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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包庆淼

一位乡村儒学志愿者讲师的到来，让一
个村五十多位老人“心有所属”地快乐起来，
活出了时代幸福感。这件事，有的人信，也
有的人不信，但这却是真的。这件事就发生
在泗水县圣水峪镇小城子村。这位乡村儒
学志愿者讲师就是年过花甲的王春。

王春是一名普通退休职工，并非圣贤，
他是怎么找到老人快乐的源泉呢？答案很
简单：“乡村儒学讲堂+小伙房”模式，为怕寂
寞的老人提供了一个“抱团取暖”的平台。
每周六，是这个村老人最快乐的日子，他们
不仅可以聆听王春老师自己“烹制”的系列
孝道故事，中午还可以在一起共进“免费的
午餐”。每每这时，在小城子村乡村儒学讲
堂里，总能轻易地捕捉到一张张透着幸福的
笑脸和一幅幅邻里和谐的画面。

七年前，王春从泗水县园林局退休，完
全可以在家里享享清福。然而，他却在退休
的第二年冬选择再出发。像小青年一样踊
跃报名参加尼山圣源书院乡村儒学志愿者
讲师培训班，成为一名“为孔子打工”的志愿
者。随后的一年里，圣水峪镇毛沃村、金庄

镇金峪社区、中册镇黄土村……都留下了他
的脚印。之后，他便“情定”圣水峪镇小城子
村。

小城子村位于泗水县龙湾湖上游，距县
城近30里路，是个典型的人多地少的库区
村，人均耕地不足四分，年轻人大多数外出
务工经商，村子留下的尽是“三八”“六一”

“九九”部队。村子里一片沉闷，缺乏应有的
活力与生机。当王春第一次走进这个村子
时，就萌生了以该村探索新时代背景下关爱
农村留守老人模式的想法，并以执着的精神
坚守至今。现在细想，连他自己都觉得坚持
这么久有些不可思议。7年间，他潜心研学
《论语》《道德经》等书籍，课程设置力求灵活
多样，并广泛收集本土孝道故事100多个用
作课堂穿插，他的课堂氛围总是营造的轻
松、愉悦，让人百听不厌。7年间，他在村里
办起了小伙房，把县里给的讲课补贴变成老
人们的“免费午餐”。他探索的“乡村儒学讲
堂+小伙房”关爱老人模式像长了翅膀的小
鸟一样，飞向各地。

2017年之前，王春他们的讲堂设在村中
一个闲置的农家小院里，这个农家小院成了
老人们的好去处，几乎成了村里40多位老

人的乐园。陈忠元老人曾动过三次手术，儿
子常年在外打工，每到周六，他总是早早地
拄着双拐艰难地走进农家小院。孤寡老人
陈本泉棉袄脏得发光发亮，王春见了，记在
心里。再来讲课时，王春为他带来了一件新
棉袄，老人高兴坏了。陈本京老人患有中
风，行动不便，老伴已故，儿子在外打工，地
里的花生无人收。听说后，王春发动村里七
八个老人去帮他拔花生……

参加乡村儒学讲堂的也多是老人，他们
不仅想听圣贤的动人故事，更需要拉拉知心
话。孔融让梨、子路百里负米、芦衣顺母、孟
母三迁等优秀传统文化故事感染了老人，王
春也由此走进了他们心里，成为他们的“主
心骨”“倾述人”。农家小院里的故事多、笑
声多、情意浓。因为王春的到来，他们不是
一家人，更像一家人。

王春不仅用传统文化故事感染村民，也
用自己的行动感化村民。每周六去小城子
村时，他都是提前买好肉、萝卜、白菜等，讲
完课就与村里的老人一起做饭吃饭，周围村
庄也会有人慕名而至，有时中午吃饭的人多
达50多人。当有人问及为什么这样做时，
王春的眼睛眨着泪花:“讲一些高深的道理、

之乎者也的文言文，乡亲们未必听得懂，也
未必爱听。但身体力行很重要，以谦和、严
谨、忠实的操守，诚心诚意地践行儒家思想，
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感召他们。这样，儒
家思想才会在他们中间生根发芽。”

