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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夏天，济阳县跺石镇小李
家村着实火了一把。起因源于7月
25日在这里举办的一场“乡村音乐
会”。

说是音乐会，自然不像城里的
演唱会，没有华丽的演出阵容和炫
目精致的灯光，只是在村文化广场
露天搭起简单的台子，远道而来的
歌手们演绎着或舒缓或欢快的节
奏。排练时，偶有村民兴之所至，
也上台一展歌喉。

乡间响起的音乐旋律，让这个
只有130户的小村子，忽然变得不一
样起来。孩子们早早跑到现场，好奇
地围着歌手、乐器看了又看；老人们
也换了乘凉的地方，聚到村广场来
看稀奇；就连在外打工的青壮年，下
班回家的步子也快了许多。

晚上7时15分，灯光暗下，前
奏响起。“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
儿推开波浪……”小李家村孩子们
稚嫩的童声拉开音乐会的序幕。台
下，观众们被愉悦的节奏感染情
绪，轻轻敲打着节拍。

“从来没在这么多人面前唱过

歌，我觉得自己也很酷。”直到歌
曲结束走下舞台，11岁的李天赐依
旧十分兴奋。

34岁的村民高燕抱着2岁的孩
子也来看演出。她说，由于音乐会
的缘故，生活多了不少新鲜事：赶
集碰到外村相熟的人，总会上来打
听，小李家村的知名度一下子提高
了不少；以前干完农活、吃完晚饭
便准备入睡的公公婆婆，最近也会
去赶个音乐会的“场子”，去村委
会看排练……

“建筑整修、基础设施建设等
等，这些固然改变了乡村的面貌，
但只有精神文化的注入，才能真正
给乡村的生活方式和发展方式带来
根本性改变。”音乐会的组织
者——— 小李家村党支部书记张娜
说。

“在物质逐渐充裕，与城市交
流更加频繁的今天，乡村已经和我
们想象的有了区别，我们也需要为
村民提供更具现代化元素和年轻气
息的文化产品。”张娜又说。经过
多次商议，在济南市红十字会支持

下，“乡村音乐会”最终敲定。
参与现场安全保障工作的村干

部李德松，在舞台边走动巡查。从
音乐会开始，因为爆棚的人气，村
里的干部都到现场帮忙，防止意外
发生。

工作间隙，他也关注着舞台。

“我可以改变世界 改变自己，改
变隔膜改变小气，要一直努力，努
力，永不放弃……”当《改变自
己》的音乐传来，32岁的李德松对
于自己5月份刚刚建起的垂钓园，
也有了新的规划：明年他要把垂钓
园的面积扩大10倍，建成能采摘、

能游乐的生态园。
52岁的村民马居英关心的则

是，“什么时候村里的广场舞也能
上台扭一扭”。

还有另外一件事，更是让所有
人欣喜。隔壁村觉得，不只小李家
村的人需要音乐，其他村也需要。
于是，镇上与音乐会主办方之
一——— 山东梵林音乐协调，这家音
乐公司将在这个镇帮助乡村学生组
建“布谷鸟合唱班”，定期为孩子
们提供乐器和声乐培训。

“有生命力的乡村，不是简单
移植城市的模式，文化同样如此。
我们在将本土文化做得精致的同
时，引入城市的现代化元素，寻找
与村民的共鸣，真正为农村精神文
明建设和乡村振兴提供动力。”张
娜觉得，小李家村的变化已经显
现，摆在现场的果盘，再没人顺手
拿走；西瓜皮、瓜子皮等垃圾，不
少村民自己清理带走……

作为村里的“少壮派”，李德
松期待更多变化的发生，比如文化
融合、产业转型、乡土自信……

夏日的村庄唱起歌
济阳小李家村办起“乡村音乐会”

农村大众报记者 郭杰 通讯员 张磊

音乐会现场。

农村大众报滨州讯 (通讯
员魏超 李洋 郝利宁 )近日，
在省新时代激励干部新担当新作
为暨“担当作为好书记”“干
事创业好班子”表彰大会上，
滨城区杨柳雪镇党委获省“干
事创业好班子”荣誉称号，杨
柳雪镇党委书记张洪柱作为乡

镇代表在省表彰大会上作典型
发言。

杨柳雪镇党委班子是全镇的
“领头羊”，一方面以红色底蕴
打基础，始终力学笃行加强思想
政治建设，提升党委班子同频共
振的向心力；另一方面注重红色
文化搭平台，坚定不移传承红旗

精神，提升党委班子立标铸魂的
凝聚力。

杨柳雪镇党委书记张洪柱
说：“杨柳雪镇党委团结带领全
镇广大干部群众凝心聚力，砥砺
前行，努力让红色基因在传承中
焕发时代光芒，让红色精神在奋
斗中迸发遒劲力量。”

农村大众报东明讯 (通讯员
王恩标)日前，东明县刘楼镇商会
挂牌成立。在商会一届一次会员
大会上，43家企业成为商会首批
会员。

近年来，刘楼镇经济快速发
展，吸引了众多企业在此扎根，

碳素、化工原料、光学仪器、木
制品加工等特色产业发展迅速，
推动了刘楼镇民营经济的快速、
健康发展。新当选首届会长、东
明明鑫木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胜
利表示，刘楼镇商会将为企业家
人士搭建了一个联谊、互动、合

作、共赢的有效平台，借助这个
平台，力所能及为大家提供服务。

“刘楼镇商会成立后，必将进一步
规范刘楼镇的经济发展秩序，搭建
起对外经济交流合作的优势平台，
抱团应对经济新常态下的机遇与
挑战。”刘楼镇党委书记杨立说。

田庄镇稳步推进
危化品专项整治
近日，平度市田庄镇多部门联

合开展全镇危险化学品专项整治工
作，进一步摸清辖区内危化品生
产、储存、使用和经营(带储存)企
业状况，规范了安全生产秩序，坚
决杜绝因非法违法行为引发生产安
全事故。 (于光明)

