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曲阜市尼山镇鲁
源新村以“流淌的经
典”为主题，打造了儒
学美德示范街。这条
特色街区，两侧的30
条竖柱以书卷卷轴加
古琴琴弦为造型，中
间似一条流动的文字
长河，寓意中华文明
从未中断、源远流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像
涓涓细流，浸润万物
细无声。

■记者 杨国庆 摄

村民触手可及的非遗文化

以“流淌的经典”为主题的儒学美德示范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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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曲阜讯（通讯员 孔淑雨）“现在
真是太方便了，俺低保申请交给小薛，剩
下的事不用俺问，刚才小薛打电话说，俺
的低保批下来了，真是太感谢啦！”10月
11日，家住防山镇钱家村的史大娘笑呵呵
地夸赞道。史大娘说的小薛是村里的政
务服务代办员，也是新考录的村后备干
部。

近年来，为服务好群众最后一公里，
该镇为企业群众提供“一对一”免费代办
帮办服务，防山镇加强领导、精心组织，通
过统一考察，选配出综合素质高、业务能
力强并且熟练掌握计算机操作的人员作
为村级帮办代办员，并根据村庄规模大
小，按照每个村至少配备1名帮办代办员，
全镇22个行政村共配备专（兼）职公共服
务帮办代办员33人，网办业务帮办代办员
33人，服务营商环境帮办代办员33人，优
化营商环境服务团22个，实现村级帮办代
办员全覆盖。

“事前服务，帮助群众提前完成网办
事项、一次性备齐材料，提高窗口审批效
率。”据防山镇为民服务中心主任颜廷强
介绍，过去办事窗口不仅要提供咨询服务
还要审批办件，群众常常需要排长队。现
在开展“帮办、代办、网办”服务，把帮代办
服务送到家，让群众不出村、不出户就能
办事。

防山镇代办主要服务于中小微企业，
协助解决企业开办、建设领域中事项；帮
办主要为辖区企业群众对行政审批事项
有需求的，提出帮办申请。通过开展专题
培训、专业考试等多种方式，加强对帮办
代办员的业务培训，提升素质能力。对帮
办代办工作中的先进经验和工作做法，及
时总结和推广宣传，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让企业和群众广泛了解帮办代办，并在有
需求时能够有意识地寻求帮办代办员的
帮助。据了解，帮办代办服务开展以来，
为企业和群众提供各类代办帮办服务500
余次，切实将帮办代办工作落在实处，成
在细处。

防山镇

主动服务用真心
帮办代办暖人心

■本报通讯员 郭盼盼 许璐璐

迎着和煦微风，波澜起伏的泗河水波光
粼粼，与观光大道交相呼应。鲜花簇拥、绿树
成荫，一户户农家小院窗明几净，绿意盎然的
院落里飘出阵阵欢声笑语；一条条乡村道路
整洁干净，或曲或直，延伸向每一户农家；干
净整洁的文化广场上，村民在惬意地下棋、健
身、听戏；一个个村庄多姿多彩，犹如一幅幅
油墨画，铺展在阡陌大地上……在美丽乡村
建设的强力推进下，“步步景不同，村村风韵
浓”的建设格局正在王庄大地应运而生、破茧
化蝶。

改人居环境 优基础设施

曲阜市王庄镇结合网格化管理，以“分

片、分人、分责”为抓手，充分发挥网格员、保洁
员、志愿者作用，划分责任片区，每日至少检查
一次，发现问题及时反馈、督促整改。截至目
前，出动装载机、挖掘机、三轮车等车辆300余
次，动用人工3000余次，处理农村杂物柴草
500余吨，清理牌匾、小广告100余处。

推动乡村振兴，规划先行，因地制宜。王
庄镇选择东白石桥村、陈庄、岳村作为示范村
先行治理，以点带面，先试点、再推广。2021
年以来投入500余万元率先在示范村实施美
丽乡村建设，将主要道路实现绿化美化亮化，
让村容村貌得到了根本改善。

王庄镇结合不同村庄的自然条件、历史
背景、乡风民俗等情况，因地制宜，实现了优
化资源配置与美化乡村环境的互促共进。如
今，走进东白石桥村，平坦的道路两侧农家小
院错落有致，统一的白色院墙上画着鲜艳的

彩绘，“以前的路小坑小洼一堆、围墙东倒西
歪，现在不仅道路平整了，墙面也变漂亮了。”
王庄镇东白石桥村民任新玉称，村里环境好
了，街路美了，大伙儿出门心情都舒畅了。

古香古色的凉亭、小巧精致的景观、鲜花
簇拥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益广告，组
成了一个功能齐备的小型广场——岳村建设
文化广场。如今老人们在这里跳广场舞、扭
秧歌，孩子在读书学习、骑车嬉戏，俨然已经
成了村民的休闲娱乐地。

