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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节将至，2月21日，阳信
县洋湖乡张杨村新时代文明实践文
化广场，村民们在编排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鼓子秧歌，展现其独特
魅力。

洋湖乡是“中国民间文化艺
术之乡”“山东省秧歌艺术之
乡”。阳信鼓子秧歌作为民间舞
蹈形式，在洋湖乡已有2000多年
的传承历史，是山东三大鼓子秧

歌之一，于2009年被列入第二批
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11年成功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林世军 高敏 隋付丽 摄）

鼓子秧歌迎元宵

过完年后，家住沂南县的山东
大学大二学生徐颖和同乡同学，每
天都会通过微信跟该县湖头镇的孤
贫儿童们联系，鼓励孩子们认真学
习。他们还会不定期到孩子们家中
辅导功课。

“刚和孩子们接触时，他们都
不怎么说话。通过这些天的相处，
孩子们变开朗了很多，开展活动时
能主动和我们互动了。”徐颖说，
2月18日，他们带着孩子们到湖头镇
张哨东村参观了村史馆。

当天，徐颖和同学在村史馆
里，为孩子们讲解村庄发展前后的
变化，介绍早年间农耕器具的作
用，并让孩子们体验农用小推车，
感受劳动精神和时代的进步。之
后，徐颖又带着孩子们到该镇黑牛
石村广场上骑旱驴，在玩乐中学习

传统民俗文化。这一天，孩子们个
个脸上笑逐颜开。

徐颖与孤贫儿童的初次见面，
是在2020年初的寒假。疫情期间，
她跟着父亲和沂南县关工委湖头镇
孤贫儿童心理志愿服务团到孤贫儿
童家中走访，孩子们与她对视时躲
闪的眼神，拒绝与人沟通的神情以
及生活环境，让她深受触动。

“全镇孤贫儿童共有35名，这
些孩子多为困境儿童，是极易受到
伤害的群体。”服务团团长张新华
说，2018年，镇上成立关爱孤贫儿
童队伍，和监护人一起陪伴照顾孤
贫儿童成长，引导学习，进行心理
辅导。

这一次走访，让徐颖萌生了尽
自己所能帮助这些孤贫儿童的想
法。“我们虽然不能给孩子们提供

很多物质支持，但能帮他们辅导学
业，培养他们的自信心。”徐颖
说，回到学校后，恰逢学校组织希
望小屋实践活动，她的想法与学校
政策相呼应。

2021年放寒假前，她开始策划
活动，在学校里找到临沂同乡大学
生组队，组成一支社会实践团队。
“现在团队里一共有15名大学生，
其中10名是我们学校的，其他5名是
被活动吸引加入的。”徐颖说。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团
队制定“一对一”和“一对多”的
特色活动。线下，他们给孩子们送
去新衣服和生活用品，实地帮助孩
子们辅导功课。线上，团队结合儿
童自身需要，开展心灵成长故事分
享会、儿童自我保护知识普及等活
动，让孩子打开心扉，提高自我保护
意识。另外，线上方式还能让更多的
志愿者参与到活动中。“开学后，我
们会在网络上与孩子们保持交流，
继续陪伴孩子们。”徐颖说。

农村大众报记者 张 婷
通讯员 尹 君 杜昱葆

大学生加入关爱孤贫儿童服务团

大学生为孩子们辅导功课。

2月11日是大年三十，曲阜石
门山镇西焦沟村幸福食堂里响起
欢快的《春节序曲》，香菇炖
鸡、蒜蓉大虾、红枣年糕……老
人们围坐在两张十菜一汤的大圆
桌旁，看电视、享美食、唠家
常、连视频，一派其乐融融的场
景。

“妮来，你瞧，一大桌子
菜，有鱼有肉，还有这韭菜肉的
水饺，是你最爱吃的馅儿呢！”
今年春节，身在北京的医务人员
孔雪第一次没有与父母团聚。在
微信视频连线下，一头是女儿白
衣执甲、不负荣光的坚守，一头
是父母与邻里乡亲欢聚一堂、共
话团圆的欢愉。

