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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文化振兴书香文韵

中国语言扶贫与人类减贫事业论坛
在京举行

为展示党的十八大以来语言扶贫经验，研讨语言扶贫的理论
问题，展望语言扶贫的未来图景，助力人类减贫事业，中国语言扶
贫与人类减贫事业论坛于日前在京举办。

与会人员围绕“推普脱贫攻坚的经验与成效”“语言能力、语
言教育与脱贫攻坚语言技术的运用”“中国语言扶贫的展望与人
类减贫事业”等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论坛发布了《语言扶贫宣
言》，《宣言》指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既是打破地域区隔、传播信
息和技术的工具，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基础。本次论
坛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务院扶贫办政策法规司指导，

《语言战略研究》编辑部主办，语文出版社、《语言文字应用》杂
志、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等机构协办。

见习记者 陈欣瑶

广西河池金城江区：
“扁担节”品牌文化助脱贫

近年来，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保平乡下洛村挖掘扁担文化内
涵，结合壮族风情，通过举办扁担节弘扬壮族扁担民俗文化，推动
乡村振兴。“扁担节”成为在中国商标局注册的文化产业品牌，带动
了当地群众脱贫致富。

自 2012 年至今，该村已连续举办了八届扁担文化旅游节，吸
引数万观众前来参加狂欢。文化兴了、产业旺了、环境美了。扁担
文化旅游节带来的综合效应，不仅弘扬民俗文化，还推动了生态环
境改变和乡村振兴，吸引更多客商走进来投资项目。有10人进村
开办农家乐、发展特色种养等项目，总共投入资金达 800 万元，带
动了全村30多户贫困户走上了致富路。 龙招江 韦福珍

河北永清：
合唱“快闪”传递爱国情

近日，河北省永清县龙虎庄乡全体机关干部以“快闪”形式歌
唱祖国，表达爱国情怀。整个视频贯穿多个工作场景，从办公室到
高铁修建现场，从田间到村街，从永清花卉交易中心到文化广场，
干群共同唱出对祖国的美好祝愿。

“通过快闪的方式传递爱国声音，留下的是持久的温暖和感
动。当大家同唱一首歌，那种激情澎湃的感动足以让人热泪盈
眶。”龙虎庄乡的基层干部们表示，“快闪给公众提供了一个参与和
表达的机会，可以带动和吸引更多人参与进来。以后，还要积极组
织一些类似快闪这样的便于全民参与的文化活动，让快闪成为一
种爱国的表达，成为正能量的展现。” 郭振北

山东广饶：
农家书画展为乡邻增添文化氛围

近日，在山东省广饶县大码头镇李官村，村民许秀兰家的农家
小院儿里别有一番天地——一场以“继承发扬中华传统文化”为主
题的书画作品展正在免费开放。

年已古稀的许秀兰从小受深厚历史文化的影响，平时不仅自
己爱给乡亲们写写对联，还把全家祖孙三代人和周边的乡亲们带动
起来，在小院儿里的简易展厅内，一卷卷、一幅幅的书画作品风格各
异，内容多姿。本次书画展共展览书画作品160余幅，小院儿内外，
前来观赏书画作品的周边村民络绎不绝。“这个书画展的初衷，就是
希望让书画爱好者及青少年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也让村里的文化
氛围越来越浓厚。”许秀兰由衷地说。 刘云杰 徐秀云

□□ 冯友松 本报记者 肖力伟

什么是“最美夕阳红”？
丰富乡亲的精神文化生活，让书籍成为

乡亲改变命运奔小康的钥匙。
陕西省汉阴县委党校退休教师李传文用

13年的实践这样作答，人民给予他满分！

乡村书香

成人最缺科技知识技能，孩子最缺优秀课
外书，这是李传文退休前一直想改变的汉阴农
村现状。2006年退休后，他就想在汉阴县城关
镇五一村的老家自费建农家书屋，丰富群众文
化生活，给家乡农民传播文化知识。可这事遭
到了家人一致强烈反对，觉得他疯了。

李传文反复多次做家人工作，取得家人
理解，用自己全部积蓄13余万元，改造老家的
祖屋，设置了图书室、阅览室、写作室，将自己
收藏的文学名著、农林科技、种植养殖等书籍
放置其中。2007 年 7 月，汉阴传文书屋对乡
亲们免费开放。在各界的支持下，如今书屋
图书达22类2万余册。

走进传文书屋，只见每一个书柜上都张
贴着编目分类，一张老式写字台上，一本图书
借阅登记册写满了书名、数目。书桌上的几
大本借书登记簿，上面正反两面密密麻麻地
登记着借书人所借书目及归还日期等。

