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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大众报泗水讯 （通讯员
姚树华 包庆淼）“刘庆民的经
历，让我心灵震撼，从他身上感受
到了道德的力量。” 9 月 1 9 日上
午，泗水县乡村医生刘庆民事迹报
告会结束后，泗张镇干部栾庆林受
到了很大触动。

“全国公民道德日”前后，孔
子诞生地泗水县一改往年仅设“宣
传一条街”之类的平面模式，增加
了讲儒学、做志愿、做典型宣讲、
放微电影等。通过这些接地气的做
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变得可亲

近、易理解了。
事实上，早在 2 0 1 3 年春，泗

水的尼山圣源书院就开始“乡村儒
学”试验。来自北京、济南等高校
的专家学者直接到村里讲课传道，
深受农民欢迎。目前，乡村儒学讲
堂已开办了 5 0 余期，听课群众达
15000 余人次，已逐步形成了覆盖
圣水峪镇 6 0 个行政村的学习网
络。

今年，在“乡村儒学”试验基
础上，泗水又启动了打造“儒风孝
道之乡”活动。依托乡镇综合文化

站，调动农村文艺组织热情，涌现
出了开心坷垃头艺术团、群星豫剧
团等众多草根艺术团体。接地气的
惠民文化，进城入村，悄然改变着
百姓的价值观念。

“今年公民道德日让人耳目一
新，印象深刻； 2 4 个字的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通过这些人和事，
更容易走进人的心里。”正在中国
泗水网《印象泗水》栏目点播微电
影《爱的奇迹》的秦丽萍说。

这个栏目里的公益微电影，大
多聚焦当地的道德模范和平凡好

人。这些发生在泗水人身边的事，
生活在大伙中的人，通过覆盖广
场、社区、超市、党政机关、企事
业单位的 L E D 屏、电视台、网
站，让不少像秦丽萍这样的人感受
到了善与和谐的力量。

9 月 2 0 日晚，华灯初上，县
城兴儒公园一角，人头攒动，掌声
阵阵。一场儒学讲座正在进行。刚
刚以《孝的双向传承》为题讲完课
的洙泗小学教师贺秀芹，就是县儒
风孝道之乡志愿者成员之一。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现

场，在先 进 人 物 事 迹 报 告 会 会
场，还有许多志愿者在忙碌。到
目 前 ， 泗 水 县 已 有 各 类 志 愿 者
1 2 0 0 余人。他们热心公益活动，
在为社会传递正能量的同时，也
感召着更多人加入。

而像这样设在公园广场的国
学、儒学公益讲座，每周六都有。
听众刘瑞对此评价很高：“在广场
上听讲座，其实是一种很优雅的学
习方式，它不像在课堂上，这样的
讲座听讲者没有任何压力，效果也
好。”

农村大众报济宁讯 （记者祝
超群 通讯员张美荣 高永成）兖
州区大安镇白店村农民白仲林有 7

亩地，去年他把地流转给了德农粮
食种植专业合作社。“过去一家人
种着几亩地，每年收入 6 0 0 0 元，
土地流转后，每亩地租金 1 0 0 0

元，关键是我能腾出时间来打工，
每年能收入一两万元。”老白说，
现在不但收入上去了，自己以前种
植不好的 2 亩贫瘠地，流转到了合
作社手里也成了宝。合作社社长周
平说：“现在我们正在对这个土地
进行土壤肥力提升，就是改良土
壤，提高有机质含量，秋后计划将
这 2 0 亩地种上蒜，这样一亩地的
收入应该能达到四千元。”

“一家三五亩、散落七八处”，地

块零散阻碍了现代农业的产业化经
营。在兖州，今年有更多的农民像老
白一样，选择把地交给会种的人来
种。目前，兖州区共有20万亩土地流
转到种粮大户、合作社、家庭农场等
新型经营主体手中，流转面积占家
庭土地承包经营面积的40%。

