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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文化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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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你们知道咱们闻喜
县礼元镇的裴柏村吗？这个村子可
了不得，出了一个裴氏家族。”

“这个家族牛到什么地步呢？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上，这个家族曾
出过59位宰相、59位大将军，被史
书立传记载的有600余位，上千人
名垂后世，七品以上的官员高达
3000多人。”

“裴氏家族从古至今一直都在
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杰出的才俊，可
以说其家族豪杰之多、功业之隆，
在整个华夏历史上都是不多见的。
那么，裴氏家族长盛不衰的原因是
什么呢？”

“就是裴氏家训。千百年来，裴
氏家族的家训家规是其最为经典、
最为耀目、最可传承的文化精髓。
其家训之核心要义，可概括为‘重
教守训、崇文尚武、德业并举、廉洁
自律’。”

“这‘重教’‘崇文’就可以看
出，教育、学习的重要性……”

这是8月13日，闻喜县畖底镇
栗村的村委会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内，大学生志愿者贾子昊为孩子们
讲解传统文化的一幕。

都放暑假了，这是什么课堂
呀？

“7 月 15 日贾子昊等人报到
后，我们就开始部署‘暑期学堂
梦想启航’志愿服务活动。7 月 22
日，咱们这个公益班就开课了。”畖
底镇工作人员冯锁慧说，“其实，他
们也都还是学生，可干起活来却认
真仔细不含糊。”

和贾子昊一起到畖底镇报到
的还有大学生王睿、王雨馨、杨政
等。他们都是畖底镇在外读书的大
学生，还没放暑假的时候，就寻思
着参加社会实践。正巧共青团闻喜
县委也在筹划相关活动，看到消
息，他们迅速报名，然后被安排到
了畖底镇。

这个公益班开课近一个月来，
这些大学生忙碌又充实。

“我家离得最近，走路不过 5
分钟。到教室后第一时间开窗透气
烧开水，然后再把空调打开，等孩
子们来的时候能稍微凉快些。”王
睿说。

王雨馨学的是幼师专业，会唱
歌跳舞，她就多教一些这方面的内
容。

“一早上一共 3 节课，除了常
规辅导暑假作业，还会给孩子们讲
安全知识、传统文化。”王睿说，“体
育运动也不能少，要帮助孩子全面
成长嘛。”

贾子昊讲的闻喜裴氏家族故
事，就是当天的第二节课内容，孩
子们听得津津有味。在他看来，优
秀传统文化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点点滴滴的引导会产生积极的作
用。这段时间，他们还带着孩子们
诵读国学经典、唐诗宋词等，希望
能让孩子们获得更多的文化滋养。

第三节课是户外运动。尽管立
秋后的太阳还有些热辣，但爱玩是
孩子的天性，你看奔跑中的他们笑
得多开心。

据了解，这个公益班刚开始只

有五六个孩子。随着人传人，知道
的人越来越多，孩子也越来越多，
最多的时候有30多个人。

畖底镇小马村的张振兴把两
个孙女都送了过来，一个小升初、
一个四升五。每天早上送、中午接，
他乐此不疲。“这几个大学生各有
所长，孩子收获都很大。”张振兴
说。

孩子开心，家长放心。这就是
志愿者们最大的心愿。

王睿告诉记者，去年暑假，她
在家啥也没干，感觉枯燥无味。而
今年就不一样了，既锻炼了社会实
践能力，又体现了存在价值，过得
很有意义。

时间过得很快，不管是大学
生，还是小学生，暑假就要结束了。
参与栗村这个公益班的人，都留下
了美好的回忆。栗村村委会的办公
场所，原本就是学校改建的，这琅
琅的读书声，于许多人而言，熟悉
而亲切。

记者 景斌

“希望孩子们获得更好的文化滋养”
——闻喜县畖底镇“梦想启航”公益课堂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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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晚报讯（记者 景斌）眼下，临猗三管“银杏源
杯”散文诗歌楹联有奖大赛正面向社会征稿，有兴趣的
文友可投稿至邮箱：gyxcsxyc@163.com。

银杏树属落叶乔木，雌雄异株，寿命极长，是我国
最古老的树种之一。临猗银杏源由新农人卓晋刚倾心
打造，位于该县三管镇。每到深秋季节，银杏叶黄如金，
园里景致无双，仿佛童话世界。依托银杏源，卓晋刚还
开发出了银杏茶、银杏果、苹果原浆醋等农副产品。这
里已成为运城独具特色的乡村旅游景点，是人们旅游、
休闲、放松的理想打卡地。

此次征文主题是描写银杏树的美丽景色和顽强不
屈的生命力，为新中国成立75周年献上一份祝福。征
文体裁分散文、诗词、楹联，散文字数一般不超过3000
字，诗歌不超过50行，诗歌楹联类限投5首。

主办方要求参赛作品主题明确、观点突出，角度新
颖、材料典型，故事生动、内容健康。截稿日期 9 月 30
日。截稿后，主办方会评出各体裁的一二三等奖及优秀
奖，获奖者将获得相应奖品。

临猗三管“银杏源杯”
散文诗歌楹联大赛征稿中

运城晚报讯（记者 杨洋）“我喜欢听戏，平时也唱
两句，跟着专业老师学习后，进步很大，很有成就感。”
近日，在夏县文化馆举办的免费戏曲培训班上，学员王
彩霞说，“感谢有这么一个交流学习的平台。”

活动中，培训老师以蒲剧经典剧目《芦花》《清风
亭》《苏三起解》等为例，详细介绍了戏曲的手眼身法步
等基本功，令戏迷获益不少。夏县文化馆有关负责人表
示，接下来，将积极开展多门类的艺术培训，进一步丰
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切实提升民众的幸福感和获
得感。

夏县文化馆——

戏曲培训 戏迷受益

▲▼8月17日晚，中心城区体育公园，来自河
南的一个杂技演出团在表演节目。

当晚，灵活的猴子、听话的小狗，以及身怀绝技
的演出人员，给广大群众带来一场精彩的文艺演
出，赢得观众的阵阵掌声与喝彩声。

记者 景斌 摄

据了解，这个暑期，类似
这样的公益班，我市的城乡间
办了不少。

除了辅导作业，这些公益
班还设置了不少课外活动。其
中，有关传统文化的课程安排
获得了大量的点赞。像国学经
典诵读、非遗技艺展示、传统
手工制作……优秀传统文化
的种子，不知不觉间伴着孩子
成长，同时也让家长受益。

在家长们看来，优秀传统
文化是中华文明的结晶和精
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生生不
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对
孩子的全面茁壮成长有着积
极的促进作用。

孩子们是获得感满满、家
长们是幸福感满满、志愿者是
价值感满满，“多向奔赴”共同
奏响了文明实践新乐章。

记者 景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