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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吴庆辉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王朋

2013年12月18日下午，在寿光市台头镇三
座楼村的健身文化广场上，73岁的刘东元正和
其他几位老人一起锻炼身体。

“广场建起来后，我们哥几个锻炼身体有
了去处。到了傍晚，村里人在广场上扭秧歌，
我们就给大家敲锣打鼓。”刘东元说。

近年来，三座楼村通过发展集体经济，村
民收入和集体收入不断增加，公益事业投入相
应提高。2011年，位于村中心位置的健身文化
广场落成。有了“舞台”后的三座楼，通过组
织群众自编自演、举办各种文体比赛、邀请剧
团到村里演出等形式，在丰富村民文化生活方
面，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子。

建广场“搭进去”43万

“村里老年人多，全村2610口人，60岁以
上的老人就有549位。”三座楼村党支部副书
记杨玉英介绍说，“年纪大了需要锻炼身体，
在家里不方便，也没气氛，建广场的呼声一直
很高。”

2011年，三座楼村两委成员在征询村民意
见后，决定将村中心的一片地整理出来，建广
场。

“我们刚把土地平整完，就有商家找来，
打算以30万元的价格租赁这片地建商品房。大
伙儿都盼着广场早日建成，好有个活动场所。这
个时候，我们不能动摇。”三座楼村党支部书记
刘瑞祥说，广场建设投入13万，放弃租赁少收
入30万，这样一算账，里外“搭进去”43万。

广场一建成，就成了三座楼人健身娱乐的
好去处。“一到晚上，好多人，外村的人也到
我们这儿来玩。”杨玉英说。

刘建芳是三座楼村幼儿园的园长，广场就
建在幼儿园旁边。“有打太极的，有跳广场舞
的，还有扭秧歌的。看到大家玩得那么开心，
很佩服村委当时的决心。”刘建芳说。

为方便村民夜晚出行，鼓励大家健身娱
乐，三座楼先后投资39万元，新修、硬化了7
条柏油路和60多条胡同，投资7万元种植绿化
树木8000多棵，投资20万元安装了130多盏路
灯。

“我们鼓励大家走出家门，到集体中来。
以文艺活动为载体，提高村民精气神，打造幸
福三座楼。”刘瑞祥说。

村歌拿了一等奖

63岁的隋兰香是村里的文艺骨干，爱好京

剧。2013年12月18日下午，在三座楼村委会排
练室，隋兰香正和其他村民一起编排元旦晚会
的节目。

“以前没有地方演出，我们就在村头临时
搭一个台子。没地方排练，我们就在自己家
里。现在有了广场，有了排练室，大家的热情
更高了。”隋兰香说。

2005年冬天，三座楼村舞蹈队成立。“把

大家聚起来，一方面增进感情，减少矛盾，另
一方面丰富大家文化生活，还能锻炼身体，一
举三得。”杨玉英说。

舞蹈队成立不久，就参加了台头镇“正月
十五闹元宵”活动，得到好评。演出队很快壮
大起来，演出形式也不再局限于舞蹈，还有歌
曲、戏曲、小品等其他节目。

为提高节目质量，村委会请来寿光文化馆
的舞蹈老师张希顺给大家担任艺术指导。“不
论冬天还是夏天，我每次过去讲课，大家伙都
特别认真。”张希顺说。

从2011年开始，每到过年，三座楼就在健身
文化广场搭起舞台，举办迎春节系列文体活动。

2011年的正月初三晚，三座楼邀请大坨、
东庄、道口等邻村村民到村里表演。正月十
五，三座楼邀请寿光电视台“菜乡英雄”栏目
走进村里海选。2012年，正月初一早上举办篮
球、象棋、拔河比赛和文艺表演，正月初六邀
请淄博京剧院来村演出。2013年12月17日，寿
光电视台《周末大舞台》节目播出了三座楼的
演出专场。

三座楼连续6年荣获台头镇文化艺术节优
秀组织奖。2013年10月，在潍坊市群众文艺节
目展演活动中，三座楼报送的节目获得优秀节
目奖。2013年11月，在寿光首届村歌大赛中，三
座楼的村歌《锦绣三楼好家乡》拿了一等奖。

让老人们高兴起来

2013年重阳节，三座楼给村里每位60岁以
上的老人发邀请函，请他们到健身文化广场参
加活动，观看演出。村委会还给每位老人送去
了100元现金、一箱鸡蛋和两袋大米。

