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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蒋鑫 王兆锋
本报通讯员 王天慧

您心目中的新时代乡村是什么颜色？是
麦田的绿、花的红，还是泥土的黄？

在菏泽市农村，我们发现，扎根乡村的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犹如一朵朵色彩斑斓的
牡丹花正在绚烂绽放，让乡村“靓”、村风

“清”、文化“彩”。

志愿“红”
义务清洁队，环境的“守护者”

5月13日，我们走进巨野县柳林镇榆园新
村，一栋栋两层小楼，一排排绿树红花，路面
看不到一点垃圾，十分干净整洁，不少村民在
村角一处凉亭里拉着家常。“我们村变成这
样，多亏了‘红马甲’。”村里的一位大娘告诉
记者，她口中的“红马甲”，就是村里自发组成
的一支“新时代文明实践”义务清洁队。

今年68岁的王光合，就是义务清洁队的
一员。每天早7点，他就会穿上红色的“新时代
文明实践义务清洁队”马甲，准时出现在自己
的片区进行义务清扫。他所负责的片区在村
东头，是一条180米长、9米宽的主干路。“每天

早上把自己负责的片区打扫完后，我们会不
定期地在村里遛弯，看到垃圾随时处理。”

榆园村自搬迁至新村以来，村“两委”积
极发动全村党员群众定期开展环境卫生集中
整治活动，这支由党员和村民代表组成的近
30人的义务清洁队，不间断开展乡村卫生义
务保洁、环境监督，为维护靓丽村庄做着贡
献。“我们村家家实行‘门前三包’，做到门前
无垃圾、对义务清洁队实行分片包段管理，每
天进行一次大扫除。”巨野县柳林镇榆园新村
村主任王衍存说，现在，村民保护环境的责任
感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群众参与到美丽乡
村建设之中，争当村居环境的“守护者”。

村风“清”
“义务红娘”，遏制天价彩礼

王秀丽，郓城县唐庙镇胡庄村的妇联主
任、文化服务队队长、文明实践志愿者。除此
之外，她还有个特殊的职务———“义务红娘”。
她已经撮合了四对年轻人。

“平时我负责村里的文化娱乐活动，在排
练舞蹈前，跟姊妹们拉家常的时候，了解一下
周边村的未婚青年的情况，如果碰到合适的，
我就会帮着撮合撮合。”王秀丽告诉记者，以

前，村里很多人是靠“职业媒人”介绍对
象，媒人滥收中介费，随意叫价彩礼等一些
负面现象也随之出现。

为树立文明村风，改变不良风气，胡庄
村成立了红白理事会，订立了村规民约，反
对高额彩礼，提倡喜事新办。村里成立了婚
介协会，村妇联主任兼任红娘，义务给适龄
青年介绍对象，还专门成立了微信群，为青
年人牵线搭桥。

“以前的胡庄村，年轻人结婚彩礼至少3
个九万九，通过‘义务红娘’中间撮合，现在这
种高价彩礼没有了，我们村通过一系列的工
作，遏制了大操大办婚丧嫁娶事宜的风俗，减
轻了村民的人情负担，让我们村村风更正了，
家风更淳了。”省派第一书记刘天华说。

文化“彩”
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多彩

13日下午，彭楼镇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
热闹非凡，一场精彩的文化演出活动正在进
行，各具特色的节目让在场的观众连声叫好。

鄄城县彭楼镇非物质文化遗产积淀深
厚，当地充分利用这些优势资源，与新时代文
明实践结合，大力推广担荆舞、马叉、砖塑等

非遗项目，提升群众文化认同感。
在现场表演的担荆舞队伍中，有一半的

演员是孩子。“小时候不明白，看奶奶表演只
觉着好玩，后来才知道这是我们的一项非遗
项目，长大后奶奶怕失传，经常带着我跳担荆
舞，她想把这项非遗表演传承下来。”一位小
演员说，现在他周围的小伙伴也都陆续加入
到学习担荆舞的队伍中。

