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海峰
本报通讯员 段慧 石勇

4月14日晚上8时许，齐河经济开发区义
和村村民活动中心，村民李秀云在台上侃侃
而谈：“俺家那口子，不太会说话，但有一点
好，特别孝顺，不管是对他家老人还是俺家老
人……俺先讲这些，下一个我想请宋秀美来
讲，大家欢迎。”在台下近50位村民的热烈掌
声中，宋秀美上台接着讲。

这是义和村国学大讲堂的一个村民讲演
环节，主题是“夫妻欣赏会”，村民们纷纷走上
台前，夸一夸自己配偶身上的闪光点。记者全
程旁听了这一节别开生面的讲堂：是讲堂，有
老师，但更多的是老师、村民之间的参与和互
动，尽管每个人的方式不尽相同，但过程中仪
式感、代入感很强，村民们很认真地唱着由红
歌改编而来的“村歌”———“义和孝道美名
传”，村里过去打夯的老把式、74岁的县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沈双田带领大家一起温习
代表传统农耕文明的“打夯小调”，好像时刻
都在提醒大家，这里是义和村。

义和村拥有一段不平凡的历史。这个村

原名小徐村，以徐、沈、王姓为主，1944年日本
侵略者为修建飞机场，将该村强行拆除，并驱
赶村民要求他们自行投亲靠友。但小徐村人
素来团结，坚持不分开，临时打地窖居住，后
在徐氏祖辈捐赠本村贫民的20亩地上再次集
中建村，为彰显义薄云天、和睦相邻之意，新
村取名“义和村”。

义和村距离齐河县城约20里路，虽自身
并无产业，但由于周边企业较多，近些年常年
在企业打工人数超过300人，占全村一半，黎
明出村、日暮回村，村民收入增加了，但乡邻
之间沟通交流越来越少，村级活动组织难，村
级组织活动难。

当年日本人刀枪之下没有散乱的义和
村，现在却面临新的问题，如何传承守望相
助的义和村风，如何增强村级组织的凝聚
力？2014年开始，村支部书记沈仁明请来了
退休后长期致力于医疗礼仪培训和传统文
化研究的高焕云女士。而高焕云也被几次三
番诚意邀请的义和村人所打动，开始逐户走
访村民。经过反复讨论研究，他们一致决定
把重塑“孝亲义和”新风、开设村级国学讲堂
作为切入点，“孝”即爱党爱国爱集体爱长
幼；“亲”即亲爱家人、诚信待人；“义”即担
当、敬业、奉献；“和”即邻里和睦，友善待人、
守望相助。

围绕“孝亲义和”新风，高焕云精心制订
了课程计划，每周六晚上固定讲授，将优秀传
统文化、美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创新形
式、结合实际融到具体课程中。一开始，有些

村民觉得上课没用，听课的人寥寥无几，但是
高焕云和村“两委”将其当成一种义务，硬是
坚持了下来，一年开课40次以上，四年来已累
计超过160节。村里通过党员带头参加活动，
并邀请德高望重的老人牵头组织村民议事
会，领头挖掘本村传统文化，整理已消失的打
夯小调，每逢节日号召男女老少上阵齐唱打
夯调喊号子，在体验传统、文化坚守中重温故
园情怀。现在，每次参加活动的人数已达三四
十人。上级党委借势推动，组织村“两委”成
员、党员和部分退休老师、本村在外工作人士
共同成立了30多人的义和村讲师团，宣传政
策，调解纠纷，移风易俗。

“现在晚上文化广场锣鼓一响，全村老少

都往这里赶。村里各项工作好安排了，邻里有
点矛盾好解决了，俺们村比原来更‘义和’
了。”老党员沈景法说。农家小院的外墙上，贴
着孝顺媳妇、好婆婆的头像，春节联欢会、成
人礼仪式、高考中榜生启程行动、中秋节晚
会、尊爱齐家行动等村级活动常年不断，村里
不管是修路修桥等村级事务还是红白喜事，
村民都能积极义务参加；全村近几年考出近
20名本科生，该村先后被评为“中华传统文化
示范村”“省级文明村”“省社区宣传文化工作
示范点”；义和村讲师团成员、村主任沈义宝
被县巡回党校聘为乡村文化讲师，义和村成
为市县党校的观摩教学点，其模式在全县多
个村进行了推广。

4年、30多位讲师、160多节国学讲堂———

义和村里讲“义和” □记者 彭辉 通讯员 刘昌勇 报道
本报威海讯 4月21日，威海南海新区举行春季万人

健步行活动，区内机关、学校以及社区居民等近万人参
加。这是威海南海新区荣膺“中国最美休闲度假胜地”称
号后开展的首次大型群众体育健身活动。前一日，在北京
举办的2018美丽中国—生态城市与美丽乡村经验交流会
上，威海南海新区凭借良好的生态、宜居环境和丰富的旅
游资源，荣获“中国最美休闲度假胜地”称号。

