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 情 时 刻

美丽乡村建设

民生2018�年 1 月 9 日 星期二 3□责任编辑 王雁南 梁琨 视觉编辑 班璇 电子信箱 minsheng2349995@126.com

倾情服务百姓 真情关注民生电话：2349995

民生报道部主办

民 生 关 注

读 者 来 信

尼山脚下的一座文明村落
■本报记者 鲍童 本报通讯员 李骁

花开圣源，文明落地。在孔老夫子诞生地尼
山，有这样一座小村落，以其厚重的历史文化底
蕴，满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古老印记，又因
揉进了浓厚的时代元素，彰显着现代文明。这里
就是曲阜市尼山镇的圣源村。

一张四德榜 弘扬正能量

“冯敬平一年给老人买四套衣服， 每天都
陪老人散步聊天！ ”“冯敬元每月给老人 10 斤
面、2 斤油，老冯你可真有福气。 ”在圣源村新
设立的善行义举四德榜前， 几个村民正你一言
我一语的议论着上榜人物， 看着榜上自家儿子
的照片，冯克银老人脸上满是笑容。

“儿女孝不孝顺全看榜！ ”近年来，圣源村
注重发挥模范的示范引领作用，每半年评选、更
新一次“四德榜”，用身边人教育身边人、激励
身边人的方式，形成人人向善的村风民风。“四
德榜小到陪老人多长时间， 大到见义勇为事迹

等，都标得清清楚楚，现如今，村民们都争着比
孝顺、做模范，生怕做得不好丢面子。 ”圣源村
支部书记冯敬华说。

四德榜化“虚”为“实”,将看不见的道德
标准变成了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硬杠杠”,
让人们从榜上知道什么是善， 从而使社会主流
道德观念占据人们的心灵空间， 主导人们的行
为方式。“尼山镇作为孔圣人的诞生地，始终以
弘扬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
推动乡村儒学工程，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进村进户、入脑入心，不断倡导文
明新风。 ”尼山镇党委书记陈鹏说。

儒学大讲堂 文明必修课

郭清是村里的儒学讲师， 已经在圣源村
“任教”四年了。每逢周末和农闲时节他都会来
到这里， 把自己备好的课程讲述给这里的村民
听。 这份特殊的“课程”把一些论语警句、孝贤
事例与发生在老百姓身边的故事结合起来，用
平实的语言和事例为村民阐述传统文化的内

涵，用故事化、生活化的方式教导孝道和文明礼
仪，让村民真正感受到儒家文化的精髓。

“我们都喜欢来这里听课， 郭老师讲的孝
顺老人、家庭和睦故事，就像我们平时聊天说话
一样，一听就明白。 ”冯桂金是村里的妇联主
任，她说，自从有了孔子学堂，谈家长里短的少
了，家庭闹矛盾的少了，村里呈现出一派婆媳友
好，邻里和睦的景象。

“老百姓是很质朴的， 我们就用最简单的事
例来传递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让儒学文化真正
走进老百姓的心里，” 提起村民的变化郭清笑着
说：“刚开始来上课时， 村里会发点儿洗衣粉、卫
生纸之类的小礼品来鼓励村民听课， 现在不用
了，村民们的积极性可高了，讲堂氛围也越来越
好。”目前，尼山镇基本实现了乡村孔子学堂全覆
盖，开讲 400多场次。 自觉遵守村规民约，讲道
理、守规矩成了群众的行为准则。

面面文化墙 润物细无声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是孔子提

倡的一种读书学习方法， 不光要学习还得会思
考。”村民小王指着墙上的论语告诉女儿。如今，
每天带着孩子看墙画已成了小王生活的一部分。

圣源村以主街道为界， 分为传统文化示范
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两个区域。 两区内分别
以 “乐慈”“乐耕”“乐仁”“尚勤”“尚俭”
“尚善”等主题打造了 26 个文化主题胡同，在
两侧墙壁及胡同内绘制论语名句、诗词典故、价
值观等内容的宣传画，形象地展示文化内涵。村
子里还有几处以木质长廊为核心的休闲文化广
场，长廊里刻有论语名句及简单注解。“亭子上
面所刻画的论语原文下都有注解， 很容易看明
白，我们教起孩子来简单多了，”小王指着村头
论语亭上的论语介绍到。

