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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 磊 马景阳
本报通讯员 崔立来

村史馆里讲述的那段往事

3月28日，周四下午，空中飘着毛毛细
雨，15岁的戴慧泽迈进了一间青瓦白墙的房间
里，转过一道屏风，他拿出个小本子……

“耿贞元，早期中共党员，革命烈士；高
新成，临淄县白兔丘人，1938年8月参加抗日革
命工作……”这两位烈士，似乎跨过时空，开
始给戴慧泽讲述一段艰苦的抗战故事。

戴慧泽所在的屋子，是他的老家——— 临淄
区敬仲镇白兔丘北村的村史馆，这里记载了这
个能追述到周代的古村的历史。

“也记不清来了多少次了，最早的时候是
奶奶带我来，后来我就自己或者约上几个同学
一起来，每次看的重点不一样，之前喜欢看一
些陈列的仿制文物、奖章，现在更愿意了解一
些历史故事。”戴慧泽说，在读初二的他，一
有空就会来到这里，而每次都有不同的收获。

雨还未停，从杏树下穿过，再绕开一小片
竹林，乡村记忆馆的大门映入眼帘，熟悉地穿
过几片展区，戴慧泽的父亲戴洪涛驻足在一个
老式农具的展示架前，“想想现在的机械化耕
种，再看看这些旧时农具，被先辈们的勤劳智
慧深深感动，被当年那股子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儿震撼的同时，也感慨现在乡村的发展、进
步。”

两百多件展品，农耕、生活、交通通讯三
大主题展区，这个坐落在白兔丘北村的乡村记
忆馆，不但是本村人寻找儿时记忆的宝地，也
是周边百姓、附近学校学生热衷的场所。

“时光一天天流逝，记忆中的乡村似乎越
来越找不着踪迹，但是这个乡村记忆馆，能让
人记得住乡愁，留得住乡情。”白兔丘北村的
老书记曹东山的话，也印证了记忆馆门口那块
“金色乡土教育基地”的牌匾。

乡村记忆馆和村史馆占去了这个文化大院
的大部分，但剩下几间房屋的作用也举足轻
重，农家书屋里，几名年轻的村民在翻看有关
着种植的书籍；棋牌室里，戴慧泽的奶奶和几
个老姊妹边聊天边打牌；“一约四会”办公室
里，村红白理事会正张罗着简办下一个喜
事……

小剧团的自豪感

如果不是雨天，戴慧泽的奶奶一定在这个
院子门口，拉起那个足有20人的小剧团，吹拉
弹唱，给村里老百姓摆上一道曲艺大餐。

戴慧泽蹒跚学步的时候，照看他的奶奶崔
成凤便开始自学吕剧，“买回光盘，回家边听
边唱。”慢慢地，崔成凤周围聚集了一帮爱好
曲艺的村民，唱戏、打快板，还有唱红歌的，
一个小剧团颇具雏形。

“你看这些年村里的变化，修了水泥路、
装了路灯，绿化带里种了花，卫生也有专人打
扫了，钱包越来越鼓，条件越来越好，老百姓
的脑子也不能闲着。”今年69岁的崔成凤，仍
然活跃在文艺一线，十里八村的文化大舞台
上，都留下过她们的身影，“特别是给别的村
老百姓表演，我们更是打心眼里自豪，这说明
我们白兔丘的老百姓文化生活丰富呀。”

让白兔丘北村村民自豪的，远不止崔成凤
的小剧团，村里的锣鼓队是全区大型文艺活动
的常客，村里的太极拳表演，也无数次登上大
小舞台。

挂在“一约四会”办公室里的村规民约，是
白兔丘北村精神文明建设的直接表现，三十四
条规定里着重强调了文明新风的倡导，革除生
活陋习、养成文明行为已成为村民的自觉习惯。

“ 公 为 民 心 向 党 遵法 纪 树形
象……”文化大院门口墙面上的三字歌虽已泛
黄，却早已在村民中传唱。这首“白兔丘北村
村规民约三字歌”年代久远，就连曹东山也记
不清是谁起草的，但这首《三字歌》却承载着
白兔丘北村的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
风，以及不断提升农民的道德水准和精神文明
程度。

