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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表彰大会召开，强调深化中国梦宣传教育

开开展展志志愿愿服服务务，，强强化化道道德德践践行行
本报济南8月20日讯（记者

陈玮） 20日，全省精神文明
建设工作表彰大会在济南召开。
会议要求，把握主题、围绕大局，
进一步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广泛开展志
愿服务，抓好文明行为的养成，
加强诚信建设，强化道德践行。

省委书记、省文明委主任姜
异康，省委副书记、省长郭树清，
省政协主席刘伟出席会议，省委
副书记龚正讲话。

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牢牢
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习

总书记赋予山东的新定位新要
求，以精神文明建设新境界新作
为，进一步弘扬主旋律、唱响正
气歌、凝聚正能量、引领新风尚。
要突出重点、多措并举，广泛开
展志愿服务，抓好文明行为的养
成，加强诚信建设，进一步强化
道德践行。要科学规划、整合力
量，进一步深化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

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
要把精神文明建设摆上重要议
事日程，主要负责同志带头履行
职责，落实领导责任。要健全工
作机制，努力构建“分级负责、条
块结合、共同推进”的责任体系，

完善考核评价机制。
会议对我省的全国文明城

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和省级
文明城市、文明县（市、区）以及
全国、全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工作先进城市代表进行了颁
奖。

在第四批全国文明城市评
选表彰活动中，威海、潍坊、东营
3市当选，青岛、烟台、临沂、淄博
顺利通过复查，继续保留荣誉称
号。至此，我省共有7座城市荣获

“全国文明城市”荣誉称号，居全
国前列。

省领导孙守刚主持会议，于
晓明、柏继民、季缃绮出席会议。

随着村民们口口相传，“乡
村放歌”义务演出在聊城及周
边地区知名度越来越高，不断
有村子邀请他们。接到邀约，他
们都会欣然前往，不提任何要
求。表演结束后大家各回各家，
基本上一口饭也不吃村里的。

一些企业也找上门来，想
让他们参加商业演出，但都被婉
拒了。按照大家的想法，到农村

义演就是让村民乐和乐和，如果
掺杂了商业的东西就变了味。

6年来，唯一发生变化的是
大家都有车了，不必再蹬着三
轮或摩托下乡了。不过，油钱都
是车主自己掏。靖德刚说，这些
年从来没有人计较这些东西。

如今，“乡村放歌”团队的
脚步越走越远，不再局限于聊
城城区周边，陆续走进阳谷、冠

县甚至泰安、济宁、德州等邻市
的农村。

“乡村放歌”团队的发展，
也受到聊城市东昌府区团委的
关注。区团委开始有意识地对
这一公益团体进行引导，将其
纳入青年志愿者服务团的队
伍。接下来，团委还打算指导该
团队注册成立协会，更规范地
提供乡村义演服务。

刚刚落幕的山东省首届青年志愿者服务项目
大赛上，聊城一个名为“乡村放歌”的公益团体，获
得文化宣传和网络文明项目组别唯一一项金奖。

这个团体恰如其名。6年来，他们利用周末、节
假日已到农村义演100余场，成员也由四名音乐爱
好者发展到90多人。如今，这个团队还走出聊城，到
周边的泰安、济宁、德州等地农村义演。

在推进道德建设方面，山
东将以“孝、诚、爱、仁”为主题的

“四德工程”作为总抓手，让善行
义举上榜，为平凡好人立传。

近年来，全省建立的善行
义举四德榜已达8 . 8万个，3000

万人次好人好事上榜。同时，广
泛开展的“学雷锋 做山东好
人”活动评选出2257名山东好

人，推出了时代楷模朱彦夫、环
保卫士孟祥民等一批先进典
型，为全社会树立了道德榜样。

在开展志愿服务方面，目
前我省注册志愿者已有450多
万名，1100多万人次去年参与
了各种志愿服务活动，在全社
会形成了崇德向善的浓厚氛
围。 （综合）

几几副副好好嗓嗓子子拉拉起起乡乡村村义义演演队队
聊城“乡村放歌”团队不吃村民一顿饭，6年义演百余场

本报记者 张跃峰

“我们拿了金奖！”8月20
日，从山东省首届青年志愿者服
务项目大赛领完奖，返回聊城的
第一时间，靖德刚就把这个好消
息分享给了团队所有成员。

靖德刚是聊城八中的团委
书记，也是一名音乐教师。因为
共同的爱好，他的身边聚集着
不少喜爱艺术表演的朋友。

2009年，看到身边不少人
以文艺表演的形式庆祝建国60

周年，靖德刚也想做点什么。当
年3月，他向朋友王瑞海、杜广
增、郭学磊提了这一想法，3人
不但非常赞同，还一块商定了
方向——— 到文化生活相对单一
的农村去义务演出，并且取了
个名字叫“乡村放歌”。

在文化部门工作的王瑞海
是一名专业的男高音歌唱家，和
靖德刚一样，擅长民歌演唱。杜
广增是冠县武训实验小学的老

师，比较擅长通俗歌曲演唱。小
学教师郭光磊则是一名音响师，
而且手头就有一套简易的音响。

说干就干，他们找了一个
周末，蹬着三轮车去了聊城于
集镇的郭闫村。到郭闫村后，4
个人随便找了块空地，摆好音
响就唱起来。预料之外的是，

“首秀”大受欢迎，村民将他们
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

他们的积极性被激发了。

不搭台子是“乡村放歌”活
动的一大特色。正因为如此，台
上演员与台下观众互动时，不
少爱好文艺表演的村民也能上
台露一手。

杨国良就是其中一位。这
个农村小老板是聊城市东昌府
区北城街道八里庄村人，非常
喜欢唱歌，但一直苦于没有表
现的舞台。在“乡村放歌”走进
八里庄村时，杨国良在大家的

鼓励下登上了“舞台”。
这次表演不仅鼓舞他加

入了“乡村放歌”团队，还成
了铁杆演员，每次义演必定参
加。杨国良有自己的“拿手绝
活”，这个五大三粗的汉子能
分别用男声、女声对唱，男声
粗犷、女声温柔，被大家赞誉
为“魔音阿良”。

名气大了之后，更多的爱
好者、专业人士加入其中。义演

内容不再是单纯的唱歌，陆续
增加了相声、魔术、口技、舞蹈、
反串、戏曲等形式。

团队中有一个叫“谭小妹”
的演员，每次表演完，观众都会
要求他“再来一个”。“谭小妹”
叫谭相韩，其实是个老爷们儿。
许多村民认为他的反串表演一
点儿不比李玉刚差，就调侃着
称呼他“谭小妹”，慢慢地，这就
成了他的艺名。

婉拒商业演出，只想让村民乐和

农村小老板有绝活，成铁杆演员

蹬着三轮进村，“首秀”大受欢迎

延伸阅读

我省注册志愿者已有450万

“乡村放歌”团队的一名反串演员在表演节目。 受访者供图

在山东省首届青年志愿者服务项目大赛上，靖德刚向
观展者介绍“乡村放歌”公益项目。

本报通讯员 杨晓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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