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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大众报夏津讯 （记者刘
真真）节后，夏津县雷集镇左庄村
的小学装修工程即将完工，一家设
备齐全、标准较高的服装工厂马上
就要在此投产运营，预计会给左庄
村带来近50个就业岗位。然而，在
此之前，这个小学旧址已经闲置了
15年。

让这个闲置地块重新焕发活力
的，是德州市气象局派驻左庄村的

第一书记王竹青。见到王竹青时，
他和左庄村党支部书记王忠奇刚刚
从夏津县一家大型服装企业洽谈回
来。这已经是他们第六次去洽谈
了，这次他们确定了服装生产标准
和技术要求。不久后，左庄村就会
派出村民到总厂进行培训，回来后
直接参与生产。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个小学占
地约 2 0 0平方米，紧邻村里的主

街，交通极为便利。一旦投产，除
了提供近50个就业岗位，村集体还
可以获得一笔理想的租金。

“来到这个村的第一天，我就
注意到了这个闲置的学校。与其让
它这么一直闲置下去，还不如开动
脑筋让它为全体村民谋福利，于是
我就四处去联络，最终把目标锁定
在了服装产业。”王竹青说。之所
以选择服装产业，一来是它无污

染，二来它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可
以让村民有班上。而这家服装企业
也先后两次来左庄村进行考察，他
们相中了这里的大环境以及变压
器、场地、道路等基础设施，当
然，他们更看重的，是村集体对劳
动力的组织能力。

说起这个小学的“过往”，王
忠奇坦言，自从撤点并校之后，这
个小学就闲置了起来，这一闲就是

15年。村里也想着探索一下干什么
好，可一直没找到好的思路，而王
竹青书记敢想敢干，不怕跑腿，不
怕被拒绝，这个闲置地块就这样被
盘活了。

“如果这个点试验成功，将
来，我们村的10余处闲置宅基都将
参与进来，到时候我们左庄村也可
要进行招商引资啦。”王忠奇激动
地说。

第一书记盘活村庄闲置资产

废弃15年的小学变身服装工厂

“‘孝敬父母’不需要大张旗
鼓，只要用心和行动去做就足够
了。”最近，在曲阜市息陬镇北元
疃村的孔子学堂里，第六届道德模
范、“曲阜好人”林艳艳与村民分
享了自己的“孝顺经”。

“孝顺不是一个很刻意的东
西，我觉得我就应该尊敬长辈。用
乐观的心态积极面对生活，用‘换
位思考’的宽容之心化解家庭的磕
绊和矛盾。”林艳艳说，一颗宽厚
仁爱的心可以改变一个家庭的氛
围。而走进北元疃村林艳艳的家，
清新整洁的庭院、摆放有序的家具

和花草，虽不显富足，却有暖人的
温馨感和勃勃生机。

冬日的暖阳下，林艳艳正在给
家里老人缝制新棉衣。“俺的针线
活虽然不好，但俺自己做的棉衣穿
着暖和，每年俺都会给老人做件新
衣服，穿着喜庆！”这样的“针线
活”，林艳艳坚持了十几年。这位
80后儿媳，用孝爱仁心撑起了这个
曾经风雨飘摇的家。

“她可是这十里八乡难得的好
媳妇”“她一个人撑起这个家”
“我们眼看着她照顾精神失常的叔
公、瘫痪的婆婆十多年，真不容

易”…… 在北元疃村，说起林艳
艳，无人不知，无人不夸。

叔公精神失常，经常自言自
语、举止慌乱、喜怒无常，林艳艳
每天都要像照顾小孩那样照顾他。
有一次，叔公的被子找不到了，他
以为家人抢走了他的东西，就疯了
一样在家里乱翻乱砸，乱喊乱骂。
林艳艳不顾他拳打脚踢的‘反
抗’，反复耐心安抚，悉心照料。
现在，叔公精神稳定了很多，身体
状况也大有改观。

都说婆媳关系不好处，但林艳
艳与婆婆共同生活的日子，收获的

却是满满的幸福。谈及秘诀，林艳
艳笑着说，“别看俺年轻，可孝顺
老人俺有自己的一本孝顺经，说到
底就是要用宽容来善待身边的亲
人。”

