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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尹彤
本报通讯员 薛海波 杜杰

他这里是村民的精神“据点”

执教32年，张文明桃李满天下。虽然自己
学历不高，但他的学生不乏硕士、博士，在党
政机关任职、当老板的不在少数。但对于他来
说，“教师”并不是个职业，而是一种责任，需
要一生守护。

很多年前，接骨张村很穷。村里识字的不
多，连张文明也是到20岁才上高小。当时，生
产队想找个能识字会打算盘的都难，这深深
触动了他。于是，张文明就在村里办起了夜校
扫盲。“即使我教不了太深的学问，至少能让
大家识字。”第一期夜校来了二三十人，辈分
长的，张文明得喊爷爷，年纪小的才七八岁。
多年来吃了不少没文化的亏，男女老少学习
都很急切。可既没课本，也没教室，张文明只
能在村里一座废弃的庙里教学，方式是通过
教唱歌学习字词。“先教调，再识字，通俗易
懂，老人小孩都学得快。”直到2011年张文明因
身体原因才停办夜校。

这几年没人打理，“教室”变得有些破败，
满是蜘蛛网和灰尘的黑板上，漆画的拼音字
母表依旧清晰可见，乒乓球台上还有磨损的
球拍。“当年这个台子既当课桌，又能教孩子
打球，作用可大呢。”张文明说，村里的孩子闲
暇时没个去处，自己会打乒乓球，索性就让孙
子给自己买了一套乒乓球器材寄过来。安装
乒乓球台时，孩子们聚在一起痴迷期盼的表
情，至今他都记得清清楚楚。“记得张谢天当
年就得了学校的乒乓球比赛一等奖，我很骄
傲。”老人如数家珍地回忆着在这里学习的孩

子。
前几年，张文明身体不好，课堂就停了，

但老人不闲着，有点空就教教孩子们写毛笔
字。这些年，每当村里有考上大学的，临走之
前都会到张文明这里谈谈心，让爷爷交代下
未来的路该怎么走。张文明这里就是村里的
精神“据点”。

“要以全村人的利益为先”

“东北坡，盐碱窝，雨大水大难入河。赶到
夏季水汪汪，一到冬季白茫茫……”这是张文
明写的山东坠子，也是接骨张村的村情。

接骨张村多是盐碱地，粮食产量低，且没
有其他收入，经济情况不好。穷，风气还不好。
就村里的沟壑来说，要么被垃圾堵了，要么填
了种树，结果是一下雨就倒灌，各家顾各家。
前几任村支书无力改变状况，也不再继续担
任。

现在的接骨张村村容村貌却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不仅成为了“美丽乡村”，还相继
获得县级文明示范村和省级文明示范村的称
号。这些变化始于村支书张庆伟上任后。

“还没参选前我专门去问过老爷爷，自己
是不是当村支书的料。”张庆伟说，当年自己
回来后，实在看不下去村里的状况，想做点
事，但心里没底，从张文明那里回来后，就有
了主心骨。“老爷爷当时只交代了我一件事，

‘要以全村人的利益为先，做事无愧于心’，我
要是做不好，他第一个不答应。”

张庆伟上任后，硬化路面、争取美丽乡村
连片治理、流转土地、修文化广场……一件件
惠民实事赢得了村民的认可，也获得了张文
明的称赞。“有些涉及人情关系的事，老爷爷
一出面，对方也不好再说些什么。”张庆伟说，

因为在村里人的心中，张文明就是主心骨。

传承花鼓发挥余热

去年张文明的老伴儿去世，他就自己生
活在自家的小院里。屋里的6把京胡、二胡
是张文明这两年常拿在手里的东西。

张文明书桌上堆着两摞材料，除了字
典、书之外，其余就是他写的花鼓戏、快板
儿等作品。“前几年庆伟去镇上开会捎回来
一句话，‘精神面包不能丢’，我觉得这话
好。”张文明说。2012年，万张镇向各村征
集非遗项目申报，张文明听到这个消息，立
马来了精神。

“花鼓戏是我们村的传统剧目，当年在
十里八村都有名。我记事时，还记得几个叔
叔敲着铁桶、粪箕子、洗脸盆在村里唱，我
工作那年村里就听不到了。”张文明的大爷
就是唱花鼓的，当年张文明的弟弟跟着大爷
学习，自己也耳濡目染。听说申遗的消息
后，张文明马上找到了张庆伟，商量申遗这
件事。

