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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宋学宝
本报通讯员 王喜进

“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
问马……”2016年12月4日，星期天，记者上
午9时赶到高密经济开发区冯家庄村的“宝
德书院”时，里面传出了琅琅书声。

原来，这是“宝德书院”每周日的国学
经典诵读课。这天，李济远老师正在领着孩
子们诵读《论语·乡党》。

当小学老师的两口子

办起免费“书院”
今年41岁的李济远是高密市张鲁小学教

师，他的妻子单美华是高密经济开发区冯家
庄小学教师。前几年，他们看到许多家长因
忙于打工，孩子课余时间没人管，存在严重
的安全隐患，便萌生了业余时间开办书院、免
费辅导小学生的念头。2013年“五一”期间，李
济远所在学校一名学生因溺水死亡，促使他
们下定决心将长久以来的想法付诸行动。

夫妇俩平时与老人住在一起，他们两人
住南屋，正屋老人住。2013年6月，他们把结
婚以来一直居住的20平方米的南屋腾出来，
搬到了隔壁二叔家住，并拿出多年积蓄，对房
子进行了重新布置，添置了书架、电脑、课桌，
安装了一直没有舍得买的空调。为了配置图
书，两人骑着电动车，辗转城里各个书店，置
办了3000余册符合孩子兴趣特点的图书。

2013年7月8日，“宝德书院”正式成
立。然而，让李济远夫妇料想不到的是，第
一天竟然只来了三四个孩子。一打听方知，
村民不相信他们会免费辅导孩子，有的人说
他们要开书店卖书，有的人说他们要办辅导
班赚钱，更有人说，别看现在不收费，过些
时间就会收费了。

尽管心里很难过，但李济远夫妇没有气
馁，他们认定了一条就是“精诚所至，金石
为开”，坚持按自己的路子走下去，不管闲
言碎语，所有心思用在辅导孩子上。为了践
行承诺，李济远还到当地民政部门为“宝德
书院”申请了民间非营利性组织。渐渐地，
原来还在观望的家长们陆续把孩子送到了
“宝德书院”，目前基本稳定在40多名。

“教学”内容五花八门

每个周一至周五的下午放学后，孩子们
先到“宝德书院”写作业、阅读、玩游戏，
李济远夫妇也在放学后急急忙忙赶回家辅导
照顾孩子们，一直到家长们下班后把孩子接
回家。周六、周日，李济远夫妇给孩子们安排
的内容比较全面，有国学、书法、音乐、绘画、
体育等。除了教国学，李济远还教竖笛、口琴
和吉他、快板、太极拳等，单美华自学了书
法、绘画等，负责孩子们的美术特长拓展。

记者注意到，2016年12月4日这天，李济
远夫妇给孩子们上了经典诵读、中华成语千
句文、体能训练、舞蹈、音乐、硬笔书法、
快板等课程。

“立身先立德，心中存良善。仁者皆博
爱，志远励少年。处世以真诚，重诺千金
散。仁义浩天地，公道盈心间。”这是李济
远编写的书院教材《宝德童蒙录》中的一段
内容。“我们创办书院，不仅仅是给孩子们
提供一个场所，而且要把‘美德’种在孩子
们心中，传承传统文化，教育他们做一个对
社会有用的人。”李济远对记者说。

李济远夫妇的行为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
支持。76岁的剪纸艺人郭文政不辞劳苦，多
次乘公交车从城里到“宝德书院”指导孩子
们学剪纸；当地“五老”志愿者张启贤主动
前来教孩子们写毛笔字；高密教育局的刘君

定期过来教孩子们打太极拳；李济远在张鲁
小学的同事更是受他影响，有十几人轮流到
书院来教孩子各种技艺。

李济远的家庭也“全家总动员”：曾干
过保安的继父主动担负起了书院安全工作，
母亲为孩子们提供后勤服务，二叔李储忠腾
出房子给李济远一家居住，在高密特教学校
教学的三叔李储义常来辅导学生，四叔李储
志帮李济远编写教材，舅舅让出房屋供前来
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大学生生活起居，正在
上高一的儿子周末回家时就主动辅导孩子们
硬笔书法。家里除了南屋，还把正房、东西
厢房等能收拾的地方都腾出来，最大限度扩
大书院面积，拓展书院职能。

