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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彭辉
本报通讯员 张小寒

5月26日，正逢文登“樱桃节”期间，
记者来到威海市文登区界石镇宫家庄村，
在山顶的樱桃园里，热情的赵锦彬和赵洪
玲两口子招呼我们吃樱桃，“小樱桃快过
季了，再不吃就得等明年了。这大樱桃还
不到时候，得挑熟得好的吃。”

“俺两口子种了大小樱桃500多棵，现
在年龄大了，眼看是种不动了。20年30万元，
你看能不能帮着找个人承包出去？”赵锦彬
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记者说。

就在这时，村里的大喇叭响起来了，一

段音乐过后，开始广播新闻节目：“以果为
媒，以节联姻。每年文登樱桃节都会吸引游
客30万人次，小小樱桃真正成为带动农民群
众致富的大产业。”

“听喇叭里说的，种樱桃能挣大钱
呢。20年30万，价定低了，至少得涨到50
万！”记者说。

“好，就听你的，等涨到50万！”赵
锦彬笑着说。

“有年岁没听到大喇叭响了，这村里
的大喇叭什么时候又响起来了？”记者问
村支部书记赵锦庄。

“说起大喇叭话就长了，最早是喊口
号鼓斗志，后来是招呼开会、催缴三提五

统，前些年没了动静、成了摆设，去年文
登农村又都恢复起来了。”赵锦庄说。

去年，文登区启动了农村有线广播“村
村响”工程，投入200万元打造起覆盖600多个
行政村的区、镇、村三级广播服务体系，为老
百姓讲解政策、宣传科技知识、普及法律常
识、活跃文化生活。老百姓都说，农村大喇
叭，又传出“好声音”。

“现今农村老年人居多，网络、电
视、手机等传媒工具都有一定的局限性。
大喇叭更接地气，老百姓在房前屋后、田
间地头都能听得到、听得懂。”界石镇党
委宣传委员邵明媛说。

“每天早晚两次定时广播，内容由文

登广播电视台统一制作，除新闻栏目‘新
闻村村通’，还设置了讲述道德模范先进
事迹的‘仁孝故事汇’，传授种养殖知
识、生活小窍门的‘希望的田野’等栏
目。各镇办也可以利用群众茶余饭后的时
间对环卫一体化、环境长效管理、食品安
全、惠民政策、民生工程等相关内容进行广
播宣传。”文登区委宣传部的一位同志告诉
记者。宫家庄村村民赵洪龙告诉记者：“这大
喇叭真是为咱老百姓服务的，以前大喇叭音
量有点大，周围几户居民嫌乱，到村里一反
映，马上就把音量降下来了。广播的内容都
和咱老百姓过日子有很大关系，哪天有事没
听上，还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文登启动农村有线广播“村村响”工程

乡村大喇叭，再传“好声音”

□本报记者 吴宝书
本报通讯员 颜文珠 王浩勇

从5月4日开幕的菏泽市定陶区南王店
第三届西瓜节，到5月8日开幕的定陶首届
玫瑰风情节，这些带有浓郁地方特色的节
庆活动都办得有声有色、红红火火，其中群
众文艺队伍起了相当大的助推作用。“把单
纯的地方特色产品节办成了充满文化味道
的节庆活动，少不了群众的参与。有了群众
自己创作的节目，群众才喜欢看、喜欢办、主
动参与。”定陶区委书记张红旗说。

群众当主角，自编、自导、自演；百
姓当观众，乐娱、乐教、乐在其中。近年
来，定陶区不断完善基层文化设施，扶持
农村文艺队伍发展，推动群众文化事业繁
荣发展。目前，全区共拥有920余支文艺队
伍，每年举办各类文化活动2200余场。

村村都有文化广场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在定陶的乡
村，吃过晚饭的村民三三两两来到村文化
广场上，伴着悠扬的音乐翩翩起舞，给乡
村宁静的夜晚增添了一抹亮色。

“现在一到晚上，只要音乐一响，村民们
都会过来，每晚锻炼上一个多小时，大家都
养成习惯了。”在孟海镇孟海村的文化广场
上，村里公认的舞蹈老师牛巧云说。

近年来，为了让群众都能够参与到文
化活动中来，区里积极为群众搭建平台，
变“送文化”为“种文化”，真正让群众
文化活动“浸乡村”“入民心”。

“这几年，定陶的群众文化工作风生
水起，群众参与的热情也是空前高涨。文
艺队伍从最初的百十支发展到目前的近千
支。村级文化广场也从无到有，现在全区
367个行政村都有自己的文化广场，农民的
文化生活明显丰富起来，精神面貌大为改
观。”谈起近几年的变化，区文化馆馆长
潘东升感触颇深。

