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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春生 文/图

新华区香山街道筹备组边庄村地处香
山寺东南地带，是距离香山寺较近的一个村
庄，两者相距不足两公里。

边庄村成村于明末清初，受香山寺传统
文化浸润，孝善文化在这里世代传承。近年
来，边庄村村容村貌和人居环境显著改善，
绘就了一幅村美人和的新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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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庄村：

孝善润心福利惠民
路畅村美百姓乐

9月17日上午，秋高气爽，记
者一行驱车沿井羊路西行，经过
胡庄村，西行几分钟再折而向北，
便是通往边庄村的主干道。

同行的香山街道筹备组文宣
中心主任胡晓丽的老家就在胡庄
村，她由衷感慨道，以前从胡庄村
来边庄村，道路崎岖难行，“现在
全是平坦的柏油路，畅通无阻，村
子也变得越来越美了”。

沿着宽阔的柏油路，穿过连
片的玉米地，进入绿树掩映的边
庄村。村口处，石磨盘、古井上的
辘轳等老物件引人注目。辘轳旁
的两个石柱上，分别刻着“福寿

泉”“乡愁”字样，古井井口已被铁
盖子盖住。

“这口井30多年前还有水，
后来水位下降就不用了。”在古井
旁，名叫赵松林的老者边用手摇
起辘轳边说，他今年78岁，这口井
他小时候就有，“可是有年头了”。

边庄村党支部委员郑迎迎
说，近几年村里着力改善村容村
貌和人居环境，古井、石磨盘等老
物件因是村民的共同记忆而特意
保留，“也是保留乡愁和怀念”。

“这些老物件保留得好啊！”
赵松林曾当过多年村党支部书
记，他说，自己十多年前患过脑

梗，如今走路还不太方便，但他时
常在家人的帮助下到村里走动。
他指着路边随处可见的墙体彩绘
说：“你看，宣传的内容好，各式各
样的图案也画得漂亮，每天出来
看看，心里可美气、可得劲儿。”

“以墙为纸，不仅好看，提升
村容，还能引导大家共同维护乡
风文明。”郑迎迎说，墙体彩绘是
建设和美乡村的“小阵地”。

村子主干道北端是偌大的休
闲广场，广场上有各类健身器材，
还有凉亭、石桌、石凳，周边广植
月季、女贞等花木，成为村民休闲
娱乐的好去处。

孝善民风世代传

边庄村党支部书记王军芳
说，边庄村成村于明末清初，当时
有姓边的人家开始定居，随后又
有宝丰的其他人家相继聚居于
此，渐渐发展成边庄村。数百年
来，由当初的几户人家发展到如
今的160户共计680人。

因紧临香山寺，边庄村村民
常去香山寺游玩。在王军芳看
来，受益于香山寺传统文化的影
响，边庄村一直以来民风淳朴，其
中因袭于妙善公主大孝大善的孝

善民风世代相传。
边庄村北边建有一道约40

米长的文化墙，墙上图文并茂，写
有“百善孝为先”等孝善相关内
容。村里常年开展“星级文明户”

“好婆婆”“好媳妇”等村民喜闻乐
见的评选活动。

今年48岁的郑巧丽是公认
的好媳妇。当天11时许，记者见
到她时，她正在家里包饺子。“羊
肉豆角饺，一会儿就下锅里哩。”
郑巧丽说，公公赵松林进餐时间

很规律，每天都是11时30分开始
吃午饭，因此，无论再忙，她都会
提前把午饭做好。

“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孝
顺。”谈及儿媳妇，赵松林开心地
说，“带我出去转，招呼我吃喝，还
经常给我洗脚哩。”

郑迎迎也是村里的好媳妇，
她说，受孝善民风影响，村里的好
婆婆、好媳妇很多，边庄村也因此
获得全国妇联基层组织建设示范
区等称号。

福利满满暖心田

“这蛋价可真不低！”当天12
时许，在附近一工地干完活儿的
村民吕现骑车回村后告诉家人，
鸡蛋价格已涨到每斤（1斤＝500
克）近6元，庆幸的是，村里每年
中秋节前都会给年满60岁的村
民发鸡蛋，今年他正好能赶上。

王军芳说，村里每年给60岁
以上的老人发放360元至720元
不等的生活补助，春节、中秋节发
放慰问品，还给70岁以上的老人

每人每月发放两袋奶粉。
在三八妇女节等节日，村里

还会给本村妇女每人发放100元
现金。每年收麦、收秋时，村民每
人能领到100元农忙补助。

此外，凡考入高中的学生，每
年补助500元直至高中毕业。考
上大专、二本、一本院校者分别一
次性补助1000元、4000元、6000
元，以此调动孩子们的学习积极
性。

王军芳说，近年来，边庄村利
用现有资源，依托村合营企业香
山陵园以及大香山国学文化园、
香山寺开发等，村集体经济年入
近百万元，村民每人都持有股份，
村委会每年拿出80余万元用于
股份分红，不断改善村民生产、生
活条件。

边庄村村委大院旁竖立着一
块“和谐石”，上面红色的“和谐”
二字，正是如今该村的真实写照。

和谐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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