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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惠民
今 日 滨 州

惠惠民民““庄庄户户剧剧团团””带带出出文文明明乡乡风风
110多支文化演出队伍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

忙时下地务农

闲时背词排练

歌曲联唱、三句半、小品、
秧歌……演的是身边事，唱的
是乡里人，台上演得带劲，台
下看得入迷。村民由希武高兴
地告诉记者：“以前，一到晚上
乡亲们只是在家看电视、打扑
克，邻里之间交往少，有一点
小矛盾就‘死顶牛’，化解起来
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村里成
立庄户剧团以来，自编自演喜
闻乐见的节目，村里的文化味
浓起来，人们精神生活充实起
来，团结互助、文明礼让的风
气也兴了起来！

今年以来，惠民县在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大力推
进新农村文化建设，积极扶持本
土民间文艺团体，挖掘和培养农
村文艺人才，丰富农民业余文化
生活，容方针政策宣传于娱乐
中，受到群众交口称赞。惠民县
目前拥有秧歌队、高跷队、戏曲
队、合唱队、舞蹈队等文化演出
队伍组成的“庄户剧团”110多

个，从事各类演出的演员2300
余名，年龄从7岁至70岁不等，
他们都是忙时下地务农、闲时背
词排练的庄户人。

这些带有浓郁乡土气息的
庄户剧团除了表演传统曲目外，
还根据新农村建设中涌现出的
新人新事新风尚创作新节目。由
于贴近百姓生活，反映农村现
实，“庄户剧团”深受村民喜爱。
每逢节假日、农闲时节，这些土
生土长的“庄户剧团”便活跃在
乡村大地，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的
文化生活。

庄户剧团成为

农村文化主力军

“俺们村可是远近闻名的文
化村！俺这小小的庄户剧团，还
参加过市里的文艺汇演哩！现在
一有空闲，大家就聚集到村人口
文化大院里排练文艺节目。编节
目每天要翻阅各类报纸杂志，从
中汲取创作的营养，带起了村里
学习的风气！”大由村村党支部
书记唐广义介绍，新《条例》颁
布实施这段时间来，村民心里对

二胎生育间隔的取消拍手称快，
高兴地不得了，现在大家正在加
紧排演，争取在元旦那天登台亮
相。

“凡是村里有结婚的，只要
不嫌唱得不好，俺们的剧团就去
捧场，分文不收。”村民由中华
对记者说。由中华边说边拿出一
个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
需要演出的时间及注意事项，记
者看了一下，演出都排到明年3
月份了。

同样在史马村的文化广场

上，一场快板表演正酣。“十八
大精神进农家，百姓心里乐开
花；计生惠民政策好，国家补助
真 不 少 ；出 门 有 车 ，看 病 不
怕……”浅显易懂的戏词，欢快
的乐曲，加上演员精彩的唱腔和
表演，引来观众的阵阵掌声。

“咱庄户剧团小，责任可不小，
弥补了农民文化生活的不足，还
承担着传播婚育文明新风的责
任，是咱们农村的‘文明使者’。
我们剧团着手新编排了几个宣
传十八大精神的节目，有小品也

有快板，试演了两场，乡亲们都
挺喜欢的，这不，周围十里八乡
的都请我们去演。我们剧团下个
月的演出都排满啦！”演出的间
隙，该村庄户剧团负责人马建国
高兴地说。

庄户剧团已成为活跃在农
村文化生活中的主力军，群众也
由台下的看客变为台上的主角，
不仅愉悦了身心，更增进了感
情，婆媳不和、妯娌不睦、干群
矛盾、邻里纠纷等不和谐因素都
在欢声笑语中被一一化解。

