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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故城县
“文艺宣讲”提振群众精气神

“闲言碎语咱不讲，说一说二十大的新思想；二十大会
议闭幕了，会议精神传四方；咱老百姓关注二十大，学习讨
论喜洋洋……”近日，河北省故城县为了让枯燥的理论宣
讲真正“活”起来，把宣传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用“山东快
书”等文艺形式，对全县群众进行了宣讲，受到了广大群众的
欢迎。

活动现场，故城县文化馆长李志勇带来了原创“快书”《咱
为故城争荣光》《说说故城新变化》，描绘了当今城乡发展新面
貌、新变化，说出了群众幸福生活的新欢喜。快板《还是共产
党好》《我爱你美丽的故城》等，让在场观众深受感触，纷纷表
示要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

“文艺宣讲”活动以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让文艺节目走
进广大乡村，将党的创新理论送到群众身边，惠及基层群
众。同时，还充分发挥了文化在凝聚人心、涵养民风中的积
极作用。

据了解，今后该县将继续组织开展有特色、接地气的文艺
下乡活动，引导广大村民珍惜当前美好幸福生活，讲文明、树
新风。截至目前，全县共开展理论宣讲活动200余场，受众人
数达2万余人。

王希录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杰

湖北荆门市
举办自行车赛助推农旅融合发展

日前，2023中国公路自行车公开赛（湖北·荆门站）暨2023
环漳河自行车赛在湖北省荆门市漳河新区爱飞客小镇开赛，
来自全国各地近 1000名高水平自行车运动员和骑行爱好者，
共享一场健康、欢乐的运动之旅。

本次赛事以“大美漳河、骑游圣地”为主题，是中国公路
自行车公开赛 2023 赛季的年终收官战，并同步举办漳河新
区 2023年柑橘文化采摘节、荆门特色民俗农产品展、航空器
静态展等活动，让参赛运动员及嘉宾更好地体验荆门、品味
漳河。

近年来，荆门市持续推进漳河水库生态环境保护，漳河水
库水质常年保持 I类。环漳河自行车赛，将自行车运动与漳河
水库生态场景有机结合，竞赛线路依漳河水库而延伸，绕漳河
水库而展开，既有城市风光，也有山野风情。周边村民因地制
宜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和乡村旅游，打造农旅品牌。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何红卫 乐明凯

山东广饶县
健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在山东省广饶县大王镇封庙村，“百善孝为先”“中国梦、
我的梦”一幅幅生动简洁的墙体宣传画将村庄打扮得分外亮
眼。而位于村西北角的几栋小屋在蓝天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古
朴肃穆，这里正是封庙村团支部旧址纪念馆。

“我们村早在 1926年 7月就成立了山东省最早的农村团
支部，为更好保存和弘扬这一段光辉历史，在大王镇党委政府
支持下，我们在原团支部旧址基础上建设了团支部旧址纪念
馆。”村党支部书记张其德介绍，纪念馆主要包括团支部旧址、
团史展馆、任杰故居、主题广场四部分。自2019年5月开馆以
来，共开展各类活动100余场。

广饶县加强乡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大力保护和传承乡
土特色文化，健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让文化为乡村振兴提
供不竭动力。目前，8个镇街全面建成高标准镇街综合文化
站，全县建成乡村剧场 197处、数字文化广场 60处、图书馆总
分馆村级服务点 143 处，469 个村（社区）建成综合性文化服
务中心，全部面向群众免费开放。 谭芳

□□ 刘涛 王忠革 张大伟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博羽

不久前，由汇丰生态园承办的山东省平原县第
一届园艺花博会开展。十余天来，县内外游览采摘
的人络绎不绝。承办负责人感慨地说：“多亏县里发
布了‘千年鸽乡’采摘游地图，不然我们也不敢动用
这么多资金布展。”深入挖掘地名内在价值，挖掘“地
名+地理标志”，对标地名的音、形、义、位、类等要
素，开展乡村地名上图行动，是该县地名文化建设的
一项重要举措。

近年来，平原县深耕地名文化沃土，激发地名
文化新活力，着力构建适应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乡村
地名管理服务体系。先后荣获山东省第二次全国
地名普查先进集体、山东省民政厅“基层联系点”
等荣誉，并成功入选山东省加强乡村地名管理工作
试点单位。

凝聚社会力量参与地名标志提升工程。该县
将乡村地名标志提升工程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重
点项目强力推进，采取联合财金公司投资、发动社
会力量资助、动员村集体经济组织等方式筹资 150
万元，扎实开展乡村地名命名管理和乡村地名基础
信息采集工作，对全县 273条无名道路进行了规范
命名和标识设置。同时，民政部门主动对接中国
（德州）农业食品创新产业园起步区、平原县“二次
创业”园启动区，提前介入服务，完成园区起步区 9
条道路命名和路牌设置工作。对城区、产业园区、
化工园区、乡镇道路实地踏勘，设置街路牌 687个、
服务乡村企业 34 家，为优化营商环境打好基础。
目前，全县 436 个村（居）实现地名、路名标志设置
全覆盖，为人民群众提供了更加完善和准确的地名

