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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任松高
本报通讯员 王 嘉

8月11日，见到乳山市乳山寨镇李家
兴村81岁的老党员于英沂时，他正在翻看
着自己的剪报本忙着“备课”——— 他要给
全村党员上党课。

“这是讲课稿，基本快整理完了。”
于英沂将十几页写满工整文字的稿纸递给
记者，“只要大家愿意听，我就会一直讲
下去。”除了要给村党员上党课外，他还
同时准备了其它两篇讲稿，一篇是给镇机
关干部上党课准备的，另一篇是在镇离退
休老干部活动日讲课时用的。

今年81岁的于英沂在乳山寨镇是位
“名人”，方圆十里八村都知道这个老头
爱读报纸、做剪报，不少人特意跑到他家
里去参观他的“工作室”，村里人遇到什
么难题也总爱向他请教。

自1996年从教育岗位上退休，于英沂
就将平日里爱收集剪报的习惯延续下来
了。每当在报纸上读到好的文章，他都会

圈圈画画，做上标记，再剪下来分门别类
粘贴好。如今经过20多年的积累，他收集
的剪报已经小有规模，共设有时政、政策
法规、古今名人、养生长寿等10大类53个
专辑，约千万字。原本10多平方米的“工
作室”早已装不下如今这些剪报，于英沂
就将儿子闲置在农村的老房子利用了起
来。在新的工作室里，他将所有的剪报整齐
地分类摆放在一张大桌子上，这样既方便
自己整理，也方便周边群众前来阅读。

“去年，市里出台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
补缴政策，多亏了于老师第一时间将从报
纸上了解到的信息讲给俺听。这不，去年补
缴了几万块保险费，今年俺就按月领上了
退休金。”李家兴村村民于龙浩高兴地说。

除了收集剪报外，于英沂还有爱做笔
记的习惯。在“工作室”里，记者看到他
的笔记本有16K和32K两种规格。“跟别
人不一样，我记笔记都是记两遍。”于英
沂解释道，在报纸上能读到的内容，做剪
报；能在电视上看到而报纸上读不到的内
容，就会记笔记。小本用来速记，记录内容

大概，过后再用大本来详细记录。这个习惯
于英沂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坚持
了近40年。有一次，儿子特意用秤称了一下
他用过的笔记本，足足有30斤重。

常年坚持读报学习，于英沂成了远近
闻名的“百事通”，村民有什么事都愿意向
他请教。村民刘大勇想上个致富项目，向于
英沂讨主意。于英沂翻看他的剪报，找到一
条“用棉籽壳种植蘑菇”的信息，于是建议
他发展大棚蘑菇。刘大勇经过一番市场考
察后采纳了于英沂的意见，筹资建起2个蘑
菇大棚，当年纯收入就达到4万多元。

现在，于英沂已经将最初收集剪报、
做笔记的个人爱好变成了与大众分享知识
的公益行为，但他觉得这样远远不够。这两
年，他一直在策划自己的“家庭记忆展”。

“记忆展以我们家三代人生活中的变化为
主要内容，小到吃饭用的碗、结婚证、土地
承包证，大到居住的房子、交通工具等，通
过展览，让人们能够从这些物件、照片中真
真切切感受到生活的变化，从而更加珍惜
现在生活的来之不易。”于英沂说。

81岁老党员每天写笔记、做剪报，忙“备课”，引领乡村读报学习新风尚。于英沂———

“只要大家愿听，我就会一直讲下去”

□本报记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武希刚

“要是想享受福利政策，十几年前我就申请了，还用
等到现在？你们别说了，不然我跟你们翻脸。”7月28
日，莱芜市山东华通磁电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魏丕国再次
堵住了前来“游说”的朋友的口，“困难是暂时的，只要
能带领着大家吃上饭，我就绝不向国家伸手。”

魏丕国的企业有些“特殊”，不到50名员工的企业，
光残疾工就有17人。民政部门领导曾登门说：“像你这样
的情况，可以申报福利企业，享受国家减免税费的政
策。”可魏丕国没有这么做。

福利企业却拒绝福利政策，魏丕国的做法令人不解。
事情的起因还得从魏丕国的经历说起。魏丕国从小双

腿残疾，年纪不大就辍学回家。本想着父亲的单位能安排
就业，可劳资科科长的一句话直接把他打到了谷底：“一
个路都不能走的人，怎么来上班，这里又不是福利院。”