威海南海新区拥有156公里海岸线，12公里的金色沙
滩，出产50多种海珍品。在开发建设过程中，威海南海新
区始终坚持“生态、生产、生活”三生共融理念，全方
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建设，近年来建设
了南海公园、观海公园、香水海海洋公园、蓝湖公园、万
和福岛、水上乐园等一批高水平旅游度假项目，成功举办
了威海沙雕文化艺术节、威海国际生蚝旅游文化节、金滩
采贝节、螃蟹品鉴艺术节、海鲜啤酒节、国际舞蹈文化艺
术节、热浪南海音乐节等一大批精彩的文化活动，打造出
南海新区特色的旅游文化品牌，先后荣获中国最佳旅游开
发区、中国十佳生态文明城市、中国慢生活休闲体验区等
称号。

□记者 张海峰
通讯员 孙久生 李文成 报道
本报宁津讯 4月28日，宁津县宁城街道康宁社区新

时代文明传习站开讲。结合正在开展的社区选举，宣讲员
生宪林就《选举法》为来自社区的近百名居民进行现场宣
讲解读。当日，大柳镇大郭村和柴胡店镇崔杨村新时代文
明传习站也揭牌启用。在大郭村，除传统宣讲外，宣讲员
张文辉老师还带领三十多个孩子到村记忆馆进行村史、农
耕文化传承教育。

宁津县通过在县成立新时代文明传习中心，乡镇建立
传习所，社区和村建立传习站，整合全县的资源和力量进
行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传习站不仅传理论、传政策，还传
道德、传文化、传科技、传法治。宁津县委常委、宣传部
长范淑香介绍说，传习站是融合利用现有的党群服务中
心、党员活动室、道德讲堂、文化广场等平台阵地建立起
来的，既是一个宣讲的平台，也是一个服务、教育、学
习、休闲的平台。为保障传习效果，宁津县还筹建起党员
干部、道德模范、百姓宣讲员、新乡贤、专业人士、社会
志愿者六支宣讲队伍，各村传习站在发挥好自己的宣讲人
员作用同时，结合本村实际需求，可通过乡镇从县文明传
习中心宣讲人员库中邀请宣讲员进村入户进行宣讲。以村
传习站为“主课堂”进行集中宣讲，以田间地头、居民家
中、文体小广场为小阵地进行流动宣讲，助力乡村振兴。

威海南海新区获评

“中国最美休闲度假胜地”

宁津新时代文明传习站

助力乡村振兴

□记者 从春龙
通讯员 李梦 李文东 报道
本报莱阳讯 4月21日到22日，由国家食物与营养咨

询委员会办公室主办，莱阳市委、市政府承办的“农业与食
品科技—高层次人才论坛”成功举办。与会专家围绕食品科
技创新发展的新思考、前沿食品科技发展的新理念等作了
专题报告。莱阳市特聘18名高层次人才为该市农业与食品
科技专家顾问，为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把脉开方”。

食品产业是莱阳的特色产业、招牌产业。为应对经济
新常态，莱阳市明确了食品加工向食品制造转型的发展思
路，以创新驱动为引领，积极推动食品行业向价值链高端
迈进。近年来，莱阳市高度重视人才工作，坚持把人才、
科技作为新旧动能转换和转型发展的“先手棋”，成立山
东省首家招才局，挂牌成立山东省高层次人才发展促进会
莱阳代表处，连续举办两届“高层次人才梨乡行”活动，
聘任7名莱阳籍高层次人才为“招才大使”；深入实施
“梨乡英才”工程，各项补助标准在烟台各县市区“含金
量”最高，人才干事创业的环境持续优化。目前，莱阳市
共引进各类高层次人才80余名，其中“两院”院士3名、
国家“千人计划”专家4名、省泰山产业领军人才6名。

莱阳签下18名农业与食品

领域高层次人才

□本报记者 彭辉
本报通讯员 贾依琳 姚芳

威海市环翠区探索用学校“课后托管”来解
决“三点半难题”。今年春节过后，在充分试点的
基础上，环翠区课后托管在全部22所中小学全
面推开，实现了有需求的学生100%托管。

哪些学生参加托管？应托尽托

“课后托管的‘主阵地’还是在小学阶
段，目前环翠区共有约2 . 9万名小学生，近1 . 6
万名参加了校内课后托管，托管比率达到55%
左右，实现了有意愿的学生应托尽托，随着宣
传力度加大，托管比例还在不断增长。”环翠
区教育局局长宋军良说。

推行课后托管是万千家庭的呼唤，可教
育主管部门在推行过程中，却面临着来自校
园内外的压力。校内压力来自校长和教师，因
为托管意味着教师工作时间加长，照管孩子
安全的压力增大；校外压力主要来自校外托
管机构，学生都在校内托管了，他们自然就面
临着关门的境地。

“校内这一块，我们可以通过合理安排教
师值班时间、适当发放加班补贴以及制定更
加严格的管理规范保证学生安全等措施来解
决，更大的压力来自校外托管机构。”宋军良
说。去年在试点过程中，就有一些托管机构冒
充家长名义对学校课后托管进行批评，还通
过各种渠道进行举报，但随着课后托管各项
措施日益完善，得到越来越多家长的认可，各
种“举报”自然就偃旗息鼓。