2017年冬，泗水县总结吸收小城子村乡
村儒学讲堂教学经验，将乡村儒学讲堂与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结合起来，拉开了村级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建设的序幕。该县成立了由
县委书记担任组长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
领导小组，着力打造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
新载体、新平台，努力融合各类社会资源，充
分发挥志愿服务团队作用。按照“试点先
行，分批建设”思路，建立了县中心、镇（街
道）分中心、村（社区）实践站三级新时代文
明实践组织架构。截至目前，全县已建成一
个县中心、13个镇（街道）分中心和200个村
（社区）实践站。

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情是一点一
点换回来的，人生也是这样一页一页地真
实翻过来的。王春的乡村讲学之路并不寂
寞，小城子村民陈修福等正与王春携手并
进，在这个温暖的小院里陪护着这个小山
村的老人。

小城子村老人的幸福感
■姚树华

我是一名“85后”，小的时候生活在县城，长大后便到
大城市上学，对“三农”知之甚少。2012年春，我成为泗水
县委宣传部新闻科的一员。由于工作关系，经常随同领导
到农村采访，渐渐的对农村、农业、农民就熟悉了。

2019年秋，我与全县万名干部一起扛起脱贫帮扶联户
的责任。有幸与泗张镇峨峪村的脱贫享受政策户魏长娥
结对，从此，我与这门“穷亲”结下了不解之缘。

峨峪村是一个新农村社区，魏长娥居住的房子有90多
平方米，水电暖齐全。今年61岁的魏长娥，体弱多病，常年
吃药打针。

2019年10月16日，我第一次登门拜访魏大娘。她身
材瘦削，皮肤黝黑，由于常年饱受病痛折磨，一幅弱不禁风
的样子。通过一下午的深入交流，得知魏大娘因年轻时透
支性的劳作落下了“难缠病”，现在，腰椎肩盘突出、冠心
病、高血压、胃溃疡等重病缠身。魏大娘的老伴去世多年，
女儿出嫁，儿子入赘他乡。一双儿女在农村，亦疲于应对
生活的重荷，自顾不暇，无力更好的照顾母亲。魏大娘是
一个乐观的人，生活虽以痛吻她，她却依然保持乐观的心
态面对生活。每天，她将家里收拾的干净整洁，窗明几净，
东西摆放的井然有序。平日里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她总是到村里的手套厂打些零工。

那次见面，我就与魏大娘结下良缘，俩人都觉得很谈得
来。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积极帮助魏大
娘，及时把党和政府的温暖和关注传递给她，让她过上幸福
安康的晚年生活。我盘点了她的“两不愁三保障”，明确了
扶持重点，并认真填写了《脱贫成效清单》《享受政策清单》。

通过对扶贫政策的学习专研，我熟悉了各项政策。通
过筛查比对，魏大娘符合办理门诊慢性病和困难老年人补贴
的条件。我整理了魏大娘入院治疗的相关证明材料，身份证、
户口本、社保卡，先后向泗张中心卫生院提交了《门诊慢性病
申请表》，向泗张镇提交了《经济困难老年人补贴申请表》。

有一天，我拿着魏大娘的慢性病医疗保险证，迫不及
待地赶到她家中，见到大娘后我兴奋地说：“大娘，以后你
再去泗张中心卫生院拿药就带着这个慢性病医疗保险证，
你可别小瞧这个小黄本，这样你累计拿药超过200元以后
的费用只需支付25%，你看你现在每个月平均要买300元
的药，一年下来就是3600元，现在有了这个小黄本，你一年
只需花1050元，省了好大一笔钱呢！”魏大娘接过慢性病医
疗保险证激动得一句话都说不出，脸上流下了两行热泪。
2019年12月，我又为魏大娘申请办理了经济困难老年人补
贴，每月增加80元的收入。