红色基因的百年传承

白兔丘这个稍有拗口的名字源自村东头的
一座古墓，墓主人是春秋时期齐国上卿高傒。
高傒字白兔，谥号敬仲。白兔丘北村和敬仲镇
的命名就源于此。高傒身历四朝，拥立了两位
齐国国君，辅佐齐桓公成就了春秋首霸大业，
是个在齐国历史上留下浓重笔墨的忠贞之臣。

高傒是高姓、卢姓、柴姓的祖先。如今，
在高傒后人的努力下，高傒墓及周边已经建成
了中华高傒文化园。每年齐文化节，数千来自
世界各地的高氏后裔们都会来到这里，共同缅
怀先人的同时，也促进了白兔丘北村乡村文化
根脉的延续、乡风文明不断出新。

近年来，白兔丘北村先后被评为全国文明

村、省级乡村文明家园示范村、省级生态文明
村、省级文明村、省级卫生村。

目光再次转向承载着乡村文化根脉的村史
馆，耿贞元、高新成两位烈士讲述的故事仍未结
束。时间追溯到1926年10月，临淄共产主义革命
的第一粒火种在白兔丘北村点燃，白兔丘北村
党支部见证和记载了临淄地区共产党初期的辉
煌历史，孕育了一大批革命先烈和仁人志士。

据记载，白兔丘北村党支部成立后，积极
组织群众开展农民运动，先后在周围20个村成
立农民协会，互助搞生产的同时还节俭承办农
民的婚丧嫁娶红白事。

“前几年，全区推动移风易俗建设，改革

红白公事，别的村都还在为难的时候，我们村
的老党员就带头节俭办理了自家老人的丧事，
此后的工作就水到渠成了。”曹东山回忆说，
早年白兔丘党支部的成立，给村子烙上了深深
的红色印记，此后的抗战、抗美援朝、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建设中，都涌现出一大批的先进人
物。

“振兴乡村要铸‘文化之魂’。广泛组织
开展各种群众性文化活动，深入推行‘移风易
俗’，挖掘传承优秀乡土文化，厚植乡村振兴
内涵，大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才能不断提升
农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临淄区委书记
宋振波说。

白兔丘北村挖掘传承优秀乡土文化———

红色基因助力乡村振兴 □记者 刘磊
通讯员 吴红燕 报道
本报淄博讯 日前，临淄区妇联首批认定金

茂职业培训学校、乐采种植专业合作社、馨月母
婴护理中心、杰森生态农业及乐恩特色生态农业
园5个巾帼居家创业就业示范基地，积极开展
“巾帼创业新行动”，提高妇女就业创业能力。

巾帼居家创业就业示范地基地需由妇女创办
或以安置妇女为主，并能带动贫困妇女增加收入
的农特产品生产加工、来料手工加工、电子商
务、乡村旅游等居家创业就业加工服务点或小微
企业，对被认定并符合相关扶持条件的巾帼居家
创业就业示范基地，临淄区妇联积极争取给予支
持。一年来，被认定的示范基地，积极吸纳贫困
妇女居家创业就业，通过举办各类讲堂、培训班
等方式提高创业就业能力，帮助她们脱贫增收，
在助力党委政府脱贫攻坚中作出贡献。

今后，临淄区将继续积极推动特色种养、手
工加工、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等各类居家创业就
业脱贫示范基地发展，推进巾帼居家创业就业脱
贫工作，助力乡村振兴。

临淄开展

“巾帼创业新行动”

□记者 刘磊
通讯员 宋以生 报道
本报淄博讯 3月20日，临淄区规范办学工

作专题推进会召开。
会议就进一步落实全市“民生社会建设率先

突破”教育事项“规范办学”专项工作提出了更
高要求，就进一步完善规范办学学校层面自查自
改机制进行了专门强调，并就区域“规范办学特
色项目”建设工作进行了专题部署。会议要求各
学校要进一步组织全体教职工深入学习国家和
省、市关于规范办学的文件精神，对照标准和要
求，切实开展好自查自纠，不断提升规范办学实
效；要强化责任抓落实；要深化教育扶贫，继续
实施全学段教育补助政策，确保贫困家庭子女入
学率。

临淄区教育和体育局将进一步落实关于规范
办学的检查整改机制,严格落实责任追究制度，
以切实回应社会及群众关切，不断推动全区教育
高质量发展，创办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临淄教
育。

