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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南村，热爱鼓子秧歌的小村庄

秧秧歌歌成成为为小小学学特特色色体体育育课课
走进韩庙镇站南村，除了宽

阔的大道和干净整洁的垃圾箱，
还有最令人喜爱的牛羊群以及全
国闻名的鼓子秧歌队。这支秧歌
队曾连续六年在济阳正月十五的
秧歌汇演中拔得头筹。

鼓子秧歌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获得银奖。 (资料片)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邢敏

硬化1600米公路，村民出行方便了
驱车驶入站南村，平整的道

路很宽阔，韩庙镇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现在来的不是时候，等到5
月份，道路两旁的紫叶李和木槿
花一开，很是迷人漂亮。

“从去年修好这条道路后，
全村的人都跟着高兴，下雨天再
也不用担心出不去了。以前走出
村头，短短1 . 5公里距离，即使开
车，在泥泞的道路上也要走上20
多分钟。”村支书董建民感慨道，
自从道路修好后，现在村容村貌
焕然一新，比以前好多了，现在再

走出去，开车仅需要短短的1分多
钟就能到达，特别省时间。

记者走到这条大街上，排水
口、垃圾箱、路灯一应俱全。道路
两边的文化墙和四德榜感染着淳
朴的民风。“等到晚上灯火通明，
家家户户都会来这跳起广场舞，
吸引了百十口人，场面相当热闹
啊。”董建民说，道路修好了，道路
两旁的空地上也能利用起来。晚
上村民都会来这条大街空地上跳
广场舞，70多岁的老太太都会来
这跳上一跳，锻炼锻炼身体。

秧歌作为校本课程，成为特色体育课
说起站南村，最有名的当数

它的鼓子秧歌，连续六年在济阳
正月十五的秧歌汇演中拔得头
筹。“金鼓手”秧歌队为韩庙镇站
南小学校秧歌队，其素以“疯秧
歌”而闻名，其特点就是“疯”、

“狂”，但疯而有节奏，狂而不乱。
在山东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运动会上更是以其恢弘的
气势、强力的律动、优美的舞姿

脱颖而出，征服了观众和评委，
获得了表演类项目银奖的好成
绩。

“三至六年级的学生们都会
跳，也都爱跳。我们请来专业的
老师给他们编排。”站南小学校
长李传鹏说，商河是鼓子秧歌之
乡，学校也开展传统文化进校园
活动。他们把鼓子秧歌作为校本
课程，编写了第一本校本教材

《麦丘鼓韵》进行鼓子秧歌学习、
表演，并多次获奖。

“就是喜欢跳秧歌，自己热
爱，每次选拔演员进行比赛时，
大家都跳得很努力。”记者在学
校随机采访了两名六年级的同
学，一名叫杨雪晴，另一名叫董
付雪。她们已经跳了三年秧歌
了，觉得这是种乐趣，希望能一
直跳下去。

帮扶养殖大户，成立养殖合作社
在站南村几乎家家户户都

养牛、养羊。记者走访了几户人
家，牛棚、羊圈里，牛羊成群的美
景映入眼帘。“世世代代都以养
牛、养羊为生，我们都习惯了这
种生活。”不少村民这样说。

由于依托传统的畜牧养殖
经济，很多村民想发家致富，但
面临着场地、资金、资源供给不
足、销路少等困难。村民说，现在
家家户户养殖规模越来越大，遇
到了问题也越来越多了。

“现在村民养不下的，我们
可以帮着养，场地、水、电免费

用。”董建民说，他和村里的一位
养殖大户一起成立了这个畜牧
养殖合作社，以前村民常常会遇

到进货渠道少、销路差的问题。
如果能帮着大家一起致富。那才
算是真富裕。“现在已经有8户入

社，有500多只牛，还有600多只
羊，我们有统一的进货渠道，也
有固定的销路。”

畜牧养殖合作社里牛羊成群。

寻访美丽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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