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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岳耀军

整齐的书架、柔和的灯光、种类
繁多的图书……在度假区于集镇太
平新村，一座新建成的“六六学堂”为
乡村的孩子打造出一方温馨、舒适的
阅读天地。

“乡村振兴离不开文化振兴，农
村要发展必须提升村民的文化素质，
特别是孩子的文化素养。”4月14日，
太平新村党支部书记周润秋介绍，太
平新村有一千多人，却没有一个学习
读书的场所，每天孩子们从外村放学
回家，不是满村乱跑，就是跟随家长
到地里干农活，缺少一个好的学习环

境。
去年当选村党支部书记后，周润

秋决心为村里的孩子们建设一个学
习读书的场所。恰巧村里有一处闲
置的民宅，于是，她个人出资近10 万
元对其进行装修改造，社会爱心人士
又捐赠了一批图书，一个类似农家书
屋的阅读场所终于在今年建成，起名
为“六六学堂”。

“‘六六学堂’听起来比较顺口，
又充满了童趣，另外‘六六’又有‘顺
利’之意，所以就起了这个名字。”周
润秋解释说。

“六六学堂”建筑面积 180 平方
米，可以同时容纳四五十名孩子在这

里读书学习。室内装修风格时尚简
约，精致又不失温馨，整个院落弥漫
着淡淡的书香气息。

“我们村是省级森林村居，树木
较多，这些书架都是用村民家里的木
头制作的。”周润秋介绍，“六六学堂”
由村里的几名义务管理员进行日常
维护，为方便村民和孩子前来阅读，
每天都会开放。

“平时，村民和孩子们可以在学
堂里看书，节假日期间，我们邀请大
学生志愿者来给孩子们上公益艺术
课，让村里的孩子感受艺术带来的快
乐。”周润秋这样打算。此外，她还将
邀请专业教师举办相关技能培训班，

让村民掌握致富手艺。
“俺孩子放学后经常来这里看

书，这个地方离家近，里面的图书又
多，她来过一次就喜欢上了这个地
方。”村民刘慧说，她9岁的女儿有时
候还带着小伙伴一起来学堂看书。

“我喜欢看做菜方面的书，学会
后给家人做一道美食，感觉挺好。”村
民周立新说，自己空闲的时候也会去
学堂看书，学习烹饪技艺。

大人们在书香中寻找一片宁静，
孩子们则在书海里寻找乐园。太平
新村的“六六学堂”传播着知识与希
望，也为村庄未来发展积蓄着无限能
量。

太平新村有个“六六学堂”

本报讯 （记者 于
新贵） 阅 读 ，点 亮 未
来。我市坚持导向正
确、品类丰富、质优价
廉、适农性强的出版物
配备原则，配好配足党
的创新理论著作和通俗
理论读物，让农家书屋
真正成为广大村民科学
致富的“加油站”和日常
生活的“精神乐园”。目
前，农家书屋已经覆盖
全市 2401 个行政村（社
区）。

去年，我市为农家
书屋补充更新图书共38
万余册，采配书目符合
国家推荐目录列入品种
比例不低于 70%，鲁版
推荐目录列入品种比例
不低于 25%。书博会期
间，组织县（市、区）农家
书屋工作负责人和农民
群众代表参加了农家书
屋“百姓自主选书”活
动，让农民群众现场选
取适合阅读的图书。为推动党史学习
教育深入乡村，2021年，还为农家书屋
配备了党史学习教育指定教材。

我市充分发挥农家书屋作用，依
托农家书屋开展2021“新时代乡村阅
读季”“学党史·感党恩·跟党走”“我的
书屋·我的梦”农村少年儿童阅读实践
活动等阅读活动 1 万多场，确保行政
村每个农家书屋开展4场以上阅读活
动，提高了农民群众的读书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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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赵琦） 4 月 16 日，在第
27个世界读书日即将到来之际，聊城
市海源阁图书馆、普禾书吧、小水滴读
书会围绕当代少年儿童身心成长开启

“强国一代有我在 争做新书香少年”
系列主题活动，让书籍照亮孩子的人
生之路，引导孩子们做一个有独立思
想、有长远眼界、有宽阔胸怀、有丰富
情感的新时代书香少年。

系列主题活动第一部分为“书山
攀登，登岩千嶂终觉甜”。普禾书吧特
设立书山攀登墙，设立六大高峰——
珠穆朗玛峰、乔戈里峰、干城章家峰、
洛子峰、马卡鲁峰、卓奥友峰，登顶者
将获得“知识攀登者”荣誉称号。不同
高峰对应不同标准，真实阅读完的书
籍平铺层叠的高度与自身的身高比
照，超出自身身高 100 厘米以上即为