一块泥、一根小棍，在经过谢新建的手
后，不一会儿，一个刻着图案的葫芦就弄好
了。在砖塑非遗传承人谢新建家，用泥塑成的
狮子、龙、葫芦摆满了整间屋子。为了让更多
的人了解砖塑，作为彭楼镇中学老师的谢新
建，把非遗搬进了课堂，让学生近距离了解和
学习这项技艺。“效果很不错，孩子们学起来
很有兴趣，也让我对这项技艺的传承充满了
信心。”谢新建说。

鄄城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立足群众的
精神文化生活，统筹辖区内非遗资源，组建多
支文艺志愿者队伍，定期开展文明实践活动，
满足群众文化需求，增强群众的文化自信。

“一方面非遗文化得到传承发展，另一方面也
促进文明实践引领乡村新风尚，达到凝聚群
众、服务群众、教育群众，以文化人、成风化俗
的目标。”鄄城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李婷说。

菏泽新时代文明实践花开绚烂———

让文明乡风浸润美丽乡村

□记者 蒋鑫 报道
本报菏泽讯 5月15日，“守

护‘医’线、守护校园”——— 2020
菏泽防疫先锋医教健康行动暨捐助
仪式举行，山东睿鹰制药集团向全
市防疫一线医护人员及教师捐赠了
3万支、价值1500万元的抗病毒喷
剂产品。

“山东睿鹰制药集团与上海市
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抗病毒喷剂产品
的成功生产，不仅对菏泽统筹推进
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复学具有重要
意义，也将对全市生物医药产业持
续健康发展产生积极影响。”菏泽
市委副书记张伦指出，当前，疫情
防控进入了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
常态化阶段，医护人员始终处于疫
情防控工作的第一线，校园疫情防
控涉及千家万户，容不得丝毫麻痹
和松懈。山东睿鹰制药集团向防疫
一线医护人员及教师捐赠喷剂产
品，充分彰显了企业的大爱胸怀和
社会责任担当，必将为全市医院和
校园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支持和保
障。希望社会各界以这次“守护
‘医’线、守护校园”医教健康行
动为契机，在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关
爱医护人员、关注校园安全的浓厚
氛围，为夺取疫情防控全面胜利、
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据了解，本次捐助的抗病毒喷
剂产品，由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
心和山东睿鹰制药集团合作生产，
通过喷雾或雾化吸入等方式，为人
民群众身体健康安全构建免疫屏
障。作为本次活动的特邀专家，复
旦大学特聘教授、上海市传染病研
究所所长、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
心转化研究院院长徐建青教授，在
活动现场进行了主题为“全球疫情
下的防病毒突破性研究成果分享”
的演讲。睿鹰制药有关负责人在
“初心·责任”的主题发言中表示，作为中国医药工业百
强企业，睿鹰制药将始终坚持以企业价值践行社会责任，
以研发更优质、更高效的创新药造福社会为己任。仪式
上，医护代表以“国有战，召必回，战必胜”为主题进行
了发言。

捐赠活动前，播放了“与病毒赛跑”和“幸得有你
牡丹重绽”致敬疫情前线逆行者视频。

山
东
睿
鹰
制
药
集
团

向
医
护
人
员
及
教
师
捐
赠
抗
病
毒
喷
剂

□记者 赵念东 报道
本报菏泽讯 复学在即，各高校忙于各项演练和储备

防控物资，为复学后的疫情防控做好充分准备。5月14
日，爱心企业北京浮山创客向菏泽学院捐赠总计价值4万
余元的酒精和防护口罩，助力学校复课复学。

5月14日下午，爱心企业北京浮山创客大学生创新创
业实训基地，委托菏泽市社科联秘书长荣海生向菏泽学院
捐赠了价值4万余元的酒精和防护口罩，全力支持疫情防
控工作，菏泽学院创新创业学院常务副院长杨红兵代表学
院接收捐赠，并向浮山创客发放捐赠证书。

据悉，浮山创客是北京一家从事教育相关行业的企
业，2019年落户到菏泽学院创新创业学院。考虑到学校即
将复学，师生返校，便自发购置了防疫物资，为复学后疫
情防控工作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