西焦沟村是远近闻名的孝和
之村，孝老爱亲的氛围尤为浓
厚。今年春节前，国家号召就地
过年，孔雪陷入了犹豫。

她拨通了村支书张树亮的电
话，咨询村里的防疫措施，没想
到，张树亮一下子就猜出了她的
心思。

“现在提倡‘就地过年’，
我们正考虑着邀请儿女不能回家
的老人们，来咱幸福食堂里一块

过个团圆年。村里的老人，就是
我们自己的老人，我们会帮你照
顾好，尽管放心！”张树亮的
话，打消了孔雪的顾虑。她和父
母一致决定，取消今年春节团聚
的计划。

想到这样的情况并不是个
例，张树亮和村“两委”成员们
经过商议，决定进行一次全村摸
底走访。连同4名孤寡老人，最终
拉出了一张 2 2位老人的团圆饭
“需求清单”。

“咱多用点心，就能让他们
安下心。”张树亮说，“我在摸
排的时候就跟家人请完假了，年三
十，跟村里的老人们一块过！”

笔者在张树亮工作笔记上
看到，上面工工整整地记录着
老人们的饮食偏好等细节。于
是，这顿团圆饭上，水饺除了
韭菜肉馅的，还多了胡萝卜鸡
蛋 馅 的 ； 村 支 书 跑 了 三 家 商
超，买到了成色最好的牛肚。
这一桌饭菜，是村“两委”在
汇总过每一位老人的饮食偏好
后精心准备的。

农村大众通讯员 陈曙光
张 艳

团圆饭暖了老人心，安了儿女心

幸福食堂里的陪伴

在山东省莒南县县城的中心地
带，有一座不起眼的建筑——— 莒南
县图书馆。这里平均每天有近千人
来看书、学习或借书还书。很少有
人知道，这里是山东省的第一个农
村公共图书馆。

地处沂蒙山区的莒南县是一片
红色热土。1953年，山东省文化事
业管理局决定，在莒南县筹建全省
第一个农村公共图书馆，并从省文
化干校图书馆专业学习班抽调了10

名学员，由省图书馆的沙朝英带
队，带着6000多册图书和一些设备
赶往莒南县。

1953年10月1日，莒南县图书馆
开馆。开馆时，共有图书8318册，
租来的4间平房当阅览室，借用的3

间草房作为借书室。工作人员分两
个组：阅览组和辅导组。辅导组，
字面意思很明白，就是农民在识字
读书时，有人像老师辅导学生那
样，对他们进行辅导。因为那时，
刚开始走进图书馆的农民，认识的
字很少。

“67年过去了，莒南县图书馆
一步步发展壮大起来，如今成为全
县文化和文明学习、传播、实践的
平台，成了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的
大舞台。”莒南县图书馆馆长孙玉
汉说，“现在一年30多万人次到这
里看书、借书，这是新时代文明实
践的成果。”

如今的莒南县图书馆，拥有馆
舍面积6 6 0 0多平方米，藏有图书
3 6 . 3万册。 2 0 2 0年虽受到疫情影
响，仍接待读者25万人次。2019年
接待30多万人次。

莒南县图书馆在1 6个镇（街
道）都建起了分馆。各村有农家书
屋，有些农民家里还建起了农家书
柜。随着超市成为农民购物最集中
的地方，莒南县图书馆在试点建设
“超市书屋”，农民来超市买东西
时，就顺带着完成了借书、还书。

“以前的借书证，早就换成了
电子卡。读者可以刷卡进借阅室，
自己选书借阅，自己完成还书。”
莒南县图书馆副馆长李娟说。

图书馆儿童阅览室里有40个又
厚又软的垫子。“儿童阅览室里有
孩子用的小桌子、小椅子，可小些
的孩子还是喜欢坐在沙发或床上看
东西。所以定做了这些垫子，给孩
子们看绘本。”李娟说。

让李娟津津乐道的，是这里的
自修室。“只要开馆，自修室的人
总是满的。”她说，“现在条件好
了，谁家还不为孩子单独拿出间屋
当书房？选择到这里看书学习，是
因为一走进图书馆，就能感受到学
习气氛和文化氛围。”

“有多少座位，就有多少读
者。实际情况是，受馆舍面积的限
制，我们能提供的座位远远不够
用。”孙玉汉说。

因此，在这家图书馆，经常会
看到找不到座位的人坐在楼梯上，
或倚着墙看书，即便这样，也不愿
把书借回家去看，因为他们太喜欢
这里了。

农村大众报记者 孙成民
通讯员 刘 雁 孙 强

67年前建在红色热土上，山东第一个农村公共图书馆———

最初为教识字读书，如今是文明实践舞台

莒南县图书馆开展送书到乡村活动。(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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