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1月23日 星期四 编辑：钟雪凌 E-mail：ncdzzxl@163 .com

260口人的周家庄村是泰安市
岱岳区天平街道的一个寻常小山
村。这个寻常山村却又不寻常，从
1981年村民王尔胜考进山东工学院
开始，这座小山村已陆续走出38位
本科以上大学生。其中，出国留学
2人，博士生4人，硕士生7人。

周家庄三面环山，虽有地千
亩，但大半在山上，核桃、板栗和
山楂成了村民祖祖辈辈养家糊口的
依仗。村在山上，周家庄却从不缺
水，村南五龙山上流下来的溪水汇
成利民河穿村而过。

建村271年的周家庄并未出过达

官显贵，59岁的村支书王泗凯听过的
村里最早的文化人，便是他的爷爷王
安玉。新中国成立前，读过几年书的
王安玉、王安意兄弟，在周家庄办了
两所私塾。当时的周家庄村总共百余
口人，村里的十几个孩子都进了私
塾，年幼的王尓胜也不例外。

1981年春天，经过两年奋战，
37岁的王尓胜拿到了山东工学院的
录取通知书。1981年的周家庄，改
革风气日盛，村里“分田到户”，
村民包山开荒。然而，在王泗凯眼
里，1981年村里最大的事还是“百
年山村出了位老‘秀才’”，周家

庄人像是突然找到了人生方向。王
尓胜走出山村后，村民王茂庆等也
陆续迈进大学校门。2000年后，周
家庄村的大学生更像雨后春笋般，
一茬接一茬地“冒”出来。

“我儿子和儿媳妇都是名牌大
学的研究生。”王泗凯说。在周家
庄，一家有两个大学生并不稀罕。
周家庄一直有条不成文的规矩：子
孙必须读书识字。正因这条规矩深
入人心，周家庄人从来不比吃穿住
行，只比谁家孩子书读得好。“当年，
因为王昊从学校偷跑出去玩电脑，
我把笤帚都打散架了。”周家庄村会

计王茂桢只有一个宝贝儿子，十多
年没动过他一根手指头，但孩子不
好好读书，性子慢条斯理的他大大
地恼了一次。2014年，王昊以653分的
高考成绩考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利民河西岸的王尔富家一直过
得紧紧巴巴，前两年还被评为村里
为数不多的贫困户。直到今天，他
家里还点着老式炭火炉。60岁的王
尔富初中没上完，妻子牛思美小学
没毕业。不过，王尔富从不觉得矮
别人一头，因为儿子王嗣鑫考上了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研究生。“我们
可以吃煎饼咸菜，但孩子的书费和

学费不能少。”贴满整面墙的30多张
奖状和儿子床头上刻着的“努力”二
字，让牛思美甘之如饴。

靠着土地承包，周家庄每年有7

万多元集体收入，但对考上大学的
孩子，村里不奖励一分钱。“周家庄
人都知道为啥读书。”村里开大会，
王泗凯常在最后总结一句“抓好孩
子学习”之类的话。王泗凯说，2019

年村里出了两个大学生，预计今年
还能再出三四个，“有几个高三的
孩子在学校挺拔尖。”

农村大众报记者 祝超群
通讯员 李琳琳 宋 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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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260人小山村走出38个大学生

捣锤一下接一下，有节奏地起
起落落，随之而来的，是阵阵艾
香。1月11日，在邹平市焦桥镇赵
旺村，张国微向记者展示了古法制
艾的基本流程。

捣药声曾在赵旺村响了上百
年，后来声音越来越少，直至2018

年，张国微回村建起了仁德艾制品
有限公司，几近消失的捣药声又重
新响了起来。张国微，31岁，滨州
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张
氏艾条的第五代传承人，也是仁德
公司的掌舵人。

“同样的长度，我这个艾条比别
家的能多燃烧一个小时。”张国微拿
着一根铜钱粗的艾条说，他的艾条
是用古法制出来的。

在仁德公司的院子里，排着一
溜石臼、石磨、石碾，这就是张国微
的“法宝”。“古法制艾的关键之一就
是用石臼、石磨、石碾，而不是用机

器。”张国微说，古法是将晒干的干
净艾叶放入石臼内，然后用杵捣熟，
筛掉渣滓，挑选枝梗杂质后再捣，如
此反复，直至绒揉烂如棉。“这样获
得的艾绒，是‘捣熟’，而不是捣烂。
高速旋转的机械是将艾草快速粉
碎，且不说机械高温对有效成分的
破坏，艾叶纤维也会被破坏。”

在仁德公司，大部分艾绒就是
这样一杵一杵捣出来的。为此，张国
微特意打制了30多个青石臼，供村
民们借用。赵旺村有制艾的传统，许
多人家里有青石臼。“家里有的就用
自己家的，没有的就由我提供，一共
借出去十多个吧。”张国微说。

在赵旺村及周边村，有30多户村
民在用青石臼制艾绒。“一人一天能
制两三斤，我按一斤70元收。”张国微
说，身单力薄的村民就卷艾条，卷一
根7分钱，一人一天能卷1000多根。

在该公司，还有更高端的产品。
“我们加工的5厘米以上的艾绒，是
在特定的温度和湿度下，用石碾碾
出来的。”张国微说，这样制作出来
的艾绒主要用做隔姜灸，而且全部
定制，一斤卖到500元，而普通艾绒
的价格是三四十元一斤。