“婆媳宜和不宜怨，再让三尺又何妨……”近日，在惠民县
何坊街道大由村的人口文化大院里，该村的庄户剧团正在表
演自编自演的庄户剧《再让三尺》，引来乡亲们一阵阵叫好声。
这台戏取材于大由村的真人真事，讲述的是婆婆盼孙子心切
和儿媳闹翻了脸，在和事佬的说和下婆媳重归于好，婆婆转变
重男轻女观念支持儿媳退二胎指标的故事。庄户剧团在全县
的良好发展，极大的丰富了群众的精神生活同时，也让政策深
入民心。

文/片 本报记者 王文彬 本报通讯员 耿文燕

惠民县剧团在石庙镇臧家村开展“送戏下乡”活动。 本报通讯员 供图

惠惠民民农农村村来来了了广广场场舞舞老老师师
30名专业舞蹈老师下基层培训文化带头人

本报12月14日讯(记者 王
文彬 通讯员 王军) 近日，
惠民县大年陈镇邀请广场舞蹈
老师对郑口村村民进行培训。

“以前就是从网上下载视频跟
着学，动作很不到位，也不准
确。”该村村民姜义菊高兴地
说，“现在镇上给俺们请来了舞
蹈老师，免费教跳舞，村民们都
很高兴。”

惠民县已经有300多个村
有了活动场所，村民们对文化
娱乐活动的需求也越来越高，
该县主动对接市群众艺术馆，

邀请到30名专业舞蹈老师对全
县600余名基层文化带头人进
行为期两天的广场舞培训。

另外，参加培训的文化带
头人负责组建本村广场舞健身
队，将学到的新舞曲及时教会、
分享给队员。初步估计全县已
经有广场舞队伍600多支，参与
广场舞的群众可达5万人。

日前，全县14个镇办划为
三大片区分别进行了广场舞联
谊赛，近60支农民队伍参加了
表演，观众达数千人，将广场舞
健身运动掀起了一个高潮。

近日，惠民县卫生部门的技术人员在李庄镇曲张小学为学生进
行免费健康查体。为全面了解学生发育、健康和营养状况，预防学校
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李庄镇从11月21日开始利用1个多月的时间
对镇内3875名中小学生进行免费健康查体。

本报记者 王文彬 本报通讯员 董士达 摄影报道

学学生生免免费费查查体体 救救助助跌跌倒倒老老人人

近日，李庄镇齐家口村73岁的脑中风患者李文和不小心跌倒在
公路上了，自己爬不起来。李庄派出所民警在出警返回时，在李庄镇
齐家口村头与粉刘家村之间公路上发现了李文和。随后，民警和老
人家里人取得联系后，老人的家人把其安全接回家中。

本报记者 王文彬 本报通讯员 刘燕 摄影报道

内审协会培训

审计质量管理

本报讯 近日，惠民县审计
局为抓好内审人员继续教育和
培训工作，促进内审人员职业化
水平提高，惠民县内审协会举办
了内部审计质量管理培训班。

截止2014年底，全县共有14
个乡镇(街)政府、12个县直及驻
会单位设立了内部审计工作专
门机构，设有专(兼)内审人员78
人。此次培训班聘请了市、县审
计、财政、建设等方面的专业人
员授课指导，系统地学习了内部
审计项目质量管理、内部审计文
书规范化，审计信息化等内容，
为提高全县内审人员的专业素
质和业务技能，促进全县内审工
作的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和
职业化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进一步明确了全县审工作发展
方向。 (王伟)

计算机审计方法

开撰写研讨会

本报讯 惠民县审计局为
较好地完成计算机审计方法撰
写任务，于11月24号开始，进行
了为期两天的计算机方法研讨
会，局内40岁以下人员参加。

研讨会主要讨论了计算机
方法撰写过程中遇到的难题、解
决的方法和对策，并对下一步的
数据采集和搜索、方法的修改完
善及上报时限做了具体安排。此
次学习会巩固了同志们前期准
备成果，理清了下一步工作思
路，并使未参加中级培训的审计
人员对该项工作有了了解。

研讨会结束后，审计人员普
遍反映，此次会议增长的视野，
开拓了审计思路，增加了审计方
法。为全面完成计算机审计案例
的撰写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牛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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