临淄提升

规范办学实效

□记者 刘磊 报道
本报淄博讯 3月25日，记者了解到，近年

来，临淄区通过建立资金监管运行机制、持续加
大财政投入力度等措施，积极助力公共卫生服务
项目，筑牢健康“幸福线”，不断提升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质量，增强群众幸福感、满意度。

据了解，为了给予慢性病、贫困人口等重点
特殊人群更好地提供公卫服务，临淄区从2017年
开始设立家庭医生签约专项资金155万元，用于
开展个性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让一部分重点人
群享受更贴心、更方便、更全面的公共卫生服
务。2018年，继续加大资金投入，全年共拨付资
金3369万元用于基层开展基本公卫服务。37万人
次接受健康教育讲座，4619名孕产妇和新生儿享
受到了家庭访视和查体服务，为59400名65岁以
上老年人进行了免费查体，为59861名高血压、
糖尿病患者提供了12次免费随访，免费接种疫苗
10 . 5万针次等等。

临淄筑牢

群众健康“幸福线”

□记者 刘磊 报道
本报淄博讯 3月22日，临淄区凤凰镇举行

第一届“梧桐引凤 助企聚才”春季招聘会。
据了解，此次招聘会共有35家企业现场招

聘，提供岗位1000余个，涉及钢铁、塑料、化
工、食品、电子信息等多个领域，并优先录用有
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众。用工单位以此次活动为契
机，宣传企业、展示形象、广纳人才；求职者也
结合自身求职需求，认真了解企业招聘信息和各
项就业扶持政策，积极应聘。

凤凰镇举行

首届春季招聘会

□ 本报记者 刘磊
本报通讯员 宋国锋

春天万物复苏，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季节。
在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深入开展的今天，临淄
区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
在众多的志愿者中，有一个志愿群体最让人敬
佩，他们就是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就在前
几日，临淄区又有一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配型成功，亲赴济南去挽救一位白血病患者的
生命。

这位奉献爱心的志愿者就是临淄区闻韶街
道天齐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 王玉
峰。他也是临淄区第11例、2019年首例非血缘
关系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3月19日下午，临淄区红十字会、闻韶街
道为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王玉峰举行了欢送会。
随后，在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陪同下，王玉
峰顺利抵达济南住院接受各种检查调理，于3
月25日经过采集、分离等程序后完成捐献。

2012年5月4日，王玉峰响应临淄区委区政
府号召，加入到中华骨髓库，成为了一名光荣
的造血干细胞志愿者。

“前几天，接到中华骨髓库通知，说我的
造血干细胞初步配型成功，我是打心底里感到
特别荣幸。”王玉峰笑着对记者说。

在家人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初筛配型、高
分辨配型、体检后，王玉峰与一名血液病患者
配型成功，将为患者送去生的希望。王玉峰觉
得，在茫茫人海中能够配型成功是一种缘分，

他要尽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
王玉峰说：“这是缘分，毕竟是素昧平

生，我不是什么英雄，就是一个平常人，做一
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一件事情，我为正能量代
言。”

在临淄区副区长王立明看来，王玉峰作为
临淄区又一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用自己的实
际行动，不仅履行了向患者和社会的承诺，更
是“人道”“博爱”“奉献”红十字精神的具
体体现。他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特别热心
公益事业，用实际行动展现了社区工作者的风
貌。

“这次他有幸去济南捐献造血干细胞，给
我们做了一个榜样，下一步我们要以王玉峰同
志为榜样，积极投身公益事业。”临淄区闻韶

街道办事处天齐社区工作人员骆美玲说。
造血干细胞移植是挽救白血病患者生命的

希望之光。据了解，临淄区申请加入中华骨髓
库的市民有1000多人，自2003年以来，已有10
人成功捐献，挽救了10个生命。造血干细胞捐
献志愿者团队不但成为临淄的道德楷模，还为
临淄区的文明城市创建增色添彩，赢得了一座
城市的敬意。

捐献造血干细胞，奉献人间大爱。王玉峰
作为一名社区工作者、一位普通的共产党员，
用自己的热血谱写了一曲大爱之歌。“我们在
为王玉峰点赞的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爱心人士
踊跃加入到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行列，为血液病
患者点燃生的希望。”王立明说。

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王玉峰：

“我为正能量代言”