流转的土地面积逐年增多，为
了保障农村土地依法有序流转，兖
州区成立了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中心
和服务大厅，统一印制土地流转合
同，明确规定了土地租金的支付方
式、支付时间等，指导流转合同的
签订。各村的村级流转服务站也能
及时掌握农户土地流转的意愿。

“我加入了种粮大户联盟，联
合起来力量大，我们大户的粮食价
格比散户每斤要贵五分钱。”新兖

镇种粮大户杨永彪说。杨永彪口中
的种粮大户信用联盟是去年 7 月份
兖州为促进种粮大户发展而成立
的。联盟一方面可以为符合条件的
种粮大户提供生产资金、购置新农
机等贷款担保，解决他们发展中的
资金难题；另一方面可以实现农业
技术信息共享和大户的抱团发展。
目前，1 6 8 户种粮大户成为联盟成
员，这大大增加了种粮大户的话语
权，粮食卖的贵了，买的种子农药等
农业资料却便宜了，大幅度节约了
种粮生产成本，降低了种粮风险。

此外，兖州对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的扶持力度不断加大。除省农业
厅《2012年山东省种粮大户补贴试
点工作方案》规定的种粮大户享受
的补贴政策外，区农业局还利用项

目资金帮助种粮大户更新播种机
械 ， 搭 建 融 资 担 保 平 台 ； 建 立
“1111”体系提供人才支撑，引入1

名院士、10位专家、遴选100名技术
人员，对种粮大户实行“一对一”
长期指导，为种粮大户种植提供人
才支撑。利用项目资金推广新型种
植机械，促进农机农艺融合，实现
粮食的持续增产增效。去年全区共
推广小麦宽幅播种机械 150 台，玉
米单粒精播机械 200 台。

“下一步，将在全区范围内重点
培养 1000 名新型职业农民，并对他
们进行分类建档，定向指导和培养，
促进 1 0 0 0 名新型职业农民转变种
植观念，发挥示范带动作用，成为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促进现代农业发
展。”区农业局长张士坤说。

泗水儒学讲堂润物无声
平凡人平凡事汇聚正能量，小讲座微电影引导群众树立正确价值观

农村大众报青岛讯 ( 通讯
员王文辉) 9 月 19 日，黄岛新区召
开轨道交通工程建设动员大会，
正式启动 R3 线建设。这是黄岛
新区首条轨道交通线路，将于
2017 年底建成通车。自此，黄岛新
区开始步入轨道交通时代。

据悉， R3 线位于黄岛新
区，总体呈东北-西南走向，全
长 70 . 27 公里，设车站 21 座。其
中地下站 8 座，高架站 13 座，
全线设两段一场。线路起于青岛
经济技术开发区嘉陵江路站，连
接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灵山湾
影视文化产业区、新区核心区，
古镇口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园、董
家口经济区，止于董家口火车
站，构筑起新区发展的“大动
脉”。同时， R3 线还将与地铁
1 号线、 6 号线和胶州湾环线 R2

线换乘，实现与轨道交通线网紧
密衔接，对引领黄岛新区城市空
间发展，全面支持黄岛新区建
设，具有巨大的支撑性作用。

据了解，R3线工程建设将
进行统一规划、统一实施，地上
统一建设，地下加快进度。为
此，市地铁工程建设指挥部与区
轨道交通规划建设指挥部明确工
作任务、责任单位、责任领导和
责任人，确保工程如期建成投入
运营。

孙奎山很倔， 7 0 岁的他不想
着怎么安度晚年，而是一心琢磨着
怎么让自己的“驴”一直跑下去。

跑驴在广饶县陈官乡孙斗村流
传了上百年，是当地老百姓喜闻乐
见的休闲娱乐活动，而孙奎山就是
孙斗跑驴的第四代传人。“跑驴表
现了农村新婚夫妻在回娘家的路上
过沟、爬坡、驴惊、抢救等经过，
有说有舞、诙谐风趣。伴奏乐器主
要有小鼓、高音锣、大钹等。”孙
奎山说，跑驴就像吃饭一样成了他
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现在，孙奎山这头“倔驴”有
些跑不动了，可他不服输，想让手
里的艺术传承下去，跑驴进校园是

