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之乎者也”下乡，老人住进“上房”
时代楷模朱彦夫

“听到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好的消
息，是父亲最高兴的时候。”11月15日，朱
彦夫的四女儿朱向欣告诉记者，父亲心
中时刻记挂着张家泉村的乡亲们。

朱彦夫说他是个平凡的人，做的是
平凡的事，党和政府给予他无微不至的
照顾让他感动。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齐鲁医院每年
都来给我查体，我要硬硬实实地看到国
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实
现的那天。”我们仿佛又听到他的获奖感
言：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这个奖项对我来
说更多的是激励和鞭策。

“沂蒙母亲”的孙女于爱梅
“我今年63岁了，还能用自己家的事

来弘扬和传播红色沂蒙精神，我很高兴、
也很愿意去做。”11月7日，在沂南县城，

“沂蒙母亲”王换于的孙女于爱梅说，她
正准备去给一个访问团讲一讲自家的故
事———《沂蒙母亲和她的儿女们》。

“从2011年开始主讲，到现在保守估
计有1000多场了。”于爱梅说，“最多的时
候一天讲5场，一场40多分钟。”

对于“十三五”，于爱梅有了一个初
步规划，“先建一个沂蒙精神传承促进
会，让沂蒙精神走向全国；再编写一些红
色教材，让沂蒙精神走进校园。”

欢迎辞职员工“回家”的郑家晴
“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是齐商文

化代表人物管仲的人才思想。2004年，有
位辞职的大学生想重新回到齐都药业的
消息传到齐都药业集团董事长郑家晴那
里。“她能吃苦肯钻研。由于想考研，便辞
职了。”郑家晴说，但连续两次考研未果
后，她想再次回厂工作，却不好意思开
口。“我们向她敞开了大门。”这不仅改变
了董旭的人生轨迹，更为企业发展留住
了人才。几年间，董旭不但在职考取了硕
士，参与完成的科研课题有十几项，获省
技术创新优秀成果一等奖等众多奖项。

（□马景阳 王洪涛）

孝德公示榜，一立30年

诚信档案，管面子也管里子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今年正月的一个上午，临沂市郯城县花园
乡文化站站长刘庆泉参加了一个特别的婚礼。

两位新人是花园乡田哨村的，他们的结合
是一个现代“书为媒”的故事，而文化站正
是牵线的“月老”。

“2008年，郯城县创建全国文化先进县以
来，花园乡文化站和各村的文化大院出现了读
书热潮。”刘庆泉告诉记者，这其中还有一个意
外收获，不少青年人在图书室和阅览室里产生
了爱情。“到现在，仅花园乡就出现了30多对。
我们文化站也促成了15对。”

以书为媒，文化站不仅将阅读带进了乡
村，同时也将一些地方特色的优秀传统戏剧带
进了村民的日常生活。

花园乡是柳琴戏的发祥地，看柳琴是当地
群众休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文化站从7支村文化社团中挑选人才，组
织了一个“琴友剧团”，并结合今年省里的“一
年一村一场戏”，全年计划送戏下乡137场。

“很多节目都是根据群众身边的故事创作
的，比如根据《善行义举四德榜》上的真实人物
故事，创作了《孝老爱亲的刘大姐》。”刘庆泉
说，这些演出来源于乡村生活，再加上传统的
艺术形式，因而广受欢迎。

农闲的时候，来文化站看看书，跳跳舞已
成为当地的一种时尚，就连原来不常串门的村
民也都成了文化站的常客，“因为在这里，群众
就是主角。”

“晚上送戏下乡，忙到十点以后很经常。”
刘庆泉说，“尽管如此，大家工作还是很带劲，
因为忙活这些事有意义，感觉很充实。”

“邻里越来越好，正能量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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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孟一 吕光社
本报通讯员 于惠惠

