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二十大胜利闭幕
后，为了宣讲好党的二十大
精神，让社会各界了解党的
伟大历程，学好党章，践行党
章，去年的金秋，我又一次精
心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党章
历程展览”。

这些记载中国共产党
百年历程的党章、文献资
料，是我从自己收藏的3000
多件党章、党章文献资料中
精心挑选出来的。从一大
党纲，到二十大通过的新党
章，展台上600多份不同版
本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党章
文献资料，有的微微泛黄，
有的还散发着浓浓的墨香。

作为一名有着30年党
龄的党员，我对党章的收藏
缘于在火箭军部队服役时。

21岁那年，在连队支部
大会上，我宣读入党志愿书
的场景历历在目，首长和战
友们勉励的话语犹在耳
边。当我被批准为中共预
备党员，第一次接过党支部
发给的党章时，我找到了人
生的方向和目标。我暗下
决心，要时刻对照党章，做
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通过学习党章，我深刻
认识到，组织上入党一生只
有一次，思想上入党要一生
一世。也就是从那时起，为
了学习好党章，践行好党
章，工作之余，我逐渐养成
了收藏党章的习惯。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为
了收藏党章，不论是在部队
服役，还是转业到地方工
作，只要新版党章一发行，
我就会跑到新华书店购买，仔细研读、精心珍藏。
平时我逛书摊时，如果看到自己没有的党章版本，
就会千方百计购买。

有时为了收藏到一种心仪的版本，需要来回跑
上十几趟，费尽无数口舌，甚至花费几百元、上千
元。当然，运气好的时候，也常有人相赠。我不仅
收藏党章，遇到与党章相关的学习资料和报刊，也
一并珍藏起来。

在收藏党章的过程中，有些刊登党章的报纸，
还是从别人家墙上揭下来的。我收藏的党章有单
行本、合订本，有注音版、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版，还
有刊登党章的报纸杂志等。

在这些版本中，有常见的红色封面64开本，有
白色封面32开本，还有红色封面128开本。每当收
藏一本党章、一份报纸，我都仔仔细细地登记保存，
这是我珍爱的书籍，也是我心目中的无价之宝。

由于对党章收藏情有独钟，我收藏了党的二大
到二十大3000多件不同版本的党章、党章文献资
料，1200多份报道党代会、刊登党章的报刊。

翻阅一本本党章，一摞摞报纸，一篇篇记录百
年大党奋斗历程的文章，一幅幅展现百年党史的图
片，令人热血沸腾、心潮澎湃。

在我收藏的众多版本原件中，出版时间最早的
是中共七大党章。这本党章为竖排版，繁体字，品
相完好，装帧精美。封面为深红色硬皮精装，字和
图均为凹凸版。上方有“中国共产党党章”的字样，
下方为“解放社”。扉页上方有红色飘带、五角星图
案，扉页中间有“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一日中国共产
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字样，扉页下方有镰
刀锤头组成的党徽。

这本党章有52页，共11章、70条。受历史条
件所限，七大党章印量很少。新中国成立后至党的
八大召开期间，全国虽然也印制了一些版本，但是
印量也不大。这个版本的党章，作为珍贵的文献保
存至今，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

从内容来看，七大党章包含总纲和条文两大部
分，总纲部分对党的指导思想、党的性质、党在现阶
段的任务，以及最终目标等，作了全面的阐释和总
结，创立了中国共产党党章的经典范本。七大党章
作为新中国成立前党独立自主制定的第一部党章，
是党的建设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由于一大至六大是在特殊历史时期召开的，有
关的文献保留下来更是极其困难，公开发行的更是
少之又少。历经波折，我先后有幸收藏到了一大党
纲、二大党章至五大党章的文献原件和影印件等
等。八大至十九大党章，我收集的版本比较多。

党的二十大胜利闭幕后，2022年10月27日，
《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新修订的党章，我第一时间
收集了10份认真学习。得知单行本发行后，我联系
当地新华书店，提前订购了10本用于珍藏、展览。

