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她是“杨妈妈”，也是“播种者”

“杨妈妈会给我们讲故事，带我
们写作业、玩游戏、做手工。”小朋友
欢欢说。

在尚庄村，像欢欢这样的孩子并
不少见，他们有的因父母工作繁忙无
暇照看，有的因家长文化程度不高辅
导孩子有心无力。但家长们并不会为

此发愁，因为每天放学后，孩子们都自
动聚集到农家书屋，他们的“杨妈妈”
早已为他们打扫好书桌，开启好空调，
准备好热水。孩子们自觉做功课、阅
读课外书，遇到困惑的时候，杨红总会
耐心帮他们解决问题。

杨红深知孩子们是乡村未来的

希望，所以她把农家书屋变成“乡村
里的少年宫”。她在农家书屋开展了
假期安全教育、孝德文化讲座、书法
绘画培训、红色传承教育等形式多样
的活动。她还创办“少儿课堂”，讲解
国学经典，评选“优秀读者”，激发孩
子们的阅读积极性。

她是“传承人”，更是发扬者

作为一名文化工作者，杨红始终
将弘扬传统文化视为自己的使命。她
在农家书屋里设立了推荐书目表，其
中包含大量关于民俗、戏曲、手工艺等
方面的书籍。每逢传统节日，杨红都
会策划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春节

时，她组织村民写春联、剪窗花；端午
节时，她带领大家编织五彩绳；七夕
节，她组织青少年学习传统漆扇技艺；
中秋节，制作非遗纸艺灯笼；重阳节，
弘扬敬老爱老美德，让村民在欢声笑
语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杨红用热情和奉献，将尚庄村的
农家书屋打造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文
化中心，为乡风文明建设注入了新的
活力，也为乡村振兴贡献了自己的力
量。杨红用实际行动证明，文化的力
量可以改变乡村，点亮未来。

每天 8 时，杨红准时打开农家书
屋，通风换气，清洁洒扫，将归还的书
籍按编号顺序摆放平整，有折痕的将
其抚平，有破损的将其粘好……在她
的悉心打理下，书屋整洁有序。有村
民上门借书，她会主动推荐、介绍，减
少了他们挑选的时间。看着村民满意
地捧书离去，她总是微笑着说：“这就
是我每天的工作常态。”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春天，上级要
求将农家书屋的书籍进行分类编号录
入电脑，方便管理。然而这项工作没有
先例，一切需从零开始。尚庄村农家书
屋藏书3000余册，工作量巨大，各个环
节琐碎又相互牵引，稍有不慎就得推倒
重来。镇宣传办工作人员找到杨红，希
望她能率先完成这项工作，给各村农家
书屋“打个样儿”。她点点头，二话不说

将自己埋在“书山”里，连续工作了半个
月，规整、分类、编号、贴标……最终拿
出了一份上级单位“明白人”都找不出
一点毛病的“满分答卷”。为此，区委宣
传部专门组织全区镇办农家书屋专管
员到尚庄村观摩学习。杨红向大家毫
无保留地介绍经验，事无巨细地交代流
程，甚至面对邻村专管员的求助，亲自
登门“手把手”指导。

她是专管员，也是“护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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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红：
让农家书屋成为充满活力的文化中心

□记者刘志松 通讯员 郑国敏 于浩翔

在牧野区牧野镇尚庄村，提
起杨红的名字，村民无不竖起大
拇指。5年前，大学毕业的她毅然
决然回到家乡，成为村“两委”班
子里的一员。当时恰逢村农家书
屋面临升级改造，村“两委”会议
上，大家一致认为：和书打交道，
杨红这个“文化人”再合适不过。
从此她便开始了农家书屋专管员
的工作。在她的不懈努力下，如
今尚庄村农家书屋已经成为全区
乃至全市的模范标杆。

本报讯（记者 崔敬 通讯员 邵长威）3
月19日，春日暖阳轻拂封丘县黄陵镇旧黄
陵村。省派河南科技学院驻村工作队第一
书记陈利、工作队员杨胜利与村干部正在
村委会大院内热火朝天地讨论着工作。大
家围绕乡村振兴、乡村治理、产业发展、服
务村民等蓝图，用智慧描绘着乡村春景图。