珠穆朗玛峰的攀登高度，乔戈里峰为
80—100 厘米，干城章家峰为 60—80
厘米，洛子峰为 40—60 厘米，马卡鲁
峰为 20 厘米—40 厘米，卓奥友峰为
0—20厘米。

第二部分为“分享式教育，激发孩
子成长活力”。活动主办方将邀请山
东省特级教师徐赞定期分享《分享式
教育》相关主题内容，把分享式课堂搬

到普禾书吧，让孩子们培养主动寻找
问题、主动解决问题的意识，提升独立
思考与判断是非的能力。

第三部分为“亲子阅读，享受最美
好时光”。由普禾书吧创始人王占民、
小水滴读书会创始人刘胜前共同发起
带动亲子阅读，开设“王老五开讲啦”
和“人往春天走”栏目，与大家线下面
对面交流。

海源阁图书馆、普禾书吧、小水滴读书会

联合举办世界读书日系列主题活动

4月19日，在开发区御润财富城一民营书店，工作人员在整理书架上的书籍。近年来，社区书店、超市图书角等民营
实体书店在水城“遍地开花”，让阅读变得触手可及。

为让水城飘满书香气，我市加大对城市书房、书吧、实体书店的引导和扶持力度，“十四五”期间，全市计划建设不少
于50座城市书房。 ■ 本报记者 许金松

本报讯（赵琦）4月13日—17日，
东阿县文化和旅游局、东阿县文化馆
在大桥镇举办黄河大秧歌公益培训。
本次培训共30名秧歌队员参加。

培训中指导老师从十字步、握扇、
绕扇等最基本的秧歌动作开始，进行
了动作讲解及分解动作示范，确保大
家都能精准掌握动作、把握节奏。经
过指导，队员们的舞蹈水平有了明显
提升，编排出的新节目，也将亮相东阿
县第六届油用牡丹观光节开幕式。

黄河大秧歌是黄河流域的一种民
间艺术形式，明末在东阿县大桥镇于
窝村开始兴起，目前是聊城市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它以豪放、古朴的艺术
表演风格、轻松活泼的气氛，赢得广大
百姓的喜爱。黄河大秧歌分绸子秧
歌、花轿秧歌、高跷秧歌等30多种表演
形式，动作分跳、扭、倒步、十字花、走
八字等。在表演过程中，队伍最少 30
人，多则几百人，服装统一，色彩鲜艳，
表演者男女老少皆宜。

东阿举办黄河大秧歌公益培训

本报讯（记者 朱海波）记者从4
月 13 日召开的 2022 年度聊城市哲学
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立项评审会议上了
解到，共有257项课题建议予以立项。

建议立项的257项课题包括：年度
课题158项（含“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新时代兴聊十
大工程研究”“羡林学者培育工程”3个
专项），其中重点课题52项、一般课题
106项；“文化传承创新研究”专项课题
79项，其中重点课题9项、一般课题70
项；“孔繁森精神研究”专项课题20项，
其中重点课题 5 项、一般课题 15 项。
上述评审意见提交市社科联研究同意
后正式公告，并安排签订课题立项协
议书。

课题申报中，共收到申报课题352

项，同比增长30%，申报数量为历年最
高。这些课题研究范围广泛，涵盖“新
时代兴聊十大工程研究”“孔繁森精神
研究”等多个领域。

为切实提升立项课题质量，市社
科联按照课题管理有关规定进一步规
范程序、严格审核：一是严把入口关。
申报课题材料均由推荐单位集中审核
报送，保证了申报课题的总体质量。
二是市社科联根据申报课题的理论价
值、实践价值和学术水准、申报条件、
地方特色等情况进行了初步筛选，为
评审会的召开奠定了基础。三是匿名
评审。评审会采取匿名评审的方式，
各位评委对各课题组提报的申请活页
逐个审阅，一一提出意见建议。

我市257项
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建议立项

本报讯（张燕） 日前，省委组织
部下发《关于印发全省基层干部培训
优秀网络课程目录的通知》，全省83门
课程入选全省基层干部培训优秀网络
课程，我市3门课程入选。

入选课程分别是聊城市孔繁森精
神党性教育基地服务中心讲解教员周
会主讲的《孔繁森的境界感》，东昌府

区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检察官、白
云民生服务热线办公室主任念以新讲
授的《接待群众信访的“八要工作
法”》，临清市人民检察院检查委员会
委员、第二检察部主任肖云光讲授的

《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解
读》。

我市3门课程获评
全省基层干部培训优秀网络课程

艺文资讯

4月15日，永兴堂民俗文化馆收到“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实践基
地”牌匾。位于东昌府区道口铺街道的永兴堂民俗文化馆是省级非遗传承人郭春
奎（左）传承东昌府木版年画的主要场所，每逢节假日，都会有周边村庄的中小学
生前来学习木版年画印拓技艺。 ■ 本报记者 陈金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