指导孩子做公益

为了践行“知行合一”的理念，李济远
夫妇还经常组织孩子们参加社会实践和公益
活动，如到莫言文学馆参观，到敬老院看望
老人，到母亲河——— 胶河清理卫生，参加母
亲节大型公益宣传，每年重阳节敬老汇报演
出等等，孩子们从中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目前，随着不少部门捐赠图书，“宝德
书院”的图书达到了13000册，十里八乡的
500多名孩子免费办理了借书证。为鼓励孩子
们读书，李济远夫妇给孩子们印发阅读积分
卡，并每月评选“阅读之星”。另外，他们
还设立了“国学小状元”“小小书法家”
“体能小冠军”“小棋王”“小志愿者”等
十几个奖项，提振孩子们的上进心。

李济远夫妇的努力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
可和乡亲们的一致好评。李济远获得了“山东
省优秀教育志愿者”荣誉称号，单美华获得了

“山东省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他们家庭先
后获得了“齐鲁书香之家”、全国“最美家庭”、
全国“文明家庭”等多项荣誉称号。

传承祖训“书香继世 德行四方”

李济远单美华夫妇和“宝德书院”

今年41岁的李济远是高密市张
鲁小学教师，他的妻子单美华是高
密经济开发区冯家庄小学教师。
2013年7月8日，夫妇俩（上图）创
办的“宝德书院”正式成立。

早在清末，李济远的祖辈曾在
村里创办私塾“宝德斋”，代代传
承的家训是“书香继世，德行四
方”。李济远决定，传承祖上家
训，免费为孩子们提供一处学习娱
乐、开阔视野的场所，同时解决家
长们的后顾之忧。他们给书院起名
为“宝德书院”，训语为“人间至
宝是有德”。

□记者 王洪涛 通讯员 韩恩元 报道
本报费县讯 “修路，打井，发展旅游，还为我们免费嫁

接苗木，第一书记来了后，我们村的变化可真不少。”2016年
12月29日，费县大田庄乡牛岚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张京安手
里提着刚刚从村委会领的大米和面粉，心里美滋滋的。

当天，临沂市旅游发展委员会组织了送温暖献爱心扶
贫帮困活动，在牛岚村，为全村252个贫困户送来了米面
等慰问品和慰问金10万余元，让他们能过一个祥和幸福的
新年。去年3月，临沂市旅发委第一书记工作组进驻牛岚
村，共筹集各类扶贫资金400余万元。投入140万元发展农
家乐特色餐饮，建设乡村民宿和乡村记忆馆；投入60余万
元，完成王杰纪念馆1000平方米广场建设；投资50余万元
建设村村通、户户通等道路10条；投资20余万元建设占地
400平方米的钢结构生产厂房，吸引旅游商品企业进村；
在新村委和村东打了两口百米深水井，解决了农家乐和周
围20余贫困户的吃水问题；铺设自来水管道550米，90户
村民开通自来水；开展乡村旅游综合整治、农村改厕、墙
面美化，改厕50户，美化了1000平方米墙面。

□本报记者 姜言明 曹儒峰
本报通讯员 李娜 王倩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
远……”2016年12月7日，记者刚刚抵达东平县
州城街道南门街古城新韵书社，便听到孩子
们朗朗的读书声。十几个孩子围坐在头发花
白的蒋衍忠老人周围，一起读古文。

今年74岁的蒋衍忠已退休多年，如今在
南门居委会做起了“文化志愿者”，而像他一
样的老人还有很多。他们成立了书社，不仅组
织读书写作活动，并且积极为村支部建言献
策，还每周为附近的孩子们讲故事、诵诗词。

“虽然早已退休，但我们还是想发挥余
热，为乡亲们和下一代做点实事!”书社社长韩
永志说。目前，书社成员已发展到36人。

退而不休 书社虽小意义大

东平县州城街道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千年
古镇。2013年，街道开始组织人员进行第五次

《州城街道志》的编写，韩永志等几位已经退
休多年的教师和干部被召集起来，成立了编
写小组。他们以南门居委会为活动“据点”，帮
助街道圆满完成了《州城街道志》的编写。

编写工作完成后，大家都不忍心“文化小
团队”就这样解散。于是，他们找到南门居委
会支部书记侯功，要求保留这个小团队。“这
是一件大好事！”侯功对记者说：“不仅让老人
们能老有所乐，也能带动村里的文化氛围。”
于是，南门居委会党支部决定在居委会办公

