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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传统文化品牌，让后八里沟村大变样

传统文化“软实力”，乡村振兴“硬支撑”

微爱·传承，打破儿童成长壁垒
泗水微公益协会的活动充满爱和文化气息

推崇孝善文化
引领村风民风

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
运于掌”。后八里沟村是个千年古
村，历史上就有孝善传统，后八里
沟村两委班子以此为根基，确定
了“孝善”治村的发展思路。并以
创建“心齐人家”为载体，弘扬孝
善文化，实施文化沁润工程，将孟
子思想中的孝善精髓，提炼成通
俗易懂的语言，在各种会议宣讲，
在村中显要位置张贴，在解决问
题中引用。经过党员干部带头讲
孝善、行孝善，很快树立起弘扬孝
善的清风正气。

根据村庄实际，广泛征求村
民意见后，村两委要求每位儿女

每周至少两次为父母做饭、做家
务，要求每户子女必须统一向村
委会缴纳赡养费50元，月初由村
委将50元随同集体配发营养物
资和生活费一并发放到老人手
中，用硬性制度督促子女的孝养
行为。2007年创办村报《鑫琦之
声》，在每期报纸上对孝善行为
通报表扬，对村民不孝行为公开
曝光，按规定进行处罚。2008年
起，在每栋居民楼楼栋口设置

《丑善评议榜》，在村中心广场设
置红色光荣榜和白色曝光台，该
表扬的奖励，该批评的惩罚，引
导村民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经
过一段时间的引导，村委会干部
均能自觉践行孝善理念，也让村
民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孝善教育，
增强了孝善意识。

在集体收入较少的初期，村

里把有限的收入，用于改善五保
老人住房，给老人每月发放营养
品，利用节日对孩子们上学的外
村学校老师进行慰问。组织孩子
到红色教育基地学习。随着村里
发展集体经济逐步顺畅，继续提
高老人和孩子的待遇。现在，村里
为老人和孩子增配了股份，每月1
日，将300元的营养品和生活用品
发至每位老人手中，备齐老人日
常所需的米面油、肉蛋奶等，根据
季节为老人更换新衣，满足老人
的营养膳食，又能保障老人衣着
和精神面貌。定期为老人理发、洗
澡、修脚、查体。为集体企业员工
特别增设“父母工资”，每月将1200
元直接汇款至父母账户。每逢春
节、元宵、中秋、重阳等重要节日，
村委会为全村老人发新衣服、唱
大戏，利用老人过生日每月举办

“百寿宴”，让老人们欢聚一堂，
按年龄段送上5000元至10000元
不等的生日贺礼。每年为每位60
岁以上的老人发放5000元的保
健敬老金。

常态志愿服务
展现后八风采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
而知荣辱”，后八里沟村以“践行
志愿者服务精神，展现新时代后
八风采”为目标，组建志愿服务
队伍，加强自身建设，积极开展
各种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
动。5月11日，中央宣传部、中央
文明办公布2021年度“四个100”
先进典型名单，后八里沟村荣获
全国学雷锋“最美志愿服务社
区”称号，成为济宁市唯一入选
先进典型。

村里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志愿者之家，积极搭建志愿
服务平台。利用“后八夜校”加强
对志愿骨干的培训，定期邀请省
市优秀志愿者组织和个人授课，
提升志愿者团队的专业化水平；
健全管理章程，明确“理论宣传、
广场舞培训、夜巡、四点半学堂”
等21项志愿服务项目，借助3000
平米的为民图书室，2000平米的
员工、居民之家，党史、村史展览
馆，孝贤广场等场所，为志愿者
开展活动提供舞台。利用村民夜
校、《鑫琦之声》村报、村民小广
播等常年宣传志愿服务工作、志
愿服务内容及志愿者事迹，倡导
志愿服务精神。利用中国志愿
网、志愿汇等志愿服务网站，记
录志愿服务时长；发放并佩戴志

愿服务纪念章、配发纪念品等小
礼品；每年度开展优秀志愿者评
选，从志愿者中推荐“后八好
人”，多形式激励志愿者。

“战士在你身边志愿服务
队”由60名退役军人组成，坚持
夜间巡逻10余年，排除安全隐患
60多起，帮助解决各类生活难题
不计其数，被居民及驻地商户称
为“保护神”。2020年成立的“最
美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以“全
国最美退役军人”宋伟同志为榜
样，敢打敢冲，不畏艰难。今年8
月份志愿参加该村北大新世纪
鑫琦实验学校建设，连续奋战两
个多月，每天工作十余个小时，
饿了在工地上就餐，困了累了就
睡在现场，彰显了退役军人敢打
硬拼、勇于担当的精神品格。

乡贤志愿者服务队”由退休
干部宋长梅、宋光化等16人组成，
平均年龄67岁，坚持办夜校14年，
轮流讲课、备课、批改作业，编辑
村报《鑫琦之声》300多期；历时三
年编修《后八村志》、续修宋氏家
谱；组成评审团，评选“后八好人”

“好媳妇”“好婆婆”“孝善之星”，评
议村民家庭卫生等。志愿服务队
成立以来，志愿者为群众提供了
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据统计，后
八里沟村每年开展志愿服务达
120次，平均每人每年志愿服务达
450小时。

