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吕光社 王浩奇 刘长春 张伟光

“张主任你快来看看吧，俺村的老少爷们
刚把一位栽到沟里的老头救上来！”1月15日中
午，郭楼镇宣传办主任张峰接到了崔元村信息
员刘玉玲的电话，他来不及吃饭就赶去采访。
干了4年宣传，张峰感觉镇上的好人好事越来越
多，像这次为了采访吃不上饭的事时有发生。
张峰电脑上建有一个“上善郭楼”文件夹，里
面的好人好事已经达到了2100件。

细读这些故事，有不离不弃、照顾公婆的
李翠香，有无私奉献、孝老爱亲的刘桂香，还
有百折不挠、母爱无疆的郭玉兰……故事的主
人公大都目不识丁，为何深谙这“善”的文
化？郭楼镇人口不足5万，也没有流传久远的善
行典故，为何能汇聚这么多好人好事？

因为这里有底蕴深厚的朴实民风，因为
“上善”二字贯穿了全镇上下，既是工作目
标，又成了工作方式。近年来，郭楼镇围绕
“存善心、行善举、施善政”的思路，发掘和
弘扬凡人善举，“上善郭楼”、文化强镇已初
见雏形。

不离不弃伺公婆——— 存善心

打开“上善郭楼”文件夹，那些带着乡土
气息的凡人善举扑面而来。王府庄村27岁的李
翠香只上过小学，丈夫卧床不起，孩子嗷嗷待
哺，面对癌症公公和瘫痪婆婆，她不离不弃、
精心照料。她和公婆同睡一间，一晚上起三四
次，为公婆端屎端尿，翻身盖被。她卖掉了订
婚“三金”和嫁妆，三回娘家借钱，行200里为
公公买偏方。如今，李翠香的事迹被十里八村
传为佳话。

百善孝为先。在郭楼，像李翠香这样的孝
儿媳还有董赵庄村背着痴呆公公去打工的刘桂
香，孙庄村十几年如一日照顾瘫痪在床婆婆的
孙艳齐……

于个人层面，郭楼镇倡导存善心，强调让
“善”的德性内化于心。“人之初，性本善，
性相近，习相远。”人的本性都是“善”的，
在后天的学习经历中才慢慢出现善恶差异。在
群众中间强调存善心就是期许这种人类本性的
回归，在农村这样一种淳朴的德性环境下，这
无疑是一条捷径。

和李翠香们不同，南坝村普通村民郭玉兰
则将母爱演绎到了极致。儿子罹患尿毒症、丈
夫癌症去世、自己被撞成骨折，三年之中，祸
不单行。扛着压力，2013年4月，她毅然将自己
的一个肾脏捐给儿子，术后不到1个月就去打工
挣钱，为儿子买药。一句“只要我活一天就要

让孩子活一天”感天动地。
还有为困难群众垫付4万多元医药费的赤脚

医生荣存军，掏出多年积蓄为村里安装路灯的退
休教师冯兆江，母亲去世、父亲出走，承担起照
顾爷爷奶奶义务的小学生蔚一冰……他们不忘
“初心”，无时无刻不在追寻着德性的归宿。

举村捐款救英年——— 行善举

相比于存善心，行善举则更为注重将
“善”的理念付诸有组织的社会互动，强调外

化于行，后者是前者的唯一标准，也是最有力
证明。

去年3月19日，郭楼镇马店村村委大院里挤
满了前来捐款的乡亲，大家排着队将10块的、
50的、100的票子投进裹了一层红纸的酒箱子
里，大家边排队边议论：“太可怜了”……

大伙捐款的对象是本村22岁的张富将，父
亲无劳动能力，母亲间歇性神经病，自己刚刚
订婚却又突然查出白血病。大伙可怜老张家的
不幸，自发捐款要救这个年轻的孩子。不到一
天，全村360户，270多户都去捐了款，当场收

到善款14000元。
林峰、林凡利兄弟在北京打工，回家探亲

时从2000元返程费中拿出1500元捐了出来；村民
杨树民拖着病身还要供孩子上学，先捐了100元
觉得太少，又借了200元捐给了张家。“兄弟爷
们对我这么好，我要好好活下去为孩子看
病。”张富将的父亲张汶秀老泪纵横。