有关党的建设的报道原件中，我收藏的最早的
版本，是1949年7月2日的《人民日报》。这张报纸
在头版刊登了首都各界群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28周年的报道《平市三万人盛大集会热烈庆贺“七
一”毛主席亲临参加朱总司令等出席讲话》。

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1945年4月23日至6
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
开。由于七大是在半公开的情形下召开的，当时大
会的议程鲜见有公开报道。1945年5月5日的《大
众日报》，是新中国成立前较早报道七大开幕的报
纸之一，当年6月19日的《大众日报》还报道了七大
的闭幕。

我收藏的这2份报纸影印件，是每次展览的主
角。除此之外，我还收藏了《人民日报》报道八大至
二十大开闭幕的全部报纸原件等等。闲暇之余，翻
阅各种版本的党章和报刊资料，我真切感受到了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号巨轮在扬帆远航。

党章是记录历史的载体，是一份珍贵的历史记
忆，也是党史教育的媒介。我深深体会到，党章是
共产党员增强党性修养的根本标准，一个党员，只
有读精读透党章，才能发挥好党员带头作用。

党章在心中，行动有力量。在党章的指引下，
无论在部队还是地方，我都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
己，弘扬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在收藏党章、学
习党章的同时，我不满足于当藏品的保管员，立志
当一名党史宣传员。

作为一名退伍兵，一名共产党员，我有责任和
义务宣讲好党史知识，让社会各界了解党的光辉历
史和丰功伟绩，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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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21日，跟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两创”实践座谈会观摩团，《文化周末》记者来
到孔子诞生地曲阜市尼山镇的中部。

这里是省级尼山文化旅游度假区的核心
区，鲁源河怀抱中的鲁源新村观摩现场，正在
举行射箭、古琴表演，大家在观看中学到了

“礼”。非遗传承人带领村民创作的泥塑等文
创产品，卖相好、寓意新，广受外地游客欢迎。

圣人原乡，儒学摇篮

鲁源新村是古代昌平乡故地，春秋时期，
孔子父亲叔梁纥在此任陬邑大夫。村子北靠
文化名山尼山，南邻有睡佛美称的昌平山，东

傍以孔子母亲命名的颜母山，地处尼山文旅度
假区腹地，与尼山圣境风景区和圣水湖浑然一
体，形成了“一山一湖一圣人”的优美风景带，
素有“圣人原乡，儒学摇篮”的美誉。

鲁源新村总面积5.7平方公里，有村民868
户、2830人。这里的文化“两创”实践惹人注
目，因紧邻尼山圣境景区，鲁源新村民宿经济
和文旅项目迅速发展，成为济宁周边乡村文化
游的热门地点。

鲁源新村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
入村庄规划、民风培育、产业发展和基层治理，
常态化开展经典诵读、非遗技艺培训、家风家
训分享等群众性文化活动，传承文化基因，涵
养文明乡风。

鲁源新村创建党支部领办、市场化运作模
式，发展传统文化体验、红色宣讲教育、乡村旅
游服务和生态农业观光等业态。借助境内尼
山圣境、耕读书院、鲁源小镇等省重大文化旅
游项目聚集优势，引导村民开办民宿120多
家、星级农家乐20余家和文创工坊，完善旅游
要素和产业配套，带动村民创业就业和增收致
富。

今年，鲁源新村以文化“两创”示范点建设
为契机，打造以“中华文化体验、诗书礼乐传

家、美德健康生活”为特色的文化“两创”示范
村。对应国内外嘉宾学者“可看、可观、可体
验、可感受”的全方位需求，将文化体验、非遗
手造、中华礼仪、传统服饰、孔府美食等特色文
化展示展演项目进行优化整合，打造“流淌的
经典”儒学美德示范街区。

按照村史馆、蒲公英讲（夜）堂、儒学讲堂、
幸福食堂、雏鹰课堂、结婚礼堂“一馆五堂”总
体布局，升级改造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创新打
造一批“美丽庭院”和新时代文明实践家庭站，
努力实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让村民更幸福、
让生活更富裕的目标。