如今“传文书屋”名扬四方，李传文经常
给读者导读、解读和现场服务、走村入户送书
上门，开展读书会、培训会等，可以说他是村
里的“农技师”，是饭馆老板的经营管理“顾
问”，是残障困难群众的“爱心人”，是留守儿
童们的“干爷爷”。

五一村马熙红就是书屋忠实读者，她感
动地说道：“李老师可是个大好人，我几乎每
周都去借种植养殖书籍看，他亲自教我如何
读书，记录学习笔记，如何学以致用，是他改
变我的思想，让我拥有了幸福生活。”

询问起借书阅读量时，李传文说最让他

开心的是看书的人越来越多，最小的有7岁孩
童，最大的有86岁老人，借阅者不仅有本村村
民、学生，还有其他村和县城的干部职工，特
别是将图书移入学校班级和家庭，日均阅读
人数超过500人次。

爱在校园

引领阅读，爱在校园。今年已经 73 岁的
李老师欣慰地说：“国家一直在大力推广全民
阅读，终身阅读，但信息时代飞速发展，家庭
教育有许多困惑，孩子回家爱玩游戏，不喜欢
读书，我就将‘倡导全民阅读’从村里移送到
校园里，与老师们一起共同推动阅读。”

全国优秀教师、原堰坪小学德育主任卓
小瑜老师就是直接受益者，她深有感触地说：

“李传文先生给予堰坪小学捐赠的图书，既是
物质上的帮助，更重要的是从精神上给了我
们巨大的鼓舞，激发了我们读书的潜力。”

阅读从山里娃娃抓起，李传文先后在城
关镇五一小学、漩涡镇堰坪小学共建校园图
书室、班级图书角，每校捐赠 2000册读物，经
常到校指导孩子们阅读，在交往中有学生搞
不清“红军翻雪山过草地”，他就从党校找来
挂图、资料讲红军故事。

堰坪小学张晓钰同学说：“李爷爷捐赠的
图书，里面有很多我们喜欢看的书籍，通过他
灌输阅读的重要性和怎样阅读，引导我们努力
读书、长大后要做像传文爷爷那样的好人。”

传文书屋已成为一杆文化服务旗帜。“从
村级推广到学校，特别是对堰坪小学连续五
年援书阅读，学生阅读氛围日渐浓厚，我还想
把推广范围再扩大，目前已经确定了对平梁
镇高梁和红星两所村级完小作为第二批试点
校。”李传文微笑地说。

群众的“财神爷”

李传文为农民传播知识，发挥党员示范
作用，做乡村阅读推广者、乡村服务的志愿

者，他把自己的智慧和余力奉献给家乡人民，
从乡村弱势群体到留守儿童，用爱传递文明，
用心服务乡亲，激发群众自身精神动力，书屋
内外有众多的动人事例不胜枚举。

多年来，他不仅为农民传授科学种田知
识，也为个体经营户提供经营管理方法，“农
家乐”老板娘徐家翠就是受益者。当初开张
没多久生意日趋萎缩，李传文知道后就挑选
了烹饪书籍送过去，连徐家翠都没想到，竟然
成了“传文书屋”的铁杆读者，“农家乐”也开
始远近闻名。

“闻书屋飘香，践文明和谐”在五一村悄
然成风，李传文以“增智扶志长技能，读书帮
贫助乡亲”主题，凭借他深厚的理论水平和渊
博的知识，义务到镇村宣讲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自筹资金 2万元开展

“农林科学技术培训”活动，帮助 76户贫困户
免费学习养殖中华蜂、种植肚棓技术，帮助群
众脱贫致富。

五一村村民刘世军说：“我文化程度不
高，也没啥技术，自李老师建立书屋后，经
常去借关于养殖方面的书看，有时李老师
还送书上门让我看，慢慢地对养殖有了兴
趣，通过努力发展养猪、养牛共 30 多头，年
收入也还不错，这要感谢李老师的书屋和
他的关爱。”

谈起中国好人、全国优秀农家书屋管理
员、全国新闻出版广电系统“激情·奉献·廉
洁”先进个人、全国百姓学习之星这些荣誉，
73 岁的李传文觉得“传播文化、为村民送智”
更重要，他表示，做好这事，要跟时间、跟自己
赛跑！

阅 读 榜 样 在 乡 村
为建设书香乡村，助力新型农民培养，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乡村文化氛围，由中宣部、农业农村部联合主办的“新时代乡

村阅读季 发现乡村阅读榜样”活动，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响应。这里选登部分乡村阅读榜样的事迹，以飨读者。——编者