复学在即

菏泽学院获赠防疫物资

◆更多报道详见
大众报业·大众日报
客户端菏泽频道

□本报记者 蒋鑫 王兆锋
本报通讯员 陈新振

桑秋华：
用38年为菏泽牡丹留影

“作为一名菏泽市民，宣传好家乡是我应
该做的，没想到市委、市政府给我这么高的荣
誉。我会加倍努力，把牡丹拍好，把‘中国牡丹
之都’宣传好。”桑秋华获奖后说。

2015年5月，一段两分钟的牡丹花开视频
火爆网络。到目前，这个名为《国花神韵》的短
视频仅在其中一个网站的点击量，就接近了
四亿次。它的拍摄者就是桑秋华，菏泽市牡丹
区人，一位曾经的下岗职工。为拍这段视频，
桑秋华日夜守候在多株牡丹旁边，一朵牡丹
从初绽到盛开需要二三十个小时，他每隔几
分钟便拍摄一张照片。他采取延时摄影的方
式拍摄了216个小时，记录了多个品种的牡丹
绽放全过程，后将其制成2分钟左右的视频。

在38年的时间里，他拍摄牡丹图片资料6
万余幅，延时摄影图片素材十几万张，出版牡
丹专著4部，拍摄制作《美丽菏泽——— 我的家》
系列宣传片29部，牡丹主题摄影作品屡获大
奖。他拍摄的牡丹图片被国家邮政局制作成
邮票、邮册、明信片，牡丹视频在中央电视台
及各大网站广泛传播，他用38年的辛勤付出，
为菏泽牡丹造像，集聚了分类细、题材全的牡
丹影像数据库，创造了牡丹摄影的传奇。

为了拍摄一段牡丹发芽视频，桑秋华整
整耗费五年时间。从秋分到立春，不关机连续
拍摄，完整记录下了牡丹从种子发芽到美丽

绽放的全过程，不仅让人们看到了牡丹的生
命之美，还成为研究牡丹的珍贵资料。

孙文海：
让300多个新品种绽放惊艳

“我以后要培育更多、更好的品种奉献给
社会。”孙文海在获奖后说。

1985年，正值壮年的孙文海被父亲带进
了牡丹园，当了一名普通的技术员，这一干就
是35年，成为了这个家庭里的第三代牡丹专
家。

30多年来，孙文海培育了300多个牡丹新
品种。对于他来说，培育牡丹就是他生命的全
部。

紫绒球、玉楼点翠、紫凤娇艳等一些珍贵
牡丹品种，都来自孙文海的精心培育。而培育
一个好的新品种，从撒种子到挑小苗，花朵初
开、嫁接繁殖，然后根据花色稳定性再进行剔

除筛选，这个过程需要十年的时间。中国花卉
协会牡丹芍药分会为了表彰孙文海为中国牡
丹产业作出的贡献，以“文海”命名了一个他
培育的牡丹新品种。2019年北京世界园艺博
览会上，“文海”牡丹以花大色艳征服了评委，
获得银奖。

然而就是这样费尽心血培育的牡丹新品
种，他几乎无偿分给了众乡亲进行种植、销
售。

孙文海祖孙三代都与牡丹结缘。有空时，
孙文海常常翻起祖辈留下来的牡丹谱。这本
手写的牡丹谱，从曹州百花园建园开始，记录
了每个牡丹新品种生长的信息。“关于牡丹育
种，我一定会做下去，为后人着想，一定要把
牡丹育种搞下去。”孙文海说。

王莲英:

培养大批牡丹人才

84岁的王莲英，近期居住在海南，受疫
情影响，没能到颁奖现场并且婉拒了30万元
的奖金。14日下午，在与菏泽市委书记张新
文视频连线时，她就菏泽牡丹产业的发展提
了3点建议：“适当发展牡丹和芍药的盆
栽；推动牡丹和芍药的切花生产；加大科研
力度，尽快成立牡丹科研所。”

