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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王美玲

“你看，这个是我家对门的电话，左边
是楼上的，右边是楼下的。有啥事，我们都
可以直接联系。”3月11日，53岁的孙美英指
着门后印着电话号码的“蝴蝶结”对记者
说。

孙美英家住寿光市圣城街道现代社区环
翠小区1号楼，她家的“蝴蝶结”上有10位邻
居的姓名和电话。在现代社区，每户居民家
中都有这样一个邻里联系方式，这是该社区
“左邻右舍都是爱”亲情服务活动的一项内
容。

“住在同一栋楼，甚至一个楼层、对门
的都不熟悉，没说过话，在小区里并不少
见。我们就想通过这样一个活动，让原本素
不来往的邻居走到一起，相互交流一下，增
加邻里感情。”现代社区党委书记刁兰芬
说。

其实，找到这样的联系方式并不容易。
孙美英是社区管理的网格小组长，她逐一登
门拜访时，时常被拒之门外，“大家的警惕
性非常高，也担心隐私被泄露。”但她还是
坚持一次次地沟通，“这是对大家都好的
事，也是为了整个社区好。”如今，居民见
了她都和她打招呼，有什么事也咨询她。

社区网格化管理，通过社区工作人员、
居民小组长、网格小组长，织起一道平安防
护网。

据了解，现代社区有6000多户居民、2万
多人口。“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现代社
区工作人员董会华说。去年夏天，网格小组
长李大姐在走访时，遇到醉酒的，被打得鼻
青脸肿。对方酒醒后，上门赔不是，还拉着
李大姐上医院检查。“你也不是有意的，这
事就过去吧。”李大姐说。

刁兰芬认为，社区的每一项日常工作，
都是为了居民和社会平安。

去年，鸿基花园小区路边有个露天厕
所，苍蝇乱飞，臭味刺鼻。附近居民多次反

映情况，找了好几家单位，没人管，最后找
到现代社区委员会。社区找来城建、物业等
部门，倾听居民意见。在充分沟通后，重新
建设密闭性强的公厕，既消除了异味，也能
保证如厕方便。

小区乱停乱放车辆现象时有发生。一辆
校车停放现代小区，居民意见很大：消防车
进不来，有安全隐患。社区工作人员和物业
经理协商，能不能把门口拦起来？最后，在
社区委员会、业主委员会不断协调下，最后
定下校车只有周末才停在门口的指定位置。

“平常干的都是很琐碎的工作，但把这
些小事做好了，平安才有保障。”刁兰芬

说。
一记重锤下去，锁电动车的马蹄锁就碎

了。一张薄薄的锡纸，几秒钟就能把防盗门
打开。开锁技术人员的现场演示让居民惊叹
不已。鸿基花园的刘玲玲说：“锁一定要买
质量好的，还要随时锁好门。不论是暂时离
开下楼买菜也好，或是扔垃圾也好，一定要
把防盗门锁上。”

现代社区党委联合城建物业、开锁业协
会举办“防盗保安全，宣传进社区”活动，
介绍防盗门如何防护，也教给居民怎样鉴别
防盗门锁芯及电动车锁。类似的活动还有
“防震减灾应急演练宣传活动”、“加强巡

逻保安全”、“有备无患保平安”等。去
年，现代社区有400多居民参加安全培训。
“各种活动，可以让居民多渠道、多形式了
解安全知识。”刁兰芬说。

与此同时，现代社区协调各驻区单位、
物业公司，成立安全领导小组，社区民警、
工作人员、物业公司、居民小组长组成志愿
者安全巡逻队伍，共排查、消除各种治安隐
患、火灾隐患10余处，提出整改意见20余
条，实现了消防自救、群防群治进社区，有
效整治了社区辖区及周边治安环境。