“我就不信活不出个人样来。”那时魏丕国就暗下决心。
没过多久，一家企业招工负责人找到他：“不上班，

光挂名，每个月300元。”“拿残疾人说事，帮你们偷税
漏税，我不干。”魏丕国一口回绝。

1988年，魏丕国开起了摩托车店。生意刚有起色，他
就主动找到当地负责税款收缴的同志，提出要交点税。
“像您这样的情况，主动要求纳税，还是头一次碰见。”
对方竖起了大拇指。

1999年，魏丕国创办了山东华通磁电设备有限公司。
原先和他一起摆摊的残疾人朋友张正华找到他，问能不能
在厂里找个活干。“没问题。”魏丕国一口答应。“我和
我的妻子都是残疾人，深知残疾人的不易，只要有适合他
们的岗位，我都会帮忙。”魏丕国说。

当时，有人建议魏丕国利用残疾人条件，申办福利企
业，可以不纳税。魏丕国摇摇头：“该给国家的钱我一分
都不会少。”私下里，魏丕国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企
业平均每年1000万元的营业收入，按照政策，18年可以少
缴纳1000余万元的税。”魏丕国说，他算这账不是为了省
下这笔钱，而是想看看自己为国家作了多大贡献。

最近两年，企业经营遭遇瓶颈，产品滞销、工人没活
干，魏丕国没有辞退一名员工。“能力所能及地为社会做
点贡献，比啥都强。”这位曾先后获得“全省道德模
范”、“全国自强模范”和“中国好人”称号的残疾人话
语里透着执拗。

□王延芳 冯志强

8月2日，笔者走进滨州市滨城区滨北街道薛家村，只
见笔直的街道干净敞亮，道旁一株株绿树生机盎然。“现
在村里干净，咱得让百姓家里也干净干净，这不，我们全
村搞旱厕改造。这既有利于环境改善也有利于提高村民生
活质量，是件大好事。”村党支部书记王振祥说。改厕是
好事，但这一新事物，一开始村民不了解也不理解，改厕
走了一段曲折的路。

薛家村共有村民61户，有厕屋的没厕屋的各占一半。
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薛家村改厕先改有厕屋的，第二批
才动了没有厕屋的。有厕屋的，钱由政府出，群众不用掏
钱，报上名，工程队就来给改造，相对来说还是较为顺利
的。没有厕屋的那一半，才真是老大难。

经过预算，每户按最低标准至少需要花费800元。薛
家村集体经济没有收入，靠集体垫资路不通，只能让群众
掏钱集资。对于庄户人家来讲，800元也不是个小数目。
村班子研究来研究去，一时间陷入僵局。王振祥家里开办
了一个奶牛场，收入不错，他觉得在村里工作犯难的时候
能出一把力也是善事。于是他自愿个人给这些户出500
元，从他的村支书报酬里扣，让群众每户只负担300元。
这样，改厕村民的负担就大大减轻了。

多数村民经过动员工作都同意了，但还有十来户村民
丝毫不松口。村班子5个人就一人4—5户，分头分户去做
工作。分户原则就是：哪个户是你的宗族关系，哪个户算
你的，哪个户你能说上话，哪个户算你的。靠着宗族关系
和乡里乡亲建立起来的信任，与他们促膝长谈，将改厕的
好处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出来，把村民不愿改厕的真正原
因问出来，因户制宜帮着他们找到解决的办法。最终，这
十几户都被“拿”了下来。目前，除了3户孤寡老人即将
住敬老院而没有参加改厕外，薛家村28户已整建制完成旱
厕改造，是滨北街道第一个全部完成的村。

王振祥说，新事物总免不了出现新问题，冲水问题、
保暖问题、粪便后期处理问题，他们下一步会安排专人各
户走访查看使用情况，发现问题及时与工程技术人员联
系，做好相应改进工作。

莱芜残疾人魏丕国主动放弃税费减免政策，

18年多缴税款1000余万———

“该给国家的钱

我一分不会少”