公共服务。
打造强有力的乡村地名文化宣传阵地。为留

住记忆和乡愁，从 2022 年 8 月开始，该县在电视台
综合频道设立“平原地名”专栏，每天下午 4点在调
频 107.4“平原地名文化”宣传村庄历史文化，截至
目前已播放 240 期。由县政协牵头、民政部门实
施，县乡村三级联动，组织编写了《平原县乡村记
忆》，每个乡镇一卷，记录了全县 12 个乡镇（街道）
768个村庄的经济发展、历史变化。桃园街道利用

“情系桃园，记住乡愁”地名文化主题广场，设置 28
块村庄地名文化宣传标牌，在乡村产业品牌宣传塑
造中融入地名元素，助力打造一批“乡字号”“土字
号”公共品牌，提升了乡村产业品牌的附加值、影
响力和美誉度。

在乡村地名标志提升工作中，设置兼具文化特
色的地名标志，与村容村貌有机融合，彰显村居特
色。张官店村是平原古县城遗址，为了让千年古村
重焕生机，在打造特色地名文化旅游的过程中，对张
官店村历史文化街路进行了命名。“张官店路”“桃园
路”“三义街”等 7条新命名的街路成为张官店村的
响亮名片。同时，平原县创新乡镇、农村居民并居点
等地名标志设置方式，将地名标牌设置与美丽乡村
建设相融合，为乡村提供准确便捷的地名导向服务；
深入挖掘该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腰站镇小屯村红色
地名文化，建成小屯村红色教育基地；与美丽乡村建
设、地名特色文化相融合，挖掘乡镇（街道）辖区村
（居）特色，提升乡村地名标志设置规范，设置具有地
方特色的地名标志。锅培口村传承百年的“牛斗虎”
民俗表演，2007 年被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该村已列入该县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建成非
遗地名文化主题展馆。

□□ 夏琰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邓卫哲

路通了，车多了，人富了！近日，海南环
岛旅游公路控制性工程之一的文澜江大桥顺
利合龙，文澜江两岸“牵手”成功，车程由原来
的 45分钟缩短至 5分钟，极大改善了两岸人
民的出行条件，也带旺了当地乡村游，为农民
增收注入新活力。

龙豪村直面大海，不少村民以出海捕捞
为生，一艘艘小渔船停靠在浅滩处，好不美
哉！今年6月，环岛旅游公路临高段实现功能
性通车后，龙豪村因毗邻海南解放公园，游客
也日益增多，现在是渔船一靠岸，来村里赶海
的游客就一拥而上抢购一空，渔民们笑着说

都省了到县城农贸市场的路费。不少村民正
忙着建设农家乐、民宿等配套服务设施，吸引
更多人来村里游玩。

环岛旅游公路临高段直穿扶提西村，村
里的“扶提船歌”民宿临海靠村、风光旖旎、空
气洁净、海风清爽，今年成了游客们避暑、赶
海、研学的网红打卡地。

海南省环岛旅游公路是国家《“十三五”
旅游业发展规划》中的国家风景道项目，是促
进海南省交通运输与旅游融合发展的重要基
础设施。环岛旅游公路六工区项目主线路线
串接海南解放公园、东英国际慢城、彩桥红树
林等多个旅游景点、特色产业小镇和美丽
乡村。

文化语丝

留住记忆和乡愁
——山东平原县加快地名文化建设探访

黑龙江佳木斯市
和美乡村文明浸润人心

近年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把文明乡村建设、破除陈规陋
习作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坚持党建引领，以点带
面推动和美乡村建设。

群胜乡就是其中的典型。该乡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打
造廉政主题文化广场，营造清正廉洁的浓厚氛围；切实发
挥基层组织作用，修订完善村规民约，设立“红黑榜”，以家
庭为单位进行公示，督促村民纠正不文明行为；依托红色
资源，打造红色记忆馆，引导群众以革命先烈为榜样，不忘
初心、砥砺前行；成立 8 支志愿宣讲服务队，积极宣传中华
民族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了更好地宣传文
明新风，拍摄制作“一季一文明”宣传视频，持续深化各类
道德模范、感动人物等创评活动，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
地创作禁赌宣传短剧，引导村民树立勤劳致富的理念。

如今的群胜乡，街道整洁、民风淳朴。村里的风气好了，
村民也有了精气神，乡风文明新气象在群胜乡铺展开来。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伟林 岳海兴