新年是阖家欢乐的日子，我想这时应该也是魏大娘最
觉得孤独的时候。为此，我产生了想给魏大娘一起过个年
的想法。这个想法得到了外宣办主任包庆淼的鼎力支
持。2020年1月23日（农历腊月廿九）一大早，我与包庆淼
就赶到早市，买了面、油、肉、蔬菜和窗花等物品。上午10
点多，我们拎着大包小包，与村干部一起来到魏大娘家。
听说我们要陪她提前过个年，高兴得合不拢嘴。我们和魏
大娘一起洗菜、和面、调馅、包饺子、贴窗花。等冒着热气、
香味扑鼻的芹菜肉馅儿的饺子端上餐桌，我们与魏大娘围
坐在一起，边吃边聊着家常，年味十足。“以前都是自己过
年，俺家好久没这么热闹了。原来心里没有什么依靠，现
在有了你，我心里踏实多了，感觉日子越来越有奔头。”魏
大娘拉着我的手动情地说，眼角泛起了泪光。魏大娘脸上
的笑还有那红红的窗花在我脑中定格，我对精准扶贫有了
更深层次的认识。

踏着全国上下精准帮扶的时代脉搏，魏大娘不仅住上
了宽敞明亮的楼房，吃上了自来水，还享受到了农村最低
生活保障金、养老保险金、经济困难老年人补贴、物价临时
补贴、电费补贴、一次性过节补贴等各项政策扶持。魏大
娘的生活越来越好，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多。如今，魏大
娘成为我心中的牵挂，我也成了大娘最期盼的人。

（作者：泗水县委宣传部新闻科副科长）

我攀上了“穷亲”

本报泗水讯（通讯员 姚树华 包庆淼 陈振庆）
8月17日，碧空如洗，流水潺潺，远处青山连绵起
伏，在泗水县金庄镇大泉村宇和农业酥梨基地，400
亩的梨树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下，青枝绿叶间，一个
个山农酥梨悄悄探出了头，它们或单独挂在林梢，
或三五个挤在一起。梨树下一群群鹅或闲庭信步、
或低头吃草，勾勒出一幅田园美景图。

“我们的基地是山农大新开辟的一块试验田，
在管理梨园过程中，山农大专家要求我们不打除草
剂，用大鹅来除草。”基地负责人于德江乐呵呵地介
绍道：“我们的梨不仅纯天然无公害，口感品质也是
相当的好。山农大研制出的山农酥梨，是一个新品
种，梨肉质细嫩，皮薄汁多。”

泗水宇和农业酥梨基地规划涉及大泉村及周
边7个村，规划面积达2万亩，核心区5100亩，山
东宇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与山东农业大学合作，
种植“山农酥梨”新品种。目前已完成400亩高标
准示范园建设，培育幼苗240万株，正在建设年产
5万吨有机肥厂。计划以“山农酥梨”栽植、育苗、
梨产品加工销售为产业基础，发展体验农业和生
态旅游，建设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的田园综合
体。

“我们的项目分三期建成，一期主要以山农酥
梨种植产业园、戈山小厂系列产品作坊建设等项目
为主。二期以园区绿色、高产、高效农作物种植、生
物有机肥建设等项目为主。三期以戈山景区绿化、
儒学文化教育中心、康养服务中心、精品民宿等项
目为主。”于德江信心满满地说。建成后的金庄大
泉田园综合体，将集种、文、医、养、游、购、娱、创等

“八位一体”的现代化农业基地，成为立足泗水，服
务鲁西南、辐射全国的协同发展高地、生态养生胜
地、旅游度假目的地，形成东岳泰山、曲阜尼山、老
区蒙山、金庄戈山黄金旅游圈，有利于保护和改善
生态环境，挖掘和开发孔子文化和保育人文环境，
是泗水县全域旅游发展的重要支撑项目，具有良好
的社会效益。

泗水宇和农业酥梨基地

跻身山农大“试验田”

本报泗水讯（通讯员 魏童）苗馆镇为深入贯彻
落实上级关于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活动的决策部
署，全面提升全镇环境卫生面貌，结合本镇实际，
利用“一响、一访、一通报”三部曲，全面开展农村
环境治理专项行动，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