张家是马店村普普通通的一户人家，却得
到了这么多村民的同情和帮助，大伙捐钱捐
物，更是彰显了这里朴实的民风。在郭楼，
“善”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让人虽在寒冬，

却能感受到社会风气犹如三月惠风，和畅怡人。
只要人人都存善心，才能换来社会层面的

蔚然成风。去年11月，6岁的郑村儿童郑思龙拾
金不昧，将在去幼儿园的路上捡到的万元手包
物归原主；张马庄村的张型军忧他人之忧，先
后多次勇救车祸中受伤群众；南坝村的王培祥
见义勇为，面对穷凶极恶的歹徒挺身而出；西
海子村的张淑芹年逾花甲，大冷天脱了衣服智
救落水老哥……这些普通村民面对突发性事件
来不及思考就做出了善事，正说明“善”的风
气已然形成。

以善为政民心暖——— 施善政

事出有因。郭楼镇频现凡人善举，少不了
当地淳朴民风的滋养，更离不开近年来这里
“建设文化强镇，打造上善郭楼”的执政理
念。“打造以‘向善’为地方特色的区域性主
题文化，建设以‘善政’为目标的完善社会管
理体系，形成政通人和的良好局面。”这是郭
楼镇对该理念的定位。

这几天，张峰正忙着请人将镇上的好人好
事画到墙上，在40个行政村打造好人好事文明
一条街。三五幅画讲述一个上善故事，图文并
茂、生动形象。“建设文化长廊、评选美德新
星，这些能让大家感受到身边真实的凡人善
举。”在张峰看来，在弘扬善文化方面，让好
人好事上墙也能体现党委、政府的主导作用，
这是在为善事施善政。

为政即为民，从这个角度讲，一切为群众
谋福祉的事都可归为善政。为了听到群众对全
镇党员干部真实的看法，去年8月份，郭楼镇将
1200封家书寄到农户家中，虚心向群众问取
“四风”问题；去年开始，郭楼镇对群众不满
意问题实行“挂牌督办”，倒逼工作人员将关
系群众利益的事做实做好。搭建民情工作站、
村干部值班制度、推行公务自行车、村级行为
规范……郭楼镇为民众施善政，群众满意度大
大提升。

以乡村道德建设、生活方式建设、文化惠
民建设、行政文化建设为重点，以继承和发扬
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和借鉴现代科学文化为途
径，以培育新农民、发展新文化、建设新队
伍、实现新发展为目标，近年来，郭楼镇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根本，通过文明卫
生户、文明卫生村等群众创建活动，结合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让科学理念、“善”的观
念深入人心，全面提高农民思想道德文化素质
和农村社会文明程度。一个人人向善、与人为
善、善始善终、善做善成的文化强镇框架已经
形成。

郭楼缘何成凡人善举聚集高地
汶上县郭楼镇建设文化强镇，打造“上善郭楼”

“上善”一词取自《道德经》里的“上善若水”。老子说，做人
要像水一样善利万物而不争，安于卑下接地气，心境要像水一般清明
宁静，言语要平和而信义卓著，行为要善于把握时机，为政要像水那
样不刻意求功而能因循自然地治理。

“善”这个字，在郭楼镇有长久的历史渊源和广大的群众基础。郭
楼人民勤俭淳朴、厚德尚善，干部队伍扎实肯干、低调正派。我们在加
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时，注重将这个优良传统继承好、发扬好，在个人

层面提倡“存善心”，在社会层面提倡“行善举”，在行政层面提倡
“施善政”，大力倡导与人为善、人人向善，大力表彰善行义举、郭楼
好人，大力塑造善始善终、善做善成的行政文化。

“上善郭楼”，就是最好的郭楼。我们的目标是要让人民群众和
干部队伍具备最好的德性，“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建立科学
完善的制度机制，达到“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

“上善郭楼”就是最好的郭楼
□郭楼镇党委书记 王庆明

全村老少为大病青年张富将捐款背起公公去打工的好媳妇刘桂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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