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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景阳
本报通讯员 闫盛霆 郗文娇

9月15日，农历中秋节。蓼坞村西的通济桥
上，有一位老人正站在桥头，向往来的父老乡
亲讲解这座千年古桥的来历和故事。“每逢节
假日，我都会来到这里，讲讲这座桥的来历，
讲讲村里的风土乡情。”这位老人名叫白怀
孔。

淄博市淄川区寨里镇蓼坞村是一座有
着近千年历史的古村重镇，这里文物众多，
有着诸多历史文化遗迹。而现在，村里76岁
的白怀孔老人十几年如一日义务充当文化
志愿者，推介当地民风民俗，讲解民俗文化，
孜孜以求做一名文化传播者。在他的带动
下，整个村子的文化气息深厚浓郁。

白怀孔生在蓼坞，长在蓼坞，对故土充
满了感情。1998年，退休后的他潜心挖掘蓼
坞历史文化，陆续出版了《家庭文化漫谈》、

《爱情文化漫谈》、《蓼坞风情》、《蓼河风云》
等80多万字的书籍1万多册，免费发放给村
民。他挖掘整理乡土文化，为后人尽可能保
留原汁原味的历史资料；以身边的真人真事
为楷模，教人向善，传递正能量。

2001年，白怀孔明显感觉到村里传统文
化淡薄，农村家庭不和谐、不和睦的现象越
来越多。他认为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细胞，
于是想到编写一本家庭文化书籍来引导街
坊四邻崇德向善。一年时间，他从婚姻家庭
文化、生育抚养文化、和睦团结文化等十个
方面讲解家庭文化，免费向庄里乡亲、亲朋
好友赠送，书中显露出的是当时年逾六十的
老人一颗呼唤传统文明与现代意识完美结
合的拳拳之心。

后来，老人又陆续写出了为中小学生提
供作文参考的《作文三字经》。还利用20余年
来对蓼坞的历史渊源、民间传说、农耕商贸、
文化教育、名人轶事、革命历程、风俗礼仪等
知识的积累，进行了挖掘整理，编撰成一部

《蓼坞风情》，成为全面反映东部山区传统生
产生活的经典文献。

他还在村里成立社会文化研究会，专门
研究蓼坞社会文化，历时八个月走遍了蓼坞
村的角角落落，与村里的当事人交流、记录，
试图保留蓼坞的历史风貌，并自费请专业人
士前来录像，刻成光盘，免费分发。

在蓼坞村，有这样一个独特的地方———
思圣文化大院。走近它，远远就看到门口的

石碾、小戏台。村民们在这儿打牌、看书、读
报、听戏，各有所乐，生产、娱乐两不误。这是
2011年白怀孔自掏腰包建立的。当多数村庄
的老人们只能在村口大树下说闲话度日时，
白怀孔已经为村民提供了一个集中的文化
活动场所，成为村民们的“精神家园”。

在这个400多平方米的院子里，白怀孔
自掏腰包，一点点把桌椅板凳、棋牌、音响等
设施购置齐全，供人们玩耍娱乐，还将蓼坞
村的历史文化制成展板，悬挂在书屋内，《蓼
坞的名称由来》《通济石桥》《“笔架山”得赐
大禹王》《革命纪念地——— 双山沟与大白山》
等知识一应俱全，只要有参观者，白怀孔都
会不遗余力地讲解。

几年来，在这个小院里举办过的象棋、
扑克牌比赛、文艺演出达百余场，丰富了村
民的文化生活，还吸引了附近村庄的村民特
意赶来观看。热闹时，戏台下站满了人，连院
墙边的铁栏杆上也趴满了看戏的人。

在思圣文化大院不远处，有一座古老的
石桥通济桥，当地人为了保护它，又在旁边
建了一座水泥桥供村民通行。石桥的保护与
白怀孔数十年如一日的文化讲解密不可分。

这座建于康熙56年（1717年）的石桥，至
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在白怀孔的记忆中，他
小时候，这座桥上骑马、骑驴、挑担子走亲访
友的人络绎不绝，桥上每根石柱的顶部刻着
四升、四斗、四和尚、四莲花图案，雕工精细、
寓意深远。在他刚刚退休回家的时候，这座桥
已由繁华转向没落，成为危桥。他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抓住每一个机会向社会宣传通济
桥承载的历史文化内涵，提高通济桥的知名
度。他先后接待过十几家部门、单位及报刊、
电视台等媒体的考察采访，讲解通济桥在内
的历史文物上百次。终于，2007年，通济石桥被
淄川区政府列入“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0年，又被淄博市人民政府列入“市级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在古石桥旁建造
了一座水泥桥，古老的通济石桥得以保护。

