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众号里知村情

“这几天，咱村连接北二街和环村路
的重要道路在修呢。我们由衷地骄傲和
感激，因为我们的村庄正以前所未有的
团结和奉献，共同推动着修路工程的顺
利进行……”

“在本学年的教学质量监测中，东樊
屯完小荣获了‘2022-2023学年小学六
年级教学质量监测总成绩优秀学校’的
光荣称号……”

……
打开“樊屯这些事儿”微信公众

号，一个努力蝶变的小村映入眼帘。修
缮街道、完善教育、通气通水……公众
号里，既有人们关心的民生项目，也洋
溢着发布者对村庄发展的期冀。

“樊屯”，是指位于献县南河头乡的
东樊屯村，一个有着 3500多人的大村。
村党支部书记樊路杰，正是“樊屯这些
事儿”微信公众号的发布者。

“大学毕业后我回乡发展，2015年
担任村党支部副书记，感觉村上需要通
知村民配合的事务不少。再就是不少人
在外打工，也关心家乡发展，但没有什
么了解渠道。”这时，作为网络时代成长
起来的“80后”青年，樊路杰萌生了开
设村务公众号的想法。

2015年，“樊屯这些事儿”微信公
众号诞生。通知缴纳农村合作医疗保
险、呼吁禁烧秸秆和生活垃圾、推进土
地确权……与村务相关的工作，是公众
号里的主要内容。每篇发布简洁、清
晰，本着公开透明的原则，展现在每一
位“观众”面前。

“把村务搬到网络平台上，确实方
便、高效了不少。有些工作，我们在公
众号发布了一遍流程或注意事项，大伙
儿就挺清楚。”樊路杰说，“村民还可在
每个图文消息下面给村‘两委’留言。
如果有回复不及时的或是急事，我们也
会打电话向村民们解答。”

“樊屯这些事儿”微信公众号还是东
樊屯村蝶变的记录平台。村民们风风火
火义务修路、募集款项共建文化活动中
心、齐心协力改造饮水……图文消息
里，新旧对比，东樊屯的变化一目了
然。一篇篇事无巨细、朴素却不失真情
的介绍，彰显着人们爱村、护村的乡情。

几年间，“樊屯这些事儿”微信公众
号凝聚起了满满的正能量。

“美丽樊屯村，最美樊屯人，同心共
筑健康和谐富强家乡。”“为樊屯默默无
闻的奉献者点赞，樊屯在大伙儿的共同
努力下，将会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
美！”……留言信息里，鼓励的话语不
少。

东樊屯悄悄变了

也难怪大伙儿点赞，这些年，东樊
屯村的变化确实不小。

建起文化活动中心，村民办事找到
了“根据地”。2018年，樊路杰被推选

为新一任村党支部书记。上任后，首先
解决的便是村“两委”办公地点的问
题。“前些年，无论是班子开会还是村民
办事儿，就凑合在老支书家里解决。”为
此，他们决定收回老旧“大队部”，推倒
重建，除让村“两委”办公外，还要打
造成村民文化活动中心。

事情虽好，难度却不小。其中，资
金缺口最愁人。除积极向上级争取项
目，樊路杰主动垫资、村“两委”也带
头捐款，实在没辙了，还在公众号发布
消息募集资金。功夫不负有心人，2018
年底，集村民服务中心、文体娱乐室等
多功能于一体的文化活动中心终于诞
生。现在，村民们没事儿就到活动室里
跳舞、唱戏、下棋，为普通的日子平添
了一份趣味。

推进移风易俗，倡导红白事简办，
让村民们得实惠。2019年，东樊屯村开
始执行红白事改革制度，向大操大办的
不正之风开刀。白事上，杜绝给忙活人
送礼；一律取消唱戏、歌舞；禁止玩大
钱；取消后谢；60 岁以上的老人不随
礼。红事上，取消前请后谢；取消歌
舞、严禁赌博玩大钱现象；将婚礼车队
控制在 8辆轿车以内，其他车辆一律用
客车……人人都按标准办事，不光减轻
了经济负担，杜绝互相攀比，也不会产
生精神压力。