40多年来，王莲英一直情系菏泽牡丹。
她每年都要到菏泽，带来先进的理念和技术
技艺，为菏泽培养了大批实用型牡丹人才，
年龄大些的花农都认识王莲英。王莲英在种
植方面提出了很多好建议，如如何解决规模
化种植和专业化种植的问题，如何解决新技
术的应用问题等。近年来，王莲英不顾年事
已高，仍然亲临一线，为菏泽牡丹发展中存
在的问题解疑答惑，并多次组织以牡丹芍药
为主的插花艺术展，广泛宣传菏泽牡丹，拓
宽菏泽牡丹的应用领域，推动菏泽牡丹产业
化发展。

“作为中国牡丹之都的菏泽，为我们国
家牡丹种苗的生产和新品种的培育，作出了
卓越贡献，希望今后再接再厉，让菏泽能够
成为引领世界现代化牡丹生产的高地和领军
之地。”王莲英教授在发表获奖感言时深情
地说。

“我们大张旗鼓地奖励为菏泽牡丹发展
付出心血和汗水的人们，在全社会营造尊
重、培养、吸引牡丹人才的浓厚氛围，全面
提高‘中国牡丹之都’品牌影响力、辐射
力，不断提升菏泽城市知名度和美誉度，努
力把我市打造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牡丹产
业融合发展高地和牡丹文化艺术中心。”菏
泽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平说。

首届“中国牡丹之都”（菏泽）卓越贡献奖颁出———

这三人为何获此殊荣？
牡丹是菏泽亮丽的名片。为进一步推动牡丹产业和牡丹文化艺术繁荣发

展，菏泽市委、市政府决定，自今年起设立“中国牡丹之都”（菏泽）卓越贡献

奖和牡丹系列奖项。5月15日，首届“中国牡丹之都”（菏泽）卓越贡献奖颁奖典

礼举行，对为菏泽牡丹产业发展、牡丹文化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团体进行奖

励。北京林业大学教授王莲英、摄影家桑秋华、牡丹区百花园高级农技师孙文

海荣获首届“中国牡丹之都”（菏泽）卓越贡献奖。受疫情影响，王莲英没能到现

场接受颁奖。菏泽市委书记张新文与她进行了视频连线，向她表示亲切问候和

衷心感谢。张新文分别向桑秋华、孙文海颁发了证书、奖章。桑秋华、孙文

海分别获得奖金30万元。

□记者 赵念东 报道
本报菏泽讯 5月17日，国际博物馆日前夕，菏泽市

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文物保护利用改革工作推进情况新闻
发布会，对全市的文物保护利用改革工作推进情况和方案
实施办法进行重点介绍。

据统计，菏泽市现有不可移动文物点2058处，各级文
物保护单位518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1处，省
级文保单位95处。拥有可移动文物81558件/套，其中珍贵
文物1338件/套：一级文物23件/套，二级文物123件/套，
三级文物1192件/套。全市建有各级各类博物馆17家。

为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菏泽市政府办公室
印发了《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实施方案》。其
中。方案主体部分，提出了11项任务措施，概括讲，主要
是取得“四个新突破”、强化“四项支撑”、突出“四个
菏泽特色”。

“四个新突破”：围绕国家、省战略部署和市委市政
府部署要求，在加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利用方面取得新突
破；创新文物价值的挖掘阐释和认知传播方式，在革命精
神谱系和文物价值传播体系方面取得新突破；推动文物工
作融入现代社会、融入生产生活，在推动文物合理利用方
面取得新突破；坚守文物安全底线，在健全文物保护机制
方面取得新突破。

“四项支撑”：强化机构建设；强化投入机制；强化
科技支撑；强化人才机制。

“四个菏泽特色”：推动牡丹文化遗产研究、保护、
利用，促进牡丹旅游商品的开发与推广；加强堌堆文化遗
址保护利用，加大投入力度，做好堌堆文化研究；加快推
动菏泽市博物馆（新馆）建设；加快推进定陶王墓地（王
陵）文物保护工程建设。

下一步，菏泽市文化和旅游局（市文物局）作为文物
行政主管部门，将以推进文物保护利用改革为主线，以高
质量发展为目标，推动文物保护利用工作再上新台阶，使
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多更好惠及人民群众。