林艳艳的婆婆生前突发过脑溢
血，身体几近瘫痪，生活几乎不能
自理。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
而林艳艳却是久在病床前的孝媳。
婆婆在时，林艳艳每天凌晨四五点
就起床，给一家人准备早饭，帮婆
婆洗漱，送儿子上学。“她都是将
早饭端给婆婆，还一口一口地
喂。”北元疃村党支部书记张佃壮
说，老人临去世之前，还一直念叨
着，说她自己这辈子太幸运了，能
有这么孝顺的好儿媳。

除了照料好一家老小的生活起
居，林艳艳还忙着地里的农活，而
且一有空闲，她还去附近企业打些
零工补贴家用。不少邻居觉得她太
累了，好心告诉她“别太委屈了自

己”。林艳艳总是乐呵呵地说：
“我就做点家务，再平常不过的
事，都习惯了，真不觉得累，更没
觉得委屈。”

乍一看，林艳艳和普通农村妇
女并没什么大的差别，但是她身上
的勤劳、温和、朴实，却令人印象
深刻。在北元疃村的孔子学堂里，
林艳艳把自己的“孝顺经”倾囊相
授。其实村民们早就知道，林艳艳有
份孝心，而非做做样子。只不过看到
林艳艳“以身说孝”，大伙心里更懂
得为啥人家家里那么温馨幸福。

“北元疃村利用孔子学堂、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学儒学，
学典范’活动，通过身边人讲身边
事的方式，让林艳艳这样的孝德典
范发挥模范作用，弘扬孝道文化，
倡树文明新风。”张佃壮说，林艳
艳用自己的言行阐述着“百善孝为
先”的孝文化，感染带动了更多村
民加入崇德向善的队伍。

“曲阜好人”林艳艳：
分享孝顺经传播正能量

农村大众报记者 祝超群 通讯员 梅花 杨鹏 杨晓君

农村大众报滨州讯 (通讯员
胡德民）“以上这些党员干部违纪
违法案例，犹如警钟长鸣，时刻警
醒大家，要做守纪律懂规矩的带头
人。”近日，滨城区三河湖镇纪委
书记辛建国为全镇350余名机关干
部及村“两委”成员上了一堂警示
教育专题党课。

为持续开展“用身边事教育身
边人”系列警示教育活动，三河湖
镇纪委利用查处的典型违纪违法案
例，坚持分层次、分类别开展不同
类型的警示教育活动。“这不是听
故事、看热闹，这些典型案例就像
一面镜子，让我们对照反思，知是

非明得失。”黄三河湖镇某社区书
记在听完专题党课后表示。

据了解，此次警示教育专题党
课覆盖全镇社区“两委”班子成
员、社区会计及村级纪检委员
等，真正实现将警示教育延伸到
基层，切实提高基层党员干部的
廉洁自律意识和拒腐防变能力。
“纪律是高压线，身为党员干部
必须有所敬畏、保持警惕。”辛
建国表示。

下一步，三河湖镇纪委将继续
扩大警示教育覆盖面，坚持“用身
边事教育身边人”，引导党员干部
严明纪律规矩，守住纪律底线。

用身边事警示身边人

农村大众报汶上讯 （通讯员
贺波） 2月 1 6日一大早，晨曦微
露，在汶上县次邱镇王口村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挤满了党员和群众，
大家围在一起，打开了话匣子。
“听说今天高老师主讲”“上一次
听讲师团讲的故事还没听过瘾”
“今天高老师会讲些什么呢”……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对宣讲会满怀
期待。

8点整，高文忠、赵仕祥等5名
讲师团讲师走进王口村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宣讲正式开始。“今天先
给大家伙儿讲个故事，这就是发生
在咱们王口村的一场著名战役———
王口桥阻击战……”讲师们饱含深
情地讲，在场的党员群众入神地
听，现场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用家乡话讲家乡事，这样的宣
讲通俗易懂，振奋人心，对俺老百姓
了解党的方针和政策很有帮助。俺