□ 本报记者 刘磊
本报通讯员 王聪颖

“鹧鸪声腔醉八仙，交口传唱数百
年，梨园丛中一枝秀，今逢盛世更红
艳。”3月10日早上5点半，天刚蒙蒙亮，
在淄博市临淄区朱台镇上河村，鹧鸪戏剧
团的演员们就已经开始为演出做着紧张的
准备了。打底、吊眉、贴片、梳妆……这
些演出前的准备，大家一丝不苟，好是忙
活。

锣鼓一响，大幕缓缓拉开，场下原本
吵吵闹闹的观众突然全都安静了下来，只
见一位柳眉腮红，身着碧绿碎花套裙、粉
红绣鞋打扮的妇人迈着小碎步，缓缓走上
台来，台下登时一片鼓掌叫好之声。妇人
摆动身姿，大红的手绢微微遮面，便唱将
开来。那声音听起来婉转悠扬，清脆嘹
亮，上下两句之间常有的“哎”声拖音，
如同鹧鸪鸣叫，遥远而又逼近……

“今年春节期间，从正月初六开始，

每天晚上6点到9点我们都会聚到一起准时
排练，正月十一到十四，一天一场戏，春
节唱鹧鸪戏可是我们村延续了250多年的老
传统了。”上河村鹧鸪戏剧团团长张文峰
介绍。2011年，作为唯一一个由村传承的
剧种，鹧鸪戏被正式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但随着老艺人们的相继去
世，人员断代危机的出现，演出场所、经
费等的缺乏，以及老剧目的遗失，鹧鸪戏
的保护便迫在眉睫。

“寻找演员是很困难的，鹧鸪戏是交口
传唱的，虽然现在有了谱子，但按谱传唱却
总是唱不出那个味道来。”张文峰说。“传承
鹧鸪戏需要大量的费用，服装道具、演出车
辆都需要钱。”

为了保护和传承鹧鸪戏，朱台镇把镇
社会保障服务中心四楼改造成为了鹧鸪戏
演员排练场地；还投资500万元建成了鹧鸪
戏楼、鹧鸪戏展厅；提供资金补贴，鼓励
组织鹧鸪戏下乡演出。“现如今非遗传承
更为容易了。鹧鸪戏楼为传承鹧鸪戏奠定

了基础，老百姓有了新想法，觉得有了着
落，原先要唱戏还要现搭戏台子，村里场
地又小，搭的戏台子晃晃悠悠的，现在可
好了，想唱就唱。”张文峰说。

此外，还将鹧鸪戏纳入了当地中小学地
方特色校本课程，聘请鹧鸪戏的艺人们每周
三下午在高阳小学开设相关课程，引导孩子
们发现鹧鸪戏之美，推进鹧鸪戏在当今青年
一代的传承。现如今，鹧鸪戏团中年龄最小
的演员才14岁。

临淄区作为八百年齐国故都、历史文
化名城,悠久的历史积淀下深厚的文化底蕴
和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传承和
保护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临淄着力建立
行之有效的保护机制，制订专项非遗项目
保护方案,设立专项非遗保护资金,努力构建
多元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体系，同时扶
持非遗文化产业，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截至目前，临淄区共有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4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8项、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40项。

“鹧鸪”声声传承非遗文化

小朋友学习鹧鸪戏。

□记者 刘磊 报道
本报淄博讯 3月26日，记者了解到，临淄

区坚持开拓创新，引导扶持社会组织参与扶贫，
通过社会组织、志愿者的力量将服务下沉到贫困
群众身边，落到实处。

辛店街道社会组织孵化中心自2016年建立以
来，深入探索社会组织助力精准扶贫。今年，创
新开展“牵手同行”助力精准扶贫项目，从进驻
的公益组织中选取了教育、医疗、养老、家政服
务、心理咨询等9家群众性服务功能强的社会公
益组织与其签订政府购买公益服务协议书，投入
18 . 9万元，精准为辖区60户贫困户提供量身定制
的全方位、多元化专业扶贫服务，还创新开展了
首届社区公益项目创投大赛，对辖区贫困家庭提
供专业化“菜单式”帮扶。实现了精准扶贫、社
会组织壮大、贫困户脱贫的互利互通、共赢发
展。

社会组织

助力精准扶贫


	19-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