“一响”，利用新时代广播进行广泛宣传。苗
馆镇“云平台”广播系统贯通全镇41个行政村，通
过“云平台”广播系统每天两次集中宣传人居环
境整治，引导全镇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参与环境整
治，切实发挥广大村民的主动性。同时要求环卫
公司清运车安装大喇叭，循环宣传人居环境整
治。

“一访”，成立专项暗访检查组“村村到”进行
暗访检查。抽调业务骨干，成立8人的暗访检查组，
每周对每个服务区抽取2至3个村进行暗访检查，
利用数码设备拍摄照片，并制作出本周的暗访简
报，同时对整改情况开展“回头看”工作。

“一通报”，对整治工作落后村进行通报并纳入
年终考核。每周一例会对上周暗访村相关情况进
行全镇通报，同时对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滞后村提出
整改时限、整改要求。对于未落实整改、整改效果
不明显、问题重复发生的村，镇纪委给予村级负责
人约谈，并纳入年终考核成绩。

泗水县苗馆镇

“一响一访一通报”

本报泗水讯（通讯员 庄新明 包庆
淼）泗水县政协紧跟时代步伐，今年创新
开展委员“每季一建议”活动，深入实际、
深入生活、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广泛听
取民意，认真开展调研，科学分析研判，
形成委员建议，及时提供“政协方案”。
活动开展以来，累计报送各类建议479
篇，为党政综合决策施策提供参考。

4月13日，泗水县通过了《关于开展委
员“每季一建议”活动的意见》。此后，住泗
市政协委员、县政协委员和县政协协商议
政员发挥主体作用，结合落实市委“民意5
来听”行动的要求，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
工作，紧盯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
务、助力“十大攻坚行动”，聚焦县委县政府
重点工作任务部署落实和群众意愿诉求，
深入基层，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畅通
民情民意反映途径，积极建言献策。

委员“每季一建议”，是在政协履职

活动中或者实际工作生活中形成的书面
主张，具有来源广泛、贴近实际、内容丰
富、建议可行和文字简练等特点，“短平
快”是其最大优势，也可以说是精简版的

“调研报告”。
为确保工作的深入开展，县政协明

确由委员联络工作室牵头负责委员“每
季一建议”工作，明确专人负责汇总整理
委员建议；建立了县政协机关委室联系
政协工作组制度，指导督促做好这项工
作；建立了“县政协委员每季一建议联络
工作群”，通过微信群及时下发建议选题
要求，及时督促提醒各工作组信息联络
员组织报送，定期通报报送情况；5月9
日，县政协召开了工作组组长会议，专题
研究委员“每季一建议”工作落实情况；
强化正向激励，将委员建议报送情况记
入委员履职档案，作为委员评先树优和
下届委员选任的重要参考依据。

委员建议提出是形式，关键在于发
挥作用。县政协致力于做好运用文章，
建立了党组会议、主席会议审议重点委
员建议制度，选取优秀建议以《泗水县政
协委员“每季一建议”专报》的形式，报送
县委、县政府作为决策参考。6月29日、7
月21日，县政协党组会议分别审议重点委
员建议6篇。在以专报形式向县委、县政
府报送的同时，根据建议所涉及领域分别
转交有关部门，如《关于做好精准扶贫工
作的建议》《关于加强老旧居民小区消防
安全的建议》《关于改进道路信号灯及附
属设备的建议》等等，取得良好成效。

同时，县政协机关以一些委员建议
为线索，解民情，察民意，汇民智，形成一
批高质量的政协社情民意信息，报送省
市政协社情民意36篇。更为可喜的是，
委员建议为调研报告、平时提案和新闻
宣传的写作提供了良好素材。

泗水县

政协委员“每季一建议”

本报泗水讯（通讯员 一凡）近日，泗
水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在济宁市局反诈中心
的支持下，快速反应，合成作战，成功为三
名电信诈骗案受害群众挽回45万元损失。
8月21日，3名群众将一面内容“人民卫士，
破案神速”的锦旗送至泗水刑侦大队。

据了解，8月11日 14 时许，泗水刑侦
大队接居民刘某电话急促报警称：当天下
午13时许，有人通过添加微信好友的方
式，冒充领导向其发微信，以“有笔资金不
方便出面”为由，让其帮忙转入对方指定