为了让更多家庭受益，环翠区面向全体

小学生家长发放《致家长一封信》3万封，对有
托管需求的家庭逐一进行摸排，托管不设门
槛，不收取任何费用，只要家长有需求、孩子
同意，就可以参加托管。春节过后新学期，课
后托管在全区顺利推开。

课业特长如何兼顾？应有尽有

环翠区要求，课后托管要尽量考虑到家
长的实际情况，一般集体托管时间为下午放
学后到4:30左右一个小时的时间，如果家长有
需求，个别学生可以延长到5:50，学校都会安
排教职工进行看护。

在这一个小时甚至是更长的时间内，怎
么安排孩子的活动？开始试点时，一些学校把
托管时间全部用于发展特长，开设各种兴趣
社团。但实施时间不长，很多家长和学生提出
了意见。有些家长希望利用在学校有老师辅
导的时间多巩固课内知识，有的孩子也希望
能尽快完成作业，回家以后能充分放松休息。

为充分尊重家长和孩子的意见，各所学
校也在不断调整托管时间的活动安排。码头
小学把每周四的课后托管时间确定为社团活
动日，学校十几个兴趣社团集中在这一天开
展活动。每周剩余几天，则采取课业与特长相
结合的形式，学生可以选择写作业，也可以报
名参加社团活动。普陀路小学的班级托管分
时间段进行“30+X”主题活动，即30分钟的作
业时间，X为经典朗读和大阅读时间，社团托
管则开设了音、体、美、创客等特色课程。为了
增加课后托管的吸引力，有些学校从校外聘
请了指导老师，还采取“家长义工”的方式，开
设不同的课程，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如何保障长效运行？应保尽保

位于环翠区郊区的新苑学校是一所九年
一贯制学校，70%的学生是外来务工子女，由
于一些学生住得较远，学校有班车接送学生。

“原先以为，有些孩子为了坐班车没法参与课

后托管，没想到家长们特别欢迎，即便下午不
坐班车也要参加托管。”新苑学校校长刘昌晓
说。原来，有些学生家长摆小摊、打零工，下午
正是忙的时候，既没有时间接孩子，也没有时
间管孩子，自身也没有能力辅导孩子功课，把
孩子放在学校解决了他们最大的后顾之忧，
家长非常欢迎。有些家长从照顾孩子的束缚
中解脱出来，能够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也改
善了家庭经济条件。

在农村学校，课后托管和班车运行的矛
盾已凸显出来。小学托管结束正好赶上初中
放学，校车运力不足一定程度制约了课后托
管的开展。为解决这一问题，各学校和教育主
管部门也在探讨解决方案。

在环翠区，教师到校时间为早上7点半，除
了正常上课备课外，午饭和午休时间还要照看
学生，实施课后托管后，劳动强度进一步加大。
考虑到这些实际情况，去年试点期间，环翠区就
拨付财政资金，给参与课后托管的教师发放一
定补贴。今年，随着课后托管全面铺开，补贴发
放要成倍增加。随着课后托管的开展，一些音体
美等特长科目的教学器材需求量加大，损耗也
随之加大，这也需要加大投入。

推行课后托管是增加家长幸福指数的良
策，环翠区下决心应保尽保，好事办好。环翠
区已联合教育、人社、财政等部门，建立起相
关配套和保障机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和财
政补贴等方式，对参与课后服务的教师给予
适当补贴，调动学校、教师长期主动服务的积
极性，同时强化托管保障，认真做好学校托管
活动场地、设施设备、仪器用具的维护检修工
作，加强对托管学生安全管理、信息通报、家
校联系等制度建设。

威海市环翠区对有需求的中小学生全部课后托管———

“三点半难题”一揽子解决

乡村文化振兴实践

乡村文化振兴，就是要让传统文化基因
和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生活，从微做起，从
细干起，从小抓起，才能收到实效。义和村
乡村文化振兴实践，就起到了凝魂聚气、强
基固本的作用。

乡村振兴战略的最终目的是，乡村不能
成为城市化、现代化的牺牲品，相反，乡村
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据地，又是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的新战场。通过新农村建设，

乡村是恬静和美的生活乐园；通过义和村这
样长期而稳固的文化开拓，广大群众从此摆
脱单调封闭的精神生活，积极向上、团结和
睦的村风让所有村民相互感受到亲人般的关
爱，这样亲切的氛围如空气一样弥散，大家
必然油然而生爱村护村建村的归属感和责任
心。义和村正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乡村文化
振兴进行时的典型例证。

■专家点评

一个乡村振兴进行时的典型例证
德州市委党校教授 赵霞

□彭辉 报道
码头小学在课

后托管课程中开展
了扎染蜡染兴趣
班，受到孩子们的
欢迎。

县域6 广告
2018年5月4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宫 梅 梁利杰

电话:(0531)85193248 Email:dzrbxyb@163 .com


	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