目前，仁德公司年加工艾叶15

万斤，一年生产艾绒7万斤左右。为
了保证艾叶的质量，张国微特意流
转了100多亩地种植艾草。“不过这
些艾草至少要过3年才能用。”高质
量的艾绒都是用陈艾草制成的。

现在，张国微的艾条主要在线
上销售。在某视频网站上，“艾条
靠谱哥”“艾条靠谱嫂”的粉丝已
分别达到2 . 6万和1 . 9万，分列艾制
品类前两名。“艾条靠谱哥”“艾
条靠谱嫂”自然是张国微和他的妻
子，他们已经和全国1万多个艾灸
馆建立了合作关系。除了两口子亲
自上阵直播，他们每个月还要请不
同的“网红”做两三次直播，“一
次‘网红’直播，10分钟就把公司
生产了4个月的足浴包卖光了。”

为了销售艾制品，市派“第一书
记”靳林林时常和张国微一起做直
播。“仁德的古法制艾不仅让非遗活
了过来，而且直接将文化资源转化
成了经济资源，为乡村振兴提供了
新动能。”靳林林说。在赵旺村，从采
摘野生艾草制作少量艾产品，到种
植艾草大量加工，小艾草的“变化”，
给村民带来了增收致富的新门路。

农村大众报记者 郭 杰
通讯员 董乃德 李晓伟

回乡青年用古法生产高端艾绒

寂寂非遗成“网红”

市派第一书记靳林林（左）和张国微一起做产品网络直播。

进入腊月，在济南市莱芜区
的乡村里活跃着这样一支队伍，
他们为乡村文艺爱好者辅导歌舞
器乐，准备迎春的节目，活跃乡
村文化。他们带着笔墨赶大集、
到基层，送春联、写福字，为乡
亲们送去吉祥与祝福。他们，是
腊月里一道亮丽的风景。

1月15日，天气不好，室外温
度很低，莱芜区羊里镇仪封村文
艺志愿服务活动基地内却十分热
闹。原来，区文联组织的新时代
文明实践文艺志愿者服务队书画
服务分队，来到这里给乡亲们送
春联，写福字。

今年60岁的仪封村村民高秀
敏，听说村里的文艺志愿服务活
动基地有书法家和画家来送春
联、写福字、送年画，抱着孙子
就来了。拿到福字，她格外开
心，连声道谢。

过年了，亓爱英大娘想把家

里的角角落落都贴上吉祥话儿。
“身体健康”“六畜兴旺”“出
门见喜”……对她的这个小要
求，区书协的志愿者亓明一口应
下。

几里外的羊里镇陈家庄村，
更是热闹。

羊里镇陈家庄百姓春晚排练
基地的户外广场上，区文艺志愿
服务队的舞蹈老师正在指挥陈家
庄村广场舞方队队员练习基本步
伐。老师教得认真，队员们跳得
来劲。

器乐排练室内，文艺志愿者
服务队队员、莱芜区音协副主席
张志昂正在给陈家村的器乐队队
员进行辅导。进入腊月，他已进
村辅导了七八趟。《新疆舞曲》
《打靶归来》《划船曲》……大
伙拉了一曲又一曲，引来围观村
民一阵阵掌声。

舞蹈排练室内，志愿者亓河明

正在指导陈家庄村村民李凤华跳
扇子舞。2011年，在亓河明的辅导
下，李凤华参加了“我是大明星”节
目，最后获得第七名。说起自己这
个女弟子，亓河明很自豪。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
能分割……”合唱排练室内，合
唱队员们正在志愿者辅导老师的
指挥下，动情歌唱。

“作为全国深化拓展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区之一，

我们莱芜区依靠镇街文联和区文
联系统30个协会3000多个会员的力
量，特别是发挥村党支部、各协
会党员的带动作用，将新时代文
明实践文艺志愿服务的触角延伸
到了最基层村落。”莱芜区文联
主席杨亮介绍，“今年，区里的
志愿者已进村服务1500余场次，
光腊月这段时间就有800余人次深
入村庄进行志愿服务。”

农村大众报记者 姬飞燕

他们是腊月里一道亮丽的风景

拿到志愿者写的吉祥话儿，亓爱英大娘乐开了花。

农村大众报临清讯 （通讯员曹
原 尹学红）“我们村的视频监控平
台已经与临清市综治中心平台对接
了，村里要是有突发情况，市里能直
接看到，这大年下，心里更踏实
了。”1月18日，临清市烟店镇许张
寨村党支部书记许广启指着街角的摄
像头说。

“在春节的巨大人流中保证大家
的生命财产安全，人脸识别系统可以
说是‘大显神通’。大场景广场型人脸
抓拍相机可以实现50米距离清晰抓拍
人脸。综治中心的人脸识别系统可快
速核定人员身份，预警并发出警报，同
时推送到公安系统实施布控。镇街、村
两级视频监控已基本接入综治中心。”
临清市公安局民警介绍。

2019年以来，临清市把现代化科
技手段和社会治理深度融合，利用人
脸识别系统、视频结构化分析平台、
三维地图软件等信息系统，实现了治
安防控“全覆盖、无死角”。目前，
临清市已有4400多路监控接入聊城市
综治中心，16个镇街视频监控平台均
与临清市综治中心平台对接，镇村两
级监控已基本接入完成。

村里的监控接到市里

百 姓 安 心 过 大 年

科技助力临清镇村
社会管理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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