李传文：乡村阅读的引领者

□□ 本报记者 杨娟

9 月 22 日，星期日，上午 8 点 30 分，湖南
省慈利县零阳镇永安社区书声琅琅。记者循
声而去，踏进的不是学校，而是一位叫张家秀
老人的家。

外墙是青砖，有些开裂。堂屋外悬挂的
“零阳镇永安社区图书室”“零阳镇永安学校

校外辅导站”的两块牌匾十分醒目。穿过堂
屋，进入内室，屋内的墙壁早已泛黄，墙面也
已剥落。而让人眼前一亮的是这间20多平方
米的小屋里，摆放着 3个大书架，书架上的书
整整齐齐、满满当当，有图画书、历史书、文学
书、地理书等。书架前，摆放着几张桌椅，六
七位孩子伏在桌前，认真地读着拼音。正是
因为这些书和引来的孩子们让这间简陋的老

屋焕发着勃勃生机。
孩子们没有因为记者的到来而中断阅

读，坐在一旁、守护孩子们读书的老人便是张
家秀。年届80的张家秀是永安小学的退休教
师，17岁开始教书，在三尺讲台上一站便是37
年。1994年，张家秀退休后，因为家中有些藏
书，村里爱看书的孩子经常来借，借着借着，张
家秀就萌生了建立家庭图书室的想法。

“慈利县位于湖南西北部，是个山区穷
县，人穷思维不能穷，我害怕娃娃们的眼界被
大山困住了。”张家秀告诉记者，她最初的想
法是给孩子们提供一个看书的地方，让孩子
们通过阅读，打开对外界的一扇窗，能够看到
更广阔的世界。

张家秀把自己的藏书和儿孙们看过的书
全部摆放到书架上，由此，越来越多的小朋友
来看书、借书。后来，小朋友还把自己的父母
带过来，家长们也经常来借阅农业生产、文学
等方面的书籍，一些以往爱打牌的家长，也

“下了牌桌、上了书桌”，村里阅读的氛围愈加
浓厚。

在履行好“馆长”一职的同时，张家秀担
当起孩子们的校外辅导老师，帮着孩子们答
疑解惑，低年级的孩子们遇到不懂的问题，总
是第一时间想到来找“张奶奶”，因为教书多
年的张家秀，总是用最简单的方法、最通俗的
例子让孩子们消除疑惑。

26年下来，图书室从最初的 200余本书，
扩展到如今已有藏书 4000 多册。这些书籍，

有教育部门的捐书，有志愿者的赠书，更多的
是张家秀自己用并不多的退休工资购买的
书。“生活上节俭一点，但可以让孩子们精神
世界富足一点。”张家秀觉得很值。

而被张家秀义务辅导过的学生，从永安
辐射到周边的丰洋、新建、茶安等村。据不完
全统计，已有 160 多人，共计 2846 人次。自
2003年来，张家秀先后获评省、市、县、镇优秀
校外辅导员、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助
人为乐”湖南好人等荣誉。

面对荣誉，张家秀极为淡然。她说，让她
最为欣慰的是，当年的娃娃，很多考上大学，
有出息了。现就职于海南省建设银行的代建
军，23 年前还是一名初中生。由于父母文化
程度低，把他托付给张家秀后，经张家秀的义
务辅导成功考入大学。代建军每次回来探亲
时，都会特意来看看张老师。2018 年正月初
二，有 8名以前的学生给她拜年，学生给她送
的慰问金张家秀死活都不收，后来，学生们用
这1600元慰问金购置了新书，捐赠给图书室，
张家秀才欣然收下。

今年以来，张家秀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
患了多年骨质疏松症，让她早上起床要费上
半小时的功夫才能慢慢站得稳，眼睛也开始
看不清书上的字，但是，她仍然坚持用自己亲
手制作的大卡片来教孩子们学拼音、习数字。

“只要每天有孩子们和乡亲们来家里读
书，我就觉得心情格外好，浑身也有劲了。”张
家秀乐呵呵地告诉记者。

张家秀：为村里娃打开一扇窗

□□ 周泓 本报记者 李慧斌

“此次‘与祖国同行’摄影展览，分‘当家做主
站起来’‘迈开步子富起来’‘撸起袖子靓起来’三
个部分，展示遵化农村在新中国各个时期的发展
成就。”近日，河北省遵化市文化馆举办了庆祝新
中国成立70周年农民摄影展。据遵化市美丽乡
村摄影协会主席高景生介绍，除部分资料图外，
本次参展作品均由摄影协会会员提供，“这些照
片记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 70 年的风雨历程，每
一张都是时代的印证。”

2016年12月，以“立足农村，聚焦三农”为原
则，旨在彰显遵化美好形象的美丽乡村摄影协会

正式成立。2017年 2月 6日，一场全部由摄影协
会自己组织、自己导演、自己演出的农民春晚在
山里各庄闪亮登场。“我们创造了遵化神话，不花
政府一分钱，不耽误农民一天工，一炮打响。”高
景生骄傲地说。不久后，在周总理视察遵化沙石
峪村51周年纪念日之际，摄影协会举办了“追寻
总理足迹”主题摄影创作和缅怀活动。为助力遵
化旅游，协会还承办了“春花闹遵化——全域旅
游遵化行”大型摄影比赛，全方位记录了遵化境
内的果乡春景、花乡游人、果农身影与劳动场景。