现代社区先后被授予国家级、省级、潍
坊市和谐示范社区等荣誉称号。

网格化管理 邻里互留联系方式 成立安全领导小组

现代社区：为居民织起平安防护网

□ 张立娟 马春晓

1963年3月5日，毛泽东亲笔题词“向雷锋
同志学习”。转眼间，“雷锋”这个名字，在
菜乡热土上，已经化为一曲熟悉的旋律，一种
力量和精神，让菜乡人铭记和传唱了51年。其
间，个体和群体性的学雷锋做好事的事迹不断
涌现，有的助人为乐、见义勇为，有的诚实守
信、敬业奉献，有的孝老爱亲、情暖人间……

雷锋精神熏陶着菜乡一代又一代人。如
今，学雷锋做好事活动已经成了一种常态，菜
乡时时洋溢着爱的温暖，处处彰显着道德的力
量。

敬业奉献无怨悔

诚实守信秉天性
菜乡里一直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十几年、

几十年如一日，在一个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将
责任心扛在肩头，默默奉献，无怨无悔。

“我正忙着。”熟悉寿光电视台宋峰泉的
人经常会从他口中听到这句话，这是他工作的
常态。从1993年踏进寿光广电的门槛，他已经
工作了21年。

2007年第八届菜博会，宋峰泉赶制《弥水
两岸》菜博会特别节目。他白天采访、晚上撰
稿，由于连续两天高强度运转，晚上又加班，
那天一大早又赶到菜博会现场做前期主持，对
稿、背稿、核对人名……半个小时后，他双腿
开始不自主地颤抖。50分钟后，看稿子越来越
模糊，身体开始有些晃，撑到9点整，到菜博
会开幕，他直奔医院躺上了CT床。待他醒
来，看见了床边流泪的妻子，他泪如雨下。菜

乡中，像他这样的人还有很多，烈日下在街头
巷尾劳作的环卫工人，在档案室工作20多年如
一日的普通员工……

还有这么一群人，用诚信品质诠释了“信
义菜乡”的内涵，用善行义举温暖了菜乡人的心
灵。一诺千金、一言九鼎，是他们良心的准绳。

“农民买一季苗子，寄托的是一年的希
望，一旦买到假种子，一年的日子就不好
过。”谈起生意，种子经销商杨丙光把对农民
的诚实守信放在了首位。卖了20年种子，他没
有收到过一起投诉，没有发生一起假种子、假
种苗事件。熟悉农业的人都知道，“零投诉”
对搞种子的人来讲，不是一件容易事。

为了给农民提供好种子，杨丙光专门租了
一个高标准示范大棚，把选出的种子反复试
验，50个品种试一年，能剩下5-10个，再试一
年，可能剩下2-3个，也可能一个不剩。有人
说：“丙光啊，你的经验已经很丰富了，还用
得着每年花十几万元搞试验吗？”但他明白牵
扯农民利益的事就是大事。

助人为乐奏和谐

见义勇为扬正义
在需要帮助的时候，那伸向我们的双手，

那关切的眼神，那大声喊出的声音，在刹那
间，都会变成无比珍贵的唯一。雪中送炭，竭
力相帮，有一群人书写着“助人为乐”的人间
温情。

孙爱霞，侯镇大地沟村农村小学的一名教
师。参教16年来，最让她铭记心怀的不是取得
了多么大的成绩，而是与孩子们相处时一个个
感动的瞬间。带单亲孩子回家，给她做饭，耐

心教她洗头发、洗衣服，让孩子感受家的温
暖。元旦时，她收到了孩子自制的贺卡：“老
师，你就是我的妈妈，我爱你！”

2004年9月，孙爱霞难产，女儿成了一个重
症脑瘫孩子，没有吞咽能力，常人10分钟的吃
饭时间，她却要用1个多小时，甚至有时要分
两次、三次。晚上，女儿不能正常睡觉，大声
哭叫，孙爱霞就与婆婆轮流倒班抱着孩子睡
觉。艰辛让孙爱霞体会到了脑瘫孩子和家长的
不易。2005年起，她工作之余创建了脑瘫患儿
心灵对话的博客——— 睿扬，并建立脑瘫孩子家
长交流群——— 睿扬爱心家园。现在，群里有来
自全国各地的近百名脑瘫患儿和家长。陪孩子
们聊聊天、说说话已成了她这些年难以割舍的
情感。在做好一个母亲的同时，她还将爱撒播
到了众多脑瘫孩子的身上。