楼专门腾出一间屋作为老人们的活动场所。
2015年，由6位平均年龄71岁的退休老干

部组成的书社——— 古城新韵书社成立了。8个
书架、6套桌椅、2000余册图书、笔墨纸砚……
走进书社，浓浓的文化气息便会扑面而来。

72岁的韩永志是名街道退休干部，自担
任社长以来，他将全部精力放在了书社，每天
打扫卫生烧好开水，风雨无阻地做好后勤保
障工作。小小的书社在韩永志的带领下被管
理得井井有条，加入的成员也越来越多。

侯永光也是书社成员之一。2013年，退休8
年的他不幸查出了食道癌，尽管治疗效果很
好，但他当时的精神状态非常差。得知这一情
况后，书社成员找到他，真诚邀请他加入，他
欣然同意。鬼门关里转一圈的侯永光更想为
乡亲们做点有意义的事。如今的他精神矍铄、
面色红润，没有丝毫的病态。

春风化雨 甘当文化传播者

书社成立了，但如何更好地开展文化活
动，为群众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成为老人们
探讨和追求的目标。

去年，蒋衍忠出版了自己耗时6年的长篇
小说《一个老兵的战争回忆》。“人到古稀之
年，我写书不为名利，只想给后人留下一些精
神财富。”蒋衍忠说。

书社成员自己创作、编写诗集《老树新
枝》，收集了几百首老人们的作品。韩永忠告
诉记者：“下一步我们将再出一本文集，专门
记载东平和州城的民间故事及民俗，让乡亲

们了解自己的家乡，热爱自己的家乡。”
书社还积极参与该街道的群众性文化活

动，哪个村举办广场舞大赛、戏曲比赛、文艺
联欢会，他们都会给乡亲们出点子、编节目。

“上次我们的《多嘎多耶》能在县广场舞比赛
中拿到一等奖，多亏了这几位老人的指导和
建议。”南门广场舞队长任春梅告诉记者。

“老人们做的事情非常有意义，他们现在
已经成了大家公认的文化和文明的传播大
使。”州城街道宣传委员刘文红说。

不忘身份 参与党建建言献策

“我们个个都是党员，平均党龄在35年以
上。”说起自己的党员身份，老人们顿时挺直
腰板，一脸自豪：“党培养了我们，退了休
也不能忘党恩，我们还得为党作贡献。”

“我们早已把几位老人当成了‘自己
人’，居委会召开党支部会议时，常常邀请
他们一起参加，希望他们能够为我们提出建
议，指出不足。”侯功说。南门居委会有党
员43人，在党支部和书社的共同努力下，党
建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还在今年街道党建
春季擂台赛中拔得头筹。

三年的朝夕相处，老人们早已把南门当
成了自己的第二个家，倾注心血，贡献力
量。“最近，我们正在商量着要把党员关系
转调到南门党支部，在其领导下成立党小组，
更好地发挥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利用
自己的余生为南门乃至州城街道的文化事业
和党建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韩永志说。

□本报通讯员 贾鹏 段占续

一个人养牛不算牛，牛的是一个人不仅
养牛有一套，还带动一群人共同致富。乐陵市
金亿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侯金场，就
是这样一个十里八乡公认的“牛人”。他通过
当牛倌，办牛社，让社员们走上了致富路。

当然，他还有更牛的“牛”事：用互联
网、大数据管牛事，走生态循环养牛新模
式，实施共同致富计划。

日前，笔者走进位于乐陵市丁坞镇大杨
寨村东的金亿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见到了
38岁的侯金场。早年，他开过油坊、跑过运
输、干过五金生意，19岁只身进城创业，靠
着自己的勤奋和聪明，挣得了一定身家。
2002年，侯金场又回村承包土地，种植苗木
和中药材，同时发展林下经济，开始养黄牛
和山羊，结果一下子赔了30多万元。但他不
死心，仍咬牙坚持干着，同时为了把自己变
成养牛的内行，他苦心学习，终于熟练掌握
了疾病防治、饲料配方等一套科学养殖技
术。2006年，他进军奶牛养殖，当年6月，他

筹集资金120万元，建起一座奶牛养殖场，购
进800头奶牛，正式成为一名“牛倌”。

2007年，他在信用社贷款30万元，成立了
佳艺奶牛合作社，引进了专业挤奶设备、化验
设备，还配备了专门的兽医。同时凭着诚实守
信、扎实肯干的作风，吸纳30多户养殖户入
社，并与济阳旺旺集团签订的供奶合同。随着
牛场的不断壮大，2011年6月，侯金场又投资
1000多万元，在乐陵市丁坞镇大杨寨村东新建
了占地258亩的金亿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

