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两年前实行垃圾分类的那天
起，单县高老家乡尚楼村党支部书
记祝金良就多了个习惯：每到一家
村民门口，他都会提起那只装有可
沤垃圾的小桶，仔细瞅一瞅，并严
肃地叮嘱户主：“垃圾要分类投
放，可别乱丢！”

从宣传推广垃圾分类常识到群
众逐渐养成垃圾分类新习惯，尚楼
村用两年多的坚持，迎来了“美丽
嬗变”。

郑秀云是村中心小学的语文教
师，也是尚楼村垃圾分类“义务宣
传队”里的骨干队员，她说：“我

们尚楼村环境卫生搞得好，主要得
益于常态化的垃圾分类宣传。这两
年，村民们都经历了从不习惯不方
便，到逐渐习惯适应，再到自然而
然地行动一个转变过程。”

实行垃圾分类之前，尚楼村村
民没有可沤垃圾和不可沤垃圾的概
念，虽然街道上摆放了几个垃圾
桶，但村民们仍是顺手将所有的垃
圾一股脑扔进垃圾桶。一些剩饭剩
菜、烂菜叶发酵出难闻的气味，蚊
蝇滋生。

2018年年底到2019年上半年，
是该村垃圾分类的“破冰期”。为

让群众最大程度地知晓、认同垃圾
分类，尚楼村村干部先是村干部挨
家挨户宣传，发放“意见征询表”
和“垃圾分类致村民一封信”1200

多张，及时向村民宣传了垃圾分类
的常识，通过乡村大喇叭8小时循
环播放垃圾分类常识、垃圾分类的
意义和新形势，先后组织志愿者入
户分类培训10次。

“一边宣传，一边抓典型。以
先进带后进，整个村里垃圾分类的
氛围就一直很浓厚！”祝金良说。

垃圾分类无巨细，一些看起来
不起眼的细节有时也起很好的作

用。2019年11月，尚楼村为每户群
众门前各配备一只价值5元的塑料
小桶，用来盛放可沤垃圾。可风一
大，小桶会被刮倒，垃圾侧翻，影
响院里院外的环境卫生，换重一点
的桶，又会增加保洁员的负担。当
时，尚楼村正在创建美丽庭院，小
桶内垃圾侧翻，曾一度影响村里的
创建成绩。祝金良等几个村干部就
想办法用村里建筑工地的钢筋边角
料，为每家每户设计了一个挂小桶
的铁钩。

“这可是我们贾楼村的一项新
发明呀！”村民王洪秀一手把芹菜

叶扔进装有可沤垃圾的小桶里，一
手指着挂桶的铁钩，饶有兴致地说。
原来，铁钩一端能插入地面固定，另
一端有个半环，能直接把桶贴地勾
住，不论多大的风也刮不倒小桶，
同时也方便保洁员提桶倒垃圾。

目前，这座1 5 0 0多人的小村
庄，配有保洁员3个，垃圾桶16个，
每天运出可沤垃圾1600斤左右。可
沤垃圾由保洁员上门收取，集中运
送，统一沤制处理；不可沤垃圾则
由村民按区域投放到村里的大垃圾
桶，统一运送到垃圾发电厂焚烧处
理。 (谢丽)

坚持垃圾分类两年多 小村迎来“美丽嬗变”

近日，在菏泽市第二届“孝贤
之星”颁奖典礼上，单县郭村镇苗
楼村村民李红被评为菏泽市第二届
孝贤之星。消息传来，村民们纷纷
竖起大拇指称赞。

日前，笔者走进单县郭村镇苗
楼村村民李红家里，她正把一碗热
气腾腾的米粥装进饭盒里，准备送
给在单县中心医院住院的婆婆喝。
“在外面买饭，她觉得不放心。”
丈夫王俭周一脸憨厚地说。

1997年，24岁的李红嫁到苗楼

村，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便是身体多
病的公公婆婆。公公王公香患有脑
梗，从2 0 1 5年开始，生活不能自
理，一日三餐需要人喂，大小便失
禁。那时候，家里的9亩地需要耕
种拾掇，儿子还在读书，丈夫王俭
周一年四季在外务工，照顾公婆的
重担就落在李红孱弱的肩头。李红
每天一睁眼，就是先帮公公翻身、
“起床”穿衣、给老人洗脸，擦拭
手脚，然后再给老人喂饭。把饭吹
凉，一勺一勺喂到公公嘴里。邻居