薛家村的

“曲折”改厕路

□本报记者 王浩奇
本报通讯员 刘长春 王颜贞

藏书3000册

免费向村民开放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只有书。”郭

俊廷告诉记者，他今年68岁，每个月有
3000多元的退休金，除去吃穿费用，剩下
的钱几乎全部用来买书了。

中小学时代，读鲁迅、高尔基，入伍
后当雷达兵，就钻研无线电通信技术，转
业回到镇上工作时，又迷上了法律书
籍……郭俊廷虽然只有初中学历，但从小
就痴迷于读各种各样的书。

年近七旬，但郭俊廷遇到感兴趣的问
题仍会熬夜钻研到凌晨。对知识的孜孜以
求，不仅增长学识，还让他战胜了病魔。
10年前，郭俊廷不幸患上腮腺癌，辗转济
宁、北京做了两次手术。在北京住院时
期，为了能读到书，他身上还带着引流
瓶，就偷偷溜到附近书摊上买书。陪床的
弟弟找不到哥哥心急如焚，不一会哥哥却
笑呵呵地提着两麻袋书回来了。家里人
说，正是这种积极向上的心态，帮助郭俊
廷战胜了病魔。

走进郭家大门，抬头就能看到迎门墙
上立着的“汶上县民间藏书家”几个大字，
廊下养花，堂内悬联，一派书香。从1995年
回村干村党支部书记开始，郭俊廷就在家
里办起了农家书屋，免费向村民开放。

“ 王 正 文 ，8 月 9 日 借书《 资治通
鉴》……”书架上放着“村民借阅须知”牌，
旁边的“读者登记簿”上密密麻麻记满了村
民借还书的信息，二楼取书，一楼看书，比
着城里的图书馆，郭俊廷这里什么也不缺。
21年来，东槚柏村的村民们养成了习惯，一
到农闲的时候就扎堆到郭俊廷家里看书，
多时能有二三十人。老者扶书消遣，中青凝
神注目，幼者则搬来家庭作业，村里读书学

习的多了，打牌赌博、寻衅滋事的少了。
最近，郭俊廷又在城里租了一套房子，

一边用来继续放书，一边方便自己在安静
的环境下治学。两处书屋的藏书量已经达
到了3000多册，他也被评为全省十佳藏书
人。他还希望更多的城里人也来他的书屋
看书学习。

利用所学

为村民处理矛盾纠纷
“去脑青蛙的腿还能动，这是因为脊

髓就能完成青蛙屈肌反射”；“根据周长
等于直径和圆周率之积的公式得出总长，
就能算出半圆内需要几块瓷砖”；“民法
通则第八十三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各
方，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
互助、公平合理的精神，正确处理通行、
采光等方面的相邻关系……”听到这些理
论，你很难想到会出自一位农民之口。

“为人不学巧，学巧有人找。”现任
村党支部书记郭金坤告诉记者，因为郭俊
廷看书多，懂得也多，村民们遇到了矛盾
纠纷都习惯来找他处理。

几年前，白塔村的前后邻居因为树枝
遮盖房屋闹矛盾，前院将后院告上了法
庭。被告心里不踏实，半夜里来找郭俊廷
帮忙掂对。郭俊廷了解情况后，首先对被
告说，民法通则中有规定植树、盖屋不能
对其他居民生活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树必
须要伐；他又对原告说，种树的地方是被
告应得的土地，如果种小麦等其他庄稼，
反被房屋遮荫。可是树尚不成材，伐了可
惜。最后郭俊廷帮两家达成协议：被告答
应以后种树要离开原告房屋一段距离，原
告则将伐掉的树以每棵30元对被告进行补
偿。矛盾当晚就这样被解决，第二天原告
撤诉。

村民郭宗林说，大伙找他解决矛盾纠
纷，一方面是因为他学识渊博，更重要的
是郭俊廷德高望重，说话有人听。一次官

庄村的一对年轻夫妻闹离婚，郭俊廷过去
讲了几句道理，两人就消停了，并且互相
主动承认错误。

知行合一才是做学问的更高境界。郭
俊廷说，将书中的知识用到村里的一些具
体问题上不难，难的是通过读书提升道德
素养，并且带动周围村民提高素质，美人
之美，美美与共。

