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众村民争当志愿者

“赶紧把烟掐了，附近秸秆、干草
多，容易着火。”1月 8日 9时，刘长久
在地里巡逻时，看见有人站在地头抽
烟，他赶紧上前劝说。

“抽根烟不要紧。”
“真要紧了，后悔都来不及了。”

刘长久说得对方哑口无言。
刘长久是沧县汪家铺镇彭店村村

民，他的专职工作并不是巡逻员，而是
村里防火志愿服务队的一名志愿者。一
有空，他就围着地里转，看见抽烟、烧
秸秆的，及时上前制止。为了让村民时
刻绷紧防火这根弦，他还专门买了一个
小喇叭。“音量大，更能让大伙儿提高
警惕。” 刘长久憨笑着说。

除了防火志愿服务队，彭店村还有
好几支志愿服务队。这些服务队都由村
民自发成立，有负责维护环境卫生的，
有组织文化娱乐活动的，还有专门负责
管理坑塘的。村党支部书记刘晋才一语
道出关键：“这几年，村里的变化翻天
覆地，村民们发自内心地欢喜，都争着
为村里出力。”

过去，这村可没有这么强的凝聚
力。村里没有几条像样的路，大街小巷
脏得过不去眼，村民们出来进去不断抱
怨。

改变，在悄然间。
在各级政府、部门的支持下，彭店

村过去一陷老深的砖路，变成了平坦的
水泥路，村里空闲的地方被打造成了广
场。村里变化越来越大，人们的环境意
识也随之提升。

刘晋才说：“为了保持环境卫生，
每个月，村里都集中搞一次义务劳动。
最开始，由党员带头，慢慢地，越来越
多的村民加入进来。如今，俺村志愿服
务队的志愿者已有 100多人，大伙儿都

争着为村里作贡献。”

乡村游鼓起“钱袋子”

眼下，虽然梨树已修剪完，采收的
梨也存入冷库，但汪家铺镇刘进士村的
村民一刻也闲不住。

每天早上 7时，村民刘通早早地坐
在电脑前开始工作。回复信息、装
箱、发快递……梨在树上时，他每天
在地里忙活；梨下了树，他的工作地
点由室外转向室内，线上销量一天百
十斤。

刘进士村的梨之所以这么受欢迎，
一方面是因为皮儿薄、个大、汁水多的
好品质，另一方面源于名气。这村因明
朝嘉靖年进士刘子延迁居于此立村而得
名，种梨已有 170多年的历史，至今村
里还不少百年以上的老梨树，是远近闻
名的梨树种植特色村。

“以前，俺村的梨园叫树园子，如
今有了时髦的名字——‘旅游景点’，
每年能接待游客10多万人次，村民每亩
地收入过万元。”说起梨树，村党支部
书记刘汉刚打开话匣子。这两年，刘进
士村依托梨树种植，大力发展乡村旅
游，修缮进士墓，打造观光台、丰林园
等景点，不断引进新品种，如今，刘进
士村全村1600亩土地都种上了果木树。

不光是梨园大变样，村里的变化也
不小，家家户户通上了自来水，大街小
巷亮化、绿化、硬化全覆盖，“县六星
级示范村”“省级美丽乡村”“省级森林
乡村”……昔日其貌不扬的小村，成了
远近有名的乡村旅游“打卡地”。

日前，趁着农闲，刘进士村“两
委”正在谋划新规划。刘汉刚说，村里
发展乡村旅游的基本框架已成形，明年
要进一步细化区域，通过打造采摘区、
烧烤区、观光区、农家乐等，不断丰富
景点，让游客来了玩得更尽兴。

倡新风滋养“精气神”

近日，汪家铺镇杨桥村村民尹广
义去世，按照村里的规定，饭菜每桌
不能超过 150元、总数控制在 30桌以
内，烟每盒不能超过 10元，不请歌舞
表演，孝衣是村里统一购置的，整个
丧事办下来，总共花了不到万元。

而过去，在杨桥村办个丧事，再
加上 1万元也不够。人们误以为办得越
热闹，越代表自己孝顺，村里的攀比
风愈演愈烈。

为刹住攀比风，杨桥村成立了红
白理事会，修订村规民约。“不管家业
多大，不论子女多大本事，一律一个
标准卡到底。”村党支部书记李政介绍
说。

如今在杨桥村，村民办事要提前向

村“两委”报备，包联人员到场监督，
一切事项都要严格按照标准执行，婚
事新办、丧事简办成为村庄新风尚。
李政说：“这两年，村里在改善村庄环
境的基础上，新修建了文化广场和村
民活动中心，村民们没事过去跳跳
舞、唱唱歌，大伙儿心更齐了，气更
顺了，村庄的凝聚力更强了。”

