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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姿多彩的文化生活扮美春天
——静海区激活文化资源提升群众生活幸福感

■ 本报记者 徐杨 通讯员 黄梦婷

乡村速递

■ 本报记者 杜洋洋 通讯员 李海燕

《天津日报》联合津云新媒体，带您
上山采摘，奔赴田园，一路追寻天津乡村
的大美风光与宝藏好物，从产品到风景
再到风土人情，全方位展现新农村的新
风貌，将山田间的美食带到您身边。

宁河区低空经济

创新产业园揭牌

“星火聚光”党建品牌

唱响服务群众好声音

蓟州区杨津庄镇

下好春耕备耕“先手棋”

乡村走读

志愿者为老人免费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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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头镇孟家庄村，“莺啼燕舞”乐无穷；陈官
屯镇三街，书香洋溢迷人醉；朝阳街道南湖公园
游乐场，尽享春风恣意游……
静海的春天，正在多姿多彩的文化生活里

一点一点铺展开。

载歌载舞
文艺下乡滋润心田

孟家庄村村民时庆营,干工程的一把好手。
经年的风吹日晒，磨砺了他黝黑的皮肤，人

却日渐容光焕发，仿佛梁头镇孟家庄村一颗自
信阳光的“黑宝石”。
“秘诀就是跳秧歌。”时庆营也不藏着掖着，

“我坚持跳秧歌20多年了！”
作为孟家庄村秧歌舞蹈队的队长，他

不仅自己跳，还带着大伙儿一起跳。每天
干完工程回家，在微信群里一吆喝，男的女
的、老的少的，会聚在村头夕阳的光影幕布
下尽情律动。
带着大伙儿一块跳是热闹，带着大伙儿上

舞台是热爱。时庆营自豪地说，“我们还有唱歌
队。邻近的镇举办活动也会邀请我们去表演，
大伙儿也乐意去‘玩一玩’。”
远处的要去，家门口的怎能错过？孟家庄

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为村民准备了一场文
化盛宴，演出节目由华艺乐团和孟家庄村秧歌
舞蹈队包揽。展演尚未正式开始，舞台就被围
观村民层层“包围”。除了孟家庄村秧歌舞蹈
队的表演，华艺乐团的民乐合奏、京歌、河北梆
子、豫剧、评剧、红歌、笛子独奏、舞蹈等诸多节
目也轮番上演。
如此特别的节目单，自有一番别出心裁。

“我们乐团成员大多是从文艺工作战线退休下
来的，编排节目时喜欢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
红色文化中汲取艺术灵感。”华艺乐团的扬琴
演奏者赵炳友介绍说，“每次演出时，我们观察
来看演出的观众以中老年群体居多，他们对展
演传统文化和地域特色的节目反响最大、尤为
喜爱。”
演者有意，观者有情，一拍即合。回肠荡气

的乐曲、婉转悠扬的旋律、柔美灵动的舞姿，村
民们在文化艺术的活力和魅力中陶醉，欢呼与
喝彩汇成欢乐的海洋。
“乐队现场演奏是我们乐团的特色和强

项，今年举办的年货节、元宵灯会我们都参与
演出了。”赵炳友演奏完一曲民乐《步步高》，
意犹未尽。年近古稀的他，精神头儿不比小伙
子差，常年辗转于各大舞台、小剧场、文化广场
演出，去年和乐友刘梅生表演的京胡扬琴合奏
京剧曲牌《琴缘》，荣获天津市第十届民族乐器
大奖赛非专业老年组优秀奖，“希望能多举办
这样的展演，既能丰富人们的娱乐生活，也能
展现静海人的精神面貌。”
在梁头镇，文艺积极分子绽放着热情，广

大村民也参与文化实践。镇综合文化服务中
心活动广场上，以“全民健身促健康 同心共
筑中国梦”为主题的文体展演活动正在开
展。80余名村民、6支文艺队伍，从全镇18个
村优选出来。优美的舞蹈、铿锵的军鼓、喜庆
的秧歌、行云流水的太极拳，在丰富多彩的艺
术文化形式面前，村民们体验表演、观赏品
味、互相评鉴、跃跃欲试……元宵节期间，梁
头镇组织各村文艺志愿服务队伍开展 30场
文化活动，男女老少、村村户户的文艺爱好者
都参与了进来。
今年，梁头镇将不断加强文化阵地建设，整

合镇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等
平台的资源优势，组织开展1场镇级、9场村级
运动会，策划“四季村晚”展示展演等惠民文化
活动，不断满足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新需求、新
期待，进一步推进乡村文化振兴。

浸润书香
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陈官屯镇三街的农家书屋里，最近少了
天津市经济贸易学校大专二年级学生宋春
谊的身影。
寒假的时候，宋春谊是这里的常客，走几步

路的距离就能到藏书3000余册的书屋。架子
上摆着的文化、政治、法律、农业、科技等各类书

籍，他总能挑到自己感兴趣的书。现在开学了，功
课忙了起来，和宋春谊一样，村里大多数孩子光顾
书屋的时间少了很多，但三街的农家书屋也没因
此空闲下来。
“全民阅读对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对于社

