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惠民暖人心 从“送文化”到“种文化”

乡村文化润人心，丰富农民生活
水平，就得扎根农村。因此，振兴乡
村文化，要从“送文化”变为“种文
化”。

据了解，目前献县活跃着 600多
支文艺团体，仅郭庄镇就有 60多支，
但是活动场地狭小一直是制约文艺活
动的瓶颈，一些村庄的麦场或街道往
往就是活动场地，即便条件好的村庄
建有文艺活动室，但也不适合大型的
户外演出。为了让这些文艺团体有自
己“铁打的营盘”，献县在郭庄镇、西
城乡、临河乡建起了乡村大舞台。

“有了乡村大舞台，我们农民艺术

协会也有了自己的阵地，每天傍晚，
就有许多附近村的农民赶到这里，欣
赏歌舞戏曲，丰富了乡村的文化生
活。”侯培江说。

郭庄镇群众文化活动丰富了周边
群众的生活，镇文化站起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为此，郭庄镇投资 20 余万
元，建成了设施先进、功能齐全的乡
镇文化站，文化站设有综合排练厅和
多功能健身室。同时开设了献县图书
馆郭庄镇分馆，与献县图书馆实现了
可借同还。村民们平时阅读健身、排
练节目有了好去处。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丰富的乡村

文化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一些基层
的实际问题也日益突出。一方面，有
的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产品日益丰富，
文化活动搞得风生水起，群众争相参
与，但公共文化设施不够完善；另一
方面，有的地方虽公共文化设施齐
全，但文化队伍不健全、优秀文化产
品供给不足，基层文化服务设施成为

“摆设”，或缺少文化活动带头人，组
织的文化活动质量参差不齐，难以吸
引群众热情参与。而郭庄镇文化惠民
工程，既解决了文化场地的难题，也
培养了一支高水平民间艺术团体，值
得广大乡村借鉴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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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楼突围“赵大麻子”救辛生
张居明

文化看点
WENHUA KANDIAN

7月 1日晚，献县东部

乡村大舞台上灯光璀璨，

节目丰富多彩，文化广场

上人头攒动，座无虚席，

一场由献县郭庄镇文化站

组织的文艺汇演正在火热

举办。今年以来，献县郭

庄镇文化站已经在乡村基

层举办了 12场文化活动，

活跃了乡村文化，绽放了

乡村活力——

钩 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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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高海涛

辛生是抗日名著《大刀记》里主
人公梁永生的原型，东光大单村人。
他本姓单，参加革命后，坚定了共产
主义信仰，甘愿为人民的幸福去辛勤
一生，遂改名辛生。

辛生十几岁就参加了抗日队伍。
1943 年，抗日战争到了最艰苦的阶
段，丧心病狂的日本鬼子就像是秋后
的蚂蚱做着最后挣扎。他们对冀鲁边
根据地疯狂扫荡，实行“三光”政
策，妄想把抗日队伍困死。当时，辛
生正在六区 （今山东省宁津县保店
镇）工作。一天，辛生执行任务回来

时与扫荡的日伪军遭遇，他调头就朝
着漳卫新河对岸跑，敌人紧追不舍，
最后追到吴桥县孙龙庄一座土楼里。
敌人把土楼团团包围，企图活捉辛
生，而辛生毫不畏惧，他一枪一个，
打得敌人不敢靠前，最后子弹打光
了，敌人靠近土楼喊话：“没子弹了，
捉活的！”“快投降吧！保你活命。”辛
生拿出仅有的一颗手榴弹想和敌人同
归于尽。突然，敌人后方响起爆豆般
的枪声。原来是善使双枪、令敌人闻
风丧胆的县武工队员赵玉雪来了。赵
玉雪外号“赵大麻子”，宁津县于家庙
人。他正在附近执行任务，听到枪
声，猜到有同志被敌人围困，马上过
来增援。他选好位置向敌人连续射
击，同时扔出手榴弹，趁着烟雾冲进

