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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何宗威

2月25日，由在京及在邕专家、媒体记者
等组成的参访团队一行 30 多人，驱车前往位
于河池市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县城东北部约 10
公里的小长安镇双合村，观仰“于公旧治”摩
崖石刻，参拜于公住过的“汇源寺”，瞻仰于
公为方便群众歇息而搭建的“于公亭”，并踏
访于公走过的“于公古道”。

“于公”何许人也？
“于公”就是清朝罗城知县于成龙。
清顺治 18 年 （公元 1661 年），时年 44 岁

的于成龙从老家山西永宁州（今山西吕梁市方
山县）赴任广西柳州府罗城县知县，历经三个
半月的跋涉到达柳州府，经融安走水路到罗
城，再从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牛毕至双合
村小道赶赴衙门履新。

于成龙任罗城知县7年，他勤政廉政、爱
民如子，造福一方百姓，因而赢得罗城世代百
姓的崇敬爱戴与永久怀念。

流芳千古，“天下廉吏第一”
于成龙

明末清初，于成龙初仕罗城。当时，罗城
刚刚经历 20 多年的战乱，兵灾匪猖，田地荒
芜，瘟疫横行，民不聊生，整个县城只有6户
人家，衙门也只有 3 间破茅屋。在于成龙之
前，清朝廷已经派出两任知县，其中，第一任
因治安混乱被土匪打死，第二任因条件恶劣落
荒而逃。

然而，面对着如此危险和艰难的处境，于
成龙没有退缩。他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恢复当地
的社会秩序，以及重树官府的权威和形象。当
时罗城县内既有汉族定居，也有仫佬、壮、
瑶、侗、苗等少数民族聚居，困扰当地民众的
既有盗匪横行的不测，也有不断恶化的民族冲
突和愈演愈烈的宗族械斗。于成龙经过一段时
间的察访，基本确定匪患、民族矛盾和宗族矛
盾是当地三大害。为根治这三大祸害，他决心
以霹雳手段，通过乱世用重典的方式整肃境内
治安。对如何处理于民族地区的稳定问题，于
成龙认为，在动乱时期不能只依靠征剿镇压，
而应该多用和平的招抚手段，加强沟通和交流
来缓和民族矛盾。至于和平时期的民族政策，
于成龙认为，少数民族对于孔孟之道和诗书礼
义可能稍有欠缺，但是这些都可以通过发展教
育补救，地方官对少数民族同胞应该有耐心，
不能急于求成，认真细致地工作一定会有好的
效果。

经过大刀阔斧施政改革，实行“编保甲”
剿匪平乱、“革大耗”惩治腐败、“禁盗贼”安
定社会、修建道路及开办公学等一系列举措，
使得罗城县在几年内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
象。

广西罗城是于成龙初仕之地，他曾自称
“一生得力，在令罗城。”当罗城知县 7 年后，
历任四川合州知州、湖北黄州知府、福建按察
使和布政使、直隶巡抚、两江总督等职，以卓
有成效的政绩和清苦克俭的一生，得到了普通
民众、上级官员的普遍赞誉，被康熙帝誉为

“天下廉吏第一”，流芳千古。

坚定为民理念，是一项长期而
艰苦的修为

于成龙成长于明末清初的朝代更替时期，
作为山西“副榜贡生”的他，早年不能得志。
但他能正确面对改朝换代的现实，忠于朝廷的
信仰不变，“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的情怀不
改，能在封建官场上卓尔不群，始终一身正
气、两袖清风，坚守清廉本色。

44 岁时于成龙受朝廷委任到罗城任知
县，他不顾亲友劝说，欣然千里迢迢长途跋
涉，到偏远落后、战乱未止的罗城任职。更难
能可贵的是，从北方汉族地区到一个语言不
通、风俗习惯差异巨大的少数民族地区任职，
而且一待就是7年时间，期间的辛酸常人难以
想象。

正是坚定地忠于各族群众的理想信念支撑
着他，使他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了百
姓公认的卓越功绩。忠于人民，是生活在封建
皇朝时代的于成龙所坚守的底线。

发掘于公廉政文化遗产，推进
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

2022 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 《关
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 明确了

“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克己奉公、清廉自
守的精神境界”是廉洁文化的重要组成内容。

2023 年 2 月 26 日，由罗城县委县政府举
办的于成龙罗城廉政文化研究课题成果发布会
在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举行。此次于成龙罗城廉
政文化研究课题成果发布会，正是为了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要
求，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加强新时代廉
洁文化建设的意见》，推动中华优秀廉政文化
创新发展。

在发布会上，在京和在邕专家就于成龙罗
城廉政文化研究课题畅所欲言。

广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自治
区党校基地办公室主任、研究员 何成学：

于成龙罗城廉政文化建设这个课题的研究
是罗城在2021年11月作为罗城仫佬族自治县
40 周年庆典的一项重大文化项目来推进，以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有关
廉政文化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以罗城作为