筑文化之魂 育文明乡风

“日子好过了，大家就更注重健康。每天
我们几个老年人来到村文化广场，听听戏、跳
跳广场舞，整天都精精神神的。”陈庄村68岁
的孙大娘笑盈盈地，一边说一边在健身器材

上锻炼身体。
美丽乡村建设，既要“塑形”，也要“铸

魂”。岳村村委会门前竖立着“善行义举四德
榜”，一眼望去“好党员”“好婆婆”“好媳妇”等
光荣版面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典型评选让乡
风文明有“镜子”可照、有“尺子”可量、有“标
尺”可比，达到“选树一批，带动一片”的效果。

王庄镇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设，配
备了理论宣讲室、市民教育室、科普普法室、
文化活动室、健身活动室等功能室。“实践站
平时开展一些活动，吸引村民参与，通过宣传
教育和实践活动，不仅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
活，也提高了群众的文明素养。”岳村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负责人胡凤兰说。美丽乡村建设
由点及面、串点成片，不断向各村庄拓展，一
幅幅乡土气息浓郁、人文特色鲜明、人居环境
优美的美丽乡村画卷徐徐展开。

王庄镇美丽乡村画卷徐徐展开

步步景不同 村村风韵浓 本报曲阜讯（通讯员 谷思维）临近中午饭点,曲阜市
石门山镇西焦沟村“幸福食堂”里饭菜飘香。志愿者孔凡
园在厨房忙着炒菜，等待就餐的老人则在餐厅围坐一堂，看
着电视里播放的戏曲节目，聊着最近村里发生的家长里短。

“这顿午餐荤素搭配有讲究，白菜、粉条、豆腐、虾仁，
不仅好吃美味又下饭，更易消化，老人们绝对喜欢。”志愿
者孔凡园信心满满地说。自2018年村里开办了“幸福食
堂”，本村孤寡困难老人一天只需5块钱，就能在食堂里一
天三顿吃上“热乎饭”。由于用餐老人年龄偏高，孔凡园每
次来“幸福食堂”都会精心整理健康菜谱，每次炒菜时尽量
低盐少油且不重样，让老人们不仅吃得美味、舒心，还有新
鲜感。

石门山镇是曲阜市“幸福食堂”的发起地，孝老爱亲美
德在这里蔚然成风，文明实践活动无处不在且独具特色和
活力。

“这是赫大爷爱吃的肉末葱烧豆腐，这是翟大妈经常
念叨的玉米排骨汤。老人想吃啥，咱就尽量满足啥！”石门
山镇董家庄村党员志愿者韦洪一边说着，一边熟练地将

“幸福食堂”里的饭菜装碗打包，然后骑上电动车，往赫大
爷、翟大妈等老人家中奔去。“村里一些年事已高，腿脚不
利索的老人都被我们志愿者纳入了上门送餐服务对象。”
韦洪介绍说，“饭菜送到后，我们并不着急离开，而是预留
出十分钟的功夫和老人拉拉家常，询问他们的身体情况，
再顺便帮老人们修窗户、交话费，或是帮忙打理一下卫
生。一来二去，老人们既填饱了肚子也暖了心。”

群众在哪里，新时代文明实践就延伸到哪里。在曲阜
市，随着新时代文明实践“为老”服务活动不断深入，各镇
街村居和部门相继开展了特色志愿服务活动。防山镇以

“雏鹰课堂”+“幸福食堂”相结合的方式，用孩子们的活力
带动老人们的快乐，一老一小共度欢乐时光；息陬镇北元
疃村常态化举办为老人晒被子的活动，由此评出孝老爱老
的模范代表；尼山镇成立由志愿者组成的“早晚问候队”，
坚持每天到村居老年公寓，逐门逐户的敲开门询问老人们
的生活和身体状况；陵城镇组织心理关爱志愿服务队，为
老人提供一对一心理慰藉服务；姚村镇常态化组织的“好
媳妇好婆婆”评选，倡树孝老爱亲好村风；小雪街道的“相
约黎明”志愿服务队每天清晨7点半到村内孤寡、留守老人
家中话家常。

作为全国首批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县，曲阜
一直聚焦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精心培育出了“幸福食堂”

“相约黎明”等一批有特色、有温度的志愿服务品牌项目50
余个，为全市7000余名60岁以上的空巢老人、“三无”老
人、鳏寡孤独老人提供助老服务，真正让文明实践活动在
圣城曲阜落细落实、开花结果。

