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有了了文文化化大大院院，，村村民民有有空空就就看看书书
农村文化大院已覆盖全县948个村庄

实事二：提升公共文化设施服务水平。投资300万元建设150家
农村文化大院，并配备活动设备，培训文艺骨干，实现文化大院全县
覆盖。

“我们现在都流行上网、读书看报了，

哪还有功夫谈论家长里短啊。”玉皇庙镇
西甄村村民孙大爷告诉记者，自从文化大
院在西甄村建成，上网浏览新闻、看书充
电成了村民们闲暇时的主要活动。作为
2014年商河县十件实事之一，如今，全县
12个乡镇948个村已经全部建立农村文
化大院，村民的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了。

农村文化大院

让村民读上书

在商河县玉皇庙镇西石桥村村委会
大院里开阔的广场前，每天都有村民来此
打篮球、健身。紧挨着村委会办公室的，是

“泉学e站”。据了解，“泉学e站”是济南市
开设的数字化市民学习中心。在西石桥
村“泉学e站”里，记者看到，明亮的室内
摆放着两排书架，上面的书籍均按照分
类摆放整齐，书架旁边还设有电脑。

据西石桥村妇女主任牟秀英介绍
说，自从村里设立了文化大院、农家书
屋，不仅丰富了村民的业余生活，也调动
了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尤其是村里的妇
女，白天没事儿总来看书、上网，晚上就
在广场上跳舞。”

在白桥镇焦家村，一个颇具现代化
的音乐喷泉广场坐落在村口。广场上设
置了各类健身器材供村民们使用，焦家
村村民告诉记者，现在农民生活好了，也
有足够的时间多进行一些锻炼活动了。
每天清晨，广场上的健身器材上都有很
多村民在锻炼，边锻炼边聊聊家常，焦家

村村民们不亦乐乎。
不仅如此，大街硬化工程使各村的村

容村貌得到明显改善，建立的农村文化大
院，配套电脑室和学习室，配有千册图书
和20余种电子音像制品的农家书屋，还有
各村写满了文明标语和推广各类知识小
技能的多彩文化墙。

焦家村村民焦大爷告诉记者，自从村
里有了文化大院，他只要一有功夫就到图
书室去看书，有时也经常在活动室跟同村
人聊天。“村里还经常组织大家看电影，
夏天每天晚上我都去小广场上看他们扭
秧歌、跳广场舞。”焦大爷说。

在焦家村村口一处文化墙上，记者
看到，“二十四孝”的故事和配图格外显
眼。白桥镇镇政府工作人员王强告诉记
者，他们请了美术专业人士为村里设计
和绘画文化墙，这些设施使村民们真正
看到了村里日新月异的变化。

记者了解到，焦家村自古就有春节
跑秧歌的习俗，如今富裕起来的村民，在
平日里也不忘将文化事业进行到底。一
有机会，村里的秧歌爱好者就会聚集到
一起练习动作。“我们还会经常组织每村
派出的秧歌队参加全镇的比赛。”王强告
诉记者。据了解，一到春节，村里就会组
织80余名男女青年，组成秧歌队，到各村
各单位巡演，深入群众的喜爱。

12乡镇948个村

建立文化大院

据了解，商河县自2010年前开始对基
层文化设施建设进行规划建设，截至2014

年底，全县12个乡镇共计948个村已经全
部建立农村文化大院，并在各村设立农家
书屋共计936处（有个别书屋由两到三个
村子合并设立）。

据悉，农村文化大院均按照相关标准
建立，每个设有配套图书室并且包含不
同种类的图书1000册以上，电子音像制
品不少于20种。另外，农村文化大院中还
设置了建筑面积在100平方米以上的多
功能活动室，并配备开展各种活动所需
的文化、体育、娱乐等活动设备。

除了文化大院，在全县范围内开展
的多项文化活动，让商河市民在家门口
也能感受到浓浓的文化氛围。

几乎每天下午，在商河县人民公园
南广场上，都有来自商河县各乡镇（街
道）的文艺爱好者进行操练。一时间，鼓
声隆隆，响彻整个商河县城。据悉，商河
县已经开办了广场舞培训班，培训广场
舞领舞200余名，文艺爱好者1000余人，

由商河县选送的广场舞代表队也在山东
省广场舞大赛中频频获奖。

“商河县组织的这些活动我和家人
都很喜欢，尤其是广场舞和鼓子秧歌。
希望这些活动今后能多多举办，让商河
人能够在家门口享受文化盛宴。”市民
赵女士说。“商河是一个充满着文化艺
术气息的地方，我们有很多文艺爱好
者，希望商河特有的艺术能不断传承，
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商河。”正在人民
公园练习的一支鼓子秧歌队队员信女
士告诉记者。

据了解，商河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
局曾多次举办文化大院、农家书屋管理
员、基层文化活动点座谈会、培训班，全
局青年干部文化沙龙等活动，目的是使
更多人参与其中。此外，商河县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局举办的“国际博物馆日”、“文
化遗产日”等非遗知识宣传活动也深受
人们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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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甄村村民们在书屋里上网。 王永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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