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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浩奇 赵德鑫
本报通讯员 付吉庆

中秋节快要到了，55岁的济宁市任
城区第一教育教学研究中心的物理教研
员张月亭望着将圆的月亮，又忆起了在
姥姥家的那段时光。张月亭出生在邹城
市太平镇大里彦村的姥姥家，在那里度
过了近20年时光，“那个时候，姥爷的
毛笔字在全公社都有名。每年中秋节前
后，伙伴们都等着我出去玩，而姥爷却
拉着我临帖、打算盘……”

“七级工、八级工，不如农村一沟
葱。”上世纪六十年代，城市企业职工返
乡支农，父亲常年在外地干水利工程，母
亲一人便返乡到了姥姥家。张月亭出生
在姥姥家，童年、少年时光都是在姥姥家
度过的。

“那时候，母亲带着我和哥哥，日
子过得很苦，姥姥对我们非常疼爱，村
里人也都很好，没有人把我们当外来
户。”张月亭回忆，小时候过中秋节，
最期盼的就是和小伙伴们出去玩，滚铁
环、抽陀螺都是比较常规的玩法，他印
象最深的就是把不用的自行车链子截

断、定型，然后将火柴头上的火药放进
去做成的“火柴枪”，一打就响，别在
腰里非常神气。

每年中秋节，张月亭都会和要好的
伙伴轮流着去各家聚会，轮到他的时
候，姥姥、姥爷非常支持。傍晚，月亮
升到头顶的时候，姥姥就会煮一些毛
豆、玉米、鸡蛋给他们吃，能吃上肉和
水果那是很稀罕的事。上小学五年级那
年，轮到去一家抗美援朝的军属家做
客，这家大人从南方带来了橘子，端上
来给他们吃。张月亭那时从没见过橘
子，咬了一瓣，味美极了，“我当时在
心里感叹：没想到天下还有这么好吃的
水果。”

姥姥、姥爷虽然支持张月亭和小伙
伴们玩耍，但有一个前提条件：除了学
校布置的作业外，还得完成姥爷布置的
临帖和打算盘。姥爷的大手握着他的小
手，一笔一画，月光洒满了宣纸……在
张月亭记忆中，姥爷曾经做过私塾先
生，字写得苍劲有力，是十里八村有名
的文化人。

在姥爷的影响下，张月亭不仅字写
得好，学习成绩也一直是村里同龄小伙

伴中最好的一个。初中毕业时，村里共
有6人考上高中，其中就有他。1982年大
学毕业后，张月亭也做了一名教师。有
一年，他从济宁的书店里买了一本名为
《四字大字典》的书法书送给姥爷，当
时年过七旬的姥爷看了字典就连连对他
说：“我的字还能进步……”可惜，姥
爷次年在泗河参与堵大水时，不幸坠河
去世。说到这里，张月亭几度哽咽。

姥爷虽然走了，但他对学问精益求
精和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一直影响着张
月亭。他从县里考到市里，36年的教育
工作生涯中，不乏各级“教学能手”称
号。如今，张月亭上有老母，下有女
儿、外孙女，已是四世同堂。每年中秋
节，他会习惯性地召集一大家子吃个团
圆饭。

去年中秋，他和家人又回到大里彦
村，村子早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站在老院子里，望着初上的明月，姥
姥、姥爷的音容笑貌和当年生活的点点
滴滴一一浮现在眼前。当初一块儿玩耍
的小伙伴又见了面，他们不住地感叹：
“村子变样了，人变老了，但人情味一
点都没变。”

□记者 尹彤 报道
本报济宁讯 9月14日上午，济宁召开新闻发布会，

通报保障省级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情况。据了解，自
8月20日省第十二环境保护督察组正式进驻济宁以来，全
市上下直面问题不回避、解决问题不拖延、狠抓整改不放
松，对省环保督察组转办的信访件以及发现和指出的问
题，认真制定整改方案，立行立改、逐条落实。今年1-8
月份，PM2 . 5平均浓度在京津冀2+26城市中最低，位居第
一位。