虽然不是党员，但也听明白了党和
国家的新思想，在新时代新征程
上，俺们也要始终保持艰苦奋斗、
顽强奋斗、永远奋斗的精神状态。”
王口村村民李曰学感慨道。

去年1月份，为了更好地让老
百姓了解党的思想精神和方针政
策，次邱镇成立了“草根”讲师
团。一年以来，高文忠和他的团队
活跃在乡村的文化广场、百姓大舞
台、党员活动室，他们将党的十九
大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红
色革命故事等等化作“接地气”的
乡土语言，以及把自己的理解和感
悟传达给乡亲们，围绕着大家共
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互动交流，特
别是结合身边人、身边事、身边
变化，用百姓的视角、百姓的语
言、通俗易懂的方式有针对性地
解疑释惑，让新时代新思想不断
走进老百姓的心窝。

草根讲师团

“方言土语”讲故事

农村大众报惠民讯 （通讯
员张双燕 吴立平 郭雪瑞）近
日，有着800多年历史的民间传统
曲艺盛会——— 胡集书会在胡集镇
热火朝天地举行。而位于惠民县
西大门的石庙镇则邀请到了胡集
书 会 四 位 曲 艺 大 家 “ 送 书 下
乡”，共赏曲艺盛宴。

2月17日，胡集书会“送书下
乡”到石庙的第一日正逢石庙大
集，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涌入
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

一副快板、一架大鼓、一把
三弦琴，四位曲艺大家拿出各自
的看家本领，在戏台上用乡土音
调说快书，弦声婉转悠扬，唱腔
简洁苍劲，韵味独特，引人入胜。
阳信师傅带来的毛竹板《苏梅山卖
妻》说出了贫苦人家的无奈与心
酸，河北师傅带来的西河大鼓《刘
云打母》，以风趣幽默的表演呼
唤子女回馈父母养育之情。

四位曲艺大家带来的表演曲

目情节曲折，语言生动，使得台
下观众时时爆发出会心的笑声和
经久不息的掌声。

近年来，为了向乡村振兴提
供持续的精神动力，石庙镇通过
加强文化阵地建设，策划各类文

化活动，极大地改变了农民群众
的精神面貌。据悉，为丰富石庙
镇群众的文化生活，领略曲艺魅
力，共赏传统文化，此次胡集书
会“送书下乡”到石庙曲艺展演
活动一直到正月十六结束。

胡集书会“送书下乡”到石庙大集

农村大众报金乡讯 （通讯
员李爱国）“真过瘾，好长时间
没有看到这样原汁原味的四平调
了。”近日，金乡县“大篷车剧
团”到该县羊山镇演出，自幼喜
欢四平调的村民王秀莲刚刚看完
演出，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

近年来，该县一辆流动舞台
车载着演出道具、音响设备等，
行走于乡村演出，为群众送去欢
乐，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大篷
车剧团”。“大篷车剧团”实名
为金乡县四平调剧团，四平调剧

种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名录，目前有演职人员 4 0多
人。由于受到现代化娱乐形式的
冲击，前些年，四平调逐渐淡出
了人们的视线，剧团被迫解散。
为保护这一宝贵剧种，丰富群众
文化生活。该县从财政拿出专项
资金，成立了四平调保护工作领
导小组和四平调艺术研究中心，
重新恢复了四平调剧团，并为该
剧团购买了部分设备和演出服装
等，剧团自 2 0 0 9年重新组建以
来，曾先后到济南、滕州、宁阳

等地巡回义演300余场次，受益群
众多达百万人。

为满足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
生活的需求，这个县还通过培养
民间艺人、培育壮大农民业余演
出团体等措施，加大对“草根剧
团”的保护力度，催生出了200余
支 以 农 民 为 主 体 的 “ 庄 户 剧
团”、“草台戏班”，他们农忙
时务农，农闲时外出演出，为群
众奉上了一道道“精神文化大
餐”，进一步丰富了农民群众的
文化生活。

流动“大篷车”进村演出
金乡农民家门口过足戏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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