张文明一边搜集花鼓戏的材料、访问会
唱戏的老艺人，为申遗整理材料，一方面又
被张庆伟认命为花鼓队的老师，让他带着村
里的妇女学习花鼓。他花了半年时间写成了
31页的非遗申请材料，又自己出了3000多元
为花鼓队购买衣服、花鼓等设备。如今，花
鼓已被列为济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
目，接近20人的花鼓队一年演出500多场，张
文明心里的石头算是落了地。

“在2013年县里的农村汇演中，我们的
花鼓队夺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现在，附近
的县市都邀请花鼓队过去演出。”张庆伟
说，能有这样的成绩，张文明立了头功。

□本报记者 马景阳
本报通讯员 李峰

在高青县黑里寨镇吴家村，有这样一
个人，他貌似文弱，却在街坊邻居中一呼
百应；他不是村官，却爱管村民闹心事，
成为大伙心目中的“无冕村官”。吴兴
梅，一个六七十岁的农村老汉，有何魅力
让他誉满乡里？

在砖窑场当过窑户，在塑料厂出过苦
力，青年时代的吴兴梅内心满是苦痛记忆。

他的命运随着改革开放发生了转变。
1984年，他所在的塑料厂倒闭，吴兴梅把
设备买回家，拉起一伙人开始单干。“大
伙腰包鼓了，可也自由散漫惯了。在田里
干活是半截木头半截铁，可厂里全是铁家
伙。机器不认人，弄不好会伤人丢命。”
吴兴梅说，厂里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
可有人偏要去“碰”这“高压线”。那人
是谁？吴兴梅的亲弟弟，工厂里的负责
人。那天，老吴的弟弟醉醺醺地来上班，
说，喝酒也是办公事，不能因这处罚他。
大伙都眼盯着吴兴梅，看他能咋办。“上
班不喝酒，喝酒不上班。这规矩不能

破！”吴兴梅黑着脸当着众人面让人把弟
弟“请”了出去，还扣了他工钱。从此，
大伙才知道这条厂纪厂规是“铁”的，以
后再没人敢喝酒闹事。

吴家村500多口人，几乎整村人在给吴
兴梅打工。他是塑料厂的厂长也成了吴家村
的编外“老村长”。大伙遇到矛盾纠纷，甚至
一些鸡毛蒜皮小事也都爱找他去调解，而他
一出面十有八九能“摆平”。有一天，村里的
吴贵兴老汉找到吴兴梅，“控告”儿子四宝不
给粮食不给钱。按说这是人家的家务事，他
这个厂长掺合啥？可老吴说，四宝是厂里的
职工，作为厂长有责任教育他。正巧，那天四
宝在公司水泥地上晒粮食，吴兴梅招呼几个
小伙子去装粮，不多不少，1000斤。之后吴兴
梅把四宝叫到办公室黑着脸对他一通批评

教育。经询问得知，四宝娶来的云南媳妇七、
八年了仍是“黑户”，在村里也一直分不上
地。内向、倔强的四宝将气撒到父母身上。得
知真相的吴兴梅又一次豁出老脸跑关系，最
终解决了四宝媳妇的黑户问题。从那，四宝
对老吴心存感激，在厂里干活更卖力，在家
里再也没干不孝之事。

“全村200来户家庭没得到吴兴梅帮助
的找不出几家。”公司老职工赵宗新说，
公司的塑料布，村民要用随便拿，公司的
汽车不知为村里小伙子“娶”了多少房媳
妇，更不知有多少人从厂里借过多少钱。
“这些都不算事儿。为村里修路、打井、
安路灯、通自来水、建居民小区，吴总几
乎倾尽所有。”如今，花园般的吴家幸福
家园小区已建成启用，小区里建有健身广

场，有图书室、娱乐室、老年活动室还有
村民公事大祠堂。逢年过节，厂里就组织
开展活动，编演文娱节目；为职工缴纳各
项保险，经常组织外出旅游。通过活动，
大伙的心更紧地连在了一起。