如果说，助人为乐带给我们平凡的感动，
那么有一种伸手，在千钧一发中展现的决绝勇
敢，给与我们更多的是心灵的震撼。

2009年12月24日，王建立在街头抓捕一名
犯罪嫌疑人时，第一个冲了上去，嫌疑人拿出
一把砍刀朝他乱砍一气，但他全然不顾。后又
被犯罪嫌疑人撞伤，但他依然坚持搏斗，为战
友们实施抓捕赢得了时间。在他进手术室之
前，妻子打来电话，哭着说：“建立，咱不干
刑警了吧，你一旦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娘俩怎
么办啊！”

孝老爱亲传乡邻

志愿群体涌菜乡
1988年，孙彦芹与丈夫结婚时，婆婆已经

瘫痪了20年。嫁进这个家，她面对的第一件事
就是照顾好婆婆。她26年如一日，把婆婆当亲
娘，为此她没见到父亲最后一面。

尽心尽力、安贫乐道，他们诉说了菜乡儿
女的忠良敦厚。将心比心，服务人民，他们展
现了中华民族的善良天性。于是，一个个学雷
锋做好事的群体也随之涌现，如“文依净”
等。

从个人“知”与“行”相结合，到寿光主
管部门职责落实、相关部门单位积极参与三个
层面学雷锋做好事。2014年，寿光又结合文明
城市创建，在全市掀起了学雷锋活动的新高
潮。

开播“好人”访谈节目，邀请部分感召力
强的“好人”参与电视访谈，讲述心路历程和
对社会道德风尚的体会感悟。组织“寿光好
人”中具备农业科技、医疗卫生、心理咨询、
法律援助等方面专业技能的人员，组建好人
“文依净”志愿者爱心服务队，深入社区、农
村、学校、企业，开展科技培训、义诊义治、
法律援助等活动。在寿光，“3·5”已变成
“365”。一年365天，天天都是雷锋日……

助人为乐 见义勇为 诚实守信 敬业奉献 孝老爱亲

寿光：让学雷锋做好事成为一种常态

美美丽丽乡乡村村巡巡礼礼

□张德华 袁京勇 报道
日前寿光开展了“向道德模范致

敬，向身边好人学习”活动，200多
名道德模范、“寿光好人”领到了茶
叶、公益广告画报等礼品。

去年以来，寿光市开展了“寿光
好人”建设活动，截至目前推出各类
好人223名。“好人”为社会做好
事，社会也为他们做好事，让好人有
“好报”。寿光10家单位和企业主动
为好人承诺，开展了免费旅游、免费
体检、免费看有线电视、免费看报
纸、免费送礼品等“九免一送”活
动，把对好人的关爱落到实处。

让好人

有“好报”

□ 本报记者 吴庆辉

3月11日，在寿光市稻田镇西丹河村村委会大
院门口，村支部书记董国伟指着对面的健身文化
广场说：“白天，有人到广场上打球锻炼身体，晚
上，唱歌跳舞的人就多起来了，广场可是闲不着。”

坐落于丹河西畔的西丹河村土壤肥沃，水源
充足，以种植西红柿远近闻名。近几年，西丹河村
除了西红柿之外，又多了一张“文化名片”。

村民参与，成立6个演出队

走进村委会西侧的仓库，记者看到几只油漆
斑驳的木箱子摆放在角落里，箱子上面“西丹河剧
团“的字样依稀可见。“我们村之前有个京剧团，农
闲的时候就外出演出，补贴家用。”80岁的村民董
星启回忆说。