见了，都很感动，也有人替李红感
到不平，说：“你年轻轻的一个媳
妇，自己爹妈都还没伺候，像照顾
小孩一样照顾你公公。你觉得苦不
苦、难不难？”朴实内向的李红却
笑笑说：“这也是我的爹妈，谁还
没有老的时候。”

在李红的精心照顾下，常年卧
床的公公王公香一直脸色红润，身
体没有一点异味，也没有生过褥
疮。直到2019年，92岁的老人安然
离开人世。“我爹生病这么多年，

都是媳妇照顾得好才少受罪。媳妇
人心善心细，是我们全家人的福
气！”丈夫王俭周说。

2019年，公公去世后不久，常
年有冠心病的婆婆又患上了肺梗
阻，一犯病就憋得难受，咳嗽得厉
害。细心的李红每天把婆婆该吃的
药放在一个小杯里，准备好不热不
凉的温开水，按时服侍老人吃药。
李红担心婆婆睡觉着凉，诱发病
情，到了晚上，就和婆婆睡在一个
屋里。

2020年10月，天气连日阴雨，
婆婆肺病又犯了，在县中心医院住
了20多天。李红跟着急救车到了医
院，整整服侍了20多天，给婆婆接
大小便，服侍吃药。虽然家庭生活
拮据，李红给婆婆治疗、买饭从不
吝啬，顿顿饭问婆婆想吃什么，只
要能做到的，她都尽力去办到。后
来，婆婆病情恢复出院时，李红整
整瘦了6斤多。“孩子，你比我的
亲闺女都亲。你待我就是亲闺女都
做不到啊！”婆婆看着累瘦的儿媳
妇，心疼地说。

如同丈夫的忠厚实在，48岁的
李红也是一样的内向老实。“我也
不会说，都是自己的公公婆婆，一
定要对得起他们。我就是他们的亲
闺女！只盼老人能早日恢复健康，
减少一点病痛。” (谢丽)

“孝贤之星”李红：我就是公婆的亲闺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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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单县文化旅游产业健康
发展，全面唱响全域旅游大品牌，
彰显长寿文化、善文化风采，进一
步提升单县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近
日，以“健康单县 善行天下”为
主题的山东单县第三届全域旅游文
化节暨浮龙湖第九届文化旅游节开
幕式在美丽的浮龙湖畔举行。

作为山东省首批“全域旅游示
范区”，单县近年来秉持“全域打
造、全域融合、全景建设、全民参

与”的发展思想，贯彻新发展理念，
融入新发展格局，旅游产业蓬勃兴
起、竞相发展，“健康单县·善行天
下”文化旅游品牌深入人心。

如今，在单县，可尽览自然之
美。浮龙湖国家4A级旅游景区，水
天相接，波光涟漪，规划投资113亿
元，正全力争创5A级景区；幵山景
区、戴月景区、善园、东舜河文化
旅游景观带等景区，星罗密布，美
不胜收。目前，单县境内有国家A

级旅游景区7个，国家水利风景区2

个、国家湿地公园1个、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2个、山东省旅游强
乡镇3个、山东省旅游特色村11个，
营造了“城在林中、人在景中、三
季有花、四季常青、出门见园、城
园相融”的生态旅游环境。

在单县，还可尽品文化之韵。
百狮坊、百寿坊雕刻精湛，巧夺天
工；朱家大院、古县衙彰显古都风
韵；红色湖西革命教育基地、平原

省湖西革命历史纪念馆、湖西公
园、张寨小延安等红色教育景区，
再现了革命老区光辉历程和先辈的
英雄事迹，让人们在红色文化浸润
中汲取奋进力量；科技馆、体育馆、
美术馆、艺术馆、图书馆、少年宫等
场馆，以文赋旅，以旅彰文，丰富了
城市内涵，提升了文明素养。