旧黄陵村地处黄河故道，盐碱地多且
严重，治理难度大，村民深受其害。村民介
绍，当地流传着一句俗语叫“种粮不收粮，
很少粮满仓”。陈利介绍，为实现“藏粮于
地、收粮于技”，驻村工作队深入盐碱地实
地考察后，迅速联系学校土壤学专家，咨询
治盐碱良策。

目前，驻村工作队正在发挥学校人才、
科技优势，利用好学校资源，持续邀请土壤
学、栽培学、生物学等专家和教授到村实地
调研，为旧黄陵村农业种植、土壤治理等把
脉问诊，开出良方。

随着气温回暖，冬小麦进入返青期，当
前正值灌溉高峰。驻村工作队在农田考察
时发现，灌溉水渠部分位置的管道因河道
清淤而高于沟底，灌溉水无法顺利通过。

为了及时解决村民灌溉问题，驻村工
作队与村干部一起配合挖掘机作业，对灌
溉水渠堵塞点和沟管不合理的部位进行挖
掘修整，及时解决了村民的灌溉用水问题。

旧黄陵村西的道路旁有一处生活垃
圾掩埋地，近日随着气温的升高，挥发的
酸臭味越来越浓。为改善村民人居环境
质量，驻村工作队与村干部一同制订了解
决方案。“计划在东、北、西三面筑成一堵
土墙，周边种植桃树、李树、杏树等具有观
赏性的果树。”陈利介绍，池塘进行清淤后
种上莲藕，在改善人居环境的同时，还可
以打造出一片村民愿意去的场地，成为一
处网红打卡地。

本报讯（记者 崔敬）3 月 20 日，记者
了解到，为进一步提升水域环境，加强水资
源保护，封丘县留光镇各村组织力量对村
内河道破堤种植进行了集中清理，维护水
域良好生态。

集中清理行动前期，镇农办联合村“两
委”干部及时做好宣传教育，增加日常巡查
频次，发动村民自行清除违种农作物，对违
种行为下发限时整改拆除通知书，对拒不
整改的，组织人员按照相关程序进行依法
清除。

清除过程中，各村采用人机结合的方
式，对河道周边逾期未清理的菜地依法进
行了集中清除，对面积较大的区域，则调用
挖掘机等机械设备进行全面清理。

此次专项清理行动不仅改善了河道周
边环境，保护了堤防安全、河道行洪安全，
还增强了居民的环保意识。

本报讯（记者 崔敬）3 月 18 日，
封丘县赵岗镇南王河村锣鼓喧天，当
地的“戏曲下乡庆庙会”活动火热开
场。十里八乡的村民一起品戏韵、赶
庙会、话乡情，让传统民俗与现代文
明碰撞出乡村振兴的灿烂火花。

18 日清晨 7 时许，南王河村的庙
会 街 道 已 飘 起 油 条 、胡 辣 汤 的 香
气。手工艺摊位前，草编蚂蚱、木雕
摆件吸引了孩童驻足；游玩区里，套

圈、射击等游戏赢得了游客的争相
体验。

9时整，大平调经典剧目《穆桂英
挂帅》铿锵开锣，《墙头记》《借闺女》等
经典选段也轮番上演。高亢激昂的唱
腔，朴实无华的表演，让台下的银发戏
迷沉浸其中。

近年来，赵岗镇不仅为群众“送
文化”，更为群众“种文化”，先后成
立了马道村“腰鼓队”、孙村“舞蹈

队”等特色艺术队伍 30 余支，鼓励村
民参演各类文化活动，实现文化乐
民、文化惠民。

目前，当地正在持续深入挖掘本
土文化资源，把乡村文化节打造成

“月月有活动、季季有亮点”的文化品
牌盛会。他们定期举办露天电影放
映、戏曲表演、书画展览等，吸引村民
参与，让文化甘泉源源不断地滋润群
众心田。

封丘县赵岗镇
给群众既“送文化”又“种文化”

驻村工作队
用智慧描绘乡村春景图

封丘县留光镇集中清理
村内河道破堤种植

工作中的杨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