西丹河村几乎家家种大棚，近几年效益良好。
“以前拉菜用脚蹬三轮车，后来用农机三轮车，现
在用面包车，家家几乎都有小汽车。”董国伟说。

文化底蕴深厚的西丹河村，在收入逐步提高
的同时，文化生活也没落下。“村里爱好京剧的多，
易发动，好组织，最先筹建的是京剧演出队。”西丹
河村文化活动负责人、老年幸福院院长董光三告
诉记者，“京剧队23个成员中，有唱老旦的，有唱老
生的，有唱青衣的，行当齐全。”

70岁的董高升是西丹河京剧演出队的“台柱
子”。“我唱老生，平时只要村里有活动我都参加。”
董高升说，“京剧队活动多，大家积极性很高，这主
要得益于我们有一支‘高水平’的乐队。”

和京剧演出队几乎同时成立的是村里的乐
队。“去年，村委会刚给我们购置了一套新乐器。”
董善本是乐队指挥，二胡、京胡、锣鼓样样拿得起，

“不过乐队成员年纪都很大了，平均年龄差不多70
岁，我们真希望年轻人也能参与进来。”

2012年，西丹河村老年舞蹈队、青年舞蹈队、
声乐队、曲艺队相继成立。68岁的魏美兰是老年舞
蹈队队长，“年轻人好动，有朝气，青年舞蹈队主要
排练现代舞、交谊舞、歌伴舞，我们上了年纪的，主
要排练扇子舞、广场舞。”

2014年春节期间，曲艺队排练了多个小品。正
月十五村里举办文艺活动大汇演时，曲艺队“一鸣
惊人”。“演员是自己村里的人，讲的是自己村里的
事，大家伙儿笑得前仰后合。”董光三说。

村委会支持，搭起3个舞台

村民组织活动，没有场地可不行。2011年，在
修建村内主干道时，村委会出资30万元修建了约
2000平方米的健身文化广场。广场配有篮球架、乒
乓球台以及其它健身设施。为方便村民晚上活动，
董国伟想办法从钢管厂购置了几根废弃的钢管，
经过加工改造，钢管变成了广场上路灯的灯臂。

“广场建起来后，村民参加集体活动的热情空
前高涨。一敲锣打鼓，周边村的村民也来了。人一
多，就出现了问题，场地不够用。”董光三说。

2013年3月，西丹河村老年幸福院开始筹建，
同年8月底完工。幸福院里有两个室内舞台，宽敞、
明亮，舞台效果好，场地问题得到缓解。

“去年，村委会为演出队购置了服装、灯光、音
响等设备，在舞台布置方面也倾斜了部分资金。现
在，村里办的活动，越来越专业了。”魏美兰说。

老年幸福院里有棋牌室、康复器材室、综合活
动室等，60岁的董悦顺是棋牌室的常客。“我一直
提议成立一个棋牌协会，办一次村内友谊赛，一定
很红火。”董悦顺说。

好节目，演给大家看

场地有了，参加活动的人越来越多。
“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必须制定制度。”董光

三说，“人太多了，排练、演出时经常因为场地分
配、活动时间起冲突。”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西丹河村两委征询群众
意见，多次开会讨论，最后出台了一套“制度”。

“首先，划分区域，不同的团队分在不同的区
域，村民想参加哪个团队的活动，就到哪个团队的
活动区域去。”董国伟说，其次，固定时间，以10天
为一个时间单位，再分为147、258、369三个小时间
单位，然后每个小时间单位协调2个演出队在不同
的时间段组织排练和演出。最后，周末统一在健身
文化广场演出，周六演出舞蹈和京剧，周天演出小
品和歌曲。“排练要有成果，要出好节目，要演给大
家看，大家说好了才是好。”董国伟说。

“因为我们村有场地有设备，活动又多，久而
久之，成了镇上京剧票友聚会的固定点。最近，我
们计划到周边村里去演出，把大家的文化生活都
丰富起来。”董善本说。

“文化活动丰富了，家庭关系、邻里关系、干群
关系都会得到相应改善。农闲时，大家唱唱歌、跳
跳舞、下下棋、打打球，既锻炼身体，又放松精神，
还加深彼此间的了解，好处太多了。西丹河村带了
个好头。”稻田镇丹河片党总支书记刘德法说。