鲁源新村荣获“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省
级乡村振兴示范村”“济宁市美丽乡村示范村”
等荣誉称号，其发展模式先后被《新闻联播》、
新华社、《光明日报》等媒体报道。

今年“五一”小长假，鲁源新村接待游客
1600多名。在这里，游客不仅可以住民宿，还
可以在儒学美德示范街参与古琴、拓片、弓箭
体验，感受孔子故里的风土人情。而在5年前，
这个村子还是一个偏远山村。2019年，鲁源
新村经统一规划，建成面积23万平方米的“别
墅村”，2800余人搬进了788套新房，摇身一变
成为远近闻名的“明星村”。

记者在观摩现场了解到，鲁源新村依托
孔子诞生地优势，实施“以文富民”“以文化
人”“以文安民”三大工程，带动强村富民，培
育文明乡风，推进乡村治理。先后创建为“山
东省乡村振兴示范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
村”，走出了优秀传统文化强村富民发展之
路。

以文富民，壮大乡村产业

推进乡村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壮大乡村旅
游、精品民宿、文化创意等产业。伴随尼山圣
境开园迎客和乡村旅游的持续升温，村民利用
自家房舍发展民宿经济，成为远近闻名的“民
宿村”。

村党总支成立“民宿联盟”，以党组织引
领、专业化平台托管、一站式旅游服务的模式，
引导民宿产业规范化、规模化、品牌化发展，实
现了“自我约束、自我提升、自我完善、自我发
展”目标。

现已发展各类民宿120余家，带动村民就
业200余人。将文化优势转变为产业优势，依
托儒学美德示范街区，推动尼山砚雕刻、金石
篆刻、碑石拓片、弦丝画等非遗传承，街区已入
驻鲁源书房、孔府印阁、礼乐雅集、汉风艺术、
徐弓坊等文创公司8家。

以文化人，培育文明乡风

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设，用活“讲评
帮乐庆”5种形式，实现基层群众文化宣传阵地
全覆盖。弘扬“敬老爱亲、敦亲睦邻”优良传
统，典型创新“幸福食堂+老年公寓”农村互助
新型养老模式，探索“文明礼堂”建设，打造“儒
韵尼山”移风易俗品牌。倡树新时代美德健康
生活方式，常态化办好“百姓儒学节”，实施“圣
地好家风”和“家风家训进万家”行动，以优良
家风涵育文明乡风、淳朴民风，让优秀传统文
化融入村民生活。

以文安民，实现乡村善治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精华，构
建社会治理基层基础，实现农村社会治理现代
化。聚焦矛盾化解、群众诉求办理和基层监督
等乡村难题，创新无讼乡村、说事必回、三省三
察等工作制度，完善“和为贵”基层社会治理工
作品牌。推广“美德信用积分”机制，以小积分
换来乡村大改变，激活乡村治理“一池春水”。

鲁源新村借助历史文化底蕴丰厚的独特优
势，按照“儒韵鲁源，文明新村”的目标定位，利
用儒家文化、民俗文化和田园文化，形成尼山圣
境、鲁源小镇、耕读书院、鲁源生态采摘园和中
华蜜蜂园为主体的旅游景区，打造集民宿、餐
饮、娱乐、休闲、有机采摘于一体的旅游休闲综
合体，并将村庄整体纳入乡村研学游线路。

记者观察

鲁源新村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设置了尼山
书屋、书法室、和为贵调解室、红色记忆馆等8个
功能室，常态化开展经典诵读、非遗技艺培训、家
风家训分享、评先树优等群众性文化活动。

今年，鲁源新村被纳入济宁文化“两创”示
范点，打造了儒学美德示范街，成为游客和村
民共享的公共文化空间。“鲁源书房”里有文化
书店、孔府印阁、孔子邮局、汉字空间，汉风艺
术馆里可以体验“仁、义、礼、智、信”儒家五常
的弦丝画线编技艺，“孔府小吃”可以品尝传承
千百年的孔府美食，非遗制作技艺“徐弓坊”里
可以体验投壶、射箭，“文化礼堂”展示传统中
式婚礼，“礼乐雅集”和“手造集市”里可以祈
福、观展。