土楼，拽着辛生朝外走。辛生怕连累
“赵大麻子”，让他快走。“赵大麻子”
一听就急了，把双枪交给辛生一把，
连拉带拽地冲下土楼，二人边冲边射
击，随后又扔出最后一颗手榴弹，趁
着硝烟迅速消失在青纱帐里。新中国
成立后，辛生多次到于家庙村看望

“赵大麻子”，动员他出去工作。但
“赵大麻子”不愿给政府添麻烦，终日
在漳卫河岸看护堤坝，防止有人破
坏。他说：“比起牺牲的战友，我现在
不愁吃不愁穿，很知足了。你在重要
岗位多为老百姓办好事就行了！”辛生
重感情，虽然工作繁忙，但一有空就
来于家庙看望“赵大麻子”，俩人坐在
河堤上一聊就是几个钟头。“赵大麻
子”去世，辛生悲痛不已，第一时间

赶来吊唁，并和乡亲们一起将他隆重
安葬。

新中国成立初期，宁津有一段时
间隶属沧州专区，1959年至 1966年，
辛生在担任宁津县委书记期间，勤政
廉洁，克己奉公，不辞辛劳，是群众
交口称赞的焦裕禄式的好干部。他任
人唯贤，善于发现和培养人才，使许
多年轻有为的青年干部都得到提拔和
重用，《大刀记》作者、著名作家郭澄
清就是其中之一。为了便于郭澄清创
作，辛生特批他回家安心写作，不用
到单位上班报到，没有重要事不去打
扰他。而郭澄清也不负厚望，在三间
土屋里完成了冀鲁边人民反抗日本侵
略者的《大刀记》《龙潭记》《决斗》
《历史悲壮的回声》等著作。

7 月 2 日，由市作协主办，
市图书馆、市作协诗歌委员会承
办的路玉洪诗集《沧桑雨》发布
暨分享会在市图书馆举办。来自
我市的 30多名诗人、作家参加
了分享会。

路玉洪曾是我市纪检干部，
退休后写起了诗歌，在杨博、祝
相宽等老师的鼓励下，经历了在
沧州诗社和吕游诗界蹒跚学步和
锻炼，创作了大量诗歌，并有作
品发表在《诗选刊》《鸭绿江》
《奔流》《沧州日报》 等报刊。
“看到写了几百首诗，在家人与
几个同学的督促下，我下决心从
2018年到 2021年的作品中，选
了 168 首结集，曰 《沧桑雨》。
《沧桑雨》 立足大地，叩问生
命，从感性到理性，书写了亲近
草木、回归自然，感恩父母、满
怀乡情，感悟人生和反映祖国日
新月异的巨大变化四个部分。表
达了我对祖国的情怀，描写了个
人的心路。”路玉洪说。

分享会上，中国作协会员王
秀云说：“通过《沧桑雨》，可以
看到路老师对生活的态度、对诗
歌的追求。路老师的诗歌作品
中，有的是几句、有的是整首诗
都非常出色，带有很深刻的思辨
色彩。让我们这些已经退休和即
将退休的人，感受到了生活的味
道，这是诗歌带给我们的魅力。”

中 国 作 协 会 员 杨 博 说 ：
“《沧桑雨》耐读、耐品味。说
耐读，是因为这些诗短小精微，
蕴含了颇为深刻的寓意，将诗人
的构想和心迹延伸了多少倍，拓
展了多少倍，使人读之如饮甘泉
雨露，受益匪浅；说耐品味，则
是诗集所辑录的大部分作品，具
有较强的文化属性和语言特色，
而非单纯的思想表述，兼及对多
个生活层面的厚重思考，读来令
人倍感亲切与温馨。”