修路肩、平路面，村民们出行更安
全了；从 5天放一次水到每天放水 16个
小时，用水更方便了；清理坑塘和河道
垃圾，改善村内村外环境……在东樊屯
村，为人乐道的变化还不少。

村民们牵挂的乡村教育，更是不断
焕发新气象。

樊路杰就是教育专业出身，在推动
东樊屯发展的过程中，深深感受到了人
才短缺的掣肘。东樊屯村离县城不近，
但不少村民还是愿意把孩子送到县里上
学，就算耗费人力、财力也在所不惜。

“前些年，我们的教育条件和水平都
还不错，近些年，由于一些原因有些停
滞。要是村里有了学校，接送方便，能
减少安全隐患的发生。没有借读费、接
送费，不光节省家庭开支，村民们也可
以安心上班。在本村学校出去的学生，
对村子有感情，成才后更愿意为村里作
贡献。”整合优质教育资源，就成了东樊
屯村“两委”不懈推动的工作。

除建设基础设施，增加了各种大型
娱乐设施、小型玩具，打造优质的幼儿
教育环境外，东樊屯村“两委”班子还
积极配合学校教育工作，提升东樊屯小
学的教学环境，打造高素质教师队伍，
努力提升教学理念和成绩。

“打造优质学校教育，可能需要十年
或几十年，我们从现在出发，只要坚定不
移地支持下去，学校就能不断进步，为孩
子们的未来打下坚实基础。”樊路杰说。

“要我干”变“我要干”

这段时间，东樊屯村连接北二街和

环村路的重要道路正如火如荼地维修
着。不同于以往，这次维修，始于一场
匿名的爱心捐款。

今年 9月，东樊屯村“两委”收到
了一份珍贵礼物——两位热心村民匿名
为村里捐款50万元，用于支持教育事业
和基础设施建设。

“这份善举，大大激励了我们，让我
们相信，只要齐心协力，就能为村庄创
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时隔月余再提
起，樊路杰依旧激动不已，“这种精神，
也会激励更多人加入公益事业，并在我
们村里传承下去，成为独属于樊屯的文
化。”

在两位慷慨的匿名捐款者的引领
下，村内一条道路上的15户村民也都每
家毫不犹豫捐了2000元。这种无私奉献
的精神感染着所有人，整个道路施工过
程充满了爱和团结。

这还只是东樊屯村“两委”集结
3500多人的力量，共建美好、繁荣村庄
的一个缩影。

“3500多人共建、共治、共享一个
家。”这个理念，是樊路杰和东樊屯村

“两委”坚定不移的目标。几年来，东樊
屯村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也是源于这

份美好的愿景。
2018年，村里修路，本该七八天才

能修好的路肩，只用了半天，出乎所有
人意料。数百人拿着铁锹、锄头、铲子
忙修路肩，开叉车的、锄土的、搬砖
的、铺砖的……埋头苦干的有六七十岁
的老人，也有穿红着绿的妇女。在外地
不能回来的人们，主动捐钱买水买冰
糕；

解决几十年的排水问题、拓宽道
路，70多岁的老党员周占军多次跟樊路
杰说：“路杰，如果需要捐款，我捐一
份。”周占军长时间走路会腰疼，听说村
里有多处地点需要测量，立马就买高铁
票赶了回来。他的户口早已不在东樊
屯，但为着村里建设，捐款又出力，感
染了一大批人；

东樊屯村饮水改造工程历时 50 多
天，饮水工程领导小组人员都年过 70
岁，不要任何报酬，早出晚归，不怕
苦、不怕累、不怕热；

录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信息表和摸
底表需要用电脑，村里的年轻人也非常
给力，3个多星期，从白天忙到晚上十
一二点；

……
这样的奉献举动，在东樊屯村不胜

枚举。党员、村民代表、热心群众，从
“要我干”变成了“我要干”，都为村富
民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对于大村来说，发展依靠的是全民
参与。每个人只要付出一点，村子就会
有一个大的变化。共建、共治、共享的
过程，不仅仅是为了改变我们的村庄，
更是为了唤醒大伙儿内心的参与意识和
责任感。”樊路杰说道。

在东樊屯村，村民们参与共建的方式
多种多样——可以到村“两委”喝茶聊
天，提出建议和意见，也可以参与志愿活
动，贡献时间和力量。如果还有一技之
长，帮助他人成长，也让人受益无穷。