账号20万元，刘某按照“领导”要求，将20
万元资金转入指定银行账号，事后用电话
与领导核实时发现被骗。在接受刘某报
警的同时，又有居民张某、王某某先后电
话报警，被嫌疑人以同样手段分别骗走10
万元和15万元，三人共计被骗45万元。

接到报警后，刑侦大队高度重视，组
织反诈民警迅速出警，通过调查三名受
害人，发现三名受害人被骗的45万元均
被转入到嫌疑人指定的同一个中国农业
银行账号中，如果止付冻结不及时，资金

就会被诈骗嫌疑人转走，给受害人造成
巨额损失，时间万分紧急。反诈民警在
济宁市局反诈中心的支持帮助下，迅速
对该银行账号进行紧急止付冻结，三名
受害人赶到刑侦大队时，45万元已成功
止付冻结，为受害人挽回了巨大损失。
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之中。

提醒广大居民朋友：在通过微信、支
付宝等即时通讯工具接到要求借款或转
账的信息后，一定要先见面或通过电话
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

泗水县公安局

快速冻结被骗款 挽回损失45万

8月24日上午，泗水县金庄镇北玉沟后村的留守儿童，正在该村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里上特色课。

泗水县深入开展文明实践活动，建立暑期儿童服务站，为乡村留守
儿童提供特色课外活动，助力儿童身心健康发展。■通讯员 包庆淼 摄

留
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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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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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

■包庆淼

我喜欢写作，我喜欢写人。我从 1996 年参加工作至
今，采访足迹遍布村庄，我的身影闪现于厂矿企业，一直在
写作，一直在写人。有人说我在写先进人物事迹方面有一
套。然而，现在我要写的却是一位贫困户，而且是我所帮
扶的贫困户曹井文。

曹井文今年74岁，家住泗水县泗张镇峨峪社区。兄弟
五人，排行第五，自幼生活在小山村，家境贫穷，无力读书
上学。长大后，靠出劳力种地生活，至今孑然一身，平时少
言寡语，床头边那块陈旧的半导体收音机是他的最爱，他
的娱乐生活大概来自那块半导体收音机吧。

2019年10月16日，我与曹井文初识。那天，我从单位
办公室给他带了一摞惠农政策资料，并在社区超市买了6
斤鸡蛋。当我推开他的房门时，他的眼睛一亮，立刻迎上
来。我环顾四周，一片狼藉。

“老曹，今后就由我联系你。大小事找我就行，只要我
能帮办的就没问题。”我说。

“那感情好啊！谢谢你！”老曹话不多，却干脆。
让坐，洗涮茶具，烧水，喝茶，聊天。我们第一次交流

无障碍。换句话说，我与老曹有“眼缘”。
时隔半个月，我再次登门，老曹的房间物品整齐了许

多。当他看到我手里提着一兜面条时，连忙接过，大声地
说：“老包，你来就来吧，怎么又花钱啊！”我说：“也没拿什
么，一点心意罢了！”

这次，我们聊了好久。基本是他讲我听。从他小时候
上山砍柴谈到生产队挣工分，从种地瓜花生谈到栽桃、种
杨树，从过去吃不饱谈到党的好政策。我边听边思考，这
既是一位老人对自己生活的系统回顾，也是一个普通群众
向我这位扶贫干部的真情倾述。

随着上级扶贫工作的节奏，我与老曹见面的频率越来
越高，彼此熟悉后，每次见面的话题广泛起来。渐渐地，我
发现，好像我去看望他的时候是他快乐的日子。每次见面
总是欢喜，其实我也没有惊雷行动，只是在心底把他当成
我的一个亲戚或者一个朋友。每次去的时候，带上些鸡
蛋、面条等生活物品，聊表心意。与他谈话时，尽可能找他
熟悉的话题，这时的他开心得很。当然，我也很开心，因
为，我深知，一位独居老人并不那么容易开心。为此，我才
真正懂得了联户帮扶的深层意义所在。

（作者：泗水县委外宣办主任）

我与老曹有“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