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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深度记者 刘德峰

南仲都村的变化

8月31日上午，泗水县圣水峪镇南
仲都村村民姚永和田建，把村民们打
扫出的垃圾装上拖拉机，送到县城的
垃圾处理场。

“没有村领导安排，是他们自己组
织的行动，前后一共运了四趟。”看到
垃圾被运送出村的姚开富，言语间颇
为自豪。

姚开富告诉齐鲁晚报记者，南仲
都村此前也曾像国内许多农村一样

“垃圾围村”，“房前屋后、河道里、集场
上都有很多生活垃圾。”他说，当地政
府为解决这一问题，在村里建了垃圾
池，还设了一名清洁员进行清理，但效
果并不理想。

“当时村民没有环境意识。”他说，
把垃圾倒在哪里，绝大部分村民并不
在乎。这个有700多人的村庄，村民居
住较为分散，靠村里那位70多岁的清
洁员清理全村垃圾，并不现实。

如今，随着8月初开始的村民清理
行动，南仲都村的垃圾问题有了解决
的可能。

“当时有20多个村民参加，浩浩荡
荡地绕着村里道路和河沟清理垃圾。”
8月31日下午，8月初入驻南仲都村的
社工王政伟，带齐鲁晚报记者在村中
查看卫生状况时回忆说。

想要村庄一尘不染，并不简单。
“集场算一个比较难打理的地

方。”王政伟看着南仲都村集场上残留
的垃圾说，每次散集后，包括摊主、本
村及附近村民都会留下塑料袋等遗弃
物，过程不好控制，数量又繁多，“我们
正在想办法解决。”

走过集场，齐鲁晚报记者遇到南
仲都村村民薛秀敏和邻居时，她们正
在打扫集场东侧硬化路面上的落叶。

“很多村民自己院子没打扫，也会先把
门口的路扫干净。”在姚开富看来，像
姚永、田建和薛秀敏等村民的行动，正
是垃圾问题能得到解决的原因。

“我们当然希望自己的村子越来
越干净。”薛秀敏说。

一切变化始于2014年5月底，一直
致力于以传统文化改善乡村建设的

“乐和家园”模式，与乡村儒学融合，开

始了在南仲都村的试点。项目负责人
正是公益组织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
心创始人廖晓义。

尽管有村民致富后到城市置业生
活，但南仲都村显露的变化，已开始让
该村村民把更多的希望放到乡村。

对薛秀敏来说，除了更宽敞的居
住条件，日渐整洁的乡村面貌，还有8
月份以后增添的休闲娱乐活动，都让
她感觉到乡村生活变得越来越好。

“以前村里的文化娱乐活动不多，
场所条件也不具备。”姚开富说，村民
晚上多在家看电
视，或邻居们凑在
一起聊天。自打南
仲都村重建了村
委大院，以及女社
工周伟到村里以
后，村中女性的休
闲方式得以改变。

薛秀敏和姐
妹们晚饭后就开
始聚集到村委，跟
着音乐跳起舞步。
周伟通过网络视
频边学边教，村里
的女人们也对着
视频，跟着周伟边
看边学。

从最基本的舞步学起，她们逐渐
熟练起来，喜爱让她们试图摆脱“广场
舞”三个字的影响，赋予它更多乡间的
浪漫气息——— 周伟和薛秀敏等村民把
自己跳的舞命名为“月下舞”。

从传统文化中寻找途径

廖晓义带“乐和家园”项目与社工
到南仲都村调研时，村民们还没有想
到三个月后村里会发生这些变化。

“开始不是很理解，也不知道他们
到底是干什么的，只知道他们来为村
里做事，对村里有帮助。”薛秀敏说。

廖晓义的目标十分明确，她带乐
和家园项目走进乡村，是为了提高村
民的生存技能、生活品质和道德水准，
建立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学习能力
的生态乡村。

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投身环保
公益事业的廖晓义，经过长年的学习、
行动和实践后发现，西方的环保模式
无法解决中国的环境治理问题。于是，

她转身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途径。
在这个过程中，廖晓义找到了“中

国式环保”的路径，也就是常挂在她嘴
边的“乐和”两个字。

“我们以前一直没有找到环保的
中国式表达，后来受‘乐活’的启发，找
到了有中国文化底蕴的‘乐和’理念。”
廖晓义说，中国传统的智慧，儒家、道
家、佛家、医家共同的精神核心就是