目前，后八里沟村已先后荣
获“全国文明村”“中国美丽乡
村”“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中
华孝善模范村”等20余项国家级
荣誉。在未来，后八里沟村也将
深挖传统文化富矿，激活优秀传
统文化新活力。

记者 陈丹

后八里沟村位于孟子
故里——— 济宁邹城市，村集
体固定资产近60亿元，是国
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阴阳
板”的传承和发源地。近年
来，后八里沟村实施“孝善
治村、文化兴村、产业强村”
战略模式，精心建造了“孝
善后八”“书香后八”“红色
后八”“国学楼栋”等一系列
特色鲜明、亮点突出的传统
文化品牌，致力于打造乡村
振兴“齐鲁样板”。

记者 丁安顺

泗水县微公益协会以积极创建济宁市优秀传
统文化“两创”示范点、推动公益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融合发展为重点工作，积极策划并发起“微
爱·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示范项目，将该项目作为
推动优秀传统文化“两创”以及新时代文明实践的
落地点与抓手，积极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介入
新时代社会生活的可行路径，从文化阵地建设、文
化传承普及与特色文化项目品牌打造等几个方面
着手，着力锻造“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打破儿童成
长壁垒”宣传阵地品牌。

排演话剧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今年3月，泗水县微公益协会“微
爱·传承”了项目组执行团队曲阜师
范大学支教志愿者走进高峪镇尧山
村和圣水峪镇北东野村，开展“微爱·
传承”项目，进行传统文化授课。

志愿者们通过历史故事向孩子
们讲述对传统文化的理解，鼓励孩子
们要学习并弘扬传统文化，并通过话
剧排演、志愿者与孩子们各自做自我
介绍、为孩子们讲解有趣的成语故事
等方式与孩子们进行互动。课堂上同
学们认真听讲，针对问题提出自己的
看法，这些新奇的知识与经典的传统
文化使他们感到渴求。

“‘微爱·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课
程的开设，响应了优秀传统文化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文化政策。这
两天的课程学习，让孩子们在课堂上
除了学到优秀传统文化知识，还有了
表现自我的机会，”泗水县微公益协
会执行秘书长田树森介绍，项目课程
拓宽了孩子们的视野，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推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影响力与传播力。同时，也提升了孩
子们的自信心与沟通能力，使孩子们
更加从容的面对学习和生活。

截至目前，已发起40期“微爱·传
承”课程，邀请来自县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发展中心、县人民法院泉林法

庭、济宁市微爱青少年发展慈善基金
会、曲阜师范大学的共40余名志愿者
参与宣讲，受益的少年儿童达1800余
人次，获得良好的反响。

微爱1+N
搭建项目服务体系

“孩子们需要什么样的服务，是
我们开展志愿服务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3月3日，在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
举行的“最美志愿者”记者见面会上，
泗水县微公益协会会长孙建涛说，为
此，我们统一组织志愿者入户走访。

目前累计行程80多万公里，调研
了泗水县596个村庄的7000多个家
庭，摸清了这些家庭的基本情况、基
本诉求，为符合资助条件的少年儿童
建立了详细的帮扶档案。根据孩子们
不同的服务需求，策划实施了“带你
看世界”“微爱1+N”等多个志愿服务
项目，形成泗水微公益协会自己的志
愿服务项目体系。

针对孩子们走出大山看世界的
强烈愿望，泗水县微公益协会开展

“带你看世界”项目，从2016年到现
在，累计组织4000多人次，先后赴北
京、西安、延安等20多个大城市感受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接受红色教育，
这个项目开阔了孩子们的眼界，丰富
了他们的阅历。

除了“带你看世界项目”，泗水县
微公益协会还开展“温暖小屋”项目。

“温暖小屋”项目是协会成功打造的
第一个标准化公益服务项目。项目致

力于为孩子提供一个独立的学习生
活空间，保护孩子的隐私，培养孩子
的独立意识。2020年6月，团省委在

“温暖小屋”项目的基础上发起了“希
望小屋”项目。截至目前，“希望小屋”
已覆盖山东省16个市、136个县区，建
成和在建小屋超过15000间。

微公益协会结合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建设，把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作
为重要的志愿服务阵地，在圣水峪小
城子村开展示范站试点，为该村提供
留守儿童教育服务、老年人服务、留
守妇女赋能等多方面的服务，这些服
务活动，让文明实践站成为群众常
来、愿意来的地方，形成了该村的“文
明实践中心”。

五年来，泗水微公益以“做孩子
们最需要的公益，做对孩子对家庭
对社会最有意义的公益”为宗旨，持
续对服务项目迭代升级和完善优
化，从最初的助学金、生活学习物资
等初级帮扶，到生活习惯、行为习惯
养成服务，再到社会技能训练、社会
责任培养、生涯规划辅导，从聚焦儿
童服务到家庭赋能和社会支持网络
打造，形成了成熟有效的包括微爱
助学、温暖小屋、带你看世界、微爱
妈妈、微爱传承、暖冬行动等服务项
目矩阵；以创造性、灵活性和针对性
的项目化系统服务，协助区域困境
少年儿童解决学习和生活中面临的
困难，建立区域性未成年人关爱网
络，机构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步从资
源导向、服务定位到需求导向、枢纽
定位全面转型。

后八里沟村“全民阅读 书香后八”读书交流分享会。

圣水峪镇北东野村乡村儒学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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