如今，单县的群众可尽享全域
旅游之福。单县坚持全域旅游理
念，做足“文旅+”文章，全面推

动旅游与城市建设、乡村振兴、历
史文化、文明创建、法制诚信建设
五个结合，举办了全域旅游文化
节、全民健身运动会、长寿旅游文
化节、羊肉汤旅游节、浮龙湖文化
旅游节等一系列节庆活动，建设了
红色游、生态游、乡村游、文化游
等一批精品亮点工程，打造了“人
人都是旅游形象、事事都是文明用
语、处处都是旅游环境”的全域旅
游大格局。

近年来，单县主动融入国家发
展规划，依托丰厚的文旅资源，在
“十四五”期间，坚持“文旅强
县”战略，将精品文化旅游产业定
位为全县五大主导产业之一，打造
全域旅游发展高地。(子栋 谢丽)

单县：打造全域旅游发展高地

近日，为弘扬传统民族文化，
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单
县文化和旅游局在浮龙湖管委会开
展“我们的中国梦”——— 文化进万
家主题系列活动之一浮龙印象戏曲
展演。湖畔现场热火朝天，还没开
场，广场上就挤满了热情的群众和
横七竖八的电动车。

展演在传统戏《铡西宫》中开
场，豫剧《刘公案》、戏曲《红灯
记》等10多个节目接连上演，一段
段脍炙人口的戏曲念白，一曲曲动
人心魄的戏曲表演，赢得了现场观
众和游客的阵阵掌声，热情的观众
不时用手机记录这场与文化的美丽
邂逅，整场演出都沉浸在热情洋溢
的氛围之中。

此次活动，大部分是来自全县
22个乡镇的庄户剧团，也有来自单
县的各界文艺爱好者、戏曲名家名
角和非遗传承者也前来同台献艺。
“今天是正式演出，全程录像，大
家都笑咪点，鼓掌热烈点，得上电
视哩。”舞台上，浮岗镇的文化站
工作人员不停地指挥着，台下心急

的群众吆喝着，“知道了，快开始
吧。”

上台表演的浮岗镇农民庄户剧
团，虽然唱得有些生涩，但个个有
活力，很投入。传统戏曲节目轮番
上阵，夹带着浓浓的乡土气息。
“这不是小王庄的王吕景吗，他唱
坠子书唱得不错。”几个大娘正在
热议舞台上的演员，“我听过他唱
好几回了，都说他唱得不错。”虽
然不是一个村的，可说起邻村的王
吕景，姜玉枝大娘还是有些自豪。

“党的政策就是好，为国为民
真周到。不仅是民生民计一起抓，
环境卫生搞得好，还文化下乡，送
戏到咱家门口……”今年75岁的贾
金香老人，是莱河镇婆婆妈妈唱戏
团的主力队员。此刻，她正在台下
等待演出，看着舞台上的精彩演
出，不仅脱口唱出一串顺口溜，幸
福之情溢于言表。莱河镇李半庄村
村民李义勇，在得知要举办浮龙印
象戏曲展演后，也主动找到镇文化
站要求参加节目，“我就想着唱给
父老乡亲听听，都高兴高兴。”

据了解，浮龙印象戏曲展演时
间将持续两个月左右。在系列展演
中，单县12个优秀庄户剧团将在周
末依次亮相，包括豫剧、山东梆
子、柳琴戏、四平调等多个剧种，
在风景秀美的浮龙湖畔，伴着和煦
的春风，让广大群众享受到品质优
良的文化盛宴。

近年来，单县县委、县政府加
强对传统文化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注重浮龙湖文化旅游区的开
发、建设和发展，组织了多种艺术
形式的演出，包括地方戏曲比赛、
唢呐比赛、曲艺比赛等，既对多重
艺术形式进行了保护和传承，又宣
传了正能量，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
活，弘扬了中华民族孝善敬老的传
统美德，彰显了大美单县的独特魅
力和风采。通过开展“我们的中国
梦”——— 文化进万家系列文化活
动，单县真正把文化“种”到了群
众“心坎上”，把文化引入到了群
众的日常生活中去，让文化成为了
群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幸福因子。

(傅子栋 谢丽)

单县各乡镇(街道)利用农闲时节，在各村文化广场广泛开展
“文艺进万家”演出活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图为园艺街道办事
处舞蹈队在社区文化中心开展文艺演出活动。

(谢丽 摄)

文化进万家，幸福送到群众心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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