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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省音协“百

镇百歌”原创歌曲活

动的任务后，词作家

李清风没有急于选择

想写的乡镇，直到看

到吉林市旺起镇的名

字，才决定为旺起镇

写一首歌。

得知李清风选择

了旺起镇，著名音乐

人大平告诉李清风，这个镇名一

下让他想起电视剧演员、同时也

是二人转演员的郭旺，说他不仅

名字与镇名重合，而且熟悉农村

和农村题材艺术创作，让他演唱

这首镇歌，一定能唱好。随后，

音乐制作人、作曲家肖继鹏也找

到了李清风，希望这次参与谱

曲，共同完成这首镇歌。李清风

喜出望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并且提出这首歌不仅要有东北

地域音乐元素，而且要有别于他

人的创作风格。

肖继鹏的想法与李清风不

谋而合。

为了写好这首歌，李清风

不仅向旺起镇的领导请教乡

风民俗，还去图书馆查阅吉林

市丰满县县志，了解了旺起镇

从闯关东来的汪家自然屯到

新中国成立前改名旺起镇的

历史。同时掌握了当地的风

土人情和镇里农业、畜牧业、

林业等多方面情况。他知道

百姓最看重、最希望的是生活

富裕兴旺，于是他在歌词里写

道：“人丁旺六畜旺/多么可

爱/庄稼果牧旺/笑逐颜开/产

业旺家道旺/多么豪迈/旺起

来 旺起来……”文脉与国脉

相牵，文运同国运相连。他懂

得文化与乡村振兴、国家富强

相辅相成的关系，歌词最后写

道：“文风旺/国运旺/永远精

彩/旺起来 旺起来。”展现了

歌词的高度。

曲作者肖继鹏看到歌词后

说，这首歌的歌词新颖又清新，

让人振奋，有正能量。歌词长

短句交错，对他的谱曲是一个

挑战。他的作曲旋律上有地域

风格，保留了东北民间音乐元

素，而在节奏和编曲上有所创新。他

采用了中国民族乐器与西洋管弦乐器

结合的配乐方式，加入了西方流行音

乐元素，使得整首歌更有耳目一新之

感。

知名二人转演员郭旺演唱了

《旺起来》这首歌，是他一次成功的

跨界。无论是润腔还是咬字，都展

现了他深厚的艺术功力，为这首歌

增色不少，得到了当地百姓和观众

的喜爱。

词、曲、唱三位主创共同倾情的投

入造就了《旺起来》的成功，使它不仅

作为一首镇歌，而且在东北振兴和乡

村振兴题材的歌曲创作上也是一次

有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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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创意的猜灯谜学

党史、内容丰富的“寒假多彩

课堂”、形式多样的“农家书

屋开讲啦”、精彩纷呈的少儿

主题绘画及作品展……新

春佳节来临之际，我省各地

农家书屋活动火热开展。不

同形式的活动满足了不同群

众的需要，更多的人走进农

家书屋，开启阅读新体验。

农家书屋农家书屋““年味年味””浓浓

快乐喜庆的秧歌表演后，磐石市吉昌镇吉昌村“农家

书屋书香浓，巧猜灯谜学党史”主题活动近日在农家书屋

拉开帷幕。现场，数百个灯谜整齐地悬挂在火红的灯笼

和气球上，营造了欢乐祥和的新春氛围。灯谜谜面丰富

多彩，内容涵盖了党史学习教育、廉政教育、自然现象、人

文历史等知识。工作人员还巧妙地加入了“秸秆离田、利

国利民”“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等宣传标语。志愿者

主动帮助村民核对谜语答案、兑换奖品，现场充满了欢声

笑语。

寒假开始以来，磐石市驿马镇农家书屋开展的不打

烊“寒假多彩课堂”活动吸引了众多村民。“这里的学习氛

围比家中好。小朋友放寒假都比较贪玩，在家大部分时

间就是看看电视、玩玩手机，但是在这里大家都在看书、

写作业，这样的环境使得他们更容易投入到学习之中。”

村民张艳说。如今，驿马镇已有20余名志愿者参与“寒

假多彩课堂”活动，受益家庭50余户，农家书屋成为孩子

们假期“充电”的好去处。

日前，磐石市吉昌镇农家书屋组织开展“农家书屋开

讲啦”系列活动，积极邀请域内“五老”宣讲员为域内学生

讲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春风化雨，让优秀传统文化浸润

青少年心灵。活动中，吉昌镇吉昌村农家书屋宣讲员王

喜军结合自身经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和孩

子们分享了长辈勤俭持家的优良传统，生动地阐释了好

家风的重要性，引导20多名学生争做家庭美德的传承

者、社会新风的倡导者。

为营造节日期间的良好氛

围，磐石市各地农家书屋组织了

形式新颖的阅读活动，活动受到

农民朋友的欢迎和喜爱。精彩纷

呈的活动助推农家书屋延伸阅读

服务，将农家书屋打造成为农村

少年儿童的学习室、托管室，更成

为村民闲暇的“充电站”和乡村振

兴的“加油站”。

农家书屋打造农家书屋打造““精神粮仓精神粮仓””