曲阜深化“为老”服务

■本报通讯员 曹天一

金秋十月，凉爽宜人，每当夜幕降临，
华灯初照，在孔子故乡曲阜市尼山镇鲁源
新村文化广场上，伴随着悠雅古朴的音乐
声，孔凡玲、刘成岗、关庆英、王广荣、周勤
霞等十多名村民，起势、抬腿、登步，在曲阜
老年体协太极拳老师的示范带领下，有板
有眼地练习起了太极拳，吸引许多村民和
外地游客驻足围观。

近几年，曲阜老年体协大力倡导推广
普及太极拳，退休老干部刘树玺，就是一名
太极拳爱好者，也是一名热心推广者。多
年来，他精心研究并认真练习国家标准套
路太极拳，既有理论知识又有丰富的实践
经验。几种制式的太极拳都达到比较高的
水平，获得了山东省第一批太极拳教练职
称。许多太极拳爱好者都慕名前来学习，
他也热心传授技艺。为了便于组织协调，

他发起成立了60多人参加的“雅好太极拳
队”，多次参加全国、省、市太极拳、剑比赛，
均荣获一等奖。

今年7月份，地处偏远山区的尼山镇鲁
源新村村民，想学习太极拳，愁着没有专业
老师教，他欣然答应。从今年7月份以来，
刘树玺每个星期六上午都率领队员，为村
民们教授太极拳。

经过近两个月的悉心教授，村民们的
水平提高很快，国家标准套路24式太极拳
已经打得有模有样。“作为一名老党员，能
够为山区的农民群众推广普及太极拳，做
点奉献也是应该的。”刘树玺一直这样说，
也是一直这样做的。鲁源新村村民孔凡玲
说：“自从跟着刘老师学习了太极拳，感觉
身心更健康了，我是越来越喜欢上了这项
运动了，我们山区农民也能够像城里人一
样有了健康的新生活了。”

如今，很多村民被健身运动所吸引，鲁

源新村的太极拳队伍越来越壮大。早先学
习太极拳的村民也都成为骨干，将太极拳
动作技巧传授给更多的村民。每天村里的
太极拳演练成为了鲁源新村传统文化传承

“两创”的新亮点，也成为尼山旅游观光吸
引游客的新景观。

鲁源新村共有 2800 多人，地处孔子
诞生地尼山脚下，紧靠省级重点文化旅游
项目尼山圣境景区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尼山孔庙，于2019年因为支持尼山
圣境项目建设整体搬迁新建而成，是曲阜
市乡村振兴建设示范样板村，全村村民全
部住上了别墅型楼房，新村配套建设有高
标准文化广场、为民服务中心、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老年公寓幸福食堂等公共服务
设施，到鲁源新村参观旅游的游客很多，
全村有家庭民宿120多家，餐饮酒店店铺
等40多家，村民依托文化旅游经济生活
大大提高。

农民爱上了太极拳

■本报通讯员 苏执力

金秋瓜果飘香季，风景怡人迎客来。
为期一周的“十一”小长假伴随着处处丰
收的景象落下帷幕，风光旖旎的九仙山
率先成为广大市民近郊旅游的打卡地。
整个黄金周尽管伴有小雨天气，但秋景
漫游势头良好，呈现出果园采摘、农耕亲
子游、水上垂钓、登山健身游、民俗风情
游、农家餐饮游、红色记忆游等七大旅游
新格局。

吴村镇素有林果之乡美称，眼下正值
秋收的黄金时节，红彤彤的苹果、山楂、石
榴、黄橙橙的柿子、梨儿，毛茸茸的板栗等
各类时令果品琳琅满目，纷纷上市。采访
中，九仙山百果园处处都可见到广大果农
招兵搬将忙于采摘的身影，这硕果累累的
果园里，不时还出现了“城里客”，无论是
山东省美丽乡村示范点峪西村、龙尾庄
村，还是“齐鲁放心果”“丑果果”农业科技
园，到处充满欢乐的丰收场面，为九仙山
旅游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短途近郊游，让人们尽享疫情防控安
全带来的欢乐。在九仙山的九仙天池、东
岭水库、玉龙生态园、峪西梨掌沟、玉林放
生池、红山子后沟、醒酒池等水库塘坝清
澈透底，明亮如镜，吸引了垂钓爱好者，好
一派“智者乐水”；在红门宫景区、驰名四
方的鲁南“小泰山”，许多徒步爱好者“登
顶南天门，祈福保平安”。与此同时，沿途
23家大小餐饮处错时接待，农家乐里生意
红火。

风光旖旎九仙山
近郊旅游打卡地

本报曲阜讯（通讯员 孔雅玮）“同学们，先把红薯的藤
蔓扒开，然后轻轻地挖开最表面的土，看到红薯后，再往四
周挖，直到红薯露出大半个来，就可以用小铲子撬出来
了。”“对，就这样，翊轩小朋友做得非常好！”……10月10
日，在息陬镇二张曲村的儒源小镇里，出现了一批“小粮
农”，这个周末他们在农技老师的指导下，参加了“复兴少
年宫”亲子挖蜜薯农耕实践活动，体验劳动的辛苦和丰收
的喜悦。