据悉，截至9月13日，省第十二环境保护督察组已向
济宁转办20批信访件，共计399件，涉及环境问题的504
个。截至目前已办结245件，正在办理的154件，已办结案
件中，确认属实的204件，不属实的41件。因履职不到
位、监管不到位等问题，对相关责任人员约谈7人，问责
17人。通过环保督察“回头看”，推进了济宁环境质量持
续 改 善 。 今 年 1 - 8 月 份 ， 全 市 空 气 质 量 综 合 指 数
（AQI）、PM2 . 5、PM10、SO2、NO2分别为5 . 45μg/m3、50
μg/m3、91μg/m3、20μg/m3、30μg/m3，分别同比改善
14 . 2%、9 . 1%、16 . 5%、28 . 6%、16 . 7%。全市18个国控断面
高锰酸盐指数、氨氮、COD、总磷、氟化物污染物均值
分别为4 . 97mg/L、0 . 3mg/L、16 . 74mg/L、0 . 066mg/L、
0 . 81mg/L，均优于国家地表水III类水质标准。

济宁市环保局副局长高广勇表示，济宁市将以这次省
环保督察“回头看”为动力，进一步完善机制、强化保
障，坚决落实好省环保督察组提出的各项整改任务，着力
推进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以落实整改的实际成效提高生态
济宁建设水平，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济宁PM2 . 5平均浓度

京津冀2+26城市中最低

□记者 赵德鑫 报道
本报济宁讯 9月12日，济宁市教育局发布2018年度

消除大班额工程等学校重点建设项目8月份工作进展情况
通报。2018年济宁市规划新改扩建学校133所，规划新增
校舍面积184万平方米，计划投资68 . 7亿元。截至8月31
日，已开工101所，占规划量的75 . 94%；开工建设面积140
万平方米，占规划量的76 . 09%。

在幼儿园建设方面，2018年济宁市规划新改扩建幼儿
园75所，规划新增校舍面积18万平方米，计划投资3 . 6亿
元。截至8月31日，已开工67所，开工建设面积15 . 2万平方
米。其中已竣工26所，竣工面积3 . 1万平方米，累计完成
投资1 . 1亿元。

今年济宁市规划新改扩建高中阶段学校9所，单纯设
备配备1所，增加校舍面积64 . 3万平方米，计划投资22 . 7亿
元。目前济宁市已完成乡村教师周转宿舍1943套，新增建
筑面积7 . 1万平方米，计划投资1 . 1亿元。截至8月31日，开
工乡村教师周转宿舍1616套，开工建设面积5 . 6万平方
米。其中竣工810套，竣工面积3 . 05万平方米，完成投资
6807万元。

2018年济宁市

规划新改扩建学校开工101所

□ 本报记者 孟一 姜国乐
本报通讯员 张艳

孙明月，似乎是个从出生就“懂得”
团圆意义的人。

35年前的8月24日，孙明月在曲阜呱呱
坠地。医院病房里，妈妈抱着刚出生的他看
向窗外，连着下了3天的秋雨竟然停了，一
轮明月在云的缝隙中探出头来，“那就叫

‘明月’吧”。和一些父母看到啥就给孩子取
啥名字的“简单粗暴”不同，“明月”的背后，
是这个家庭对团圆的期盼。

“父亲是名铁路测绘员，在我6岁前
他一直在东北工作，对他的记忆，也是从
后来刺脸的胡茬开始的。”孙明月说，后来
母亲告诉他，那时候，除了春节，父亲只有
在中秋时回家，月亮圆了，家才团圆。

孙明月在农村长大，奶奶早年定下了
家里不成文的规矩，中秋节不论多忙都一
定要回家过节，不为别的，就图个家里人
能热热闹闹地围在一起吃顿团圆饭。孙明
月说自己是幸运的，出生在这样的家庭，
人生的前33年从来没缺席过这场盛大的
“家族仪式”，可是去年，父母去了东
北，妻儿出去旅游，而他因公事到上海出
差，第一次一个人的中秋节，让他更加明
白了“团圆”的意义。

人，往往在寂寞和无助的时候才能更
清醒地认识自己。2016年暑假，热爱旅行
的孙明月自驾从四川进藏，刚进藏区身体
就出现了强烈的高原反应。“本来觉得自
己身体挺好，没想到却是车队里反应最强
烈的。”顶着充血的双眼和快要裂开的脑