广场舞舞出“和谐村”

“闺女们，都出来跳舞了。”每天晚7
点，黄店镇黄南村天天乐舞蹈团54岁的团
长雷中翠都会在微信群里“吆喝”这么一
声。“俺这42个姐妹关系可好了，跳罢舞
休息的时候，大家坐一块聊天，原来不搭
腔的也搭腔，闹别扭的也和好了。现在个

个都争着比孝顺，比团结。”48岁的“团
长秘书”胡瑞平笑着说。

黄南村秧歌队原来是区里最早的一支
农村秧歌队，经过几年的发展，现更名为
黄南村天天乐舞蹈团，共有队员42名，取
得的荣誉摞起来有1米多高。“我经常跟俺
队员说，拿再多荣誉不能当饭吃，咱跳舞
一是要锻炼好身体，二要伺候好老人，照
顾好家庭。”雷中翠辈分高，以身作则，
在团里威信很高。

在舞蹈团的带动影响下，黄南村成了
远近闻名的文明和谐村，1 1 0 0多人的村
子，从来没有打架斗殴、吵架拌嘴的。父
慈子孝、婆媳融洽、邻里和睦、妯娌团结
在黄南村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

“以前村里妇女在家没事时，打麻
将、拉闲呱、啜大空的多，现在有空就参
加村里的文化活动，通过一块参加活动，
邻里关系不好的也变好了，以前不说话也
开始说话了，大家也更团结了。”黄南村
党支部书记王西安告诉记者。

乡村文明践行者和传播者

“我们在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同时，更

注重文化的教化和引领作用，通过不断扩
大群众文化活动的参与面和影响力，达到
寓教于乐、以文化人的目的。”定陶区委
宣传部副部长、文明办主任宋国强告诉记
者。

为充分发挥文化引领作用，定陶区引
导各镇街组建了自己的文化志愿者服务
队，队员都是常年活跃在田间地头、活动
在基层群众中的文艺骨干。他们自编自
演，将党的政策、环境保护、孝老爱亲、
民风和谐等融入演出，教育他人，倡导文
明新风。

5月8日至6月8日，定陶首届玫瑰风情
节在黄店镇万亩举行。其间，来自黄店镇
各村的文艺队伍、文化志愿者义务服务会
场。志愿者的行动深深感染了周围的村
民，很多村民都加入到志愿服务队伍中
来，成为玫瑰节上一道亮丽的风景。

“开展群众文化活动还是非常有必要
的，一是老百姓需要，二是确实对村风民
风影响很大。更重要的是，村民的素质也
得到了很大提升。这次玫瑰节，文艺队伍
去玫瑰节现场义务搞服务，很多村民也都
自愿参加，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黄店
镇文化站站长寇峰说。

定陶区让群众既创作又参与，既当主角又当观众

920支农村文艺队伍舞动乡村文明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寿光市古城街道野虎村3 3岁的刘春
友，和妻子一起管理着5个大棚，一年毛收
入超过30万元。这5个棚里，都安装着自动
卷帘机和半自动放风机。

“有了现代化装备，两个人就能照顾
这些大棚。”刘春友说。

5个大棚中，两个规模小点的，是刘春
友的父亲刘冠清留下来的。三个规模大点
的，是刘春友自己新扩建的。“儿子玩
棚，日子越过越红火。我们的新家，就是
小两口挣出来的。”刘冠清说。

务农之前，刘春友也上过班，干过
“都市白领”。“父母年龄大了，需要我回来，
我也想孝顺父母。”刘春友说。每天早上天刚
擦亮，他和妻子就去大棚，忙到10点多，大棚
气温上来了，才回家吃饭。下午3点多，两人
又回到棚里，直到天黑。

“虽然苦点累点，但收益很可观。凭
着咱们的拼劲和钻研，我对种棚很有信
心。”刘春友说。

同样是务农，寿光市洛城街道后寨村的
张国乾，2011年大学毕业后开始种植盆栽
蔬菜。通过反复试验，加上向专家请教，
张国乾攻克了植株易倒伏等难题，成功培
育出了首批2000多盆观赏性盆栽蔬菜，并
有了一定的客源。