菏泽加强

文物保护利用改革

□赵念东 刘厚珉 报道
日前，单县园艺街道张知楼村举办孝善敬

老饺子宴，与往日不同的是，本次饺子宴煮熟
的饺子由红色代办员分送到老人家中，规避了
集中用餐带来的疫情传播风险。图为新时代文
明实践红色代办员为老人包饺子。

□本报记者 王兆锋 蒋 鑫
本报通讯员 傅子栋

灰瓦砖、土坯墙，墙面上能清楚地看到打
碎的麦秸秆……走进菏泽市单县龙王庙镇刘
土城村，记者被一套套散发着“乡土气息”的
小院吸引。

5月16日下午4点半，刘振献还没来得及
吃午饭，他正指挥着一辆小型吊车干着活。

“我把老院子拆了重新盖，五间正房，三间偏
房，盖好以后搞民宿旅游。”刘振献说，刘土城
村现在的变化让他充满了干劲。

“走了不想来，来了就想赶紧走。”这是刘
振献对以前刘土城村的印象，“以前村子里路
不好走，垃圾眼前飘、臭水脚下流。”刘振献

说，现在刘土城村真的变了样，村里路面硬化
了，每家每户门前都摆上了垃圾桶，以前污水
横流的河沟变清了，街头有了风景宜人的小
公园，随处可见鲜花绿植，邻里的关系也变得
更加和睦融洽。他从石家庄回来，准备在村里
大展手脚。

跟刘振献有着同样感受的，还有北京牌
匾张木艺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向中。在看
到老家换新颜后，他拉着被子回到了家。“村
里要发展民宿，我就想用自己的一技之长，让
家乡充满文化气息，打造一道木艺文化风景
线。”张向中说，等村里的民宿产业发展起来
了，他会根据每个民宿，制作符合各自风格的
牌匾，为老家的建设出份力。

“我在北京，经常梦回故乡。回家乡看到

颜值变靓，人心变美，我就决定回来了，和乡
亲们一起，留住乡愁，让家乡变得更好。”张向
中动情地说。

在村民靳昌学家，新盖房子正准备粉刷
外墙。“盖好后我要开一间面馆，让游客尝尝
我的手艺。”靳昌学说，他在县城里经营着一
家面馆，生意也不错，这两年刘土城村吸引了
越来越多的游客，他想着在村里开家分店，解
决游客吃饭问题。“以后村里来的游客多了，
让他们好好体验一下住民宿、吃美食，感受一
下我们村的幸福生活。”靳昌学说。

“村里越来越美，吸引游子返乡创业。现
在，村里有15家民俗院落正在建设。”刘土城
村党支部书记刘洪启说。在刘土城村，每条街
的街头都贴着一块公示牌。“我们村把每条街

道细化，选出责任心强、群众口碑好的村民任
‘街长’，负责街道整治与管理，公示牌就是要
亮出他们的信息，主动接受村民监督。”刘洪
启说，由群众选出“街长”，不仅让村里的环境
变“靓”了，更重要的是提高了村民积极性。

“现在，上到七八十岁的老人，看到地上有垃
圾会主动捡起来；下到两三岁的孩子，要是看
不见垃圾桶，手里的零食袋就不撒手。实行垃
圾分类改变了村民的生活习惯，村民自我保
洁意识普遍增强，村容村貌有了很大改观。”

“我们还建立了‘新时代文明实践银行’，
通过‘文明实践’兑换‘奖励’，增强了村民的
环保意识，促进了美丽乡村建设。”刘洪启说，
每季度评选“红旗文明实践户”，年底表彰“文
明富豪”。这项制度推出后，村民们每天早早
起床，自发清扫街面，村庄人居环境整治难以
长久保持的难题迎刃而解。“只有人的美丽，才
有乡村的美丽；只有人的振兴，才有乡村的振
兴。”刘洪启说，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落地生根，
村民在获得了归属感、自豪感的同时，提升了幸
福感和获得感。

颜值“靓”人心美———

刘土城：乡愁吸引游子归巢兴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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