为多层次、全方位提升村民文化涵养，圣源村
不仅设置了四德榜、论语墙绘，还建有孔子学堂、
价值观长廊，以“传统文化就在我身边”的方式和
厚实的儒学基底，结合村民们看得见、读得懂宣传
方式， 圣源村在村民身边建立起传递优秀传统文
化的各种载体。潜移默化中以文化人，涵育文明乡
风，构筑起了一座乡风文明的新高地。

瑞雪解了庄稼渴
■本报记者 梁琨

1月 4日，人们盼望的降雪如期而至，朋友
圈迅速变成雪景摄影展览———大家纷纷拿起
手机， 与 2018 年的第一场雪合影留念。 有人
说，“小雪怡情，大雪添乱”，今年的这场雪降
雪量如何，又给人们带来怎样的影响？

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 从 1 月 3 日起，
全市各县市区陆续降雪，持续至 4 日晚间。 据
气象台统计数据显示， 从 1 月 3 日 20 时至 5
日 08 时，微山县 9.5 毫米降雪量最大，鱼台县
9.2毫米紧随其后， 梁山县、 汶上县降雪量较
少，城区降雪量在 3.3 毫米。 全市各县市区平
均降雪量 4.2毫米。

这场在人们期盼中到来的降雪，确实给道
路交通带来一定影响。“境内高速从 4日凌晨
5 点 30 分开始陆续封闭，4 日早晨 10 时全部
封闭。 4 日上午， 城区共接到交通事故警情
150 起，较平时增加 20%左右，主要为机动车
非机动车刮擦、机动车追尾等事故。 ”市交警
支队民警赵辉介绍。 据了解，降雪后，市交通、

公安交警、城管等部门火速启动应急预案。 各
县市区采取紧急措施， 组织人员扫雪化雪、疏
导交通，尽可能地降低降雪对人们出行带来的
影响。

降雪确实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一定影响，但
却令农民朋友们十分欣喜。记者从基层调查了
解，这次降雪前我市一直没有有效降水。 “去
年 11 月之前，部分地区进行越冬水的浇灌，大
约占全市耕地面积的 40%， 大多数地区仍存
在不同程度的旱情。 ”市农业局生产指导科有
关负责人说， 此次降雪能有效补充土壤水分，
对旱情缓解有一定的帮助。

“雪越大，气温越低，越有利于农作物过
冬。 ”该负责人介绍，据 1 月 1 日全市自动站
墒情（作物耕层土壤中含水量多寡的情况）监
测分析，泗水、汶上、兖州、微山 0 至 10cm 及
鱼台 10 至 30cm、泗水 10 至 20cm、邹城 10
至 20cm、30 至 40cm 土壤相对湿度在 44%
至 59%之间， 其他各县市、 各层次在 60%以
上。 总的来说当前我市土壤水分尚可，基本利
于冬小麦越冬。 该负责人指出，此次降雪有效

补充土壤中的水分含量，我市大部分地区墒情
较为适宜，基本利于冬小麦越冬期生长。

“降雪对病虫害发生也有一定的抑制作
用， 有利于冬小麦的安全越冬， 利于来年丰
收。”微山县农业局办公室主任陈一说，低温大
雪天气降低了越冬的虫口密度， 抑制病害蔓
延，对减轻来年病虫害有利。 “此次降雪并没
有留下较厚积雪，对设施农业影响不大。”陈一
介绍，由于前期防灾工作到位和乡镇种植大户
的积极配合，及时对大棚进行加固、清雪，并未
像 2015 年那样给大棚种植带来较大灾害，只
有极个别蔬菜大棚出现受损情况。

气象台检测，1 月 6 日个别地区再次降
雪，雪量较小。未来全市各地区天气情况较好，
部分地区将有降雨。陈一建议，在积雪融化后，
要根据小麦苗情、墒情，及时中耕划锄，以达到
增温保墒、破除板结，保证小麦安全越冬。 此
外，雪后农户要及时清除温室大棚积雪，夜间
温度较低时，可采取临时性加温措施，晴暖时
适当揭棚通风，要注意蔬菜的防寒保温工作。