近日，“全民阅读进乡村系列

活动暨民生读本捐赠仪式”在敦

化市翰章乡新乡村举行。敦化市

委宣传部为村民带来400余册实用、可读性强的图书，受

到村民们的热烈欢迎。村民张大爷兴奋地说：“我们正筹

划着如何扩大规模发展养牛产业，捐赠的图书里正好有

关于科学饲养肉牛方面的，真是‘及时雨’啊！”

走进新乡村农家书屋，立刻感受到这里浓浓的文化

氛围。在宽敞明亮的阅览室内，高大的书架上，书籍摆放

整齐，琳琅满目。有农业实用新技术、文学名著、创业指

南、政策法规、家庭幸福指南以及青少年科普知识等多个

分类。几位村民正与孩子们围坐在一起读书学习，农家

书屋里充满着浓郁的文化氛围。“自从俺村设立‘农家书

屋’，村民们经常自觉地来这里读书学习，开拓了视野、增

长了知识、提升了素质。”新乡村村干部王选利高兴地说。

3年来，敦化市为全市303个行政村补充更新图书

461种、14.1万余册；新建（改建）农村“文化礼堂”54所；

为大桥乡、翰章乡、官地镇、红石乡、

大石头镇、黄泥河镇6个乡镇升级改

造农村公益电影多功能数字影厅，每

个影厅每年播放公益电影 52 场。

2023年累计投入基层公共文化建设

资金120余万元，其中投资60.6万元

为全市303个行政村补充图书75种、

2.3万余册；投入资金19万元为全市

19 个社区阅读空间补充更新图书

318种、6000余册；投入资金17万余

元对全市18个农家书屋设施进行升

级改造，高质量配置了书架、书桌、桌

椅等。同时又投入资金开展全民阅

读、文化活动和民生读本发放等公共

文化服务系列活动，有效地带动基层

单位营造“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

的浓厚氛围。

近年来，我省将农家书屋建设作

为重要的文化惠民工程来抓，积极探

索“农家书屋+”模式，不断丰富农民群

众的文化生活，提升农家书屋的服务

能力，为乡村振兴注入文化动力。为推进农家书屋改革

创新工作，我省农家书屋转变管理方式，提倡农家书屋不

设值守、诚信管理、门不上锁，鼓励群众自主登记、自我管

理。出版物选配采用百姓点单模式，适合农民口味，满足

农民阅读需求。同时，积极推广使用“吉阅万家”公益数

字阅读平台，满足农民群众数字化、个性化阅读需求等。

如今，全省各地农家书屋勇于创新，活动丰富多彩，亮点

纷呈。丰富的书香文化氛围，增强了农家书屋的吸引力，

让书屋成为村民喜爱的精神家园，为推进全民阅读奠定

坚实基础。

伴着书香过春节
——全省农家书屋开展“书香迎春”活动纪事

本报记者 纪洋

《通化年鉴》获评全国一等年鉴

本报讯（岳宇姗）近日，由中国地方志办公室、中国地方

志学会联合举办的第九届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年鉴类）评

选活动结果揭晓，《通化年鉴（2022）》获评全国一等年鉴，为

通化市首次。2023年12月，《通化年鉴（2023）》成功入选吉

林省年鉴精品工程第二批“吉林省精品年鉴”，获1991年创

刊以来最好成绩。

近年来，通化市地方志办公室全面把握精品年鉴精髓，

突出体现地域特色，升格设置“人参产业”类目。设“人参种

植”“人参加工”“人参科研”“人参交易”“人参品牌”“人参文

化”“人参市场建设”等分目，扩大通化“中国人参城”的知名

度。升格设置“医药产业”类目。设“产业基地建设”“医药

科研”“重大项目实施”“交流与合作”“中药材产业”“医药龙

头企业”等分目，提升通化“中国医药城”的影响力。升格设

置“葡萄酒产业”类目。设“葡萄基地建设”“葡萄种植”“葡

萄酒生产”“葡萄酒文化和旅游”“葡萄酒企业”“葡萄酒奖

项”等分目，推介通化“葡萄酒城”的特色资源。

寻根红色历史 传承革命星火

本报讯（郑立伟）最近，国网白山供电公司依托临江地

区的革命历史，积极探索企业文化与红色革命精神深度融

合的建设之路，以“寻根红色历史，传承革命星火”为主线，

围绕“红色文化教育、红色精神实践、红色基因传承”三个维

度，打造“教育平台、实践基地、特色支部”三大阵地，形成

了独具地域特色和适应企业发展的“红色寻根文化”品牌。

他们依托地区特色红色资源，确定“四保临江”战役纪