好事做了若干件，有人提议为吴兴梅
树碑立传。老吴坚决不干，他说，要立就
给大家立。

2015年，吴家村完成了两件大事，一是
修村志二是续家谱。不用问，办事花去的上
万元费用又是他吴兴梅一个人“包圆”。

工程竣工那天，吴家村的村民无论是
本村的还是工作生活在外的都赶来庆祝这
一盛事。吴兴梅说，修村志续家谱，吴家
村从此有了根有了魂。有根有魂才是永远
的一家人。

接骨张村84岁的退休教师张文明晚年还在忙活着花鼓戏申遗———

他这里是村民的精神“据点”

□本报记者 杜辉升 丁兆霞

“农民记者”寻古访迹，

奔走乡间30余年

“昔仲尼，师项橐。”《三字经》上短短六
个字，让项橐家喻户晓。然“万世师表”之师项
橐何许人也？老家在哪？岚山区碑廓镇驻地正
北方向有座圣公山，圣公山因圣公庙而得名，
据民间相传，圣公庙是项橐被害后孔子为崇
师而建，而圣公山下便是项橐故里。在这一
带，大量圣公文化传说被百姓口授相传。

圣公山南有个小河口村，董家同就生于
斯、长于斯。每当夏夜乘凉，老人们摇着蒲扇
讲圣公的传奇故事，他总是听得入迷。待到逐
渐成人，喜好写作的他便萌生了将这些故事
整理出来的想法。

那个时候，他已近而立之年，为人夫为人
父，一肩要担起一家的生计。为此，他每天起
早贪黑打理地里的农活，忙完后便骑着自行
车走街串巷听故事，晚上归来便挑灯整理。

“采访”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圣公项橐的
故事，在圣公山附近的乡镇村庄广为流传，为
了弄清楚一个故事的细节，董家同曾连续拜
访一家农户8次；单单采访圣公山的故事，他
就往返圣公山周边40多个村庄近百次。而这
全靠一辆自行车。多年前，各村还没有村村通
公路，道路凹凸不平，农闲时又恰值寒凉的冬
季，一路骑行辛苦不已。有时道路泥泞不堪，
自行车不能骑，他只好扛着自行车走；有时候
碰上突如其来的大雨，如果没有地方躲雨，他
只能冒雨前行。为了保证更多的时间用于“采
访”，他一般早上出门就把午饭带上，一两个
煎饼或者三两个馒头。山岭上、树荫下，街头
巷尾、田间炕头，都是他的“采访点”。

为了不让民俗故事随着那些会讲故事的
老人的逝去而湮没在历史的风尘中，董家同

加快了寻古访迹的脚步。30多年来，他每年至
少有四个月奔走乡里，足迹遍布岚山区八个
乡镇街道、100多个村庄，骑坏了五辆自行车，
搜集整理圣公故事、民俗、文史等各类资料200
余万字，作品屡屡见诸地方史志、日照民间故
事选编等刊物。就在8月2日记者采访当天，64
岁的他刚刚骑着自行车爬上岚山区境内的幽
儿崮山探访归来。“就是爱好，打心底里喜欢
做这个，就怕这些口头传说因为搜集不及时
而失传，那我就既对不起上辈也对不起下
辈。”他说。

讲好民俗故事，

让传统文化“活起来”

寻访之外，董家同依然背朝黄土面朝天。
不过，如今除了一个普通村民的身份，作为一
位实打实的岚山“民俗文化通”，他还是日照
市委党史学会会员、日照文史研究会理事、岚
山区作家协会理事。每当有上级领导到圣公
庙参观考察，董家同经常以义务解说员的身
份权威出现。

一次，镇上又有一个接待任务，文化站的
工作人员打来电话询问他是否有空前去解
说，他二话不说挂断电话就骑车出了门。当时
正值家里收蚕卖茧，地里的小麦也待收割，家
里壮劳力一出门，所有的事只好都停在那里。
当晚又下起大雨，结果，茧也没卖成，麦子也
耽误了收割。有村民打趣他，“党委一年给你
多少钱？家里活都不干了，叫你去你就去。”

“不给钱也干。”董家同告诉记者，他就是想为
传播圣公文化多出点力，他打心底里期望越
来越多的人了解圣公文化、传播圣公文化。

怎么能让民俗故事不仅仅停留在纸上？
如何讲好民俗故事，传播传统文化，用本土的
故事教育本土的人？

“在座的有宋家庄的吗？大家知道村里
‘放牛泉’这个地名的来历吗？这里面其实有

个故事。很久以前，村里住了一个屠户，一天
他买了一对母子牛……”