“客源太少，不成规模，就很难将盆栽
蔬菜推广出去。”张国乾说。

2012年，张国乾将盆栽蔬菜带到菜博

会。会上，许多外地客户主动找他商谈合
作事宜。随着客户越来越多，张国乾的盆
栽蔬菜温室由1个增加到20余个。2015年，
张国乾再次“转型”，与人合作在郑州成
立了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有了公司后，张国
乾开始与江苏泰州、浙江杭州、广西柳州等
地的蔬菜基地合作。“过去只是产品输出，现

在有了技术输出，效益就很可观了。”他说。
更年轻的夏国强，生于1991年。夏国

强建了6个多肉植物大棚，种植超过200种
的多肉植物品种。

从小在寿光市区长大的夏国强，几乎
没干过农活。“本来只是通过微信和淘宝
帮妈妈卖点多肉植物，没想到一来二去，

就慢慢喜欢上了这个东西。渐渐地，把多
肉植物做成了自己的主业。”夏国强说。

用一年多的时间，夏国强学会了多肉
植物的种植和养护。现在他的温室大棚
内，装有自动喷灌设备和低温射灯等，给
多肉植物创造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从前两年简单的实体批发零售，到现
在的微信、淘宝销售，夏国强已经蹚出了
多肉植物的销售路子。夏国强还主动与各
位顾客联系，指导大家如何养护多肉植
物。目前，夏国强经营的多肉植物圈子好
友已超过千人，仅通过这个圈子销售的多
肉植物就非常可观。如今，凭着质量好、
品种全、价格低等优势，“夏夏多肉大棚
批发”成为不少多肉植物爱好者的首选。

在古城街道后王村，32岁的张秀玲已
经连续5年在西红柿大棚内使用荷兰的熊蜂
授粉技术为作物授粉。“传统的人工点花
授粉，花瓣会残存在萼片下果肩部，不能
自行脱落。同时，一个大棚一个人通常要
花费两三天时间授粉，而且部分授粉药物
中还可能含有激素。熊蜂授粉这种纯天然
的方式，可以提高蔬菜品质，有益于消费
者身体健康。”张秀玲说。

“得益于菜博会，寿光一批年轻的职
业农民开阔了视野。他们不仅是种植能
手，也学会了与客商打交道的本领，把产
品销往更为广阔的市场。”寿光市农业局
蔬菜办公室主任刘天英说。目前，寿光共
有农民助理技师25237人，家庭农场1315
家，农业龙头企业95家。

寿光涌现一批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年轻职业农民———

务农，年轻人一样有奔头

□本报记者 尹彤
本报通讯员 薛海波 楚黎静 杜杰

5月18日，嘉祥县梁宝寺镇留守儿童学
校校长韩应俭告诉记者，学校成立9年来，
有越来越多的留守儿童在这里健康成长。

梁宝寺镇常年外出务工人员有2 . 6万
人，造成3620名留守儿童滞留在家，占全
镇学生总数的52%，为有效解决留守儿童的
各种诉求，2007年9月，该县在梁宝寺镇北
部桐庄联小的基础上，创办了全省第一所
农村公办寄宿制留守儿童学校。2010年，
学校进行改扩建，建成了可以容纳18个教

学班的教学楼和宿舍楼、餐厅，修建了环
形跑道、足球场、仪器室、科学探究室等
配套设施，学校面貌焕然一新。

在管理上，学校实行生活管理和教育
教学管理“双线同步”的模式，实行学校
领导、老师、留守儿童“捆绑制”：每班
配备学习班主任和生活班主任，班主任与
保育老师协调配合对留守儿童实行二十四
小时监护，确保了服务管理工作无“空
隙”。

每个任课老师都对学生的状况做到
“五清楚”、“三沟通”，即清楚留守儿
童的基本信息、性格特点、兴趣爱好、健

康状况、父母及监护人联系方式；密切与
留守儿童父母的沟通，密切与第二监护人
沟通，密切与留守儿童的沟通，真正做到
无缝隙管理。

梁宝寺镇还组织了专门人员建立全镇
留守儿童动态信息管理数据库，成立了留守
儿童信息服务中心。“尚传民，家住梁宝寺镇
白集村，父母在大连打工，孩子在家由奶奶
照顾，家庭收入还可以。”“任子昂，父母常年
在外打工，平时由奶奶抚养，爷爷癌症去世
欠下债务，父母在外打工还债，还有一妹妹
上学前班。”在梁宝寺镇留守儿童学校，每个
孩子都有这样一份档案。此外，学校还通过