侯金场开始实施自己的“共同致富计
划”，他通过“合作社+农户”经营模式，
吸收周边村镇的68户养牛户入社，同时聘请
生产经理，统一防疫管理，统一饲料配方，统
一销售鲜奶，养殖场实现了科学规范管理。现
在，养牛场共有奶牛3000头，拥有100头以上的
养殖大户10户，50头以上的养牛户28户，日产
鲜奶达20吨，成为全市最大的奶牛合作社。

下午2时，正是养殖场挤奶的时间。走
进奶厅，侯金场自豪地说：“两台挤奶机都
是进口的全自动机器，100头奶牛同时上机器
挤奶，不用一个挤奶工，鲜牛奶轻松流到全

封闭的奶罐里。”在侯金场的示意下，记者
看到每头奶牛的耳朵上都贴着一张健康证，
侯金场说，以前管理牛，对牛进行检查，需
要有专门人员对牛舍一一查看，今年，他们
投资20万元，引进了智慧奶牛综合数据平
台，开始用互联网、大数据管牛事，现在
3000多头奶牛的数据信息全部上网，还有相
对应的电子芯片挂在牛的耳朵上，一头奶牛
的出奶量多少，牛的健康状况是否良好，只
要在电脑前一看就都知道了。

牛奶质量有了保证，旺旺集团和新光明
乳业分别和侯金场的养殖场签订了长期供货
合同，所产鲜牛奶，厂家全部收购。

如今，侯金场的共同富裕之路仍在加速
中。去年，他又开始描绘一个养牛循环经济的
蓝图：种养绿色、天然的牧草，建造沼气池。

“目前，我们投资1000万元上马的牛粪处理沼
气发电项目正式建设，投资200多万元在孔镇
租地1000亩种植的苜蓿已收获，俺准备以苜蓿
喂牛、以牛粪建沼、沼渣上地、牛粪发酵培育
食用菌，走种、养一体化的生态循环发展之
路，发展更多的养殖户入社，抱团闯市场。”

□本报通讯员 杨发鹏 谭晓鹏

于集臣、张瑞英夫妇是平度市仁兆镇大城西村的村
民，三个儿子都已成家立业、生儿育女，一大家子纯朴善
良，勤劳能干，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但这美好的一切却在
2004年秋戛然而止。

张瑞英说：“二儿媳车祸失忆、大儿子癌症去世、大
儿媳精神失常、老伴突发脑中风瘫痪在床，好日子没有了。”
在大儿媳妇患病3年多的时间里，张瑞英一边像往常一样照
顾着二儿媳妇，一边跑前跑后地忙活着为大儿媳妇洗衣做
饭、端屎端尿，直到2015年2月大儿媳妇去世。

张瑞英今年快82岁了，不足1 . 5米的个头，花白的头
发。按说这正是颐养天年、尽享天伦之乐的年龄，但现实
却让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至今还在不分昼夜地劳碌着。
因为儿媳李素芹大脑失去了思维，即使饿了也不会说出
来，需要把饭递到她手里才知道吃；每当大小便失禁，就
要赶紧给她擦净身上的屎尿，重新换上干净的衣服。

80多岁的老人，没日没夜照顾失忆的儿媳，本来就力
不从心。谁料又“雪上加霜”。去年正月，张瑞英78岁的
老伴于集臣又突发脑中风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沉重
的担子再次压在张瑞英不足1 . 5米的瘦小身躯上。

儿子于振刚说：“俺娘从小把我拉扯大，80多岁了，
还要养着俺媳妇。”一说起老娘，于振刚话语就变得哽咽
起来，眼泪也忍不住流下来。“俺娘不容易啊，要是没有
俺娘，这个家早垮了。”

父亲瘫痪在床，大哥走了，家庭的重担便落在了于振
刚、于振仪亲兄弟的身上，于振仪带领全家去蓬莱打工，
于振刚一个人种着家里的四亩多地。为了及早还清妻子住
院欠下的六万多元债务，农忙时他在地里侍弄农活，农闲
时就外出打工，挣点医药费和零花钱贴补家用。

“没事的时候我就像教孩子一样教她说话。”在张瑞
英的悉心照料下，现在李素芹已经能简单对话，知道对婆
婆喊“妈”。张瑞英做饭和做家务活的时候，总是拿一把
椅子让她坐在自己身边；夏天家里热，就领她到街上走一
走；冬天天好时，就出去晒晒太阳；身上脏了，张瑞英就
用热毛巾为她擦洗身体，每隔一段时间，就给她洗头、换
洗衣服。12年、4380个日日夜夜，张瑞英一直这样忙碌
着。