2011年，白怀孔获得“淄川区艺术之星”
称号，2013年获得“感动淄川”年度人物提名
奖，2014年获得市区两级“最美家庭”和“寨
里好人”等荣誉称号。如今，满头银发的白怀
孔老人仍笔耕不辍，有感于身边经历而写的

《竞选风云》、反映蓼坞村革命故事的纪实长
篇小说《铁色群英》等作品已经完成。“我的
目标是要活100岁，出版10本书，做好文化宣
传，当好文化使者！”老人坚定地说。

自建文化大院、整理传播乡土文化，

融注了老人十几年心血。白怀孔———

甘当乡土文化
传播者

◆寻找齐鲁新乡贤（13）

□本报记者 李剑桥
本报通讯员 李荣新 曹娟娟

平坦的柏油路通到每户家门口，货物齐全的
小超市人来人往。日前，记者来到滨州市滨城区
杨柳雪镇顺合店村采访，看到这番景象。

顺合店村是偏远传统农业村，全村163户476
口人，村集体收入仅靠集体土地承包为主，是市
级贫困村。

早在1998年，时任村党支部书记的张同祥为
改变现状，开始了产业调整之路。他带领村两委
成员南下江苏、深圳考察，探寻养蚕之路，发动
30余户群众种植桑树260亩，一年下来，养蚕户就
能创收200余万元。后来到2002年，由于连年种
树，桑树出现小叶病，没有找到防治的法子，导
致养蚕产业走到尽头。

2003年，张同祥又启动了第二次产业调整，
发展大田菜椒种植，户户都种蔬菜。“最多时，全村
种植菜椒700亩，由于规模大，外地的菜商都到村里
来收菜，带动周边十几里范围内农户都到顺合店
来卖。”张同祥说。后来，由于连年种植，菜田土壤
低温多湿和高温多湿的原因，产生疫病，到2006年，
红了几年的菜椒产业最终黄了。

2007年，不认输的顺合店村，启动了第三次
“产业革命”，种韭菜。为便于管理、壮大产业

规模，采取连片种植模式，只要群众想种韭菜，
村集体采取免承包费的办法进行激励。由于时令
韭菜产量小、价格低，再加上冬暖式大棚投资大
等因素，虽然付出了努力，但群众看不到效益。

“连续三次产业调整的实践，为的是让群众
富起来。一些接受快、脑筋活、紧跟产业调整步
伐的群众成为最大的受益者。由于发展都是围着
群众致富转，村集体收入却成了‘短腿’。”张
同祥谈起几年的产业调整带来的变化说。

“其实许多贫困村与顺合店村情差不多，群众
想致富，苦于没路子。顺合店村三次调整产业都失
败了，就是因为技术和市场没过关。这急需我们党
委政府扶一把。”杨柳雪镇党委书记张洪柱说。

2003年，顺合店对新村建设进行了规划。富
裕起来的群众陆陆续续从旧村迁往新村，但由于
村集体没有收入，村庄配套建设资金成为“拦路
虎”。直到2014年，在滨城区城乡环境综合整治
工作中，顺合村通过旧村土地指标置换，集体筹
资、工程垫资、政府补助、群众捐款等形式，投
资240余万元，对新村进行4纵4横村内道路和边沟
修建，又投资200余万元完成了村庄的绿化、生产
路桥涵建设。一年多的功夫让村庄来了个“大变
脸”，但集体又背上不少外债。

“除去村集体的建设欠账外，现在顺合村现
有贫困户25户35人，大部分是老年人，九成是因

年老多病所致，还有部分因重大疾病和残疾致
贫。”谈起当前的现状，张同祥说。

既让村集体脱贫，又不让贫困户掉队，2014
年开始，顺合店又进行了第四次产业调整。

村里利用地下水质好的优势，将100亩承包地
进行了连片集中，并划为经济田，发展蔬菜种
植，全部由村集体筹资管理，收入归集体所有，
去年开始种植大田蔬菜。

如今走进顺合店村的果蔬基地，高4 . 5米、宽10
米的7个钢结构蔬菜大棚一字排开，第一批果蔬获
得大丰收。“下一步，再划出60余亩地，建设冬暖式
大棚，进行采摘和反季节种植。大棚管理除优先聘
用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外，在年底的村集体收入
中，再拿出资金给予贫困户救济。”张同祥说。