主持民俗礼仪

引领移风易俗
4个小菜，一桌不超过100块钱，烟酒

等能不上就不上……这几年，东槚柏村婚
丧嫁娶的事越来越简单了。拿丧事来讲，
一场下来，比着原来的“十二个盘子俩大
件”光吃饭就要省几千块钱。郭俊廷深谙
当地民俗礼法，村里的白事和大小祭祀活
动一般都请他来主持。他有意引领移风易
俗，倡导白事以扎白布条代替披麻戴孝，
烟酒等也大幅减少，以简单追悼会代替大
操大办等。

“祭天要用艾，祭地用茅，祭鬼用
血……”上周，郭俊廷刚为义桥镇的王氏
家族主持了续家谱祭祀活动，他念念有词
边回忆仪式上的要点，边告诉记者，民俗
礼仪也是传统文化，需要去粗取精、繁简
有据，有时候则需要一定的仪式向大家传
达追根孝老的精神。由简单的了解、运
用，到钻研民俗传统文化典籍，时间长
了，他便自己修学立著，先后编写《中都
风俗》、《汶上文庙祭祀谱略》等书籍，
成为汶上县有名的民俗专家。

近段时间，县里请他参加县里地名志
的修编工作，郭俊廷每天都要去县里民政
局等部门“上班”。他说，退休这么多年
了，如今又开始上了班，心里异常兴奋。
为了给后人留下可以信服的东西，郭俊廷
对每一个细节都很“较真”。有时候，桌
子上同时摊开好几本同类的书籍，对一个
问题考证、钻研到深夜。

郭俊廷自办藏书3000多册的图书馆，21年免费向村民开放；

以修学立著的行动提升乡亲们的道德素养———

汶上有位“农民学问家”

□刘国伟 颜丙康 梁宪城

提起樊继美，很多人都知道这位“点
木成金”的民间手艺人，说起他自然也离
不开木镟玩具。樊继美出生在“木镟玩具
之乡”郯城县港上镇后埝村，当一项古老
而宝贵的传统工艺遭遇瓶颈开始式微时，
他选择用自己的一生奋力书写自己应有的
担当。

说起带着花色翅膀，用手一推便吱啦
响的燕车，相信能唤起很多代人的回忆，
这就是木镟玩具。木镟玩具，俗称“耍
货”，是郯城县港上镇后埝村传承六百多
年的古老工艺，该村也素有“木镟玩具之
乡”的美誉。从始祖樊木发明简易镟车到
今天第15代“非遗”传承人樊继美，每一
代“守艺人”的身上都凝聚着敢于创新、
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也正是凭着这
种“工匠精神”，木镟玩具得以遍布中国
大街小巷，得以走向国际市场。

上世纪80年代初正值改革开放，国外
玩具不断涌入国内市场，木镟玩具受到前
所未有的冲击。时任木镟工艺礼品厂厂长
的樊继美，带领全村一起研发木镟加工车
床，但最终因转型不成被迫关闭厂房。六

百年来“家家镟车响，户户彩绘忙”的盛
况顷刻间化为泡影，木镟玩具开始式微。
樊继美只在七八岁时跟随父母学过木镟技
艺，对于后埝村的孩子们来说，这是童年
里必学的“农活儿”。但自从入伍参军
后，他就再没碰过。工厂倒闭，木镟行业
一蹶不振对年轻的樊继美打击很大。

“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怎么能毁在
我们这一代人手里呢，木镟玩具没有问题，
问题是我们的工艺跟不上时代步伐了，必
须改进技术，创新品种，让木镟重新回到中
国玩具市场。”今年66岁的樊继美回忆说。

五年来，樊继美很少出门，整日扎在木
头堆里与不会说话的机器打交道。功夫不
负有心人，他终于研发出了木镟车床，实
现了手工刀割向机器镟割的重大变革，效
率提升近百倍。另外，他还将国外元素充
分融入到木镟玩具之中，研发出了美国胡
桃人、日本和服娃娃、小火车等20多个新品
种。在上粉工艺流程，经过多次试验，樊继
美调制出的粉料涂在木镟玩具表层更加光
鲜、耐磨，形成完美视觉冲击力。