一场场贴近群众生活的活动，不仅让人们逐
渐了解美丽乡村摄影协会，也吸引了许多爱好摄
影的农民参与其中。在展览现场，家住苏家洼镇

东桃园村的协会会员陈淑玲给人们讲述着她参
展作品背后的故事。“作品主人公是我们村一位
80 多岁的老人，”陈淑玲说，“当时他正在编草
席，我随手一拍，记录了手工编织的现场。”正是
因为这张照片，陈淑玲在高景生的鼓励下加入了
摄影协会。“也算是我的成名作吧！”陈淑玲笑着
说，“我把镜头对准农村手工艺人，观众看到老物
件、老手艺就能想到过去，记起传统。”

“只要农民身边有了变化，我们的会员都会记
录下来。”高景生表示。2018年，苏家洼镇沈家庄
村为庆祝公路竣工办了一场全村宴。男女老少坐
在一起，畅谈村里的变化，闻讯赶来的协会会员王
振英恰好捕捉到了馒头上桌的喜悦瞬间。

“2018年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之际，我们自
筹2万多元组织了板栗节。”苏家洼镇东桃园村党
支部书记、村主任慈玉发介绍着他的作品。每当
村里举行重大活动时，他既是组织者也是记录者。

“我的作品名叫《晚霞映碑楼》，拍摄于清东
陵。傍晚时分，落日余晖照在牌坊上，勾出牌坊
的轮廓，给人沧桑古朴的美感。”今年 57 岁的张
连英接触摄影已有2年多了，尤其擅长发现乡村
风景。

“红马甲是我们的标志，‘队伍向太阳’是我
们的口号。”高景生说，“美丽乡村摄影协会将继
续牢记使命，为农民服务，做乡村振兴的记录者，
为遵化乡村发展贡献新的力量。”

张家秀的自办图书室，如今已迈入第26个年头。

李传文与小读者愉快地交流。

河北遵化：镜头记录乡村之美

江苏南京江宁区：
湖熟稻花节暨菊花展庆丰收

10月19日，第二届湖熟稻花节暨第七届湖熟菊花展在江苏省
南京市江宁区湖熟街道盛大开幕。围绕“稻、菊”两大元素，湖熟当
地开展一系列特色主题活动，与农民群众一同欢庆丰收。

伴随着传统“龙都娃娃鼓”阵阵鼓声，开幕式现场人气爆棚。
通过对高素质农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示范典型表彰授牌，农民庆
丰收歌舞展演等活动环节，展示了新时代新农民热爱生活、昂扬向
上的精神风貌。菊花园里，3000多个菊花品种，400亩的“菊花海”
竞相绽放。菊花精品馆、菊艺生活馆两大特色展馆，展示着形态各
异、色彩斑斓的菊花。10月19日至11月17日，菊花园还将举办菊
王争霸赛、全民吃鸭挑战赛、花海快闪等活动。

此外，菊花园与陡门口村坚持抱团发展、融合共进，打造出了
一条水乡文化体验游线路，形成一条“陡门口、稻乐园、农展馆、菊
花园”旅游精品路线。湖熟街道依托独特的自然魅力和文化底蕴，
传承保护特色文化，持续推动现代农业、美丽乡村高质量发展，谱
写了一曲乡村振兴的新华章。 王华

安徽阜阳市枣庄镇：
电影下乡让乡村夜晚“有声有色”

10 月 9 日晚，在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枣庄镇大桥村西张庄村
民组群众文化广场，很多留守儿童特别兴奋，不时跟随着电影
情节纷纷议论着。12 岁的留守儿童张浩悦激动地说：“第一次和
这么多人这样一起看电影，真好！”如今，农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水
平提高了，坐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电影，着实让农民群众过了一把
电影“瘾”。

近日，镇文化站为枣庄镇大桥村的群众送上了《生死 96 小
时》《红色娘子军》等经典影片。入夜后，天气很冷，村文化广场上
仍挤满了前来看电影的村民。大家坐在自带的小凳上，看得津津
有味。一块幕布、一个投影仪，不仅把经典的红色影片送到群众身
边，也让乡村夜晚更加“有声有色”。

自9月下旬以来，枣庄镇文化站组织开展公益电影下基层、进
乡村等活动，不仅增强了乡邻间的凝聚力，而且开阔了群众的眼
界，还让更多群众在娱乐中感知文化魅力，传承了爱国主义精神。

张万发 杨青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