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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燕亚男

“围绕新时代、新征程，推进文化自
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12
月 20日上午，市文广旅局文化志愿服
务工作办公室主任王巍正在做课件，为
去乡村做文化宣讲作准备。

今年61岁的王巍作为平顶山和谐
之声合唱团的团长兼指挥、河南省合
唱协会副理事长，常年坚持带领团员
组成文化志愿者服务队深入乡村。退
休后，他成为文化志愿者，扎根基层，
推动“乡村音乐厅”和“乡村文化合作
社”，赋能乡村振兴。

从小与文化艺术结缘

“从小学到初中，我一直在学校宣
传队。后来作为文艺兵被部队招录，主
要是我自己也喜欢。”提起自己与文化
艺术的缘分，王巍笑着说。

20岁那年，王巍作为文艺骨干从
部队退役，到当时的平顶山锦纶帘子布
厂（现中国平煤神马帘子布公司）从事
厂团委宣传工作。在此期间，他组建了
帘子布厂文艺宣传队和平顶山和谐之
声合唱团，他和同事、团队把这40年城
市、企业、职工的面貌，都反映在自己的
作品里，如合唱曲《神马颂》、小品《为了
明天更美好》、情景剧《我的工作养活了
一家人》等等。

2020年，王巍退休了，可热爱文化
的心一直在，他成为市文广旅局文化
志愿服务工作办公室主任，开始行走
在全市各个乡村开展文化志愿服务，
不到两年的时间，他走遍了全市大大
小小上百个村庄。

“给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去鲁山县

瓦屋镇楼子河村开展‘乡村音乐厅’活
动，这让我退休后毫不犹豫地选择继
续服务乡村。”王巍说。

文化之光点亮乡村

“乡村音乐厅”是河南省推出的一
项文化惠民工程。2016年11月22日，王
巍带着好奇和几位文化志愿者第一次
来到楼子河村开展“乡村音乐厅”活动。

在位于楼子河村的瓦屋镇第六小
学教室内，志愿者正为孩子们教授舞
蹈，几个没能入选的孩子隔着教室门
缝、窗户一直往里看，好久都不愿离
开。王巍问：“小朋友，你想学跳舞，想
上舞台表演吗？”小朋友眨了眨眼睛说：

“想，可俺没见过舞台，俺只见过锅台。”
王巍听到后，鼻子一酸，眼泪控制不住
地流了下来。

当时，他就发动文化志愿者服务队

的队员们自愿为孩子们捐款。后来，从
楼子河村的“乡村音乐厅”成立那天起，
每个周末，不管刮风下雨，王巍和文化
志愿者都会赶到楼子河村上课培训，抽
空就走村串户，和村民唠家常，挖掘乡
村故事，夜晚就留宿在村民家里。“我们
第一次在村委会门前一小块空地举办
晚会的时候，全村的人都来了，树上、墙
头上爬满了人。虽然天很冷，但是我们
每个人的心里是火热的。”王巍说。

王巍组织文化志愿者在村里举办
快板、葫芦丝、足球、舞蹈、广场舞等培
训辅导以及支教、演出等活动达110场
（次），不少村民学会了舞蹈、电子琴等；
策划导演的“楼子河乡村村晚”连续三

年被列为河南省十大乡村春晚之一。
2019年4月，王巍被楼子河村民一致评
为“楼子河村荣誉村民”。

让更多人享受文化福利

舞钢人头山村，宝丰清凉寺村、大
黄村，郏县邱庄村，叶县董寨村、权印
村……退休后的王巍经常走村入户，组
织十余支团队 150多名文化志愿者开
展“乡村音乐厅”建设和“寻找村宝”“乡
村文化合作社”等志愿服务活动。

“王巍老师是一个很用心、很认真
的人，他带着文化志愿者开展的基层文
化活动给很多人带去了力量。过去村
民在台下看节目，现在村民争着上台演
节目，变化真是大呀！”楼子河村村民周
莹贤说，在王巍的帮助和推动下，2020
年 10月，楼子河村成立了乡村文化合
作社，还组建了艺术团、农贸产品供销、
红色文化、非遗文化、校园文化、民宿旅
游等合作社分社，以文化合作社为平台
举办了乡村贸易展销会，让村民们“富
了脑袋”也“富了口袋”。

以推动“乡村文化合作社”品牌建
设为抓手，目前，全市建成文化合作社
78个，其中有7个文化合作社被河南省
文化和旅游厅授予“全省示范性文化合
作社”称号，这其中就有王巍的身影。

