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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国胜 都镇强 吕光社
王兆锋 杨秀萍 张环泽

本报通讯员 张长青 盛超 赵帅
程谦 张同耀

在日前公布的第五届全国文明村镇名单
中，我省济南市长清区万德街道马套村等73个
村榜上有名，本报记者选取几个文明村采访，
为你展示它们的文明创建风采。

松兴屯村：打造乡村文明新典范

小桥流水，涛声瀑影，饭后漫步在兴园公
园，已经成为51岁的徐林喜的一种习惯动作。

兴园公园不大，占地33亩，规格也不高，属
于村办公园，但却让包括徐林喜在内的高密市
阚家镇松兴屯村村民有了休憩的好去处。

“这里前几年还是废弃湾塘和场院地，老
少爷们都不愿意靠近。村里筹资1500多万元修
建成了一处文化公园。今年4月份，还有40多名
来自全国各地的画家来俺村写生呢。”指着不
远处成排的别墅，徐林喜告诉记者。

从昔日的穷村僻壤，到如今远近闻名的富
裕村，松兴屯村这几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我们村发展葡萄和特色蔬菜种植、建设村
民新居、兴建学校公园，实现了土地流转、大棚
覆盖、村民迁居新村‘三个百分之百’。”村党支
部书记徐林收说。

口袋富裕了，还要富脑袋。松兴屯村筹资
2100万元，建设了集小学、幼儿园于一体的省
级规范化学校阚兴学校，周围8个村庄孩子可
以就近上学。白天，校园里传来琅琅读书声，晚
上校园的操场面向村民开放。跳跳广场舞、慢
跑健身，夜晚的松兴屯村村民不再大门紧闭，
而是走出家门。“我们利用学校操场舞台搭建
乡村戏台舞台，组建松兴屯村歌舞团队，在节
假日和农闲时节举办文艺演出。村民上台演
出，下面掌声阵阵。”徐林收说。

走在松兴屯村的村民集中居住区，一排排
别墅的外墙上画满了各式宣传画，有孝亲敬老
的，也有邻里互助的。松兴屯村还以培育“爱诚
孝仁”先进典型为示范，开展了“星级文明户”
评创活动，30个星级文明户受到隆重表彰。开
展爱诚孝仁“四德之星”评选活动，推选出了50
名“四德之星”。

“我们要打造乡村文明新典范，让村民过
上更加美好的生活。”谈起最新荣获的全国文
明村荣誉，徐林收说。

北齐村：千年古村忠厚传家
11月21日，走进全国文明村邹城市香城镇北

齐村，工作人员将记者带到了“幸福北齐”展馆，
北齐乡贤“儒士乡绅”齐景诗、“武举人”齐国瞻、

“岁进士”齐国英等先贤故事，让人肃然起敬；“尊
祖敬宗，和家睦族……”齐氏族训，“读书为重，克

勤克俭”“教子孙、端家范”等家风家训让人怦然
心动；十佳孝星、好婆婆、好媳妇、致富带头人等
现代文明户又让人颔首点赞。

“北齐村是一个千年古村，出过不少乡贤，
他们勉励后辈积德向善、忠厚传家、读书流
泽。”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齐士湖介绍着北齐
村的历史文化，“我的爷爷在世时就常说，不论
做什么事情都要干好，叫人赞成，为人尊敬。”

从事农资经营、苗木种植的村民齐宜胜与
齐士湖有着同样的感受，“老辈里就教我们做
人要忠厚，忠厚才能传家远。”齐宜胜卖农资坚
持诚信经营，种植桃树、猪牙皂角树、花椒等树
苗，每年收入一二十万元，与儿子儿媳一起生
活，一家人甚是和睦幸福。齐宜胜特意将“勤俭
崇矣，奢华戒焉；一身正气，忠厚谨慎”十六个
字作为自个家的家训。

问他“勤”“俭”咋解，朴实无华的齐宜胜笑
着说：“‘勤’就是有活干，才有劲，一天不干活，
浑身没劲；‘俭’就是不讲吃穿，我到镇上赶集
舍不得喝碗羊汤，觉得自个喝羊汤，不如买块
肉一家人一起吃好。”