“都啥年代了，还论什么‘上房’不
‘上房’的？”近日，当孔为峰第一次到曲
阜市尼山镇周庄村讲儒学课，希望通过

“让老人住‘上房’”让村民理解“孝”的
时代新解时，台下随之议论纷纷。在很
多人看来，把“之乎者也”搬进农村，实
在有点不靠谱。

然而，很多村民在毛巾、肥皂、洗衣
粉“诱惑”着听过几堂课后，变化悄然在
周遭发生。有人真把“上房”腾出来让给
父母；村里几十年改不了的烧垃圾习惯
没了踪迹；连三四岁的娃娃吃雪糕都会
捏着包装纸找到垃圾箱才丢掉……向
善的德行，竟让老一辈的“农村味”慢慢
回来了。

在曲阜，每当有新的村庄开设儒学
课堂，有着曲阜实验小学教师身份的孔
为峰总被推上讲台“踢头三脚”。“孔老
师讲课用土话，爱说故事，俺们都爱

听。”用周庄村村民孔令存的话来说，孔
为峰讲的都是看得见用得着的东西。

儒学在用不在学，这是孔为峰致力
儒学传播的一贯坚持。早在2003年，孔
为峰就自掏腰包在论语碑苑租了房，面
向社会免费开设儒学课。后来，小有名
气的他开始全国巡讲。

“儒家讲，‘礼失求诸于野’。
意思是说，天性之‘礼’，在偏远的
地方丢失的少，也更容易唤醒。”孔
为峰说，农村邻里关系天然紧密、好
面子，这都使儒学教育易于见到成
效。这也促使他跑遍曲阜大小村庄，
几乎每个周末都赶赴不取分文的“君
子之约”。

“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就需要
将优秀传统文化化归于民众的生活方
式、生存方式。”孔为峰说，这是一
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全社会通力协
作。“不过星星之火，必将燎原”。

截至目前，全省已建成乡村(社区)
儒学讲堂8300余个。

□ 本 报 记 者 于冬亮
本报通讯员 王 杨

“自1983年第一次立起‘孝德公
示 榜 ’ ， 不 曾 想 这 一 立 就 是 3 0 多
年。”莱州市郭家店镇朱家村党支部
书记杨秋国说道，多年来这个传统一
直延续着，从没间断。

每年一进入腊月，村两委就派人
进门入户调查，先由儿女自报给老人
的赡养费，然后向老人核实真假。腊
月初十左右，张榜向全村公布。

杨秋国说，最初张榜就是觉得现
在生活好了，得让老人生活的更好
些，他们年轻时可没享什么福。为了
倡导养老爱老敬老之风，村里每年都
会把村民一年来孝敬老人的情况进行
摸底，并张榜公布，以监督督促村
民。

一张大红纸，每户给老人多少粮
食、多少油、多少钱，清清楚楚、明明白
白，在全村最显眼的位置张榜上墙。看
似普通，却必是村民关注的焦点。

时间久了，这张榜就演变为不成文
的“村规民约”。尽管已换了4任村党支
部书记，但公示榜却一直延续了下来。

“前年年底，在上级的帮助下，
俺 村 建 立 了 新 的 ‘ 善 行 义 举 四 德
榜’，加上了爱德榜、诚德榜和仁德
榜，把村里涌现出的‘四德’典型的
照片和名字张榜公布，利用榜样的力
量带动村民道德建设。”杨秋国说。

一张榜单提高了朱家村的知名
度，但更让村民感受到了一些实实在
在的变化。

村里整体的风气正了，村民素质
提高了，邻里关系和睦…… 3 0多年
间，村里没发生过一起赡养纠纷案，
也没有出过一起刑事案件。

“村民下地干活不需锁门，街上晒
粮也不用看守。不夸张的说，村里人人
都是道德模范户。俺村一共不到300户，
先后涌现出了一大批‘四德’典型，好几
个当选为莱州市级道德模范，模范户比
例在全市数一数二。谁要不上四德榜，
面子上都挂不住。”杨秋国满是自豪。新锐大众推出专题