这是“校外辅导员”董家同在给碑廓镇莆
田小学的学生上课。带着自己从乡间野里搜
集到的民俗故事，董家同走进学校、走进社区
义务讲学，用通俗易懂的本土故事，倡导孝
道，教育孩子，感化村民。自2014年以来，董家
同的“儒学讲堂”已讲遍了周边村的学校以及
碑廓镇的社区。

“治家有范，诗礼不歇”

“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
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每当放学时
分，岚山区实验小学门口，背着《弟子规》排队
走出校园的孩子们的稚稚童声，总能引来行
人的注目。领队就是董家同刚上一年级的小
孙子。小孙子上小学之前就已经能熟背《弟子
规》，被老师任命做“纪律班长”的他跟老师提
议，放学回家的路上领着同学背《弟子规》，被
老师欣然认可，此后便成了他们班的固定节
目。

“治家有范，诗礼不歇”， 这句话被董家
同作为家训，郑重地悬挂于门楣。小孙子小小
年纪便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让董
家同有种后继有人的欣慰感。

董家同还是村里的热心人。为马家湖写
村志、编纂《董氏家谱》、整理红色故事，都有
他活跃的身影。平时村里有邻里纠纷、婆媳矛
盾、分家分账这样的疙瘩难题，他也总会被邀
请去给辨个一二三。对书法颇有研究的他，逢
年过节就为社区送去廉政对联，村民有嫁娶
之事他也会奉上自己的“墨宝”。

是农民，更有学者风范，这两种截然不同
的身份在董家同身上交织相融，浑然天成。贴
于董家同卧室门口的一副对联，是他当前生
活状态的最直白的写照———“白天忙农事，晚
上喜读书”——— 在民间文化传承的路上，董家
同说他余热不息，则笔耕不辍。

“白天忙农事，晚上喜读书”。董家同———

民间文化的守望者

嘉祥县城北8 . 2公里有一村名曰

接骨张。据《张氏家谱》载：始祖张右起

于明朝永乐二年(1404年)，由山西洪洞

县迁居康庄西，三世祖张节、张贤又迁

此定居立村，以姓氏取名张庄。七世祖

张贵得秘方接骨成名，至明朝隆庆年

间，更名为接骨张。

夏日的晚上，村委会前的小广场

总会聚集纳凉、散步的村民，时常能看

到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被孩子们围在

中间，绘声绘色地讲述村里的故事。

“有个妇女一听杨洪运的花鼓戏来了，

抱着孩子就往那赶。跑得太快，路上还

在京瓜地里摔了跤。到了戏场，人家

说，你怀里咋抱着个京瓜？她这才发现

孩子丢了，抓紧往回跑。可京瓜地里没

孩子，只有个枕头。她边喊孩子边往家

跑，才发现孩子在家里哇哇哭着，原来

她根本没抱出门！”老人的讲述，逗得

孩子们咯咯直笑，村子的故事就在这

笑声中流传下来。

这位老人，就是嘉祥县万张镇接

骨张村84岁的退休教师张文明。

拿起锄头躬耕田垄，抓起笔来写

字著文。日照市岚山区碑廓镇小河口

村村民董家同，一位地地道道的农

民，也是一位民间文化坚定的研究

者、守护者、追随者。

近日，在他酷热的斗室里，记者

见到了这位黑脸膛，瘦高个儿的老

人。应记者之邀，他一气呵成为本报

题写了“党的喉舌”四个隽劲的大

字。

公司董事长，编外“老村长”。吴兴梅———

爱管村民闹心事

寻找齐鲁新乡贤（2）

□李剑桥 张学东 报道
本报邹平讯 邹平公交公司11路“女子专线”

自8月1日起开始运行。与其他线路公交不同，该路
公交由15名素质高、服务优、驾驶技能强的优秀女
驾驶员组成。为了以最佳的精神面貌服务市民，公
司专门对驾乘人员进行了培训。