好家风、好家训涵养着好村风、好民风。齐
方兵、张仁英夫妇原来在烟台养殖扇贝，很是
挣钱，但父亲齐广平2014年3月偏瘫，两人立马
放弃养殖业，回家侍候老人；好媳妇康美芹丈
夫偏瘫，她不仅照顾丈夫、婆婆，还照顾无人照
料的老大娘；好媳妇程丽丽侍候老公公两年，
端屎端尿，一直到老人去世……

齐士湖说：“我们村的孝贤故事很多，从
1996年开始村里就评树典型，一直到现在没有
间断过，传承了好传统，也倡树了孝老爱亲、邻
里团结的村风民风。”

家风家训传家远，千年古村新风漾。“你为
大家站一夜，大家为你站一月”，北齐村18岁到
60岁的男性村民夜间义务站岗巡逻，不用催

促，而且坚持三十余年不辍；每年冬天，每次下
大雪，村民“各扫门前雪”后，还会主动拿着扫
帚，到村委大院、文化广场、南北大街、旅游驿
站等公共场所义务扫雪，根本不用村干部在大
喇叭上吆喝。

大秦村：从创建“文明”
到经营“文明”

11月21日下午，走进禹城市辛店镇大秦村
村委，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张“幸福大秦”的照
片笑脸墙。“笑脸墙上的村民，都是我们村里评
选出的‘四德模范’，这两年，我们村越来越美，
村民的‘钱袋子’也越来越鼓，现在都流行‘晒
幸福’，所以俺们村也设立了‘笑脸墙’。”村支
部书记秦庆文说。

今年70岁的退休教师秦安顺就是“四德模
范”之一，他是大秦村舞蹈队队长，组织村民文
娱活动成了他生活中的一大乐趣。

大秦村有300口人，青壮年劳力大多在外
打工。过去文化娱乐活动匮乏，村子不大，但村
民之间互动交流较少，几户村民之间还有嫌
隙。秦安顺觉得，让大家在一起搞点文娱活动
会有利于村庄和谐。“不光是跳广场舞，我们村
还举行了‘红色电影放映主题月’、‘美丽辛店’
摄影大赛、道德大讲堂等活动。”

弘扬新风正气大秦村不落人后。他们举办
了辛店镇首届农村青年集体婚礼，倡导文明节
俭；开展儒学讲堂活动，弘扬传统孝道文化；村
民自发成立德孝义工团，定期组织德孝培训，
开展慰问老人等活动。

在文明创建过程中，大秦村结合特色优势
资源，以文化文明凝人心、聚人气，探索出了具有
大秦特色的村级集体经济发展道路，从单纯创建

“文明”向经营“文明”转变。秦庆文说，“我们开发
了德孝乡村游、青少年素质拓展游等项目，修建

了大秦村游客服务中心。今年‘五一’、‘十一’来
村旅游的人一天最多能达到500多人，今年已接
待游客8000余人次，大秦德孝乡村游、农事体验游
的名头已经在周边县市打响。”

冯庄村：“要是有私心，俺这里的
经验你学不去”

11月22日，小雪节气。
冬日暖暖的阳光，洒在聊城经济技术开发

区蒋官屯街道冯庄村的集市上。700米长、40米
宽的中心大街上，赶集的人们脸上洋溢着笑
容，摊位井然有序。有车辆缓缓驶过，人们自觉
避让，车辆也不按喇叭。道路两旁，是二层的小
楼，使人觉得走进了乡镇的驻地。

“这个村是全国文明村，到这里，人都自觉文
明起来了。”来自邻村的纪秀丽，在摆小摊卖糖炒
栗子，她仔细地侍弄着炒砂，说：“炒砂要干干净
净，让买的人吃着放心，要做良心买卖。”

纪秀丽对这个集市的管理很满意，没有欺行
霸市的，人都很客气。“五天一个集，我集集都来，
每次交2元的卫生费，能卖五六百元的栗子。”

附近的摊位上，卖衣服的李超，正在招呼
顾客，他高兴地说：“这个村富，我一个集能卖
2000多元。”地上掉点东西，他自觉捡起来。记
者注意到，每个摊位下面都干干净净。

这段时间，村里在安装天然气管道、暖气
片，有来自7个省的施工队在施工。来自河南省
驻马店的施工队队长石福祥说：“施工的东西
放在大街上也没人偷没人拿，到谁家都是笑脸
相迎，倒水倒茶。我走了这么多地方，这个村给
我的印象最好！”