中国作协会员祝相宽说：
“路玉洪为人谦和、古道热肠，
令人尊敬。岁月沧桑，社会在
变，人们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
和思想观念也在变。岁月像一场
一场的雨，洗刷旧迹，催发新
生，落在大地上，也落在人们的
心里、落在诗句里。我喜欢有思
想深度的诗歌。路玉洪是一个擅
于思考的诗人。就内容而言，他
思考的触角是敏捷而多向的。大
到岁月、祖国、生命和大海，小
至小鸟、落叶、野草和脚印。在
诗歌的表现形式和表达技巧上，
他一直在思考、探索和尝试，力
图找到最佳出口。”

出差在外，未能与会的《渤
海风》 主编刘国莉发来微信：

“路玉洪的诗歌满怀对大自然的
敬畏，亲切，温厚，深沉，低调
内敛，不事喧哗。大量诗作贯穿
了生态忧思，思考人类在生物圈
中的位置，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
诞生了崭新的诗意境界。”

分享会主持人吕游说：“通
过分享诗集，我们深切感受到路
玉洪诗歌创作的特点和思想品
质。我认为沧州现代汉诗创作应
该秉承的方向是沿着中国古典诗
词之路，走出一条属于沧州的现
代汉诗创作之路。路玉洪现代汉
诗创作中凸显出的意境之美、含
蓄之美、语言之美恰恰契合了中
国古典诗词的重要特质。这种巧
合体现了路玉洪将现代汉诗创作
嫁接到中国古典诗词上自觉、自
律的审美追求。”

最后，市作协主席苗笑阳作
总结：“《沧桑雨》的出版对沧
州诗人的创作激情，起到一种激
励和推动作用。一本书不是一个
句号，一定要放大格局，把她作
为新起点，继续坚持文学梦想，
坚守使命，一路‘沧桑’地走下
去，直至见到彩虹。”

本报讯 （记者祁凌霄） 自
2015年开始，南皮爱心协会与
社会爱心人士一起，帮扶贫困家
庭，助力广大学子圆了梦。今年
高考结束后，爱心协会又向社会
发出倡议，希望更多社会爱心人
士加入助学队伍。

6月底，南皮爱心协会发出
第九届“圆梦大学”报名倡议
书：“少聚一次餐、少吸一包
烟、节省一元钱、奉献一份爱。
您的点滴爱心，也许就能改变一
个孩子的命运，让他成为栋梁之
材，将来为国家和社会作出贡
献。”呼唤更多爱心人士加入到
助学队伍，不让寒门学子因经济
负担而影响学业。

南皮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南宝
通介绍说，高考结束后，一大批
成绩优异的青年学子即将迈进大
学的校门，去追逐青春理想，放

飞人生希望。然而，对于许多历
经勤奋苦读、榜上有名的寒门学
子来说，12年寒窗苦读、艰辛
付出终于有了结果。但是，与录
取通知书一道来临的还有无力承
担的经济压力。在这最接近梦想
的关键时刻，爱心协会呼唤更多
的爱心人士加入到助学的队伍，
不让沉重的经济负担成为学子们
迈进大学的绊脚石。

南宝通说：“南皮县爱心协
会 2015年启动的蓓蕾计划工程
之圆梦助学项目，是协会五大
工程十大项目之一。9年来，已
资助大中小学生 1000余人，其
中大学生220多名，并对部分学
生及其家庭实现了长期帮扶。
帮扶活动不仅助力广大学子圆
了梦，也为弘扬社会传统美
德、增强干部群众的凝聚力起
到良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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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日晚，郭庄镇劳动最
光荣庆祝“五一”节联欢晚会，
地点：东部乡村大舞台，参加人
员 30 人，演出剧目有广场舞、
舞蹈、歌曲、戏曲、小品、表演
唱等，观众约1200人；