袋，孙明月进退维谷。
就在他犹豫是咬牙继续前进，还是干

脆打道回府时，车队来到了海拔5013米的
米拉山口，飘扬的彩色经幡上写满了祈福
的话语。“那一刻突然意识到人是多么脆
弱，满脑子只有家人。”于是，他在经幡
上写下，“亲爱的家人，我要我们在一
起！”然后带着“好歹要给儿子”做个榜
样的心背起背包继续前行。

突破了人体的极限，孙明月收获了“新
生”，这种“新生”不只是耐得住高原的身
体，更是一颗离不开家的心，也是这样的一
次经历，让紧跟着第二年就过上“一个人中
秋节”的自己倍感孤单，也让他更加迫切地
想要加大对学生们的传统节庆教育。

孙明月的本职工作是曲阜市实验中学
的一名历史课教师，身为班主任的他，不
仅要讲好课，更要注意培养孩子们的德
性。而让他最为揪心的，就是孩子们越来
越迷洋节日，对自己国家的节日却提不起
兴致，吃着团圆饭还抱着手机玩个不停。

“洋节日注重外在表现，圣诞节在圣
诞树下收礼物，万圣节提着南瓜灯要糖
果，这些活动让年轻人觉得很有趣；而中
国节日强调内在，比如中秋节古时候就是
敬天祭祖、庆祝丰收，喝茶吃月饼的表现
形式缺少了对当今孩子的吸引力。”孙明
月直言，传统节日需要创新，但更需要直
指人心，触碰到心了，传统就能延续。

于是，他试着在中秋节前带着班里的
孩子去农村敬老院照顾老人，引导孩子们
回想和家人在一起时的最暖瞬间；给他们
讲自己小时候的故事……一种独属于中秋

节的团圆仪式感，悄然在整个班级弥散开
来。“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只有让
孩子们在团圆节上懂得团圆的意义，他们

才有可能更爱自己的小家和大家。”孙明
月说，中秋又快要到了，今年无论如何都
要全家一起过节。

“很多人，只有在面临绝境的时候才懂得家人的重要”

孙明月：5013米海拔上的祈愿

□ 本报记者 赵德鑫 姜国乐

“今年的中秋节，我和丈夫将订婚，可以
说这是最值得纪念的一个中秋节，以后每年的
八月十五都是我的订婚纪念日啦。”当谈起中
秋节的安排时，今年21岁的苏明月脸上洋溢着
幸福的微笑。作为一名95后，在即将到来的中
秋节这样一个团圆的日子里，她收获着属于自
己的爱情，在组建家庭的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
步。皎月悬挂空中，照亮了未来的路，让年轻
的她在忐忑中充满了期待。

“8月15日，我跟着未婚夫张新栋来到了
他的家里，虽然有些紧张，但在见过男朋友的
父母之后，也得到了长辈们的认可与祝福。”
令她感到幸福的是，在男朋友家中，她也享受
到了被宠爱的感觉。“奶奶握着我的手叮嘱
说，以后得让新栋好好照顾你，你也得好好管
着他点。”当未婚夫来到苏明月家时，从舅舅
到大爷大娘，所有亲戚都来了，好好地帮她把
把关。“我对象不抽烟、不喝酒，也有稳定的
工作，最重要的是他很照顾我，疼爱我，这让
我的亲戚们感觉到很放心。”苏明月说。

苏明月回忆起来两个人一路走来的经历，
并没有太多的磕磕绊绊，更多的是爱情降临时
的顺理成章。在家庭的概念上，苏明月觉得，
家是一个让人安心的地方。展望未来的生活，
她觉得更重要的是承担好一个家庭的责任。
“以前可能总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但组建家
庭之后，一方面意味着自己长大成人，另一方
面更要孝敬父母，努力把家庭经营得更好。”

过去的一年，其实对于苏明月来说殊为不
易。毕业之后尝试创业的她因为经验不足品尝
到了失败的苦涩，一下子亏掉了上万元，这对
于她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总会有那么一段
艰难的日子，关键的是如何让自己走回来。”
与当时在被窝里、枕头下哭泣相比，现在每天
早上醒来，她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怎么挣钱，
每天晚上入睡前，只有在账本上看见一笔笔收
入才感到安心。