红枫湖国家湿地公园
守护净土 留住生态文明美家园

深秋时节，红枫湖国家湿地公园游人如织。该湿地公园
位于贵州省贵阳市西郊，是贵州西线黄金旅游第一站，也是贵
州高原上较大的人工湖泊之一。红枫湖景区上有大大小小
178个岛屿，湖畔红枫岭及湖周多枫香树，既有桂林山水的碧
丽俊秀，又有“高原岛国”的千姿百韵。

为了守护这方净土，当地有关部门和群众同心协力，持续
开展环保主题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加强环境督察，让绿色家
园造福城乡百姓。由于红枫湖国家湿地公园地跨贵阳市清镇
市和安顺市平坝区两地，针对前些年湿地上游的平坝区夏云
工业园区存在一系列污染问题，安顺市检察院在全市部署开
展“湿地保护检察公益诉讼专项行动”，该市平坝区检察院联
合清镇市检察院共同建立了跨区域湿地保护协调联动机制，
汇聚红枫湖流域湿地资源和水环境保护的合力，取得良好效
果。美丽湿地成为市民休闲好去处，并带动周边乡村游产业
蓬勃发展。 罗蒙 孙艳

海南临高县

旅游公路带旺乡村游

一碗长寿面，
浓 浓 敬 老 情 。 日
前，浙江省仙居县
安洲街道岭西村党
群服务中心内举行

“爱心长寿面迎重
阳”公益敬老活动，
100 多位老人聚一
堂，营造出敬老爱
老的良好氛围。

王华斌 摄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见习记者 陈银银

每天清晨上班前，李星都会习惯性地打开
她随身背的小书包，检查一下里面各种各样的

“宝贝”：关于种植养殖技术的书籍、正确使用
燃气的手册、反诈宣传单……这样的动作，李
星不知不觉间已经做了 9年，而她随身背的小
书包，也被村民们亲切地称为“李星的‘流动
小书包’”。

李星是河北省定州市开元镇的一名基层干
部，扎根农村9年来，她以农村书屋和新时代文
明实践点为阵地，积极推广乡村阅读，传播书香
文化，在开元镇营造“爱读书、读好书”的浓厚阅
读氛围，被评为2023年“乡村阅读榜样”。

在村民心中“种”下读书的种子

李星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小时候爷爷家
里高大的书柜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星最
爱的就是踩着小板凳儿爬上书桌看书，家里触
手可及都是她读的书和记录知识的小笔记本。

儿时难忘的阅读经历给李星心里“种”下了
读书的种子，也让她明白读书的重要性。大学
毕业后，李星来到定州市开元镇工作，农村基层
工作千头万绪，村民们的思想也比较落后，初来
乍到的李星一时没有找到工作方向。

在一次次的外出学习和领导的指引下，李
星和其他村干部决定以现有的农家书屋为出发
点，在村民们的心中“种”下读书的种子，带领老
百姓转变思路，走出一条“知识改变命运”的道
路来。

如何高效利用现有的农家书屋呢？李星和
其他村干部决定开启“农家书屋+”模式，让村
子里的男女老少都能“爱读书、读好书”。

“用老百姓的语言，讲给他们听。”面对村里
的老人，李星发起了“领读活动”，用老人们能听
懂、都爱听的家乡话讲政策、讲理论。村里的年
轻人大多外出打工，教育子女的任务自然就落
在了家里的老人身上，针对这一点李星会挑选
一些家风家训、不要溺爱孩子的内容讲给老人
们听。

对村里的其他人，李星也有自己的想法：

“逢年过节或者秋收的时候，村里的年轻人都会
回来，抓住这个机会，趁着他们不忙的时候，我
们会开展‘亲子阅读’，一方面让家长陪陪孩子，
另一方面也让孩子和家长一起读读书。”这样的
领读、领学活动，李星每年主持举办达100多场
次，在一声声的诵读中，李星带来的这颗“读书
种子”渐渐地在开元镇生根发芽。

除了领读学知识，李星还为村民们准备了
“技能口袋”。通过联系律师事务所给村民们上
一堂普法课，妇联的老师手把手进行育婴和家政
培训，教育局的老师给村里的孩子开展课外阅读
课……不仅丰富了村民们的业余生活，也让村
民们掌握了更多技能，有了更多的致富可能性。

用知识“浇灌”致富之花

开元镇的东忽村在过去一直以种植粮食作
物为主，散户经营，村民收入不高，村集体经济
薄弱。村干部通过学习，想要借鉴“党支部+合
作社+农户”的新型发展道路，但有的农户对合

