“胡公大帝”就是如此。他在福州任知府时，朝廷曾计划收回百姓开垦的荒地，致使百姓难以谋生。

见此，胡则顶着阻力连续上奏，在奏章中写：“民有疾苦，刺史当言之；而勿从，刺史可废矣！”，意

为老百姓有苦难，我作为地方官，就算摘下官帽也要替老百姓发言。皇帝后来重视了胡则的奏章，免去

当地赋税，挽救百姓于水火。胡则冒着被贬官的风险为百姓发声，正是“为大公”的生动诠释……

（2）守大义意指厘清义与利的界限，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义利交错，便会见利忘义甚至唯利是图，

进而滋生不正之风。诚然，正当追求名利，本身并没有错，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获取名利，还应进行鼓

励。但凡事过犹不及，天天想着争名夺利，甚至不择手段舍义求利，名利就变成了缰锁，就可能把人拖

向罪恶的深渊。近几年，青年干部以权谋私，将手伸向地方财政的事情并不少见，这些落马青年干部多

将贪腐资金用于日常享乐，热衷虚荣攀比，在守义和逐利中选择了后者，最终突破底线，滑下了犯罪深

渊……

（3）为大我意指实现小到大的突破，完成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

永远不会干涸，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自己和集体事业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最有力量。中华民族是一个崇

尚奉献的民族，从女娲补天、神农尝百草、大禹治水等神话传说，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林则徐、“捧

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陶行知等，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处处可见燃烧自己点亮他人的楷模

故事，总能看到无数精忠报国、毁家纾难、舍生忘死的感人事迹。这种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奉献精神，

不仅是我们的优良传统和民族气节，更是我们身处基层岗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底色……

第三步——结尾：

“为大公、守大义、求大我”都包含了一个“大”字，在我看来“大”字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

和一副勇于承担的肩膀。所以，作为一名基层工作人员，要实现“大公大义大我”，首要便在于树立崇

高的理想信念，永葆共产主义信仰，永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其次，便在于勇挑身上的万钧重任，

将使命和担当落到实处，不懈奋斗勇毅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