“敬老爱老”，是三座楼的传统。2011年
10月，为庆贺村里一位百岁老人的生日，村委
会赶在重阳节前10天建成健身文化广场，并在
重阳节当天举办落成典礼，启动敬老爱老系列
活动。

“除保障他们的物质生活外，还要让他们
精神上觉得满足。这样，晚年才幸福。”刘瑞
祥说。

26岁的耿晓庆是村舞蹈队成员。“为办好
重阳节敬老爱老活动，村委会做了大量工作，
帮我们解决了演出需要的服装、音响，舞台背
景等。”耿晓庆说。

赵德丰是寿光鸡宝宝养鸡合作社的负责
人。“合作社就在三座楼，村里的文化活动就
是我们合作社的文化活动。”自2011年以来，
赵德丰每年都拿出资金支持村里的文化活动。
2013年重阳节，赵德丰捐了一台价值5万元的
LED显示屏。

淄博吕剧团团长靳延国是三座楼的常客。
“这几年重阳节，我们都来村里演出《借
年》、《喝面叶》等小戏，老人们都很高
兴。”靳延国说。

“在提高村民幸福指数，保障老年人晚年
生活水平上，三座楼走在了前头。”台头镇东
庄片党总支书记李乐团对记者说。

建起文化广场，成立演出队，举办敬老节———

三座楼人的幸福生活

□ 本 报 记 者 单 辰
本报通讯员 于海涛

2013年12月26日，记者来到寿光市圣城街
道南关社区周洪三和桑秀文的家中时，两位老
人正坐在床边，阅读报纸上刊登的春艳、一涛
姐弟痛失亲人的文章，商量着捐款的事。

“从1993年以来，我和老伴就一直关注报
纸上有关弱势群体的报道。我们想尽最大的努
力，帮助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家庭和孩子，能帮
一点是一点。报上刚登的这两个孩子特别可
怜，我们想捐点钱，让他们好好读书、好好生
活。”桑秀文说。

生于1940年的桑秀文，与雷锋同龄。老伴
周洪三是她小学和初中同学，大她两岁。

1961年，桑秀文由潍坊中医院调到五莲县
人民医院工作。1968年12月，调回寿光城关医
院（现寿光市立医院），直到退休。1958年，
周洪三入伍，在部队负责电影放映等工作。
1965年，复员后到寿光餐饮服务公司任职，直
到退休。1962年2月2日，周洪三和桑秀文登记
结婚。

在两位老人家中，一摞证书整齐地摆在箱
子里，一部分是衣物捐赠证书，一部分是现金
捐赠证书。

“20多年前，见有人带着衣服去老民政局

那边捐，我们也回家收拾了一包穿不着的衣服
送了过去。打那以后，我俩就时不时过去送些
衣服被褥，让工作人员寄给需要的人。寿光市
慈善总会成立后，我和老伴就去慈善总会捐
钱，因为去的多，我俩成了那里的熟人。”周
洪三说。

汶川地震后，夫妇两人一大早就到慈善总
会等着捐款，玉树地震、西南旱灾，他们一次
也没落下过。

桑秀文说：“虽然我们不富裕，但还有一
些比我们生活条件更差、更需要帮助的人。自
己节俭一点，省出一点来，就能温暖别人。”

2012年11月8日，寿光举办“冬暖—旧衣
新送”公益活动。周洪三、桑秀文得知中国西
部山区还有人冬天穿凉鞋、披单衣时十分心
疼，赶忙收拾了一大包棉衣棉裤送到活动现
场。回到家，他们又督促子女们，也把闲置的
衣服捐赠出去。

2013年1月1日，在寿光“新年圆梦”活动
中，周洪三、桑秀文为有困难的孩子捐赠压岁
钱200元；4月29日，为雅安灾区捐款300元；10
月20日，为白血病儿童小石头捐款300元。

钱送走后，老两口还挂念着这些人的生活
情况，时刻从报纸上关注他们的信息。

“我曾是一名医务工作者，工作中牢牢记
着救死扶伤、视病人如亲人的医者准则。日常

生活中，我的榜样是雷锋。和他一比，总觉得
自己做得不够。”桑秀文说，“当年没写入党
申请书，到现在未能入党，一直是我的遗憾。
但我都是以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啥事儿都
带个好头。自己做好事，也动员大家一起
做。”