念馆、陈云旧居等红色路线坐标，以红色教育路线为依托，

开展“重走抗联路”、现场微课堂、主题党日，重温入党誓词

等活动100余次，党员、群众受教育800余人次，让红色文化

在基层落地生根。认真学习陈云同志提出的“不唯上、不唯

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十五字工作方

针，聚焦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乡村振兴等方

面，成功打造2个红色文化标杆示范党支部、

1支党员志愿服务队。

“奶奶太棒了。”小孙女来回翻看着手

中的“柿子树”，毫不吝啬地夸赞着。羞涩

的笑容爬上奶奶王英的脸颊，她顺手拿起

剩余的扭扭棒，继续制作“柿子树”。“这根

绿色的要从中间穿过，把橙色绑成圈”“这

片叶子的缝隙要合拢，看上去才更饱

满”……王英低声细语，不时与邻座的阿

姨交流着制作“柿子树”的心得。这是王

英退休后“艺术深造”的时段，也是她的交

友时段。

日前，在长春市绿园区自立街道金色

欧城社区活动室，“银铃巧手老年手工坊”

课程已进行至第三学时，这一课，阿姨们

和焱辰社会组织创新发展中心的志愿者

老师一起制作了“柿柿如意”。

“我来长春已经8年了，从一个陌生的

外地人到当选舞蹈队队长，都是因为社区

为我们搭建了多种多样的舞台。”王英老家

在河南，退休后随儿女移居长春，很快她便

融入了热情的氛围，跳舞、唱歌、做手工，为

本以为寂寥的生活注入了无限活力。

“为生活注入无限活力”应该是在场

阿姨们的共同心声。马秀梅迫不及待地

向记者展示她的作品。“你

看我做的这个作品漂不漂

亮。”拿出手机，图片中是她

第二课时的结业作品——

创意麻绳花瓶，放在客厅最显眼的位置。

“我当时还发朋友圈了，好多人给我点赞

了呢，我还是有点天赋的。”聊起当下的

“艺术人生”，马秀梅话语中洋溢着幸福。

看着阿姨们因为一个做变形的“柿

子”笑成一团，“银铃巧手老年手工坊”项

目负责人、焱辰社会组织创新发展中心志

愿者刘嘉颖感慨万千，“这正是我们启动

项目的初衷啊。”“巧手工坊”公益项目于

2023年12月底启动，刘嘉颖坦言，策划这

个项目也是在自家长辈身上触发的灵感，

来参加活动的阿姨大多六七十岁，她们年

轻时可都是一把好手，织毛衣、缝被子，真

是无所不能，“现在她们退休了，也有时间

了，希望能帮助她们找回自己的喜好，让

她们大展身手。”据了解，此公益项目计划

开展13次服务活动，预计服务280人次，

目前项目正在持续进行中。

引进“巧手工坊”项目还要从一次大

规模社区走访说起。“自立街道去年5月成

立，社区组织了一次大规模巡访，整合居

民心愿清单。”金色欧城社区党总支书记

孙丽荣介绍，现在辖区内有近六分之一居

民为老年人，很多老年人退休之后会有落

差和孤独感，如何提升为老服务质效，成

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课题。

“街道统筹签约了一批社区合伙人，

让专业人做专业事。”孙丽荣道出探索路

径，“我们会定期收集辖区居民的需求，经

过街道审核后，再和社会公益组织对接，

由社会公益组织提供适配课程，或者量身

定制。”以“巧手工坊”“清洁守护”“十分钟

服务圈”为代表的越来越多的探索，为幸

福社区、幸福长春建设注入不竭动力。

活动结束时，阿姨们纷纷举起自己

的作品对着记者的镜头开心地笑着，其

实，每一件作品、每一个笑容都凝聚着浓

浓的情谊，有老年人对当下幸福生活的

满意，有志愿者对社会无私奉献的爱意，

还有社区工作者对基层社会治理的全心

全意。

巧手酿年味儿
本报记者 马璐

“银铃巧手老年手工坊”课上，老师细心讲解，学员们认真学习。本报记者 马璐 摄

磐石市宝山乡太平村农家书屋举办少儿主题绘画及作品展示活动。
（资料图片）

敦化市翰章乡新乡村举办喜迎龙年亲子阅读分享会。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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