活动之前，农技老师给孩子们讲述红薯播种、成长、收
获的过程，让学生们了解到红薯成长的基本知识，并宣布
了活动的流程和注意事项。一声令下，原本沉寂的田野沸
腾了，当刨开土地，看到大大的红薯露出头来的时候，惊奇
和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孩子们干劲十足。“很多孩子对于粮
食、蔬菜究竟是怎么来的，也仅仅只局限于从书本上或者
从网络里得来的信息。让孩子们亲自下地，去做一次农
活，能够让孩子领会‘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辛苦，体
会到生活来之不易。”儒源小镇农耕园的范鹏经理说道。
此次活动，学生们走进田地，培养了吃苦耐劳、勇于克服困
难等良好品质，也体现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课堂的先进
教育理念，通过全方位的感知，为孩子们上了一堂生动的
社会实践课。

息陬镇

农耕实践收获多

本报曲阜讯（通讯员 谢婉莹 孔欣）开
笔礼，是中国传统中对少儿开始识字、习礼
的一种启蒙教育形式，是中国古代读书人
成长过程中的首次大礼。10月8日上午，
小雪街道在南雪村为一年级新生举行了一
场隆重的“习礼尚贤 童蒙养正”学童开笔礼
仪式。

活动正式开始，老师首先教孩子们整
理衣冠，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做一个

干净整洁、自信阳光的中华好少年。老师
带领孩子们敬拜先师，在小小的心灵里
播撒“尊师重道 孝顺长辈”的美德种子。
随后，老师们在孩子们的额头正中点痣
破蒙，寓意开启学童智慧，目明心亮。一
击鼓，立德修身；二击鼓，见贤思齐；三击
鼓，学而不厌。孩子们有序上前鸣鼓，这
鼓声一一传递，铿锵鼓声开启前程。一
撇一捺，立于天下，在明德书院老师的示

范下，孩子们纷纷拿起毛笔，认认真真地
写下一个“人”字，希望孩子今后明礼诚
信、乐学友善，成长为具有家国情怀的贤
德少年。

此次学童开笔礼仪式的隆重举办，让
孩子们在古韵飘香的仪式中体验人生“启
智”的第一课，接受勤学苦读、尊师孝亲、崇
德立志、仁爱处世的中华传统文化熏陶，促
进孩子健康成长。

小雪街道

习礼尚贤 童蒙养正

本报曲阜讯（通讯员 苗川）“过去放电影都在大队院
里，这一回在幸福食堂，不仅有电影院的感觉，还能吃着饺
子看电影，和这些老伙计们一起唠嗑，真是幸福着嘞！俺
们现在的日子越来越有滋味了！”陵城镇杏坛新村老人孔
祥英笑呵呵地说。

10月10日上午，陵城镇在杏坛新村幸福食堂内举办
观老电影、品饺子宴的主题活动。巾帼志愿者、党员志愿者
和青年志愿者们齐聚一堂，擀皮、包馅，忙得不亦乐乎。村
里十几位80岁以上的老人们则端坐在座椅上，乐呵呵地观
看着红色电影，其乐融融。临近中午，志愿者们将热气腾腾
的饺子和菜肴端上桌，老人们围坐在一起，一边吃饺子一
边观赏电影，共同享受着饺子宴的美味、看电影的快乐。

为了让老人们吃上新鲜可口的水饺，村党员干部五点
多就起来忙活，妇联主席孔凡华说：“俺们幸福食堂开了两
年了，一边看电影一边吃饺子还是头一回，老人们乐呵了，
我们再辛苦也觉得值得！”下一步，陵城镇将继续办好幸福
食堂，在满足老年人就餐的基础上，围绕老年人的精神文
化生活，开展丰富多彩、喜闻乐见的活动。

陵城镇

幸福食堂饺宴飘香

本报曲阜讯（通讯员 李亚芳）传递关爱温暖，厚植孝
老美德。日前，姚村镇组织开展重阳节系列活动，弘扬中
华民族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传统美德，营造关爱老年
人的良好氛围，向全镇老年人送上节日问候和美好祝愿。

姚村镇各个村相继开展重阳节慰问活动，村居干部们
走访慰问各村老人，与老人们聊家长里短，询问他们的身
体状况和生活情况，送上米、面、油等爱心物品，让他们感
受到晚年幸福，老有所乐。下一步，姚村镇将持续做好老
龄工作，把养老、孝老、敬老落到实处，不断提升老年人的
获得感、幸福感和满足感。

姚村镇

厚植孝老美德

“鲁源书房”成为面向游客和村民的公共文化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