失去双亲的大孙子，三十多岁了至今单身，一个人在
外打工。两个孙女，去年大学毕业，一个远在贵州，一个在栖
霞，刚走上工作岗位。虽然远离家乡，但奶奶张瑞英是他们
最大的牵挂。“奶奶，你一定要保重身体，有你在，我至少还
有个妈，有妈才有家。”“奶奶，我现在挣钱了，现在俺爷爷也
下不了炕了，今年夏天我给他装个空调。”

在大城西村，提起张瑞英，村民纷纷竖大拇指。“她
儿媳妇有福，这样的好婆婆少见！”连续多年，张瑞英被
仁兆镇评为“好婆婆”。对于张瑞英一家的不幸遭遇，村
里和仁兆镇党委政府也很重视，先后为李素芹办理了低保
和贫困家庭补助。

一天忙活下来，张瑞英累得浑身酸痛。虽然表面乐
观，但连她自己都不知道，这些年究竟哭了多少次、流了
多少泪。“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只要我还能动弹，我就要
好好照顾她，不能撂下这个家！”张瑞英老人含着泪说。

□本报通讯员 郝坤 王玉刚

这几天，最让张蝎子村村民开心的事，就是村里环
村路和主要街道全部改造成了水泥路。走在路上，村民们
笑得合不拢嘴。

“原来下雨天俺都不敢出门，就怕深一脚浅一脚的，
脚底下没根儿。你瞧，现在的路多好走啊。”村民孙桂芳
背着手来回踱方步。

“以前这路不下雨的时候全是窝子坑，收庄稼的时候
走拖拉机都走不了。”村民田学贵说，“这次修路村民承担的
部分，全是远在异乡的26位张蝎子村游子捐款。多亏他们出
钱修路。”群众拍手叫好的同时，更为捐资修路者点赞。

张蝎子村是乐陵市经济薄弱村、省定贫困村。去年6
月份，结合上级修路政策，张蝎子村对村内两条主要街道
进行水泥路硬化。在预算过程中，多出了100多米路面，
有三万多元资金缺口。村党支部书记张朝阳就在朋友圈发
了个募捐微信，身在北京、天津的张蝎子村人纷纷响应，
短短几天就捐款5万多元。

这次捐款队伍中，年龄最小的王文晓只有16岁，是天
津双港中学高二学生，长这么大回家乡次数屈指可数，在
了解到父亲王云林为家乡捐款5000元之后，她也拿出1000
元奖学金让父亲捐给家乡。

张蝎子村有三块功德碑，分别记录了这个村2008年、
2012年和2016年三次修路过程中，几十名在外地经商打工
的张蝎子村游子心系故土、反哺桑梓惠乡邻的故事。这些
人三次捐款共计17万余元。

三次都参与捐款，共为家乡建设捐资25000余元的田
学义道出了心声：“虽然现在不怎么回家了但对家乡有很
深的感情。出资修路不图别的，只想为家乡建设尽力。”

远方亲人的善举打动了张蝎子村民，在修路过程中，
很多村民义务做监工，抢着干些力所能及的零活。

“路修通了，接下来就要找准致富路子，早日脱贫致
富。”张朝阳说。

东平县州城街道古城新韵书社聚集了36名老党员

老树新枝花更红

一个人养牛不算牛，牛的是不仅养牛有一套，还带动一群人共同致富。侯金场———

金亿合作社的“牛”人“牛”事

2015年，东平县州城街道南门
居委会党支部，决定在居委会办公
楼专门腾出一间屋作为老人们的活
动场所。随后，由6位平均年龄71岁
的退休老干部组成的书社——— 古城
新韵书社成立了。8个书架、6套桌
椅、2000余册图书、笔墨纸砚……走
进书社，浓浓的文化气息便会扑面
而来。

图为老人在书社活动的场景。

切切故里情 悠悠游子心

三块功德碑连起民心路

10余万元爱心款

助力精准扶贫

平度81岁婆婆照顾

“失能”儿媳12载

侯金场通过当牛倌，办牛社，
让社员们走上了致富路。更牛的
是：他用互联网、大数据管牛事，
走生态循环养牛新模式，实施共同
致富计划。上图为侯金场(左)在挤
奶车间了解近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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