鲁源新村文化“两创”实现了村容美、村民
富、村风好的美好愿景，村民走向了崭新的生
活空间。

文化“两创”：村容美村民富村风好
图文 本报记者 刘帝恩

阳春三月，小区里的花儿正次第开放，满
院都氤氲着淡淡的香。人们的心正像花朵一
样，从花蕾中霍霍跃出。在老伴鼓励下，我决
定去参加阳光盛景园小区老年合唱团。

从物业服务厅旁边的小门进去，迎面墙上是
一幅画：高楼林立，绿树成荫，鸟儿在天空飞翔，

“同住一座城，共建一个家”10个大字熠熠生光。
顺楼梯上行，3楼最东边一间房子，就是老

年合唱团教室了。走进教室，一派热闹、温馨
景象扑面而来。停学一年的老友们，终于走出
家门，又聚在了一起。

大家三三两两，或站或坐，手相握，肩相
拥，欢快地笑，高声地谈，每个人脸上都盛开着
一朵艳丽的花。合唱团团员大约有40多人，
女团员占了多半，大部分人已年过花甲，最大
的80多岁了。

这是2间约60平方的教室，迎门后墙上是
巨幅的红色剪纸画，花团锦簇的天安门城楼，
崭新的城市，遒劲有力的“中国梦”3个大字，下
方是“祖国富强 人民安康”8个镂空大字。

北面和南面墙上，也是两幅红色的剪纸
画。一幅是金色闪光的天安门城头上，一面耀
眼的五星红旗，下方是“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8
个大字。另一幅是雷锋剪纸像，还书写着“学
走雷锋路 争做雷锋人”。看得出这几幅剪纸
画的选择，是合唱团老人们用了心思的。

8点30分，上课了，团员们安静下来，合唱
团王团长走上前台。早就听说了王团长的故
事，这是一位83岁老退伍军人，据说在部队时
曾指挥过500人大合唱，功夫了得。他是小区
合唱团团长和老师，更是合唱团的主心骨。

只见王团长上身外套藏青色羽绒马夹，内
穿蓝色闪光羽绒服，上面两个纽扣敞开，领口
露出大红色衬衫衣领。下穿黑色宽松裤，浅蓝
色带黄条运动鞋。约一米七的个头，银白短

发，鼻梁高挺，眼神明亮，耳如元宝。抬头，挺
胸，干净利落，健步走的姿态，怎么看也不像83
岁的老人呀。

王团长一开口，嗓音雄浑，声若铜钟，余音
在教室里回响，真不愧是老军人艺术家。他微
笑着向大家问候，祝贺大家又欢聚在一起。他
的问候，像春风一样抚慰着团员们的心田。

他勉励大家珍惜合唱团相聚时光，小区免
费提供了合唱团活动教室，团员中的爱心人士
捐赠了教学文具，有的团员捐赠了音响设备，
有的捐赠了课桌，有的捐赠了板凳，终于组织
起了小区合唱团，为小区老年人提供了休闲娱
乐的场所。

随着王团长介绍，我也细细打量着整个教
室。除了墙上红色剪纸相框比较精致，教室真
是非常简朴。白色天花板上排列着6支白炽日
光灯，教室前方是一张1米半见方小长条桌，桌
前是一只插在支架上的话筒，桌后是一块2米
见方可移动白板，一台约1米半高金黄色音响
摆在白板南面，音响上竖放着一只话筒。

教室里的课桌有4种大小不同的形状，有
新的，也有旧的，其中一张木质课桌，两条桌腿
是用木板铁钉修复的，还露着白花花的木茬。
凳子形状就更多了，有六七种，有的有靠背，大
部分是没有靠背的塑料凳子，红的、蓝的、黑
的、绿的，圆的、方的，还有一只长条的木方凳。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这样一群平均年龄
60多岁的小区老人聚在了一起。第一堂课，是
演唱两首歌。