从事文化志愿服务多年，王巍曾被
评为全国百佳最美志愿者。“在未来的
日子里，我会更加努力地挖掘乡村传统
文化资源，让村村都有特色文化品牌，
为乡村振兴贡献文化力量。”王巍说。

王巍：退而不休 为乡村文化振兴添彩助力

□记者 王辉

本报讯 12月 22日是我国传统节
日冬至。当天上午，在市区超市、饭店
购买生、熟饺子的顾客络绎不绝。

当日上午10点多，市区丹尼斯百
货开源店的超市冰柜旁，围拢着七八
名选购速冻水饺的顾客，一名营业员
正向冰柜补货。记者看到，素三鲜
馅、猪肉馅、羊肉馅、牛肉馅到海鲜馅

饺子都有，价格从 8元到 30元不等。
一位男子向购物车里放了8袋不同种
类的速冻水饺。记者询问得知，他是
替同事采购的。

当日上午 11 时 30 分，市区曙光
街东段一家饺子店内，一名中年女士
飞快地包着饺子，一名店员不停地从
冰柜内拿出生饺子打包给等候的顾
客。忙着给顾客煮饺子的店老板李
先生告诉记者，店里生、熟饺子均可

打包外卖。
正在等候的湛渔台小区居民小李

说：“今天是冬至，家里没有来得及包
饺子，我就一次性买了6份不同种类
的饺子，与家人一起过节。”

当天中午12时，这家饺子店里已
是座无虚席，而购买生饺子的顾客队
伍依然在延续。12时 10分，市区公园
北街一家超市里，速冻水饺冰柜前仍
有多名顾客在挑选。

小小饺子香 温暖过冬至

窨井盖破损存隐患

市民张女士来电：市区长江路
西段蓝欣家园 1 号院大门口附近有
一下水道的窨井盖破损，存在安全
隐患。

暖气不热

市民张先生来电：市区联盟鑫
城小区4号楼的暖气最近几天不热，
给居民生活带来不便。（本报热线办）

□记者 牛超

本报讯 12月 22日是我国二十
四节气中的冬至。据市气象台气象
专家介绍，未来3天，我市气温起伏
较大，双休日的最高气温只有5℃。
市民要注意防寒保暖。

俗话说“冬至大如年”。从冬至
开始，也就进入了“数九寒天”。据
气象专家介绍，未来三天，我市以晴
天间多云天气为主，温度起伏较大，
市民外出注意防寒保暖。此外，冬
季天干物燥，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
及森林防火。具体预报如下：

23 日，白天到夜里，晴天间多
云，偏南风转偏北风 3 级左右，气
温-4～9℃。24日，晴天间多云，气
温-4～5℃。25日，多云转阴天，气
温-4～4℃。

双休日最高气温5℃

□记者 吕占伟

本报讯 12 月 22 日，共青团叶县
县委发布招募令，期待有激情、有活
力的叶县籍返乡大学生报名参与线
上中小学生学业帮扶行动。

报名人员要求为叶县籍普通高校
在校学生。报名成功后，针对有学习需
求的中小学生，大学生志愿者将开展线
上学习辅导，提供答疑解惑等志愿服
务。有意参与的叶县籍返乡大学生
和需帮扶的中小学生及家长可关注

“共青团叶县县委”微信公号进行报
名，也可与所在村（社区）、学校联系。

@叶县籍大学生

快来报名当线上老师

□记者 孙书贤

本报讯“这房子经过修缮，
就跟新的一样，你们辛苦了，真
是太感谢啦！”12月22日上午，郏
县龙山街道崇文社区居民段松
灵激动地向社工刘雪改等人连
声道谢。

据了解，郏县龙山街道社
工站在辖区开展“安基金”送温
暖活动，经过排查，活动共惠及
龙山街道崇文社区的段松灵、
孔 丙 炎 和 北 大 街 社 区 的 宋 秀

英、孙志强、赵东海、谢松珍 6
户居民，每家可享受 3000 元的
房屋修缮基金。

12月 21日，龙山街道社工站
的社工来到段松灵家，对他家住
房进行房顶防漏处理，还对厨房
等进行了粉刷美化。

看到宋秀英行动不便，社工
们就给她送来了可移动座椅，并
对她家的卫生间进行改造，安装
了小水塔、坐便器。同时，社工们
还给每户居民送去了御寒物资，
让他们温暖过冬。

郏县社工冬日温暖送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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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巍在瓦屋镇第六小学进行课堂培训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