二老的女婿王建东说：“只要有募捐活动，
岳父就打电话督促，说我和你妈都捐了，你们也
抽空赶紧去捐吧。每次听到这样的话就觉得，老
人都想到我们前边了，我们也应该做好。”

谈到母亲，大女儿周惠卿说：“也不是一
天两天了，母亲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母亲在五
莲工作时，有一次她坐诊，一个年轻姑娘突然
跑进来，神情慌张。母亲问了问，了解到这个
姑娘是童养媳，由于难忍家里不公的对待，偷
偷跑了出来。看她面色很差，母亲就帮她把脉
看病。姑娘病好了要离开时，母亲把身上还剩
的两块多钱给了她，让她买点吃的。”

2013年3月，周洪三、桑秀文光荣入选第
一批“寿光好人”。

老两口学雷锋学了20多年
——— 记“寿光好人”周洪三、桑秀文

□ 本报记者 吴庆辉

2013年12月20日，在寿光市田柳镇群
艺庄户剧团办公室，团长王光秀正在和编
剧田长法讨论剧本。

“在编一个反映过节送礼的小品，剧
本有雏形了，很快就排练，过年的时候就
可以演出了。”王光秀说。

62岁的王光秀是田柳镇东头村村民，
从小爱好文艺的她17岁就加入了田柳吕剧
团，“我后来跟着剧团去了新疆，从新疆
回来后开过饭店，也做过其他生意，但对
舞台的向往始终没变。”

1998年，王光秀筹资成立群艺庄户剧
团，招募了28个演员，主要演出农村题材
的综艺小品和古装吕剧。演员全部来自农
村，节目多以原创为主，深受当地群众欢
迎。

“记得群艺庄户剧团演过一个小品，
叫《如此孝子》，讽刺了那些不孝顺却做
出种种样子的人。因为生活气息特别强，
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东头村村民王娜
说。

“刚开始的时候很难，没有剧本，没
有资金，没有市场。我们只能一个村一个
村地跑。”王光秀说，“2010年，为了购
置演出服装，我将自己经营了20年的饭店
卖了出去。如果不是因为自己爱好和大家
的支持，剧团很难走到今天。”

“农忙时种地，农闲时唱戏”，是庄

户剧团演员生活的真实写照。从成立之初
就加入进来的田德海是剧团的老演员：
“王光秀是我们的老大姐，她为人特别朴
实，平时从不欺瞒我们收入多少，在生活
上也很照顾大家。”

剧团编剧田长法是垦利县吕剧团的退
休职工，从1998年开始就在群艺庄户剧团
工作。“王光秀对生活的观察特别仔细，
经常对剧本创作提出意见。我们都认为，
节目必须扎根土地，真实反映老百姓生
活。这样观众看演出时才能产生共鸣，节
目才有生命力。”田长法说。

“王光秀在活跃农村文化生活方面做
了大量工作。”东头村党支部书记尹兰文
说，“我们鼓励村民农闲时走出家门，多

参加文娱活动。村里正在建文化广场，就
是为了给村里的文化演出提供场地。”

“庄户剧团扎根乡间，给农村文艺爱
好者搭建了一个平台。我们计划在资金、
器材等方面加大对王光秀等人的扶持力
度，鼓励他们进行创作，把惠农政策、新
气象、新风貌编成快板、小品和相声
等。”田柳镇东庄片党总支书记李洪文
说。

2007年，王光秀自编自演的吕剧《背
婆婆》荣获首届潍坊市农村文化艺术节戏
曲比赛一等奖，剧团获“潍坊十大庄户剧
团”称号；同年，剧团代表寿光参加山东
省首届农村文化艺术节戏曲比赛，拿到铜
奖。

□记者 吴庆辉 戴玉亮 报道
本报寿光讯 2013年12月27日，孙家集街道鲍

家楼村村委会文书戴金榜，按照惯例来到孙家集街
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所上交材料。2010年，戴金
榜被聘为该所协理员，配合人社部门在村里开展相
关工作。

“村里现在设有人社服务站，村民不出村就可
以办理相关手续，有些年纪大的我就上门服务，平
时主要协助人社所完成收发养老保险以及登记农村
劳动力转移情况等工作。”戴金榜说。