更多内容见新锐

大众客户端

□ 本 报 记 者 彭 辉
本报通讯员 李钟芸 王爱玲

11月6日，来到荣成市城西街道向
阳埠村，只见家家户户门前不见一点
垃圾杂草，原先遍地横流的污水也都
流进了排水沟，连犄角旮旯里也种上
了花花草草……

“以前的环境卫生在全街道是倒
数，可自打村里建起了诚信档案，大
伙好像都换了一个人，不但没了乱扔
乱倒，村里事儿也都争着搭把手。”
谈起这一变化，64岁的村民王本永忍
不住感叹，“没想到诚信档案这么管
用。”

“村里制定了《征信管理应用机
制》，包括53条失信标准和22条守信
标准，每条标准都有‘身价’，文明
行为加分，不文明行为扣分，一月一
统计，结果向全村公布。”

由“两委”干部、村民代表等组
成征信管理小组，对村民检查打分，

大伙都很服气。一到月底，每当征信
榜一贴出，村里都要热闹好多天。大
家都聚集到村务公开栏，看看自己和
别人的“诚信得分”，谁孬谁好，直
观了然。

“把失信行为挂上去，是有点让
人下不来台，可改起来也快，只要不
是特别严重的错误，扣分年限都是一
年，改正后，到期就自动抹除了。”
王本永说。“前阵子，有村民乱倒垃
圾，村里给他扣了5分。”

征信管理不仅管着“面子”，还
与“里子”挂了钩。

“我们村福利待遇、评先选优
等，都和村民的诚信挂钩，对严重失
信的要取消评先选优、入党的资格，
在入学、参军、享受村福利待遇等方
面都受到影响。”王本永说。

征信管理带来的不仅仅是环境的
变化，就连风气也有了很大改变。
“孝敬老人的、助人为乐的事特别
多。”

文化大院，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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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医就是行好。我甘
愿一辈子留在乡村，守护乡亲
们的健康！”

◆“要是评不上文明户，
村民自己脸上挂不住啊！”

◆“要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就要将其化归于民众的生
活方式、生存方式。”

◆“书法文化下乡可不是
让书法家们‘炫艺’，核心目
的是‘种文化’。”

山东省京剧院青年演员吴雪靖：
今年，省京剧院下乡惠民演出近百场，吴

雪靖一场也没落。
“记得在滨州沾化，晚上演完了，一个老

大爷颤巍巍地走到后台，一定要找演员表达
一下感谢，他已经80多岁了，以前就是收音机、
电视听戏，还是第一次看到省里的剧团到眼
前演，非常感人。”吴雪靖说，下乡惠民演出，
更要精益求精。“一方面，是给老百姓送上最
精致的演出，这体现着团队的艺术水准。另一
方面，也是对自己负责，如果不认真，路子野
了，不规矩了，表演水平自然而然就会下降。”

山东美术馆副馆长、党总支书记柳延春：
山东美术馆新馆的建成，让山东多了一

处文化新地标。为了更好地发挥美术馆的功
能，也为了让群众能在家门口欣赏到世界顶
级展览，山东美术馆率先在全国建立起“立体
收藏模式”。并通过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
等，打造“流动的美术馆”。自开馆以来，已经
举办高水平、高品质展览近200个。

省文联志愿者服务团成员、书法家靳永：
从2011年至今，四年时间中，以省书协开

展的“百县千乡”书法文化下乡活动为依托，
靳永不知往村里跑了多少趟。不过，书法下乡
可不是让书法家们“炫艺”的，核心目的是“种
文化”。靳永帮助济南市历城区相公村里建立
了书法小组。最让他感到骄傲的是，通过书法
小组，他竟挖掘出三位“农民书法家”。

“62岁的邢世明有基础。但缺乏条件，偶尔
动动笔，也就是写春联。建起小组后，有条件
有环境。2012年底，他被吸收为书协的正式会
员。”靳永说，“让村民在互相交流和亲自书写
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书法下乡的目的就达
到了。”