他一直在摸索的路子。“我在镇上
的中学开了个跑驴俱乐部，每周五
去教两节课，不收任何费用，只为
了让跑驴技艺传下去。”孙奎山
说，现在这个兴趣班在 2 0 1 3 年开
办，已经收了 3 批学生，“以后这
些孩子考大学出去到全国各地，这
个民俗文化也会跟着传播到全国各
地。”

其实，孙奎山在课堂上教的还
只是跑驴和赶驴的部分，制作跑驴
这门手艺之所以一直没教，有他的
苦衷。“我不是不想教给学生们，
是 孩 子 们 的 时 间 和 精 力 实 在 有
限。”孙奎山说，制作一个跑驴需
要整整3天的时间，选竹子、劈竹

条、扎驴身、做“驴皮”等都要耗费很
多时间，在课堂上不可能完成，只能
教孩子们怎么跑驴和赶驴。

转眼间 3 年过去了，陈官乡中
学走出了孙奎山三百多个徒弟。“刚
刚在民俗文化节上表演跑驴的就是
我的学生。”孙奎山开心地说。今年
年初，孙奎山又当选了第四批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
人，孙斗跑驴和自己都获得了认可，
孙奎山的干劲更足了，他说，我这头

“倔驴”还会一直“跑下去”。
孙奎山在埋头削竹条，扎好

的跑驴卧在旁边。
农村大众报记者 祝超群

通讯员 钟文峰

9 月 14 日，济南市历城区唐王
镇西王村王连成（右一）正在宏园
翔蔬菜专业合作社的大棚里采摘
葡萄。

王连成是这个合作社的负责
人，他告诉记者：“我们这里 52 户农
户种植了 126 个大棚，棚内种了各
类蔬菜瓜果。其中樱桃、葡萄等水
果有四五十个品种，蔬菜有十多
种，每年春天到秋天，来我们这里
采摘的游客能把七八成的农产品

摘走。周末的时候，园区来采摘的
旅游大巴能排出去好远。”一位来
采摘的济南市民告诉记者：“我是
慕名而来的，以前朋友来这里采
摘，带回去的西瓜特别好吃，我们
就又组织了一车人来采摘加游
玩。”宏园翔蔬菜专业合作社的果
蔬另一个销路是直供超市，合作社
一年 300 多万的销售额，有两成是
通过超市完成的。

（唐峰 邢宪瑶 摄）

兖州成立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和种粮大户联盟

配套服务跟进，新型经营主体无忧

为传承民俗技艺，孙奎山“骑着”跑驴进校园

合作社八成蔬果被游客采摘

黄岛新区开工建设

首条轨道交通

农村大众报昌乐讯 (通讯
员于灏 )近日，昌乐县红河镇南
家庄村4 0 0 0平米的广场硬化完
毕，凉亭、健身器材、石凳等设
施正在安装。广场建成后，将为
该村村民提供一个休闲玩耍的好
去处。南家庄村是红河镇一个传
统的“老大难”村，如今，借助
“乡村连片治理”项目，该村环
境焕然一新。

据了解，在今年3月份，昌
乐县红河镇成功申请了全省“乡
村连片治理”试点项目，争取
省、市财政奖补资金1300万元，
按照生活宜居、环境优美、设施
完善的总体要求，对南家庄、红
河、清泉等8个村庄进行全面改
善，提升村民的居住、出行条
件。目前，该镇“乡村连片治
理”项目进展顺利，已完成项目
进度的 80% 。下一步，该镇将统
一对村内墙面进行粉刷，绘制道
德教育等内容“文化墙”。

乡村连片治理

扮靓红河镇乡村


	NC07-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