■该图片由记者 鲍童 摄

新年第一场雪
有效缓解鱼台旱情

受强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影响，1 月 4
日凌晨开始，我市迎来新年的第一场降雪，4 日
下午 5 点左右，降雪深度已达 7 厘米。 瑞雪兆
丰年， 这场降雪对小麦、 大蒜等农作物非常有
利，有效缓解了农作物的旱情。

据鱼台县气象局气象台预报员王喜峰介
绍，从去年 11 至 12月，该县平均气温 5.7 摄氏
度，较历年同期偏高 0.9 摄氏度；降水只有 1.2
毫米，比历年同期偏少 29.6 毫米，比历年同期
严重偏少， 田间墒情已经达到了 60%左右，出
现干旱现象。

在鱼台县王鲁镇王响村, 到处已是银装素
裹， 大雪覆盖了麦田， 麦苗只露出了尖尖的角
儿。该县农业局农技专家们正在这里查看雪情，
指导农民大雪天如何科学管理小麦。 “自去年
10 月下旬以来， 鱼台县一直没有有效降雨，墒
情较差。这场雪下得真是太及时啦，会对全县小
麦、 大蒜等农作物的生长发育有着积极的促进
作用。 ”鱼台县农业局农技站站长、高级农艺师
孙瑞高兴地告诉记者。他介绍说，有效的积雪覆
盖，对小麦、大蒜不仅起到增温保墒的作用，对
小麦、大蒜越冬也很有好处，积雪融化后，能有
效缓解春季旱情； 降雪带来的降温又能降低农
作物病虫害的越冬基数， 减轻明年农作物病虫
害的发生程度。

“终于把这场雪盼来了！ 这真是一场及时
雪！ 小麦盖上了厚厚的棉被，不仅为小麦增温，
还能保湿。 俗话说‘瑞雪兆丰年’，这真是个好
兆头，2018 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王响村村民
常庆菊看着洁白的雪花给小麦盖上了一层棉
被，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在田间，孙瑞告诉村民们，如果地块苗量充
足或者底肥充足，一般不再提倡撒施尿素；而对
于苗量不足或者底肥不足的个别低洼地块，即
便春季遇有干旱，也不能大水漫灌，否则会很容
易造成黄苗，所以，可以借助这次下雪每亩撒施
10 斤左右的尿素，这样很有利小麦的生长。

因降雪从而造成温度下降， 为做好设施大
棚经营业户的防范意识， 县农技部门提前下发
了防护通知。 在现场，记者看到，一些大棚木耳
种植户正在清扫大棚上面的积雪。 孙瑞说：“大
棚种植户不仅要及时注意大棚的增温保暖，还
要及时清除棚顶的积雪，防止压塌大棚，同时，
也使阳光尽早尽多地照射进棚内， 使棚室内温
度不致于下降过多， 以确保棚内作物生长所需
要的温度。 ”

记者 王雁南 通讯员 霍学全

孩童敬礼感谢
温暖雪中民警

1月 4 日， 一场大雪降临， 伴着凛冽的寒
风，将邹城大地铺盖得洁白严实。邹城市交警大
队迅速启动恶劣天气交通应急预案， 全员上路
加强路面交通管控，奋战在交通一线。

4日上午 10 时许，在邹城市贵和路口雪中
执勤的民警看到一对母子欲过马路，但是，由于
雪势较大、视线较差，这娘俩迟迟没有通过。 见
状，执勤民警立即上前，一边牵着孩子的手，一
边指挥车辆避让， 将这对母子送到了路对面安
全区域。 本以为，到路对面后，母子俩会立刻离
开。 没想到，走到路对面后，孩子突然撒开母亲
的手，停下脚步转身面向民警，认真地向民警表
示感谢。“谢谢叔叔，叔叔辛苦了。”孩子稚嫩的
感谢，让这名民警感到有些突然。民警随机敬礼
回礼，对孩子说，“这是警察叔叔应该做的。”而
此时，这温情的画面并没有结束，孩子竟立定正
身学着民警的姿势，认真地向民警回了一个礼。