“让村庄更美、村民更幸福是我们村
‘两委’班子的愿景。要实现这个想法，
不能只靠村干部和党员单打独斗，还得
倾听每个人的声音、尊重每个人的想
法。我们希望每一位村民都能为村庄发
展建言献策、加油添柴，用团结合作的
精神，让村庄焕发更多生机。”樊路杰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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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兴县张会亭镇，南齐
新发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
地头上香气扑鼻，工人们抄
起镰刀，迅速割着茴香。忙
碌收割后，一捆捆鲜嫩的茴
香没有直接装车，而是被精
心剔除黄叶、杂叶，用保鲜
膜等分装成小包，才踏上进
京的旅程。

“我们的茴香取得了绿色
认证和有机认证，自打这季
上市，专送北京和石家庄等
地的商超，一公斤卖到8元至
10元，还供不应求。”合作社
负责人齐长岩边整理茴香，
边“傲娇”地说道。

也难怪他如此高兴。往
年，茴香管理得再好，最终
的归宿也是批发市场，每公
斤也就两三元钱。今年，合
作社积极拓展线下销售渠
道，敲开了各地商超的大门。

“从 5月底开始，咱‘南
齐茴香’就打入了北京的商
超市场，销往北京超市发、
北京京客隆等超市。销售渠
道好了，大伙儿的种植积极
性更高了。”齐长岩不住感
叹。

他说，张会亭镇的茴香
种植历史悠久，种子都是农
户自产的多刀茴香老品种。
原先，只在清明节前后进行
露天播种，一直收到 10 月
底。后来，合作社不断探索

设施棚室茴香种植，每年中
秋前，在大棚中播种后，11
月左右便有茴香上市，能一
直割到来年麦收前。这样一
来，便实现了全年都有茴香
可收。

采用“公司+合作社+农
户”的模式，这里的茴香产
业不断成熟。

“公司，即南齐蔬菜交易
服务中心，主要负责联络各
大市场、商超，对‘南齐茴
香’实行统一包装、统一品
牌、统一销售。合作社，就
是南齐新发蔬菜种植专业合
作社，负责为农户们提供统
一种植服务，近几年，还辐
射带动了周边北齐村、双庙
村的不少农户共同种茴香。”
齐长岩说，采用这种方式，
可从源头上统一“南齐茴
香”的品质，为茴香的销售
提供了强有力保障。

“品质有保障，咱这盐碱
地上的特色多刀茴香，已经
成了北京物美、华联等商超
及石家庄北国超市的抢手
货，目前一天可向外供应
5000多公斤。今年，我们还
积极申请‘南齐茴香’地理
标志，进一步增加产业含金
量。”齐长岩期待不已。

多刀茴香俏京超多刀茴香俏京超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这段时间，一则热心村民匿名捐款 50

万元助村庄建设的消息，让人们把目光聚

焦到了献县南河头乡东樊屯村。这份珍贵

的礼物，对于东樊屯村如同久旱逢甘霖，无

异于一种精神激励，一场“我爱我村，所以

希望它能变得更好”的洗礼。

这份善举，离不开东樊屯村近几年的

蝶变。这些变化，不只是村容村貌、生活条

件的改善，更是共建共治、贡献价值的思想

觉醒。这些变化，滋养着村民们的精气神

儿，洋溢着大伙儿奔向美好、繁荣村庄的期

冀——

非遗宣讲非遗宣讲
““剪剪””述好家风述好家风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张文娟

日前，盐山县边务镇李
郭庄村，刘淑珍新时代文明
实践家庭站里不时传出阵阵
笑声，“非遗宣讲‘剪’述好
家风”活动让这里变得热闹
不已。

“来，红纸这样对折后，
从这边下剪刀……”家庭站
负责人刘淑珍一边详细讲解
剪纸要领和技巧，一边介绍
剪纸文化的发展历程。

多年来，刘淑珍深入钻
研剪纸技艺，是郭庄剪纸县
级非遗传承人。她说，剪纸
文化不仅是民间传统艺术的
代表，更是宣传优秀家风的
艺术载体。

从为六角钱作检讨的董必
武同志，讲到朱德同志修身齐
家涵养好家风的故事……刘淑
珍一边给大家讲述廉洁家风
故事，一边巧手翻飞，发挥
创意。在她的指导下，大家
相继剪出一幅幅生动有趣、
精美出色的作品。