近年来，寿光市先后投资2000多万元，在15
个镇街区和125个社区分别建设了高标准的人社
服务所和人社服务站，聘用劳动保障协理员1024
人，做到了市有中心，镇街设所，村里设站，在
全市构建了方便快捷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
平台。

孙家集街道崔家村村民张永军，2012年将自家
土地流转出去后，一直在找工作。从2013年7月开
始，38岁的他在村里做起了蔬菜中介员，每月收入
近4000元。他的这份工作，就是在街道人社所的帮
助下获得的。

“我表达了想出去打工的意愿后，村里的文书
直接把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表格送到了家里。交到街
道不久，我就收到了面试通知。”张永军说。

“我们所里统一安装了‘劳动99三版’、‘社
会保险核心平台二版’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等软
件，与市数据中心实现了信息共享。农村转移劳动
力在协理员处登记后，我们会根据其个人情况向企
业推荐，帮助他们实现就业。”孙家集街道人社所
所长彭军告诉记者。

在人员配备方面，寿光市为每个镇街区人社所
设置了特需岗位，确保全部镇街区所都有固定的专
职工作人员。

在制度方面，寿光人社局要求各人社所坚持工
作制度流程规范化，建立了业务培训、首问负责、
服务承诺和限时办结等制度，完善了就业登记、社
保登记、劳动监察举报受理等流程。

据介绍，寿光人口数在6万以上的人社所工作
场所面积全部达到200平方米以上，并且配备了信
息发布屏、触摸屏、读卡器、打印机、档案柜等设
施。

15处人社所125个人社站

覆盖全市

寿光：不出村

就能找工作

□记者 吴庆辉 报道
本报寿光讯 2013年12月11日，洛城街道辛庄

子村村民孙金彪来到寿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
务中心，咨询小额担保贷款的办理办法。“我这个
月刚退伍回家，很想自己创业，但启动资金不够。
听人说了小额担保贷款的相关政策，打算准备材料
申请一下。”孙金彪说。

据了解，寿光充分利用失业保险基金，不断扩
大担保基金规模，用足用好小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
政策，组织开展小额担保贷款“快易贷”行动，助
推个人创业和小微企业成长。2013年1月至11月，
共发放小额担保贷款309笔，放贷3145万元，带动
6834人就业。

“今年8月，在资金困难的情况下，仅3天时
间就申请下来了15万的小额担保贷款，解了我的
燃眉之急。”寿光圣麦荣小麦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熊峰说。

据介绍，寿光通过创新小额担保形式，对各类
家庭服务企业和有在家庭服务业创业意愿的个人提
供金融支持，每季度由财政、人社和金融等部门集
中开展一次小额担保贷款“快易贷”行动，集中办
理，集中审批。截至2013年11月，为专门从事家庭
服务业的个体和小企业发放贷款21笔共126万元。

34岁的毕美花家住田柳镇植庭街，身高不足1
米3的她开了一家小超市。2011年，毕美花通过申
请小额担保贷款，拿到了5万元资金用于扩大店
面。“之前店面不到20平方米，货物都没地儿摆
放。现在经营面积扩大到45平方米，效益也提高
了。”毕美花说。

309笔小额贷款

助力创业

王光秀：庄户剧团要扎根泥土

□石如宽 刘瑞全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近期，潍坊市统计局社情民意调

查中心对寿光市2013年度科学发展群众满意度进行
了电话访问，满意度调查得分为90 . 57分，居潍坊
各县市区首位。

把做好群众工作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均衡发
展的重要基础性工作，寿光注重发扬为民理念，不
断完善联系群众、社会治安、诉求解决、矛盾化解
四大服务群众体系，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和满意
度近年来稳步提升。

群众满意度调查

居潍坊首位

□石如宽 王兵 王静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老百姓有了健康档案，就能及

时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有什么病史之类的，在档
案里都详细记录着，看病更方便了。”近日，记者
在上口镇方吕村卫生室，见到了厚厚一摞居民健康
档案。

截至目前，寿光全市城乡居民健康档案建档率
达84 . 2%，为81707名城乡65岁以上老年人进行了
健康查体，基层卫生服务建设格局更加优化，基层
医疗卫生事业实现了持续健康发展。

居民健康建档

超八成

剧团到三座楼村演出。

老两口在翻读
报纸上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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