6个演出队，3个舞台，1套制度

村里的文化广场

闲不着

□王兵 王朋 报道
本报寿光讯 为弘扬传统文化，传承国学精

华，寿光市于今年1月1日正式开播全国县级电视
台首家以“国学频道”命名的专业频道，成为寿
光开展道德教育的一个良好平台。

《国学频道》开办以来以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中华传统美德为宗旨，以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节目贯穿全天，为广大电视观众提供丰富的精
神食粮。目前开设有《德行寿光》、《我来读经典》、

《道德讲堂》、《天下父母》、《孝行天下》、《中华德育
故事》、《演说论语》、《太极》、《德音雅乐》、《明德剧
场》等栏目，深受观众喜爱。

近年来，寿光加大和普及优秀传统文化的电
视宣传，《国学频道》的开播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
求，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弘扬正气，聚
集正能量方面起了引领作用，让传统文化、孝道文
化用最快捷的方式、最生动的形式得以传播。

全国县级首家国学频道

开通

□ 本 报 记 者 吴庆辉
本报通讯员 侯青山

2月20日，在寿光市纪台镇前曹村村委会
三楼的文化活动中心，村舞蹈队队长刘爱兰
正在和舞蹈队其他成员排练节目。

前曹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宪法
告诉记者：“我们镇上的‘纪国之春’书画
展、‘纪城一家’书画展都是在这里举办的，村
舞蹈队、演出队平时就在这儿排练。”

2007年，王宪法当选为前曹村党支部书
记。在带动大家发家致富的同时，为丰富村
民的文化生活，王宪法没少费心思。他向村
里的老年人“取经”时，了解到不少老人喜
爱书画艺术。“书画是高雅艺术，应该提倡
和鼓励。”王宪法说。

“因为喜欢的人多，所以村委会一直特
别重视书画展，每年都拿出专项资金支持，
在人力和场地方面也尽最大努力给予帮

助。”61岁的村民王殿智是纪台镇的“文化
名人”。现任寿光老年书画家研究会理事的
他，已连续7年担任“纪国之春”书画展组委
会的秘书长。

据介绍，“纪国之春”书画展自2005年
开办以来，一直是纪台镇文化艺术节的重要
组成部分。“纪城一家”书画展主要展出王
殿智、王殿方等兄弟五人的书画、楹联、诗
歌、摄影作品，是纪台镇积极探索文化展览
模式的创新举措。

书画展览有了，村里的“文化名气”打
了出去，如何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到文化活动
中来？2008年，在村委会的大力支持下，村
民王永国联络村里的文艺活动积极分子，成
立了前曹村文化艺术演出队。

“我们演出队里，有唱歌的、跳舞的，
有拉二胡的、吹笛子的，大家各有各的爱
好。聚到一起，就是希望能系统性地排演一
些节目，提升大伙精气神儿，给大家带去更

多欢乐。”67岁的王永国说。
村民常秋丽喜欢京剧，是张派青衣的忠

实“粉丝”，《玉堂春》、《状元媒》都是
她的“拿手好戏”。

“能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唱给大家听，我
自己也高兴。2012年，村里给我们添置了服
装，2013年又给我们配套了舞台、灯光、音
响等设备，我们自排自演的热情更高了。”
常秋丽说。

2013年8月，寿光开展文化建设先进村创
建活动，创建标准中，“设备配套，文化阵
地标准化”赫然在列，并要求设备齐全，群
众使用文化设施“零门槛”。

“我们计划今年增建一处高标准健身广
场，让村民有个宽敞的地方锻炼身体。只有
身体好了，精神好了，老百姓才会幸福。”
王宪法说。

2013年，前曹村被评为寿光首批文化建
设先进村。

举办画展 组建舞蹈队、演出队 建设高标准健身广场

前曹村：提升村民“精气神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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