“和”，包括义利相和，个群相和，心智
相和,身心相和与物我相和。“乐和这
个概念落实到一种生活方式，中国式

的 环 保 就 在 其 中
了，敬天惜物，顺应
自然。节能节水、保
护生态。”

廖晓义的环保
行动基于社区，“人
和自然的关系中除
了每个个体的生活
方式之外，更重要
的是群体的人与自
然 的 关 系 。”她 认
为，谈生活方式，谈
人与自然的和谐，
群体社会的生活方
式更为重要。

而由此建立的
乐和家园模式，也

得到了不少基层政府的认可。在这些
政府的主导下，廖晓义的理念得以付
诸实践，以更好地为他们的基层治理
创新服务。

2008年参与四川彭州市大坪村灾
后重建时，她带领团队帮助农民成立
生态协会，请专家和农民一起做生态
房屋的设计，帮助农民组织自己的工
程队，就地取材、因地制宜地建成了整
村、多个聚落的生态环保型房屋。随
后，又帮助该村尝试了多种绿色环保
的生活和生产方法，如沼气池、节能
灶、垃圾分类、家庭污水处理池、堆肥
池、有机小农场等。

“我们在乡村的环保实践，是和乡
村的整体社区公益及其文化经济发展
合为一体的中国式环保。”廖晓义说。

此后，廖晓义带着“乐和家园”项
目逐步扩展，又被重庆巫溪、湖南长沙
等多地引入实践并取得成效。

恢复乡村传统价值

2014年5月底，廖晓义受邀到山东
大学参加第三届尼山论坛。在这次论
坛上，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颜炳
罡教授，邀请她到泗水县再做试点。

同样试图用传统文化再建乡村，
乡村儒学行动和乐和家园项目有着极
为相似的基因。作为乡村儒学行动的
主要发起人之一，颜炳罡也看到了乐
和家园项目与乡村儒学结合的可能。

参加完尼山论坛，廖晓义来到在
乡村儒学行动中表现积极的泗水县圣
水峪镇几个村庄调研。“南仲都村虽然
基础不是最好的，但这个村的书记表
现得最为积极热心。”廖晓义说。

就像薛秀敏所说，在廖晓义向村
民初次讲解乐和家园项目时，很多村
民并不能完全理解她的想法，但随着
两名乐和家园项目社工的入驻，南仲
都村村民也开始慢慢了解这一项目。

社工的入驻，被廖晓义看作是完
成乐和家园建设的首要抓手。“在学习
型乡村建设的过程中，首先需要解决
乡村人才缺失的问题。”她说，随着时
代变迁，乡村逐渐失去了精英层，变成
了以老人、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为主
的社会形态。在这一背景下，乡村重建
必须建立在恢复乡村的传统价值上，
通过有着国学素养的人士和社会工作
者回归乡村，协助当地政府和村民修
复乡村社会，激活乡村文化，无疑是乡
村建设的必经之路。

2014年6月初入驻南仲都村的两
名社工，及8月初接替的王政伟和周伟
的表现，没让廖晓义失望。

“他们是大学生，素质都很高。”姚
开富说，入村的社工，不只挨家挨户走
访了解村里各方面情况，还在村委大
院为假期里的孩子们讲国学课。“不仅
是孩子们，我听了他们讲的内容也很
受启发。”

被村民认可的，还有社工们的工作
方式。王政伟和周伟入村时，正赶上村
民收花生的农忙时节，“我们利用村民
晚上的业余时间，用视频的方式，到每
一个片区做流动宣传。”姚开富说，这样
既考虑到了村民的时间安排，也采用了
村民愿意接受的形式，效果非常好。

由陌生到熟悉再到亲近，社工在
融入南仲都村的同时，乐和家园的建
设也在南仲都村逐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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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唤醒醒乡乡村村

山清水秀、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提及乡村，每个国人都可以在脑海中勾勒出一幅理想的画
卷，但现实已非这般美好，正因为此，自近代以来，不少有识之士投身于乡村建设。

5月底，一直致力于以传统文化改善乡村建设的“乐和家园”模式，与乡村儒学融合，开始了在
山东泗水圣水峪镇南仲都村的试点。至8月底，本地村民希望看到的村庄在环境、文化等多方面的
变化，已触手可及。

当然，儒学能改变乡村的，绝不仅是“仁义孝道”的道德改观，在整个乡村治理中，它被赋予更
多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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