“天下廉吏第一”于成龙的初仕之地为切入点
进行见考研究。我们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研究于成龙罗城廉政文化，就是要充分运用宝
贵的历史经验建设海晏河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专职副书记、研究员，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
金会秘书长 薛伟江：

于成龙罗城廉政文化的建设，是在党的二
十大提出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自我革命永远在
路上、自我革命推进伟大社会革命和健全全面
从严治党体系等系列重要战略方针的背景下展
开的，是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要
举措，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 祝彦：
于成龙罗城廉政文化研究课题成果体现了

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二十大精神的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修改
通过的《党章》指出:“十八大以来，以习近
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于成龙罗城廉政
文化研究属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课题研究
对于加强新时代廉政文化建设具有借鉴性作
用。

广西社科院党组书记、院长 陈立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研究我国反腐倡廉

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
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
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
设。”如何挖掘好、整理好、研究好于成龙在
罗城的廉政文化史料，总结提炼其特点启示与
当代价值，是新时代党建工作者、文史工作者
的责任使命，更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加
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要求的具体举措。

自治区决策咨询委专家、广西社科院二级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吕余生：

我们在新时代廉政文化建设中，要坚持古
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廉政建设思
想精髓和新时代党风廉政建设实践，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
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新时
代廉政文化建设的中国特色和文化底蕴，不断
夯实其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这样廉政文化建
设才能根深叶茂。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李山峰：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于成龙廉政文化研究课

题组通过整理、挖掘、研究于成龙廉政文化史
料，提炼出于成龙廉政文化建设的三大特点:
崇德教化、担当作为、立规明矩，这三个特点
启示我们崇德教化是廉政文化建设的前提和基
础，担当作为是廉政文化建设的应有之义，立
规明矩是廉政文化建设的根本保障。与此同
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研究，从中汲取现代精华，就能做到以
古鉴今，古为今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宋月红：
于成龙以廉吏盛名，在清代罗城县知县任

上道德教化民众，发展生产、革除弊政，使民
众安居乐业，其清廉有为的形象为后人所称
道，于成龙为政所彰显的、罗城因于成龙而拥
有的廉政文化资源，对于新时代廉政文化建设
具有一定的历史启示和借鉴价值。

借力廉政文化遗产，振兴罗城
仫佬乡村

2022 年 9 月 3 日，自治区党委书记刘宁深

入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于成龙廉政文化展示馆以
及小长安镇大风岭中草药产业基地调研指导工
作，为罗城更好地推动清廉罗城建设、推进乡
村振兴提供了实践指引，提振了罗城发展的信
心决心。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位于广西西北部，河池
市东部，云贵高原苗岭山脉九万大山南麓，全
县总面积 2651 平方公里，辖 7 镇 4 乡 142 个行
政村 （社区），总人口 39 万，有仫佬、壮、
汉、苗、瑶、侗等 12 个民族，其中仫佬族人
口 13.65 万，占全县总人口的 35%，是全国唯
一的仫佬族自治县。

罗城物华天宝，人杰地灵，风情浓郁，生
态优美，仫佬族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其中，仫
佬族依饭节、仫佬族古歌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名录。

2013 年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罗城人经
过8年的艰苦奋斗取得了全面胜利。2020年11
月，罗城如期实现整县整族脱贫摘帽，全县累
计有 82 个贫困村出列、12.17 万贫困人口脱
贫。

2016 年 5 月 26 日，40 集电视连续剧 《于
成龙》罗城戏份开机仪式在罗城小长安镇龙
腾村大勒洞屯举行。电视剧通过讲述于成龙
的为官经历，生动诠释清代名臣于成龙“待
民要宽、勤政清廉、治吏当严”的为官主
张，弘扬他“以民为本、敢于担当”的为官
精神，塑造了一位有血有肉、铮铮铁骨、廉
能并重的廉吏形象，再现这位“吏者之师”
的感人风范。

罗城紧紧依托于成龙这一廉政文化名人，
建设廉政文化教育基地，打造于成龙廉政文化
品牌，先后建成了于公廉政文化园、成龙湖公
园、于成龙廉政文化展示馆、廉政图书馆等廉
政文化项目，重修“于公亭”和成龙古道，着
力打造“全国廉政教育基地”。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西
“4·27”重要讲话和对广西工作系列重要指
示，用好用活于成龙廉政文化资源，罗城在打
造于成龙廉政文化展示馆、成龙湖公园、于成
龙古道、于公亭、于成龙影视基地等设施基础
上，将廉政文化、红色文化、仫佬文化融合发
展，谋划一批新的硬件和软件项目，形成一条
文化旅游产业链。

近年来，大勒洞屯坚持“保护与利用、文
化与旅游相结合”的理念，积极探索“保护古
迹+旧村改造+生态旅游”的发展模式，突出
仫佬族文化特色，树立民族文化品牌，努力打
造一个自然朴素、清幽闲适、有文脉传承的生
态文化旅游新农村。

重走于公古道 振兴仫佬乡村

▲2月26日，于成龙罗城廉政文化研究课题成果发布会在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举行。

▲1785 年代理罗城知县的金岳为前
任于成龙题写“于公旧治”摩崖石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