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在电商经营宠物用
品，苏明月不仅补上了之前创业的亏空，更有了
每月5000元的稳定收入。“开始的时候对于电商
方面我完全是一个小白，但是那一段时间里自
己熬了不少夜，每天十几个小时的时间全身心
地铺在店铺上，终于一点一点地摸索出了经营
的路子，有了可靠的收入。”

从低谷中一步一步走了出来，也给了苏明
月更多的信心与勇气。在未婚夫的陪伴下，她
也在为自己的梦想打拼着。“年轻的时光更要
用来好好地奋斗，为自己爱的人创造更好的生
活。”说起未来，苏明月告诉记者，希望自己
的电商生意可以更上一层楼，更希望自己的婚
姻在用心经营中更加幸福，毕竟，月亮代表我
们的心。

苏明月：

月亮代表我们的心

张月亭：

难忘月下姥爷教我练字

□ 本报记者 赵德鑫 姜国乐
本报通讯员 高照中 张惠亚

今年的中秋节，对于鱼台县唐马镇
政府计生办微机员郭明月来说有着三重
特殊的含义：这是自己26周岁的生日，
也是自己孩子出生后的第一个中秋节，
更是她正式来到唐马镇政府工作后的第
一个中秋节。

郭明月是德州齐河人，之所以选择
报考唐马镇的公务员，家庭是最关键的
原因。“我的丈夫徐腾腾家住江苏省丰
县欢口镇，与唐马镇相邻，两地之间只
有二十分钟的车程。”最早在2014年，
郭明月在去欢口镇的路上就知道了唐马
镇，在山东省北部长大的她更是喜欢上
了鱼米之乡鱼台的稻田风光。去年报考
山东省公务员时，她专门挑选了唐马镇
这座距离婆家最近的镇，没想到考出了
多年来的最好成绩，成功考入了唐马镇
政府。

“我是2017年通过山东省公务员考
试考入唐马镇的，因为怀孕休产假，今
年5月2日我才正式来到唐马镇政府上
班。”郭明月仍然清晰地记得5月2日自
己来到镇政府上班的第一天，虽然来到
了一个新的单位，但镇上的领导们仍然
为有些内向的她提供着生活的关怀。虽
然每天只是工作在鱼台，但在郭明月心
中，鱼台是齐河、欢口之后她的第三个
故乡。

2017年3月，郭明月与相恋了5年的
丈夫徐腾腾迈入了婚姻的殿堂。公考不
易，一路走来，丈夫的支持是她前行的
动力。以笔试第二的成绩进入面试后，
郭明月发现自己已怀有身孕。“当时考
场里面不少考生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
我，自己压力很大，但是孩子更给了我
好好发挥的勇气。”郭明月告诉记者，
2017年11月26日，夫妻俩迎来了自己女
儿的降生，这一年来可谓是双喜临门。

郭明月的丈夫徐腾腾在欢口镇政府

扶贫办工作，每天夫妻两人下班回到家
时已傍晚6点半。“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推
着孩子在院子里面散步，两圈之后，我们
才回去吃晚饭，那个时刻觉得特别温
馨。”作为母亲的郭明月向记者分享着她
的喜悦。因为丈夫工作较早，也更了解本
地的风土民情，平日里他也会为郭明月
讲解与群众沟通交流的方法，以及如何
为群众提供更好的服务。

今年的中秋节，郭明月已经做好了
计划。“由于孩子尚小，不能出远门，
所以只能在欢口镇过。”郭明月告诉记
者，中秋节是阖家团圆的日子，很多在
外打工的村民回乡过节可能需要来计生
办办理业务。虽然中秋是节假日，但她
专门交代了各个村的村干部，届时她可
以从欢口镇回到唐马镇来为他们办理业
务。“这也算是自己在中秋节的一个小
小心愿，可以在工作岗位上为群众办点
实事。”

郭明月：

希望为返乡村民办点事

在米拉山口，孙明月在经幡上写下对团圆的期盼。

为重拾中秋明月的独特情愫，《济宁新闻》推出【“月”来“月”圆】+
【“月”来“月”好】特别策划。一方面借名字与月有关的人，讲述他们的团圆记
忆；另一方面在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之际，让人们重拾收获的仪式
感，共同找回属于中秋的美好。

“月”来“月”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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