孩子与交警的一这番互动，不仅让人动容，
也让风雪中依然坚守的民警，感到十分温暖。

记者 梁琨 摄影报道
通讯员 孔翠玲 李凡红

济宁日报《民生》，秉承着“倾情服务百姓，
真情关注民生”的栏目宗旨，自开办以来初心未
改，也从未脱离群众身边。民生报道部与市民读者
相融共生，也一直受到市民读者的呵护和关注。

近日， 民生报道部又收到了热心读者的来
信。 77 岁高龄读者王文亮在信中讲述了阅读民
生栏目后的感受， 还把感受以各种形式记录了
下来。

“我就爱看《济宁日报》的民生栏目，就仿佛
是党和百姓的之间架起的一座连心桥，能有个地方
聊一聊百姓身边所发生的事。《架起就业桥，扶贫
村村通》一篇稿件好似一盏灯。 老农一天 60元，力
所能及地，剪线头、打零工，老板还管饭……这事都
喜欢，我也乐意干。 习总书记关心老百姓，治污染，
搞厕所革命， 老楼也改装电梯……‘连线市长热
长’ 中的栏目《体育馆厕所小市民要求改造》和
《双拥园厕所哗哗流水太心疼》都是百姓身边的小
事，但顺民心、得民意，百姓都喜欢。”这是王文亮来
信中“细看《济宁日报》12月 12日民生栏目有
感”中写到的。 他还写了一些读报类诗歌和感悟。

如今，每天都去阅报栏看济宁日报，就是王
文亮的生活。 前几年得过一场大病的王文亮，读
报成了他现在唯一的兴趣爱好。 8点钟吃过早饭
后，王文亮就会溜达到南池公园附近的阅报栏，看
当天报纸。“以前意志低落的时候， 连门都不愿
出。 真的是通过每天读报，让我的心情慢慢变好
的。 ”最让王文亮关注的就是和老百姓生活息息
相关的民生板块。“除非刮风下雨，我几乎期期不
落的去报栏前看。 ”王文亮一边说着一边拿出个
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记录了不少东西。“有看到
精彩的地方，我都会记录在这个小本子上面。 比
如说报道中出现的‘煤改气’‘梁山扶贫车间’
等。 ”王文亮如数家珍的说到：“把党的好政策用
讲故事的方式写进新闻报道里，反映老百姓的辛
福生活，我们就喜欢看。 ”记者 鲍童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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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王文文亮亮用用来来记记录录报报纸纸上上新新闻闻内内容容的的小小本本子子

王王文文亮亮寄寄来来的的书书信信

①2018 年的首场降雪，在 1 月 4 日的中午雪势越来越大，“宅经济”也让外卖小哥
和快递员的工作量有了不小增长。 即便大雪纷飞，外卖小哥依然疾驰在送餐路上，为大
家送上温暖一餐。 ■记者 鲍童 摄

②③④⑤一场雪把整个城市装扮得银装素裹。 为将雪情给群众出行造成的不利影
响降到最低，城区交警、城管等部门，早早走上岗位，在学校门口、大桥路面、社区小巷等
疏导交通、清雪融冰，确保主次干道道路清洁，保障市民出行。

■记者 梁琨 通讯员 张丹 张涛 蒋倩 摄

扎实做好防寒防冻工作
为降低低温天气对农业生产造成的影响， 金乡

县鸡黍镇积极做好冬季农业生产防寒防冻工作，避
免低温造成农业经济损失。

他们首先加强了各有关部门之间的沟通对接，
及时掌握最新的气象信息， 及时发布最新的预警信
息；然后又通过宣传栏、微信、电子显示屏等多种宣
传载体， 加强对冬季农业生产防寒防冻有关信息的
发布和宣传，向农民普及农业生产预防冻害知识，提
高群众的农业生产防寒、防冻意识。

他们还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查看苗情、
虫情，掌握第一手信息，实地指导农民做好农作物的
防寒防冻工作； 针对一些农作物种植大户明确专人
负责对接指导；加强畜禽饲养管理，做好圈舍供暖，
保证饲料和畜禽饮水的充足供应， 并适当增加一些
能量饲料，以保证能量消耗，提高畜禽本身的御寒能
力。 通讯员 平安

在 基 层

民警护送母子过马路

孩童与民警互相敬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