儿童成长档案、儿童“生活小脚印”档案卡以
及“生活学步车”档案卡等记录孩子成长的
点点滴滴变化。

“两卡”的记录，让孩子更加直观地对自
己的进步变化有了纵向和横向的比较，以优
秀同学为榜样，早日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王文山班里的小曹，父母常年在外打
工，寄居在叔叔家的她特别自卑，在学校
走路都是“溜墙根”。了解情况后，王文
山利用大学生结对帮扶的机会，让小曹跟
着去大学参观，推荐她参与学校组织的活
动，多给她上台的机会。小曹从一个唯唯
诺诺不敢说话的孩子，逐渐变得活泼开朗
自信，成绩也提高了不少。

为让留守儿童感受到家的温馨，学校除
了师生同桌共餐，还定期开展留守儿童过

“集体生日”活动，每周每班进行一次“亲情
书信比赛”，设立“悄悄话信箱”，为学生、教
师、学校的沟通搭建平台。同时，开设“家长
热线”，每月举办一次全校“心理健康运动
会”，让孩子在心理健康与身体健康的和谐
发展中懂得自信、竞争、团结与合作。

省内第一所农村公办寄宿制留守儿童学校9年来呵护孩子成长

这里的孩子也能感受到家的温馨

□本报记者 李剑桥 本报通讯员 李荣新 曲琳

采摘、装筐、搬运、装车，5月21日，滨州市滨城区梁才街道闫
家居委会43岁的闫丕杰忙着将自家的蘑菇送往城区的市场。

“原先遇上雨雪天，往外运蘑菇，得累出一身汗，自打村
里搞环境整治，不仅村内街道重新修了路，而且为了方便蘑菇
种植户生产和出行，将路修到30个蘑菇棚边，原先送一趟需要
1个小时，现在只用40分钟，这多亏了第一书记。”闫丕杰提
到的第一书记，就是2014年6月被选派到闫家居委会的滨城区
委党校办公室主任李学华。

李学华上任第一天，就带上便民联系卡和工作日志，逐街
挨户走访，建立“户情档案”，共梳理道路硬化、文体广场、
文化书屋建设、绿化美化等8大问题。

李学华先从任务最重、最难啃的道路硬化入手。通过协调
单位筹资、发动居民捐资、交涉施工队垫资等方式，2014年6
月份，施工车辆进村施工。仅7天时间，就完成了长2 . 5公里、
宽4米的主街柏油路面铺设，硬化小街巷路面0 . 8公里。另外还
多铺1公里路，将通往30个蘑菇大棚的进棚路也全部进行了硬
化。仅一年半时间，一项项民心工程顺利完工，闫家居委会总
投资137万元，村庄五年的建设任务两年全部完成。

除了抓好基础设施硬件建设，李学华还先后对村级党建、
精神文明建设、政务公开等18项规章制度重新进行了修订；结
合自身在党校任教的特长，精心选题当起“教书人”，组织全
体党员专门解读中央政策，学习国家政策，先后组织10余场党
课，把党的政策及时传递到村民百姓家中。

在今年的扶贫工作中，为帮助闫家村摘掉“贫困帽”，李
学华想到了开发村内的百亩撂荒地，建特色种养、休闲观光、健
身娱乐、生态农业一体化规模化示范项目。目前，该项目已立项，
计划投资500万元，正在进行规划设计、搬迁坟头等工作。

□贾鹏 张宇鸿 报道
本报乐陵讯 在乐陵市西城街道办事处田卯村，有一位特

别仗义的农民叫郑金国，今年44岁，经营着一个不大的消防工具
加工厂，全厂19名工人，4名智障人员，2名残疾人，9名50岁以上
的留守老人。

郑金国1989年初中毕业后，先后当过3年兵，干过7年农电
工，2000年，他搞起家庭作坊，开始做斧子把加工，随着生意越做
越大，2005年，他投资30万元扩建了厂房，专注生产消防工具，并
开始雇用工人。

“那时我看到村子里有不少老弱病残人员和家境困难乡亲，
他们没文化、没能力，生活很困难，就想帮帮他们。”在征得
家人的同意后，郑金国雇用的第一批工人，就是村里的贫困户
郑玉明和李宝枝夫妻俩，以及轻微智障的郑占方等3人。之
后，随着厂子规模的不断扩大，村里的聋哑人士郑洋洋、留守
老人芦福杰、石洪霞等也被郑金国招进厂里。现在，郑玉明在
厂里做旋工，妻子李宝枝磨斧头把，23岁的儿子郑立健组装斧
头，生活有了很大改观。仅去年，他们一家3口人在厂里就挣
了8 . 8万元的工资。