5月 2日，文化下乡惠民演
出，地点：泊头市营子镇红庙潘
村，参加人员 20人，剧目有舞
蹈、歌曲、戏曲、表演唱、长绸
舞等20个节目，观众约500人；

5月20日，郭庄镇《四季村
晚》之夏日情怀“中华母亲节”
文艺演出第一场，地点：郭庄镇
东田庄村文化广场，参加人员
32人，演出节目有广场舞、歌
曲、戏曲选段、表演唱等，观众
约500人；

5月21日，郭庄镇《四季村
晚》之夏日情怀“中华母亲节田
庄第二场”，演出节目有情景表
演、广场舞、长绸舞、歌曲戏曲
等，观众人数约600人；

6月22日，郭庄镇《四季村
晚》之夏日情怀“万家粽香端午
安康”2023 端午节文艺汇演，
地点：献县东部乡村大舞台，演
出剧目有舞蹈、歌曲、戏曲选
段、音乐小品、古典舞蹈情景剧
等，观众约1000人；

……
在献县郭庄镇文化站站长侯

培江的记事本上，可以看到他们
近半年来组织的文艺演出共 12
场，丰富的节目演出为农忙之余
的乡村增添了几分快乐气氛。

参与演出的演员都是郭庄镇
农民艺术协会的会员，是村里的
文艺爱好者，演出也是免费的。
作为郭庄镇文化活动的组织者，
侯培江还是郭庄镇农民艺术协会
会长。

他介绍说，郭庄镇农民艺术
协会成立于2015年，现在协会注
册会员60多人，他们白天都有自
己的工作，晚上则到文化站排练，
没有报酬，风雨无阻。侯培江本人
也是身兼数职，既是编剧又是导
演，既是主持人又是演员，还负责
视频后期制作。虽然是农民自己组
织的“艺术团”，少了科班出身专
业演员，但丝毫不影响他们对创作
新节目的热情，恰恰因为来自农
村、生活在农村，他们创作和演出
的作品才更接地气，更为人们所
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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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占乡村文化阵地 文化赋能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离不开乡村文化振兴，
文化是乡村的魂，是乡村振兴的精神
食粮。

“面对目前多元化文化的发展以
及存在的各种问题，低俗、粗俗、
庸俗、媚俗的娱乐节目时有传播，
尤其是某些自媒体为了吸引流量，
往往触及道德底线。另外，由于农
村文化市场疏于管理，有些村干部
对文化工作思想认识不够，所以我
们文化站必须发挥自身优势，多编
排一些正能量的文艺节目，根据各
类人群对文化需求有所不同，以满
足大家的精神文化需求，弘扬传统
文化，弘扬正能量，让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牢固占领农村文化阵地。”侯
培江是一位从事多年文艺工作的基
层文化工作者，开展群众性文化工
作有多年经验。

“我们编排的作品，以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出发点，紧贴百姓生
活，因此能引起大家的共鸣。比如，
我们自编自演、提倡反腐倡廉的相声
《新五官争功之被纪委约谈之后》和反
邪教的小品等经典节目，深受大家喜
爱。”他认为，只有把这些喜闻乐见的
节目呈现给大家，才能真正实现文化
惠民。

经过几年来的发展，郭庄镇文化
工作成绩显著。郭庄镇农民艺术协

会义务下乡巡回演出几百场，除了
在献县范围内，演出足迹还遍布河
间、泊头等周边县市和乡镇，观看
人数达十几万人次。他们还建立了
自己的网站，并开办了公众号“郭
庄农艺”。

“优酷网站上有演出的专用频
道，演出视频几百个，点击量 10 多
万 ， 我 们 团 队 多 次 受 到 上 级 表
扬，荣获‘沧州市文化志愿者典型团
队’称号，并入选‘沧州市文化干
细胞示范单位’，我也荣获市‘乡村
文化能人’三星级文化志愿者等称
号。”农村文化战线的老兵侯培江自
豪地说。

把惠民演出送到老百姓家门口

诗集《沧桑雨》分享会现场

爱心人士纷纷捐款爱心人士纷纷捐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