好环境塑造好村风；致富新路子
让生活更有奔头；移风易俗让文明新
风浸润人心……穿行于汪家铺镇各个
村庄，文明乡风拂面来，幸福之花遍
地开。汪家铺镇以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为契机，在大力完善基础设施的同
时，不断加大环境卫生整治力度，开
展村民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推动村
庄从“环境美”向“内涵美”转变，
让村庄更有“看头”，村民生活更有

“奔头”。

石家庄被誉为“火车拉来的
城市”。百年前，当北京到汉口的
铁路修到石家庄的时候，这里还
只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小村庄。然
而，正是这条铁轨的铺设，改变了
石家庄的命运。如今，再提起石家
庄，这个名字已成为一个响亮的都
市标签。

从张家口园走出后，再往南
走，就是石家庄园。石家庄园是
否和张家口园一般，将城市的现
代元素加入展园展示中？带着这
样的疑问，记者加快了脚步。

大气恢宏的汉唐建筑出现在
眼前，进门的影壁墙上，“墨
香”两个字，点出了该园的主
题——墨韵飘香。没想到，这个
因铁路而兴的城市，竟然蕴藏着
源远流长的书法文化。

顺着园内的指示牌走，从路
边的石碑，到脚下带着纹饰的地
砖，再到一侧镶嵌着石碑的汉碑
廊，移步异景。战国时期平山县
的中山篆、东汉元氏县的祀三公
山碑、白石神君碑、封龙山之颂
等接连跃入眼帘，让人仿佛置身
于历史长河中。

战国时期的中山篆呈现了汉
字较早的模样，字形修长优美，
笔画圆润流畅，像一名秀逸洒
脱、摇曳多姿的舞者。“这些字
真有意思，是怎么演变成现在的
文字呢？”几位游客细细看着，
一旁的工作人员随即给出了答

案，“大家看，这个‘惠’字，
上半部分读‘zhuān’，像不像纺
轮上的线团？它指纺锤，是一种
纺线的工具。下面加上‘心’，
就表示专心致志地用纺锤纺线。
由专心纺线引申指‘聪明’，这
就是‘聪惠’，后来，‘惠’字被

‘慧’所代替。”众人恍然大悟，
纷纷感叹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穿过一片竹林，便来到了书
法广场。池塘边，一块砚台形状
的墨色石头十分惹眼。据工作人
员介绍，这是仿照书法名家王羲
之使用的砚台制作的。砚台后的
池塘则被标注为墨池，而墨池，
源于“王羲之与墨池”的典故。
相传，王羲之小时候练习书法非
常认真，每天练习完，就在自家
园子的池塘里洗笔和砚台。时间
久了，竟把一池塘的水都染成了
黑色。

墨池对面，则是和鹿泉有关
的，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的
颜真卿《祭侄文稿》。一整面墙
的文字，复刻在青砖黛瓦间，更
显古香古色。文字是有力量的，
穿越千年，仍然能让人感受到执
笔者书写时的强烈情感。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品位和
底气，也是一座城市的独特标
识。走完这条书法文化精品路
线，让人在欣赏千年古汉字的同
时，也更加了解了石家庄深厚
的历史文化底蕴。

本报讯 （记者祁洁 通
讯员井腾玉）连日来，运河
区南陈屯镇以和美乡村建设
为矩阵，依托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站），开展“文明我
先行，共创文明城”主题实
践活动，辖区生活小区、村
庄等各点位掀起了环境卫生
治理的热潮。

为进一步巩固文明城市
创建成果，南陈屯镇坚持

“面子”“里子”双提升，
有效提升镇容镇貌。多站
（所）联动，对背街小巷进
行整改提升；组织镇宣传
办、安监站、食安办等部
门，对安全生产、店外经
营、环境卫生不达标等问题

进行联合行动；组织九河路
市场和冀沧果品市场的经营
者，开展“诚信兴商”主题
培训会，不断优化市场环
境。

接下来，南陈屯镇将秉
持“面子”“里子”都要硬
的原则，多举措激发文明城
市创建的活力，让文明村镇
绽放“幸福花”。

““面子面子”“”“里子里子””双提升双提升
文 明 村 镇 展 新 颜文 明 村 镇 展 新 颜

石家庄园石家庄园：：

墨韵洇染文化记忆墨韵洇染文化记忆墨韵洇染文化记忆
本报记者 宁美红 本报通讯员 杜 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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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9日 11时，运河区育才路社区
便民食堂内，荤素搭配、色香味俱全的
饭菜冒着腾腾的热气，前来就餐的居民
有说有笑、有序排队，屋内洋溢着满满
的幸福味道。