第一首歌是斯兰演唱的《好人多》，在王团
长指挥下，大家重温这首欢快的歌曲：“久旱逢
甘霖，洒下爱的歌，雨中送把伞，笑意满心窝。
一方困难时，八方汇真情，看看这世界，还是好
人多。好人是岁月间芬芳的记忆，好人是菩提
花甜蜜的寄托，好人是山水间永恒的新绿，好

人是星空下不老的传说。好人多啊，好人多，
好人是你是他也是我。”

团员们唱得那么投入，那么动情，歌声在
教室里回荡，优美动听的歌词深深打动着每个
人。

演唱的第二首歌曲是《四渡赤水出奇兵》，
王团长对这首大合唱进行了精心设计，包含了
配乐朗诵、男女声领唱、轮唱、混声合唱等形
式。随着歌词内容推进和音乐旋律变化，高
音、低音交替进行，使合唱形成了独特音乐艺
术魅力。

随着王团长的指挥，大家的身心立刻被庄
严情绪包围起来，昂首、挺胸，浑身上下充满了
激情和力量。首先是男女配乐朗诵，两位朗诵
者声音雄浑，气势磅礴，一下就把大家带入80
多年前红军四渡赤水的战斗场景。

随着激昂的前奏响起，王团长双手缓缓启
动，女声领唱开始了，“横断山，路难行，天如火
来水似银”。女声领唱者是一位穿鲜红外套，
头扎马尾辫，戴银边眼镜的女团员，面带微笑，
脸上写满了自信和骄傲。

那动听的旋律，优美的曲调，生动地再现
了红军战士在横断山那高峻而险恶的战斗环
境。这几句唱得既高亢嘹亮，又悠长动听，一
下子把我们都带入漫漫长征路上。

接着是女声部、男声部欢快的轮唱：“亲人
送水来解渴，军民鱼水一家人。”男高音领唱开
始了：“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乌
江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敌人弃甲丢
烟枪，我军乘胜赶路程。调虎离山袭金沙，毛
主席用兵真如神。”

男声领唱者是一位穿天蓝色羽绒服，身高
近一米八的男团员。年龄有60多岁了，斑白
的头发，满脸的认真。他唱得情真意切、铿锵
有力，把毛主席运筹帷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

术，红军战士的英勇善战表现得淋漓尽致。
王团长的指挥动作酣畅淋漓，时而双手起

舞，时而单手点拨，有时又双手交叉拍掌打着
拍子，有力的食指就是指挥棒。

教室里的团员按高低音分成了3排，中间
一排是男团员低音部，穿着以黑色和灰色为主
基调，只有稀疏的白花花头顶是统一色。右边
是女声高音部，左边是女声低音部。

左右两边女声部穿着色彩就丰富多了，红
的、绿的、蓝的天鹅绒，头顶也是统一的黑或者
微黄。爱美的女士，应该是漂染了头发的，披
肩长发、短发、马尾辫、盘头。

透过中间男团员头部一片斑白，是台上王
团长从衣领露出的鲜红衬衣，像一面令旗，火
火地闪耀。

后面的合唱，大家情绪激昂，意气风发，一
种发自心底、不可遏止的激情和力量在胸中奔
涌，那种感受真的是无比美好和难以忘怀。结
尾一句“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气势雄壮，感人
肺腑，唱出了团员们对革命先辈的敬仰。

随着王团长指挥，几十人，不，好似上百
人，上千人，都在一齐歌唱。雄壮的旋律，激扬
的歌词，在每个人心中荡漾。我们在讴歌红军
战士历尽艰险、不屈不挠，英勇作战、无私无畏
的革命精神；我们在歌唱美好幸福的新生活，
我们更是在用歌声赞美伟大的党、伟大的祖国
给予我们的美好幸福的晚年生活。

嘹亮的歌声，在盛开的花儿中传扬，在小
区的上空久久回荡…… ■苗青 摄影

小区里，我们的歌声嘹亮
陆以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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