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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山村里唱大戏

□晚报记者 陈志付

通过在
“

文化大院
”

的学
习

，

村民们掌握了脱毒红薯种
植及深加工技术

，

并学以致用
。

据介绍
，

张公堰村今年共种植
脱毒红薯

500

亩
，

产量达
100

万公斤
，

深加工后
，

人均纯收入
可增加

150

元
。

如今
，“

文化大
院

”

已成为村民们平时最爱去
的地方

。

村民孙贵生对记者说
，

自
“

文化大院
”

建成并向村民开放
以来

，

村里出现了
“

四少四多
”

的可喜变化
，

即喝酒
、

赌博的人
少了

，

学习文化知识的人多了
；

游手好闲的人少了
，

勤劳致富
的人多了

；

无事生非的人少了
，

文明守法的人多了
；

搞封建迷
信活动的人少了

，

崇尚科学文
化的人多了

。

张公堰村
“

文化大院
”

的
旁边有一个很大的健身广场

，

广场上各种健身器材一应俱
全

，

正在这里锻炼身体的老人
和孩子

，

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
笑容

。

村干部向记者介绍
，

这
个健身休闲广场占地

500

平方
米

，

是大河涧乡建起的第一个
农民健身休闲广场

，

自
2006

年建成以来
，

每天都有村民来
这里健身

。

记者了解到
，

改革开放
、

特
别是近几年大力推进新农村建
设以来

，

逐步走上富裕之路的
张公堰人对精神食粮的需求与
日俱增

。

今年
，

仅有
1000

多人
的张公堰村就订阅了

100

份
2009

年的
《

淇河晨报
》，

平均每
4

户一份
。

加上村民们订阅的其
他报纸

，

张公堰村人均订阅报
纸量高出城市居民

，

是一个名
副其实的

“

文化村
”。

“能人”带头建设新农村

“

俺祖祖辈辈在地里刨食
，

这几年村里大搞新农村建设
，

靠天吃饭已经成为历史
。 ”

在
“

文化大院
”

接受采访的张公堰
村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孙有
平

，

言语间流露出激动和自豪
。

孙有平介绍
，

张公堰村已
有五六百年的历史

。

早在明朝
时期

，

土地贫瘠的张公堰村一
带人烟稀少

，

当时这里住着一
户姓张的人家

，

他家养了一万
多只羊

，

放羊时满山遍野都是
白花花的羊群

。

后来陆续有外
地人移居到这里

，

乐善好施的
张老汉对新来的村民提供了大
量帮助

，

村民们怀着感恩之心
，

尊称张老汉为张公
。

由于他们
居住的这个地方是一块堰地

，

于是大家便将这里起名为张公
堰

。

到了改革开放时期
，

张公堰
村涌现出一批率先致富的村
民

，

村里人称这些人为
“

能人
”。

在
“

能人
”

的带领下
，

村里从事
建筑

、

安装
、

运输
、

采矿
、

洗煤等
行业的人先后发了家

，

另有许
多人走出山区外出打工

，

走上
了致富路

。

近几年
，

张公堰村响应政
府号召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

，

从村里走出去的致富
“

能人
”

竞相投身到家乡建设事业中
。

孙贵生
、

孙土生
、

孙福生
，

都
是改革开放以后从张公堰村走
出去的

“

能人
”，

他们致富后
不忘家乡父老

，

为家乡的新农
村建设慷慨解囊

，

为改变张公
堰村落后的面貌发挥了积极作
用

。

要想富
，

先修路
。 “

出门
难

”

是困扰张公堰这个小山村
的首要问题

。

2006

年
，

村
“

两
委

”