作社且不了解且心存疑虑。
“想把村里面的工作干好，光靠村干部是不

行的，要发动老百姓一起行动，思想上更要先行
一步。”确定了工作方向，李星背起装着政策讲解
手册和种植养殖技术书籍的小书包，和其他村干
部一起走进田间地头开起了宣讲会，用真诚的
心和各种知识消除了村民们的疑虑和担忧。

政策宣讲初期，并没有多少村民愿意来听，
“要耐心引导，千万不能强迫老百姓来，这样只
会让他们不信任咱们。”在一次宣讲结束后，李
星走到了一位老大爷面前：“大爷，您觉得我们
讲得怎么样啊？我们说得清楚吗？”由于李星和
其他村干部用“接地气”的话把晦涩难懂的土地
流转过程“翻译”了一遍，再加上地地道道的定
州方言，村民们都能听得懂，“您觉得不错，下次
把您邻居也带来嘛，都来听听，没坏处！”

就这样，村民们一传十、十传百，越来越多
人愿意了解流转政策，越来越多人愿意来农家
书屋“听书”，村民们的思想得到了改变，东忽村
也创办了定州市谷阳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将

村内 42 户的 120 余亩土地连片托管和集中种
植，仅2023年第一季度就累计为村民发放土地
股金和现金分红7万余元。

“通过宣讲和学习指导，大家的收成高了，
都感到读书有用，都说读书读出了智慧。”李星
在村里打响了“知识就是财富”的“第一枪”。

心系留守儿童，步履不停实现
“大梦想”

谈到东忽村这些年的变化，李星很有感触，
“首先当然是村容村貌，村集体经济富裕了一
些，村子也变干净了；还有最大的变化就是老百
姓的精神面貌，读书的人多了，村里的经济发展
了，越来越多的人愿意留在村里了。”

但还有一个问题是李星一直记挂在心里
的：那就是留下来的年轻人不够多，村里的孩
子们都是老人在照顾、教育，“这和城里的孩
子相比就会有差距，老人不仅要干农活，家里
还有家务活，时间上就不能分出多少陪伴在孩
子身上。”

因此，李星告诉记者，她有一个小小的梦
想：“我希望让更多的年轻爸爸妈妈留在村子
里，或者说，夫妻俩留下一个也行，能给孩子更
多陪伴和关爱，孩子们是未来呀！”

李星在互联网上看到了希望，她一有机会
就在群里发一些好书、好政策的链接，给群里的
年轻人看，让他们在潜移默化间也爱上读书。
当看到网络直播、网络带货也可以致富时，李星
引导、鼓励村里的年轻人也加入其中，“年轻人
并不是真的都想往外跑，而是因为不出去就挣
不到钱。年轻人懂直播，也有想法，我们现在就
在引导着、实验着，看能不能通过发展这个多留
一些年轻人在村里。”

基层工作很辛苦，李星却深爱着这片土地：
“我经常住在村里，就像回家一样，村民们很热
情。我们的付出是绝对不会白付出的！”这样的
坚持和热爱也得到了家庭的支持，李星的丈夫
辞去了原来镇上的工作，自己做起了小生意，全
力支持妻子的工作，共同守护着李星的梦想。
而东忽村的梦想也和李星的梦想一道，正在这
气势磅礴的乡村振兴大潮中生根发芽。

李星：“小书包”承载“大梦想”

图为李星（左四）和东忽村村民在农家书屋一起读书。 资料图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红寺堡区玉池村村民马慧娟，是一位用读书和写作改变了自己命运的
农民作家。她忙时种地务农，闲时读书写作，还在村里牵头成立“泥土书香”读书社，带动和鼓励农
村妇女识字读书。近年来，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马慧娟组织了红寺堡镇首届农民阅读节等活动，
鼓励大家积极参与乡村文化建设。图为马慧娟（左二）指导村民阅读。 吴暄 摄

“希望在村民们心中‘种’一颗读书的
种子。”作为年轻的乡村基层干部，李星多
年来知行合一，从挎起“小书包”宣讲让村
民听得懂，到联系专业人士开展技能培训
让村民用得上，再到为孩子们培养良好阅
读习惯，她立足实际、转换思路，逐步将文
化知识融入村民生产、生活和下一代的教
育培养中。

相较城市而言，乡村的公共文化服务
较为薄弱。但可喜的是，仍有一批批像李

星这样的基层干部、农家书屋管理员、农
民企业家、文化志愿者等，耕耘守护着一
方乡村文化天地，引导村民真正爱上阅
读、享受阅读，推动形成乡村全民阅读的
亮丽风景。

在推广乡村阅读的路上，每个人都是
同行者。随着广大农民在精神层面上的
需求日益强烈，期待有更多人共同推动乡
村阅读事业发展，发挥能力、汇聚合力，为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增添精神力量。

期待涌现更多乡村阅读推广人
杨钰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