单县黄岗镇“三到位”
推进环卫一体化
今年以来，单县黄岗镇坚持

“配套到位、责任到位，评选到
位”的原则，全力推进城乡环卫一
体化工作上台阶、上水平。

设施到位，夯实运行基础。该
镇配齐配全环卫工作者、垃圾收集
容器、运输车辆等，村企设立垃圾
固定存放点；责任到位，完善运转
机制。制定完善实施方案、管理办
法、保洁公司管理制度等，登记造
册，建立台账，实现环境整治制度

化、常态化；评选到位，营造良好
氛围。推行“门前三包”责任制，
开展“卫生文明户”创建活动，激
发干部群众自觉维护环境卫生的积
极性。 (马开成)

沙沟镇召开
社会救助专项整治座谈会
7月 1 1日，沂水县沙沟镇人

大、政协召开社会救助专项整治座
谈会，针对低保对象认定不精确、
低保家庭收入核算不准确、备案制
度执行不严格、动态管理不到位、
公示制度执行不到位等提出问题和
对策。 (马玉平 王鹏)

平度明村镇建成镇级消防站

日前，平度市明村镇投资兴建
的镇级消防站投入使用，覆盖周边
200多平方公里范围，一旦发生火灾
可迅速到达现场处置险情，最大限
度地减少所辖区域的财产损失、保
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万有利)

杨柳雪镇党委获省“干事创业好班子”荣誉称号

刘楼镇商会助推民营经济发展

农村大众报滨州讯 （通讯
员贾海宁 王建彬 崔浩）“在
摸清各村集体家底的基础上，经
民主决策后，确定股权量化的范
围及股权设置、股权管理的方
式……通俗地讲，就是集体‘家
产’变股权，村民变股民。”近日，
冯家镇智慧大喇叭播音员丁雯正
在播报关于开展清产核资工作的

《致村民的一封信》（如图），离镇
最远的西山后村村民李守殿坐在
家里，通过村口大喇叭听得清清
楚楚。“最近村里忙活登记集体资
产，有些事儿搞不懂，大喇叭一播
全明白了！”李守殿说。

今年以来，沾化区冯家镇实
施智慧大喇叭“村村响”工程，
建成开通智慧“大喇叭”广播播
控平台，通过“点对面”“点对
片”“点对点”方式对全镇44个
行政村和镇区联网广播，实现镇
域广播全覆盖。经过升级改造后
的乡村大喇叭通过互联网由乡镇
和村里自主远程控制，每周一、
三、五早晚两次固定播放党建之

声、法治传播、创业信息、乡音
乡情、小货郎热线等涉及群众切
身利益的喜闻乐见的内容，同时
根据需要，适时播发小麦面积核
定、水费和一事一议、村庄环境
综合整治、涉农涉灾涉困物资发
放通知等内容。“有了智慧大喇
叭，办公高效了，拉近了与群众

的距离。” 冯家镇党委副书记王
平说。

除了传递党的声音，还要反
馈群众期盼。“党的好政策，来一
件说一件，群众遇到的问题，办一
件播一件，把智慧大喇叭播成密
切干群关系的‘连心桥’。”冯家镇
党委书记丁明新说。

村口大喇叭又开始广播了
冯家镇实现镇域广播全覆盖

农村大众报宁阳讯 （通讯员
刘龙）蒋集镇持续抓好美丽乡村创
建工作，树立“经营村庄”的理
念，推动废弃坑塘的改造利用。

在改造过程中，立足各村资源、
区位等优势，因地制宜、因村施策。何
堂村投资60万余元，对废旧坑塘进行
改造，建设20余亩藕池一处，预计出
藕后每年可增加集体收入13万元。中
何村投资14万元，整平3000平方米的
坑塘一处，建设成为220米的瓜果长
廊，栽植葡萄、杏树等，挂果后可增加
集体年收入3万余元。

做好绿化美化工作。全镇共栽
植红叶石楠、桂花、红枫、樱花、

女贞、月季等绿化苗木10万多株，
新建停车位300余处。其中，张龙村在
填平的废旧坑塘上补植绿化苗木
1200株，栽植麦冬3000平方米；中何
村栽植海棠、木槿花各1000多株。

在农村环境净化的基础上，该
镇把生活美融入坑塘利用中。如大
胡村投资100万元对1300平方米的坑
塘进行综合利用，新建400米文化健
身走廊一处，内藏胡氏族碑，新建
4200平方米公园一处，配套建设凉
亭2处，文化舞台一处。何堂村填平
村委大院南部坑塘，兴建600平方米
的广场一处，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的
文化娱乐生活。

蒋集镇因村施策治理废弃坑塘

农村大众报邹平讯 (通讯员杨
燕）近日，第二届邹平文化惠民消
费季正式启动。

第二届邹平文化惠民消费季以
“荟文化，惠生活”为主题，设计
了艺术精品欣赏、新兴时尚采撷、
文化旅游览胜、传统工艺体验、数字
文化畅享、人文素养提升等六大板块
活动，活动历时三个月，期间将通过
省、市、县发放文化消费券，采取财政

直补消费者、商家优惠折扣和社会支
持相结合等方式，让文化消费真正惠
及大众。

截至目前，邹平县已有11家企
业与省文化厅签约成功，使用省级消
费券12万余元，直接拉动文化消费
110万元。同时，该县加强公益文化云
平台应用，及时发布公益文化活动信
息，吸引更多群众参与到文化惠民消
费季活动中来。

邹平文化惠民消费季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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