在村支书颜成兴家，颜成兴正在和村干部
商量事情。因为安装暖气，向村民收了费用，有
的村民对费用有疑问。他们商定，把安装暖气
以来的所有账目详细列出来，在大喇叭上向村
民公布，同时张贴出来，村两委干部轮流在村
委会值班，接待有疑问的村民。

冯庄村曾是有名的“脏乱差”的村。2002
年，从蒋官屯办事处离休的颜成兴，被村民请
回来，当了村里的“当家人”。他带领村两委干
部埋头苦干，修路通大街、修胡同、调宅基地、
建集市……使冯庄村变了模样。通大街，需要
拆迁56处院子，村干部冒着大雨挨家挨户做工
作，半月内顺利拆完；为了抓集市上的小偷，村
干部追到玉米地里将他抓住。

“不少人到俺村来学习，我给他们说，俺村
好学也不好学。要是你有私心的话，俺村的经
验你学不走。道理很简单，要是村干部是送礼
送上来的，他能亏本吗？这么多年，我一支烟也
没抽过村民的，一口酒也没喝过村民的。”74岁
的颜成兴说。他的柜子里，摆着很多药。“能开
个药铺了。这几天我总觉得头上呼呼地进风，
不服老不行，但是咱干一天，就要一心一意为
百姓服务好一天！”

这些村为何摘得全国文明桂冠
东王庄村：

40多户荣誉牌匾倡树文明家风

11月23日，记者来到刚刚获得全国文明村的滕
州市西岗镇东王庄村采访。除了整洁的村容村貌、记
载村民记忆的村博物馆、学习国学的孔子学堂，给记
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便是许多村民家大门旁的荣誉牌
匾：孝老爱亲之家、勤劳致富之家等，粗略数了数，大
约40多户。

村支部书记单新民说：“这是俺们村的良心，也
是俺们村最宝贵的财富。他们是全村217户823人学
习效仿的榜样，这个队伍年年在壮大。”

夕阳西下，72岁的王维雨老人开始按照祖传方
法，一板一眼做古法豆腐：泡豆、磨浆、烧浆、过滤、点
卤、压型。

王维雨说：“打从俺爷爷那辈开始，100多年了，
都是这6道工序，偷工减料豆腐就变味了。”

“豆腐还是老店的好，吃起来软、嫩、香、滑，大伙
都爱吃。”提起王维雨的豆腐，村民王绪玉赞不绝口。

尽管已年过古稀，但王维雨仍劳作不辍，靠自己
的双手勤劳致富，不给子女增添麻烦。虽然收入不
高，但他从不贪图小利偷奸耍滑，坚持做“良心豆
腐”。在他家大门上悬挂着村两委授予的黑底金字

“勤俭持家”牌匾。
47岁的李凡英在村里担任计生主任，还兼着所

在民心街的街长。尽管工作繁忙，但她想方设法照顾
好年迈的公公、婆婆，教育一双儿女好好学习、工作，
孝敬老人。在李凡英堂屋的墙壁上，贴满了读初中的
儿子的奖状。

里里外外，操持得井井有条，家庭团结，邻里和
睦。李凡英说：“忠厚传家远，家和万事兴，俺们6口之
家很幸福，我很知足。”

在李凡英家大门旁，悬挂着鲜红的牌匾：“共产
党员户”。

63岁的王维明家大门紧闭，门楣上悬挂着“诗书
继世”的牌匾。单新民解释说：“老两口去城里给儿子
看孩子去了。他家出了两个大学生，全村的骄傲！”

尽管王维明家庭生活不富裕，但培养孩子读书
却舍得下功夫。家里住房不宽敞，硬挤出一间给孩子
当书房，花钱买了很多书籍。劳作之余，陪孩子读书
看报，关注《新闻联播》，让孩子养成关心国家、关心
社会的良好习惯。

在王维明的言传身教下，孩子们树立了“修身、
正业、幸福、和谐”的人生观，刻苦学习，儿子考上了
西南政法大学，女儿考上了山东大学。学有所成，毕
业后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表现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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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张环泽 报道
东王庄村龙泉池。

□吕光社 报道
北齐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齐士湖介绍村民行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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