“现在村里让我管理蔬菜大棚，每天干些浇
水、除草、打叉、吊绳等轻来轻去的活，一天工
资就有七八十元。”负责管理蔬菜大棚的贫困户
张寿国说。目前，顺合村确定了三大扶贫项目。
其中，总投资约120万元的果蔬大拱棚项目，可解
决劳动力就业50人，预计村集体年收益20万元左
右；79亩旧村盘拆迁复耕的土地增减挂钩项目，
能解决部分贫困人口和老年人住房问题；总投资
约130万元的水产养殖项目可解决劳动力就业15
人，村集体年收益5万元左右，25家贫困户终于有
脱贫的希望了。

脱贫路上的4次“产业革命”

◆扶贫脱贫故事汇

□本报记者 吕光社 赵德鑫
本报通讯员 赵磊 赵辉

12月1日早晨5点刚过，鱼台县唐马镇宋砦村
48岁的贫困户宋洪奎和妻子开着电动三轮，到附
近村庄的大棚内收购新鲜蔬菜，然后运到县城商
业街的蔬菜市场卖菜。

“今年蔬菜的行情还不错，俺每天到唐马镇
唐马村的蔬菜大棚批发100多斤，一天能卖两三百
元。”宋洪奎说，他自己种了1亩多地的蔬菜，
仅秋葵一项收入就在7000元以上，今年实现脱贫
完全没有问题。

宋洪奎能够走上“蔬菜种植+蔬菜批发”脱贫
之路，离不开济宁市住建局驻村第一书记韩全启
的帮助。原来，宋砦村是省级贫困村，有贫困家庭
44户134口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实地调研后，韩全
启发现只有引导村民调整种植结构，发展蔬菜经
济作物，才能让贫困户早日脱贫。于是，他利用一

次召开村两委大会的机会，广泛征求了村两委成
员的意见，在得到大家的同意后，将种植结构调
整方案公布出去。

一开始，村民们听了直摇头。这一片是涝洼
地，几十年来，村民只是知道“稻黄麦、麦黄
稻”换季种植，从没种过什么经济作物。就在宋
砦村许多村民犹豫不决时，贫困户宋洪奎第一个
报了名。宋洪奎一家6口人，父母已经八十多
岁，年老体弱，儿子因伤残疾，女儿正读小学，
无法外出务工，全家除了几亩地的收入，农闲就
是在家附近打零工挣些钱，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听说村里要推广秋葵种植，宋洪奎是又喜又
愁，喜的是秋葵种成功了，家里有了固定的收
入；愁的是自己一没种植技术经验，二没有钱买
种子、化肥。就在这时，韩全启找到家里。“没
有钱买种子、化肥，第一书记自己掏钱买并免费
提供。不会种，第一书记带着俺到江苏丰县、金
乡等地学习秋葵种植技术，还请技术人员免费指

导种苗、肥料。”宋洪奎说。他很快平整了自家
的2亩多地，种起了秋葵，村里的其他9户贫困户
也跟着一起种了起来。

2016年4月12日栽苗，6月21日早上7点第一次
采摘。由于担心一次卖不完，他在与韩全启商议
后，只摘了48斤秋葵，仅两个小时就在县城被
“一扫而光”，卖了200多块钱。

尝到甜头的宋洪奎对蔬菜种植更上心了，一
季下来，秋葵和圆葱的销售收入竟达2万多元，
他的一亩三分地赶上了五亩地全年的收入。此
外，宋洪奎还利用农闲时间，收购附近村庄大棚
的蔬菜，到县城商业街蔬菜市场去卖，一年下来
也有不菲的收入。

接下来，韩全启带着宋洪奎以现身说法的形
式，举办免费培训班，培训困难群众130余人，帮
助10户贫困户发展秋葵、圆葱等经济作物种植。
“预计今年，全村像宋洪奎一样的贫困家庭有38
户108人能够实现精准脱贫。”韩全启说。

“蔬菜种植让我一季打了脱贫仗”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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