会的文明进步，对于个人的知识文化素养提升
都是很有帮助的。”三街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高文才为村民讲解《天津市全民阅读促进条
例》的背景和意义。
村民郭玉龙也参加了这次“阅读启智怡情

阅读助你前行”主题活动，他由衷地感慨，“之
前对《天津市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并不了解，
现在更加认识到全民阅读对老百姓全是好
处。今后得多读书，把村里的书屋利用起来，

多学习文化知识，这对个人的发展、家乡的建设
都有好处。”
农家书屋作为乡村文化振兴的载体，也是打

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重要堡垒。在
全国第二届全民阅读大会上，陈官屯镇小钓台
村农家书屋入选“最美农家书屋”称号，目前全
镇共有 24个农家书屋、图书近 6万册，每个农
家书屋占地面积均不少于 20 平方米，各村配
有专职的图书管理员和文化志愿服务队伍，制
定了农家书屋管理制度、图书借阅制度、图书
管理员岗位职责等工作制度，对农家书屋进行
规范管理。
此外，陈官屯镇积极探索“农家书屋+新时代

文明实践”共建模式，充分发挥农家书屋的学习阵
地作用，在书屋开展了志愿服务、科普宣传、理论
宣讲、移风易俗等文明实践活动，使农家书屋成为
农民群众“文明新阵地”，持续推动乡风文明建设，
促进乡村振兴发展。

尽享欢乐
游玩打卡一站式体验

朝阳街道的南湖公园游乐场，人潮涌动。
银装素裹的冰雪天地，风驰电掣的卡丁车，装

备充沛的真人CS野战场地，兴奋的尖叫声，年轻
人在这里上演着速度与激情。
有动力游乐园、无动力欢动世界、萌宠乐园，

“香蕉船”“雪树”“火凤凰”等游玩项目前排队的人
迫不及待的眼神，银铃般的欢笑，孩子们在这里尽
情玩耍。
恰逢周末，来南湖公园游乐场“遛娃”的陈

文华给孩子买了一包胡萝卜，“准备带她在萌
宠乐园喂喂小动物，看看羊驼、鸵鸟、香猪、小
松鼠等这些不常见的小动物。”家住静海镇五
街村附近的陈文华说，“现在开车几分钟就能
带孩子体验这么多的游玩项目，不用跑到市里
去，孩子玩得开心，家长带得省心，一会带她去
小吃一条街逛逛。”
吃喝和玩乐，是最佳拍档。南湖公园小吃一

条街在静海六中东侧东兴道停车场内经营，引进
了售卖风筝、气球、灯笼、玩具、糖葫芦、元宵和棉
花糖等商摊，提升了游客游玩体验。春节期间，南
湖公园累计接待游客5.4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
47.3万元。
游客要是赶巧，在南湖公园游乐场里可以看

见网络主播、探店达人前往“打卡”，用幽默的语
言表达和感染力强的肢体动作介绍着游玩攻
略。“春节至今，接待了40余名网红达人，在快
手、抖音上吸引了不少游客，通过网络购票渠道
卖出的票占一半左右。”南湖公园游乐场负责人李
树森介绍。
静海区抓住文旅融合的机会，在南湖公园周

边举办2024年新春民俗文化灯展，设置大型花灯
50余组，花灯融合了静海精神、传统民俗、运河文
化和现代元素等。从大年初二到正月十六，组织
高跷队、小车会、大秧歌、威风锣鼓、舞龙等82支
民间文艺团体，每天进行“踩街”表演，同时组织多
场文艺演出，给市民提供沉浸式的文旅体验，在游
玩中领略民俗文化。
接下来，南湖公园游乐场还将开发钓鱼岛、采

摘园、滑冰场等项目，满足广大市民休闲文化需
求，进一步拉动城区文旅经济发展。
朝阳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元凯介绍说：“下一

步，我们将围绕静海区‘休闲在静海，让心静下来’
文旅主题，探索音乐节、啤酒节、各种比赛等更多
文化、旅游、休闲、消费模式，点燃城区居民生活烟
火气，使欢乐的笑声、温暖的印记深深扎根在静海
人的记忆中。”
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润城、以文兴业，展现

城市文化特色和精神气质，是传承发展城市文化、
培育滋养城市文明的目的所在。静海区溯源静海
红色资源，深入挖掘历史文化内涵，打造特色文化
品牌，用高质量文化服务回馈人民期待，用独特文
化遗产点亮城市形象，用融合文旅业态激活产业
动能，在和煦暖风中迎来静海文化的春色满园。

本报讯（记者 杜洋洋）宝坻区宝平
街道扎实实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行动，
创建“星火聚光”党建品牌，在各社区开
展“无职党员亮身份，心中有责显担当”
活动，为无职党员搭台子，唱响服务群众
好声音。
在艺馨佳苑社区的文体活动室，退

休党员毕学锋正耐心细致地讲解乒乓
球的练习手法。自从认领了文体健身
公益岗，他一有空闲就教社区的孩子们
打球。
宝平街道在白鹭湾、艺馨佳苑等4

个社区先行试点，设置了治安服务岗、环
境卫生保洁岗等19类基本岗位和“家电
义务维修岗”等6类特色岗位，明确岗位
职责、要求。
据介绍，活动自2023年11月全面推