茌平县韩屯镇韩西村村支书吴子文
2010年7月，吴子文第3次连任村支

书，可选举结束当天晚上，老孙家二儿
媳妇就因家庭琐事跟婆婆骂架，还骂到
大街上。这让吴子文感觉“被打了
脸”：家风不正，根源是村风不好！

改变始于2011年。当年，韩屯镇提
出打造“德义韩屯”，吴子文带头向一
位五保老人“行孝”，并尝试在村内评
选“好媳妇”、“好婆婆”。当“好婆
婆”、“好媳妇”站上领奖台时，吴子
文发现台下老孙家二儿媳妇头埋得很
低。在村风逐渐变好的同时，“道德学
校”的落成让吴子文更是欣喜。“以弘
扬传统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又有了新的抓手。”

“前段时间，去张庄给70岁以上的
老人摆‘孝心饺子宴’，原定40名义
工，最终超过80人。”吴子文说。

乳山市夏村镇东家村村民胡如香
村里号召每家每户都总结“家

训”，胡如香想来想去就定了“日行一
善 利人利己”。“大话套话俺也不会
说，这八个字俺们一家经过努力确确实
实能做到。”胡如香年轻时学了理发，
在村里开了理发店，遇上家里困难的就
不收钱。自家门前一条土路，一下雨全
是泥，根本没法走。“俺就想掏点钱，
把路给修修。和家里人一商量，大家都
挺赞同，认为这利人利己，掏点钱也没
啥。”后来，胡如香一家就掏了1万多
块钱，修了一条200多米长的水泥路。

莱城区寨里镇薛埠村村民李西海
薛埠村过去每家的厕所连着猪圈，

臭气熏天，而且一到夏天，苍蝇蚊子还
嗡嗡转个不停。去年9月底，市、区拿
钱，村里厕所统一改造成6平方米大小
的“三格式”厕所，140多户自己没花
一分钱，既干净又方便。“以前儿子回
来总说家里厕所脏，如今俺们的厕所也
和城里厕所一样了。”李西海说。

（□ 王兆锋 彭 辉 于向阳）

岚山区碑廓镇西辛兴村支书姜成西
“文明就是要树正气，树正气就要立

标杆，让好的显出来，差的跟上来。”为
此，姜成西对“五星级文明户”评选标准
进行量化。“四德”积分将村民日常行为
细化为个人品德、家庭美德、社会公德、
职业道德四大项、20个小项，每一项都量
化赋分，最后得分成为表彰先进、享受村
集体待遇的重要依据。“要评不上文明
户，村民自己脸上挂不住！”姜成西说道。
如今，西辛兴村已是远近闻名的“省级文
明村”，这一做法也在岚山全区推行。

城阳区流亭街道敬老院院长王德星
王德星今年53岁，但在敬老院的16

位孤寡老人口中，他总是被叫做“小王”。
这个“小王”，不仅是敬老院的“管家”，还
是一名护理工。6年来，他无微不至地照
料着这群平均年龄82岁的孤寡老人。“老
人如亲人。”他说，自己的父母也都70多
岁了，最担心的就是“子欲养而亲不待”；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自己怎么孝顺父母，
就会怎么孝顺这些老人。

任城区唐口街道廉屯村乡医孟凡珍
1989年毕业后，孟凡珍便扎根乡

村，并独自钻研腰椎病疗法，为稻区
常见的腰腿病患者减轻了痛苦。政府
关心农村卫生发展，对此，孟凡珍颇
有感触，“过去老百姓‘小病拖、大
病扛’。现在富裕了，有病治病，保
健意识也在增强。”医术高了、名气
大了，许多村民认为他会从湖区小村
飞到城里，但他没有。“行医就是行
好。我甘愿一辈子留在乡村，守护乡
亲们的健康！”

牟平“明星”媳妇田英
公婆岁数大了，营养跟不上对身体

不好，田英就去买了菜谱，每天照着做
不同花样。从2012年开始，牟平区开展

“四德榜”明星人物评选，每年田英都被
选为马家都村好媳妇的典范。“很多年
轻人都来跟我取经，怎么处理好婆媳关
系。这几年，我们村邻里关系、家庭关系
都越来越好，正能量越来越多。”

（□董卿 丁兆霞 肖芳 吕光社 杜晓妮）


	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