木镟玩具，不同于“一次性消费”玩
具，既具有美感，又坚实耐磨。几十年
来，木镟一直畅销国内外市场，后埝村也

成为该镇外汇创收最高的行政村，最高时
年均创汇约100多万元。今年，樊继美设计
的“大圣美猴王”形态夸张，憨态可掬，极富
美感，在春节前后一个月里热销1万多件。

在樊继美等人的努力下，2009年6
月，木镟玩具被列入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项目，其本人被评为郯城木镟玩具
山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
人。2011年7月，应澳门特别行政区文化
局邀请，在澳门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工艺品
展演；2014年11月11日，经国务院批准列
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他
本人被山东省文化厅评为2015年度非遗保
护十大模范传承人。

樊继美把毕生的精力都放在木镟玩具
上，近年来，木镟玩具的振兴也带动了后
埝村产业发展，为群众创造了“柳暗花明
又一村”的致富道路。自2009年木镟玩具
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行列以来，樊
继美就开始培养更多的“接班人”。经过
多年努力，他在村里教出了10多位木镟大
师，其中有5位年龄在30岁左右。现在，
木镟产业在后埝村又渐渐恢复了往日的生
机和活力，这个村也成为全镇唯一创外汇
的行政村。

几十年孜孜不倦钻研古老而宝贵的木镟传统工艺，樊继美———

敢于担当的民间“守艺人”

8月11日一大早，汶上县苑庄镇东
槚柏村郭俊廷的家里就坐满了村民，有
的扶着老花镜捻着书页，有的趴在书架
上寻找专业书籍，还有几个人在角落里
讨论书中观点。天热，郭俊廷为大家开
足了空调，茶几上还备着茶水。

镇上的同志说，郭俊廷是位“农民
学问家”，酷爱学习，修学立著，1995
年开始自办农家书屋免费向村民开放，
并用所学知识为村民解决矛盾纠纷。他
还钻研民俗礼节，义务为村里主持公共
事务，20多年来没收过大伙一分钱。

记者问东槚柏村村名有什么含义，
郭俊廷说，槚是指桑梓中的梓树，柏则
常被在坟墓上种植，村名有故乡之意。
为“生于斯、故于斯”的家乡做点事也
是郭俊廷的夙愿，他说：“越老这股劲
儿越足，至少能证明我还不是一个没有
用的人。”

□记者 张宇鸿 通讯员 郑军 赵梓霏 报道
本报齐河讯 7月18日，山东科淼黄河甲鱼有限公司将

首批1054只小甲鱼种苗装上车，送往济南国际机场，这批甲
鱼鱼苗将漂洋过海，赴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农场“安家落户”。

“这两天美国农场有了反馈，甲鱼种苗到达的第二天
就已经有100多只成功出壳，这次试水很成功，他们有意
开展长期合作。”基地负责人杨兆凯满心欢喜：“这批种
苗全是咱齐河的纯正黄河甲鱼，为了保证成活率，我们还
专门订制了专业的种苗储藏箱。”

小小的齐河黄河甲鱼能登陆美国农场，缘于该公司通
过规范化繁育的“纯血统”——— 黄河中华鳖苗种。

不仅黄河甲鱼远销海外，黄河鲤鱼和黄河大闸蟹也俏
销京津冀。在黄河大坝边北关村朱德民养殖的正宗黄河鲤
鱼，每天通过充氧活鱼包装销往北京，价格近100元/斤。
齐河还与天津市利津水产有限公司合作，引进了大闸蟹养
殖及华北水产品批发市场项目，千亩大闸蟹养殖厂已经建
成投产。

近年来，齐河深入推进渔业品牌创建工作，将“黄河
三宝”作为地理标志性产品打造。将品质渔业放在渔业品
牌建设首位，选用优质苗种，利用优质黄河水，采用健康
仿野生养殖模式。同时加大对“黄河三宝”养殖基地的基
础设施建设，引进培植龙头企业，加强对养殖大户、渔业
合作社的管理服务水平。

黄河甲鱼远销美国 黄河鲤鱼跃进京城

齐河“黄河三宝”游四方

樊继美很少出门，整日扎在木头堆
里与不会说话的机器打交道。几年来，他
被山东省文化厅评为“山东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郯城木镟玩具项目代表性传承
人”，先后获得“临沂市十大民间艺人”和

“临沂市民间工艺大师”等荣誉称号。

在新的工作室里，于英沂将所有的
剪报整齐地分类摆放在一张大桌子上，
既方便自己整理，也方便周边群众前来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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