开，截至目前，宝平街道在24个社区设
立了25类、167个党员服务岗，接收报到
无职党员363人，为社区无职党员搭建
起服务群众的平台，让无职党员真正动
起来、有作为。

本报讯（记者 耿堃）日前，宁河区在
现代产业区新华科技园举行天津（宁河）
未来科技城低空经济创新产业园揭牌仪
式暨低空经济发展研讨会。
低空经济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对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具有重要作用。宁河
区拥有中国民航大学的教学科研资源，
未来科技城等平台载体，发展低空经济
优势突出。低空经济创新产业园是宁河
区首个专注产城融合，致力提供集科研、
制造、创新孵化、技术交流等功能于一体
的创新创业场所。该区将通过三年时
间，在产业园区内打造1个特色低空主
题产业园，引培2家以上专业平台载体，
使低空经济产业成为推进宁河高质量发
展的新引擎、新动能。

本报讯（记者 徐杨）一年之计在于
春，一年好景在春耕。当前正值春耕备
耕的关键时期，蓟州区杨津庄镇近期抢
抓有利时机，全力下好春耕备耕“先手
棋”，为今年农业生产丰产增收开好头、
起好步。
为确保农资产品质量安全，杨津庄

镇积极开展春季农资市场专项检查，重
点检查化肥、农药、种子等春耕生产物资
储备情况，重点查看农资经营者证照是
否齐全，农资产品进销货台账是否完善，
要求农资经营者对进货来源严格把关，
坚持“三证”不全不购进、渠道不正不购
进、质量低劣不购进，确保农民用到“放
心肥”“放心药”。
工作人员积极深入田间地头，走进

田间一线，为农户“出谋划策”，指导农户
做好田间管理，保障小麦丰收。根据当
前小麦长势提供技术指导方案，现场指
导土肥水管理、病虫草害防治，引导农户
提前做好化肥、加厚地膜以及机械维修
等春耕准备工作，为春耕生产的顺利进
行打下坚实基础。

3月4日，蓟州区“学雷锋·文明实践我行
动”志愿服务月启动仪式在蓟州区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广场举办。
“神州三月荡春风，伟人圣笔学雷锋……”

来自蓟州区盛世渔阳文艺志愿服务队的7名志
愿者现场带来了原创京东大鼓节目，用当地人
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曲艺形式号召大家“学习雷
锋好榜样”，拉开了启动仪式的序幕。
本次启动仪式由蓟州区委宣传部、区委社

会工作部和区志愿服务联合会共同举办，上百
名服务于政策宣讲、环境卫生、关心关爱等不同
领域的志愿团队负责人、志愿者代表参加。启

动仪式上，对2023年度15个优秀志愿服务团队
和53名优秀志愿者进行了表彰，并邀请优秀志
愿者代表、优秀志愿服务团队代表发言。
“传承雷锋精神，扶危助困、助人为乐、奉献

家乡，是我的无上光荣！”优秀志愿者代表赵志
立说道。
活动现场，志愿者们纷纷在“学雷锋 文明

实践我是行动者”的横幅上签字，一笔一画签下
的不仅仅是他们的名字，更是他们继续传承雷
锋精神、服务群众、奉献家乡的承诺和誓言。
第八届天津市道德模范李德全带领的州河

湾镇志愿服务分会是本次获奖的优秀团队之
一。在启动仪式结束后，州河湾镇志愿服务分
会在州河湾镇退役军人之家、健康小屋、二百户

村旧址设立三个分会场，分别开展应急演练知识
宣讲、志愿服务大集、环保植树等活动。
“州河湾镇很特殊，老百姓都是从农村搬迁

到楼房的，他们不管是在心理上还是在生活上都

会不适应，所以他们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服务。”
李德全说。
当天，州河湾镇健康小屋开展了免费理发、

健康查体、心理咨询、验光配镜等多项志愿服务
活动，来到健康小屋的群众络绎不绝。志愿者们
对每一个到来的群众都热情接待，细心询问清楚
他们想要的服务后，会发放号码牌引导群众有序
等待。
“这几个小伙子隔段时间就来，头发剪得好

哦，给钱还不要……”赵大爷从凳子上站起来，像
前几次一样，对新剪的发型很满意。
不仅仅是州河湾镇，近日，蓟州区下营镇前干

涧村开展“学雷锋三地四村共上三界碑、手拉手爱
护长城你我共参与”志愿服务活动，蓟州区个体民
营企业协会组织会员单位深入敬老院开展学雷锋
志愿服务活动，蓟州区第二中学开展“学子心 志
愿行”志愿服务活动……
连日来，蓟州区各行各业各领域的志愿者纷

纷行动起来，以行动践行“奉献、互助、友爱、进步”
的志愿精神，书写新时代雷锋精神新篇章。

▲陈官屯镇农
家书屋吸引村

民前来阅读。

�南湖公园
游乐场内人潮

涌动。

▼南湖公园游
乐场门口的民

俗文化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