“老张，你今天来得这么早？”王洪
义如往常一样走进社区便民食堂，看见
张建华已经打完饭吃上了，他亲切地上
前打了声招呼。

西葫炒鸡蛋、地三鲜、凉拌西蓝

花……王洪义选了几样
爱吃的菜，盛了点儿米
饭，在张建华身旁坐
下，两个人开始边吃边
唠。

王洪义和张建华都
住皇家壹里小区，以前
并不熟悉，自从社区开
了便民食堂，他们便成
了“饭友”，每天中午都
来这儿吃饭。

“老伴儿中午不在
家，以前，一个人懒得
做饭，就随便凑合口。
自从有了便民食堂，我

每天中午都过来吃。每天不重样，我
们 60岁以上的一顿饭只要 10块钱，真
是方便又实惠。”“就是，咱在这儿吃
得舒心，孩子们在外上班也更放心
了，社区为大伙儿办的这件事暖胃又
暖心。”两位老人说着，不忘伸出大拇
指点赞。“别光夸饭好吃，大伙儿在吃
饭之余，坐在一块儿聊聊天，还解闷
儿呢。”旁边一个人插了一句，引得周
围笑声一片。

育才路社区便民食堂位于皇家壹里
C区附近，是社区新打造的，正式对外
开放还不到一个月。“我们辖区共有居
民 8000多人，其中，老年人占 1/5。白
天，年轻人忙着上班，买菜做饭成了一
些老年人每天都要面对的难题。”谈起
创办便民食堂的初衷，社区党委书记赵
爽告诉记者。

为解决老年人做饭难、吃饭难的
难题，社区党委广泛征求居民意见，
并多次与相关餐饮企业进行沟通协
调，最终确定以“社区+餐饮企业”
的模式合作打造便民食堂。便民食
堂 对 辖 区 60 岁 以 上 的 老 人 实 行 优
惠，每顿饭 10 元钱，其他年龄段的
居民每顿饭 15 元钱。社区便民食堂
的开办，不仅为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
了便利的就餐场所，还成为“上班
族”和学生中午吃饭的好去处。“我在
附近上班，每天中午都过来吃饭，有
荤有素，干净又卫生。”正在食堂内就

餐的市民王玲告诉记者。
记者注意到，便民食堂内的每张桌

子上，都贴着文明用餐提示语——“勤拿
少取，杜绝浪费。剩菜超过80克，另收
费 10元。”工作人员介绍说，罚钱并不
是目的，而是提醒人们提高节约意识。
平日里，居民们吃多少取多少，很少有
浪费的现象。经常有居民吃完饭主动留
下来帮助擦桌子、摆椅子，每次不让他
们干，他们总说：“社区为我们做了这
么多事情，我们也要做点儿力所能及
的。”

便民食堂不仅让居民在家门口享受
幸福“食”光，还成为社区开展新时代
文明实践活动的新平台。育才路社
区将以社区便民食堂为阵地，不定
期组织开展一系列便民活动和志愿
服务活动，并定期邀请居民对便民
食堂的菜品及服务进行满意度打分，确
保食堂开得起来、运营长久、得到群众
认可。

便民食堂洋溢便民食堂洋溢便民食堂洋溢“““幸福味道幸福味道幸福味道”””
———运河区育才路社区便民食堂见闻—运河区育才路社区便民食堂见闻

本报记者 祁 洁 摄影报道

村民齐心协力维护

村庄环境；致富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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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子有村子有村子有“““看头看头看头”””日子有日子有日子有“““奔头奔头奔头”””
本报记者 祁 洁 本报通讯员 冯卓非

本报讯 （记者祁洁 通
讯员栗兵）为切实提高辖区
居民对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
知晓率和参与率，营造整洁
有序的城市环境，连日来，
沧州高新区西区管理服务中心
持续开展“文明城市你我共
创 和谐生活大家共享”“严厉
打击私搭乱建行为 保障城市
规划建设有序进行”等系列宣
传活动，以实实在在的行动，
推进创城工作见实效。

活动中，辖区社区工作
者和包村干部带领村民和社

区志愿者，深入小区、村
庄，向居民讲解文明城市创
建的重要性，带头清理村庄
和小区的杂物，并对私拉电
线和电动车上楼行为进行劝
导，引导居民从身边小事做
起，主动参与到文明城市创
建中来。

下一步，高新区西区管
理服务中心将以村庄和社区
为主体，一手抓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一手抓社区综合治
理，使辖区环境卫生得到持
续改善。

社区村庄社区村庄““两手抓两手抓””
环境卫生大改善环境卫生大改善

居民正在打饭居民正在打饭

梨果飘香引客来梨果飘香引客来 资料片资料片

梨园丰收果农乐梨园丰收果农乐 资料片资料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