决定对村里的大街小巷进
行扩建

。

孙土生和孙福生得知
村里修路资金紧张

，

他们每人
捐资

10

万元
。

在他们的带动
下

，

修路资金很快筹集到位
，

纵横交错
、

总长
7000

米的水
泥公路顺利完工

，

全村的面貌
焕然一新

。

此后
，

在新农村建设中回
报家乡的村民渐渐多起来

，

他
们为村里修建学校

、

卫生室
、

“

文化大院
”、

健身休闲广场和
打水井等公益性建设项目

，

纷
纷捐款捐物

。

目前
，

这些公益性
设施均已建成并投入使用

。

11

月
25

日
，

占地
300

平方
米的张公堰村文化娱乐活动中
心落成

，

村里举行了隆重的落
成典礼

，

市豫剧团的演员们来
到张公堰村为村民助兴

，

送上
了一场精彩的演出

。 “

有了这个
文化娱乐活动中心

，

咱以后就
能随时看大戏了

！ ”

现场一位老
大爷高兴地说

。

文化娱乐活动中心建设之
初

，

张公堰村率先致富的孙贵
生和孙土生分别捐资

10

万元
，

规划和设计图纸也是由孙贵生
无偿提供的

。

“

张公堰村在新农村建设
中上演了一出出大戏

，

村里的
能人们致富不忘家乡

，

在建设
家乡过程中作出了很大贡献

。 ”

村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孙有
平感慨地说

。

山里有个“文化村”

纵横交错的水泥路
通到村民家门前

，

鳞次
栉比的新房一座比一座
漂亮

，

一辆辆大大小小
的汽车停靠在路边

……

这是记者走进张公堰这
座小山村的第一印象

。

张公堰村的物质生
活丰富了

，

文化生活同
样实现了跨越式的发
展

。

来到张公堰村
，

不能
不去看一看这里远近闻
名的

“

文化大院
”。

占地
1800

平方米的张公堰村
“

文化大院
”，

集书屋
、

党
员远程教育活动室

、

文
化信息资源共享活动
室

、

文化娱乐中心于一
体

，

处处呈现出一派新
气象

。

大河涧乡张公堰村
的一位女驻村干部告诉
记者

，

张公堰村是全市
第一批新农村建设示范
村之一

，

在推进新农村
建设的过程中

，

张公堰
村又成了远近闻名的文
化村

， “

尤其是农闲时
节

，

村里
‘

文化大院
’

的
群众文化娱乐活动丰富
多彩

，

锣鼓队
、

秧歌队天
天有节目

，

村民们你打
鼓我跳舞

、

你拉弦我唱
歌

；

图书室
、

棋牌室
、

科
技室里常常座无虚席

。

村民们在这里或自娱自
乐

，

或学习农业技术
。

完
善的设施与配套的服
务

，

让这里的
‘

文化大
院

’

成为我市农村示范
性文化大院

。 ”

记者注意到
，

村图
书室门前挂着

“

新农村
书屋

”

的牌子
，

里面书架
上摆放着古今中外文学
名著

、

养生与保健
、

各种
养殖和种植技术资料等
书刊

。

这里的科技室则
成了

“

全国文化信息资
源共享工程村级基层服
务点

”，

村民在家门口便
能知晓天下事

。

整个
“

文
化大院

”

井然有序
，

干净
整洁

。

“

文化大院
”

让村民
们受益颇多

。

据统计
，

仅
今年以来就举办法律知
识

、

脱毒红薯种植以及
农民工务工等培训班

11

期
，

举办村民消夏晚会
、

象棋比赛等文体活动
16

场
，

播放露天电影
32

场
，

充分发挥了
“

文化大
院

”

育家
、

兴家
、

惠家的
功能

。

拥有 500

多年历史的张

公堰村地处淇

滨区大河涧乡

北部山区，从

前， 这里的人

们靠天吃饭，

生活艰苦，信

息闭塞。 近几

年来， 在新农

村建设的进程

中， 张公堰村

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建

学校、打水井、

建新房、 修公

路……张公堰

村在新农村建

设中上演了一

出出“大戏” 。

从 “新农

村 建 设 示 范

村” 到“农村

示范性文化大

院” ，张公堰人

切实享受到了

新农村建设的

成果。 今年，仅

千余人口的张

公堰村就订阅

了 100 份 2009

年的《淇河晨

报》。 11 月 25

日， 张公堰村

文化娱乐中心

落成并投入使

用， 村里的男

女老少一大早

就 聚 集 到 这

里， 等待送戏

下乡的市豫剧

团前来演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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