“这次活动不仅让我们感

受到了非遗文化的魅力，学
会了简单的剪纸技巧，更通
过刘大姐的宣讲，确定把涵
养好家风、传承好家教作为
今后生活的目标，把好的家
风家训传承下去。”李郭庄村
村民杨华丽说。

“本次家庭站活动以传统
的剪纸文化为媒介，宣讲了廉
洁家风建设，不仅让群众感受
到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还
让好的家风家训入脑入心，
丰富群众的精神生活。”边务
镇相关负责人说，下一步，
边务镇将继续整合资源，带
动更多家庭投身新时代文明
实践家庭站建设，以群众喜
闻乐见的方式，多形式、多
角度开展活动，使新时代文
明实践家庭站成为传播党的声
音、培育文明新风、继承传统
美德的主阵地。

近日，沧县大褚村回族乡施屯村的草莓进入成熟期，吸引了
不少游客前来尝鲜，体验采摘乐趣。

近年来，施屯村整合村内资源，引导农户以土地入股，实现
土地连片、区域经营，大力培育草莓种植产业，邀请北京农业专
家深入大棚指导栽培及管理，让本地草莓抢“鲜”上市，鼓足农
民的“钱袋子”。

张金元 赵 丁 张梦鹤 摄

这是一场关于乡情的接力延续，是
我爱我村、所以愿意为了它出力的生动
实践。

东樊屯村，本是献县南河头乡一个不
起眼的村庄，也曾面临街道狭窄破旧、杂
草垃圾丛生、生活用水不便等诸多问题。
但东樊屯人没有放弃自己的家乡，改水、
修路、办教育……东樊屯村悄悄变了。

东樊屯的改变，源于这里发起的共
建行动，一场期冀集合 3500 多人之
力，打造美好、繁荣村庄的美好愿景。

参与共建，始于一份情怀。乡村发
展在于人才，可人才从何而来？除了各

种利好政策的吸引，还源于对家乡的牵
挂。正是在这份初心的引导下，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在外事业有成的生意人，
回到家乡，活跃在乡村振兴一线，传播
新想法、试验新模式、带来新气象。近
几年，东樊屯村愈发注重乡村教育，也
是想千方百计留住更多孩子，想让在村
里的生活、求学经历，滋养起他们对村
子的爱意，让乡情常驻心中。这份情
怀，不仅唤回了在外的游子，更唤醒了
不少长期生活在村里的人。或出钱、或
出力，人心齐、泰山移，终于迎来让人
刮目相看的美丽乡村。

坚持共建，终于一份责任。乡村要
变，并非一日之功，甚至还会遇到很多

“硬骨头”。但东樊屯人迎难而上，究其根
源，离不开责任二字。这份责任感，首先
来自对村庄决策的肯定。切切实实的惠民
举措，让村民们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断增
加。村民们从心里认可村里的政策，配合
各项活动，才乐于参与、积极参与。另一
方面，尊重和听取民意，让大伙儿的想法
被看到，也是激发村民责任感的好办法。
这份责任感，提振了村民们的精气神，唤
醒了人们对乡村振兴的更多期冀。

这些年，在我市，像东樊屯村一

样，让群众当主角，通过人人参与、人
人负责、人人奉献来促进蝶变的村庄
还有不少。

如今，共建之音在越来越多的村庄
奏响，共享之智也激发了乡村振兴的更
多潜力。对于这种模式，东樊屯村还在
探索更多可能。也希望更多村庄能蹚出
属于自己的路径，形成长效机制，共建
幸福家园，共享美好生活。

共建幸福家园共建幸福家园 共享美好生活共享美好生活
■■ 梦 鹤

文娱活动丰富多彩文娱活动丰富多彩

共建美丽乡村共建美丽乡村

东樊屯蝶变记东樊屯蝶变记东樊屯蝶变记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梦鹤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彭锦帅彭锦帅

东樊屯村广场舞队登台献艺东樊屯村广场舞队登台献艺

平坦宽阔的街道平坦宽阔的街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