当第一辆11路纯电动公交车缓缓驶出始发站，
这同时也标志着邹平县首批新能源纯电动公交车正
式投入运营。

□薛海波 杜杰 报道
本报嘉祥讯 干了十几年牛羊养殖的嘉祥县黄

垓镇养殖户李同刚，前几天刚往云南送了56万元的
牛，马上又有新订单了。以前，李同刚主要依靠
“牛羊经纪人”联系客户。自去年加入“第一牛羊
网”成为供货商后，李同刚不仅客源多了，垂直交
易的方式直接扣除了经纪人这部分费用，收入也增
加了。

嘉祥县黄垓镇是传统的牛羊交易集散地，近年
却因部分商人售后服务缺失、品质差等给市场带来
很大负面影响。为规范整合牛羊交易市场，嘉祥县
抓住电子商务发展机遇，依托当地庞大的线下资
源，引进广益置业有限公司投资建设了“第一牛羊
网”电商平台，采取垂直交易的方式，整合商家60
余家、养殖户与经纪人2600多人，直接连接供货商
和购买方，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全国最大、最专业的
牛羊网上交易平台。

第一牛羊网行政总监林永春介绍，所有买卖用
户都可免费注册会员，根据自己的商品发布信息，
一旦发现有不良记录、不合格的商家一律不予考
虑。“第一牛羊网”自去年10月上线以来，日访问
量达到3000次以上。

嘉祥：电子商务
规范畜牧销售市场

邹平开通
女子公交专线

□孙久生 艾勇 报道
本报宁津讯 7月18日，宁津县大数据运营管理

中心设备安装完毕，进入系统初步调试运营，这是德
州市首个县域大数据中心。

这是宁津县与北京华戎公司签署《“智慧宁津”战
略合作协议》的一部分。大数据运营管理中心是“智慧
宁津”建设整体项目的36个子项目之一，是一个集信
息获取、信息处理、分析决策、安全应急、联合调度等
多位一体的城市综合性管理平台。该项目自今年3月
份正式启动建设，主要建设数据机房、指挥中心、应
急研判中心等，搭建城市基础信息数据库、城市公众
信息服务平台、城市视频资源共享平台等系统平台。同
时，整合“诚信宁津”建设、电梯物联网、智慧城管等资
源，通过形成有效数据，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
组织和公众提供信息化智力支撑和服务。

据悉，宁津县于2015年11月编制完成《智慧宁津
建设规划(2015-2020)》，并通过工信部专家论证。项
目计划总投资3 . 5亿元，共36个项目。按照“先基础，
后特色，再升级”的项目建设思路，分为五个建设部
分：示范工程、基础设施工程、政务工程、民生工程、
产业促进工程。

德州首个县城
大数据中心启用

□张东升 张环泽 报道
枣庄市公安局峄城公安分局实施巡警、交警、

特警等多警种联勤警务运作新模式，将服务延伸到
街头路面，群众安全感明显增强了。

峄城多警联勤提高见警率

□记者 吕光社 赵德鑫
通讯员 姜潘峰 报道
本报鱼台讯 “连日来，我们进行24小时不间断

地排涝，以保证农作物不受淹。”8月5日，鱼台县王鲁
镇大黄排灌站站长宋昌原在大黄排灌站向记者介绍
该站的防汛情况。在大黄排灌站，三台排灌机器一刻
不停地运转，它们肩负着8000多亩农田排水的重担。

鱼台县地势低洼，处于南四湖水系下游，受上游
4省12县客水影响，防汛形势严峻。“今年雨量比
往年偏多，我们通过大兴水利建设、整治河道，特
别是修了很多排灌站，对防汛起了很大作用，全县
总共有197座排灌站。”鱼台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
公室主任刘建华介绍。

据了解，今年入汛以来，该县建立了严密的汛情
监测、报告、预警体系，落实24小时防汛值班制度和
防汛工作分级分部门负责制。县级成立1个防汛常备
队，各镇街分别成立防汛抢险突击队，及早做好防汛
物资的补充和更新，并定点集中存放。根据工程建
设和雨情水情等相关因素，鱼台县制定和完善各类
防汛预案，共修订完善防汛预案406份；同时组织
镇街和相关部门对防汛情况进行全面细致地排查、
摸底，对病险堤防、泵站等水利工程实行除险加
固，各观察站每天早上6点前将堤防等情况上报县防
汛抗旱指挥机构，统一调度，确保安全度汛。

鱼台197座

排灌站抵御内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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