这几年，15个老弱病残在厂里平均每人每月的收入都在
2000元以上，尽管这几年厂子效益不是十分好，但郑金国从来
没拖欠过他们一分钱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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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闫家变身的“教书人”

□本报记者 吕光社 本报通讯员 赵磊 张恒运

“俺养的猪今天出栏了，中午大家伙儿都到俺家聚一
聚。”5月16日，鱼台县滨湖街道史楼村村民王介泉对闻讯赶来
的村民说，“多亏了县国税局驻村第一书记刘鹏，帮俺贷款、联系
种猪、提供技术，要不俺老两口哪像现在这么高兴呀！”

今年62岁的王介泉，患有肺结核，妻子也患有多种疾病，
无劳动能力。这些年为了治病，王介泉花光了家里的积蓄，还
欠了不少外债。儿女们也刚刚成家，又常年在外务工，帮衬老
人十分有限。去年年初，王介泉两人被确认为建卡贫困户。

如何帮助王介泉尽快脱贫致富，成为史楼村第一书记刘鹏
的心事。当听到王介泉说以前养过猪，会一点技术时，刘鹏连夜
加班为他订制了养猪扶贫方案，又帮他联系了鱼台县农村商业
银行，并得到同意的答复。办理手续后，王介泉拿到了8万元的贷
款资金。没过多久，一个存栏300头规模的养猪场就建成了。

经专家推荐，王介泉引进了300头品质优良的小猪仔。“专
家还对我进行了技能培训，让我掌握了最新的养殖技术，既保
障了猪养得肥，还少生病。”王介泉说。

经过几个月的精心呵护，王介泉饲养的猪马上要出栏了，
可他又开始为销路犯了愁。刘鹏及时在网上了解生猪市场行
情，帮他联系了肉联厂，并签订了收购协议。

“今年养猪收入大致能到30万元，净利润也有10多万元。
这样，俺与老伴看病吃药的费用解决了不说，还能在生活上帮
衬孩子。三五年后，俺不仅有资金继续扩建养殖场，还能帮助
更多的乡亲脱贫致富。”王介泉说。

通过“输血+造血”的扶贫模式，王介泉一家顺利脱了贫。
“第一书记作为精准扶贫的先锋，只有帮贫困户找准贫困的根
子，开好扶贫的方子，才能帮他们摘掉贫困的帽子。”刘鹏说。

贫困户王介泉养猪脱贫记

乐陵一农民肩挑15个老弱病残

□记者 隋翔宇 通讯员 王杨 报道
本报莱州讯 5月底的这段时间，“陈照才”成为莱州城

里乡下最为响亮的一个名字。作为平里店镇前徐村的一名普通
农民，51岁的陈照才在务农时遇见村民追赶行窃被发现的两名
歹徒，他奋不顾身追上前去，在搏斗的过程中身中六刀，但仍
不退缩。最终，涉案犯罪嫌疑人先后被警方抓获。

“有两个小偷，朝村东跑了！”5月24日上午11点左右，
陈照才离开平里店镇前徐村自家的樱桃园，在回村的途中听到
村民周亚彬的呼叫。陈照才跟同行的陈照亮发现，有一高一矮
两个人正往村东郭于村方向跑。三人追出200米左右后，在郭
于村发现两人踪迹，陈照才立即上前制服其中一名个高的，然
而这时，对方突然拿出匕首向陈照才连刺数刀，脱身后继续向
郭于村村北方向逃窜。

陈照才强忍剧痛继续骑摩托车与陈照亮、周亚彬追赶。此
时，正在地里干农活的陈志荣骑车到达郭于村北后，也发现正
在持刀逃跑的歹徒。三人团团围住了高个小偷，而受重伤后的
陈照才在行至约500米后，因出血过多，两眼模糊体力不支，
陷入昏迷。

平里店镇派出所民警接到报警后及时赶到，警民合力将歹
徒制服。陈照才因失血过多昏迷，被紧急送往莱州市人民医院
进行抢救。事后，他回忆赤手空拳与手拿钢刀的歹徒勇斗时
说，“当时我一只手紧紧捂住伤口，没想太多，脑子里只有一
个信念，就是一定要把小偷抓住。”

莱州一村民身中六刀擒歹徒

□石如宽 报道
6月3日下午，寿光市古城街道野虎村刘春友的妻子杨秀花正在蔬菜大棚向记者展

示自己种植的丝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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