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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优秀传统文化是乡村的“根”和“魂”。近年来，宿松县通过深挖民间文化资源，走出了一条以传承、发

扬、保护农村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乡村振兴的独特道路，使植根于农村大地的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熠熠生辉，助推

了文化“立县、兴县、强县”建设，一座座散发着传统文化气息的现代化村庄在皖西南地区迅速崛起。

乡村文化 根深叶茂
本报通讯员 孙春旺 严茂椿

“热家”是热心家的意思，这是
宿松民间对一心为公、乐于助人的
人的一种称呼。

“唐家畈”是高岭乡的一个地
名，因唐姓人口多，而成为该乡的代
名词。明清以来，在当地民间就流
传着“唐家畈的热家”的俚语。

如何发挥“热家”在引领社会新
风尚、助力社会综合治理中的作
用？近年来，该县高岭乡在这方面
优质了积极探索，并取得了实效。

2016年以来，高岭乡根据群众评
议、组织考察，从群众中评选出50名

“唐家畈的热家”，他们中有退休教
师、老村干、企业家，也有普通农民。
为充分发挥这支队伍的作用，乡里成
立了乡贤研究会、设立了乡贤工作
室，并在全乡各行政村设立了乡贤馆
及居民集中点设立了乡贤之家。聘
请6名“唐家畈的热家”志愿者轮流
值守乡贤工作室，参与矛盾纠纷化解
工作；在每个乡贤馆、乡贤之家，分别
聘请了3名“唐家畈的热家”志愿者，
协助村里开展乡村文明创建工作。

前不久，叶邦安、赵阳贵两位“唐
家畈的热家”在乡贤工作室值守时，

成功化解了一起因子女不赡养老人
而引发的复杂家庭纠纷。那天，老人
的三个子女在两位“唐家畈的热家”
的劝解下，都羞愧地向母亲认了错，
并承诺从此好好地赡养母亲。

据了解，近年来，宿松县在发掘
和弘扬乡贤文化上不断下功夫，以
乡贤解疙瘩、畅民意、带民风，充分
发挥乡贤在教化乡民、培育后辈、调
解纠纷、建设美丽乡村等方面的引
领带头和教育感化作用。

截至目前，宿松县通过在全县
各乡镇设立乡贤文化研究分会、乡

贤工作室，有150多名“热家”投身到
社会综合治理、美丽乡村建设等工
作之中。今年以来，“热家”共参与
化解各类矛盾纠纷670余起，化解率
100%；参加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160
场次，在教化民风、引人向善上发挥
了重要作用。

在“热家”的示范引领下，全县
有11个行政村分别获得“全国民主
法治示范村”“全国生态文化示范
村”“全国文明村镇”“全国宜居村
庄”等国字号荣誉，有62名“热家”被
评为宿松县“新乡贤”。

挖掘“热家”
建设乡贤文化

“未曾照面论爷亲，业绩光辉佑
我行。掌县文坛人敬仰，捐资办校
乐群英……”这是宿松县河塌乡兴
岭村退休教书张兆孟为缅怀祖父张
灿宇所作。

张梯楼、张灿宇、张龙瑞，系祖
孙三代；三代人虽然成长于不同历
史时期，但都有着爱国爱家、献身教
育事业、乐善好施的高贵品质，张灿
宇曾一次卖掉家中三百担田租来创
办学校，还亲自出钱资助一些有培
养前途的学生读书。三人的善行深

深地影响着下一代。张兆孟继承先
辈的优秀家风，扎根农村教育事业
30多年，直至退休；如今他的女儿也
义无反顾地投身基层教育事业。

“孝”是中华民族家风传承中亘
古不变的核心价值观念。

在高岭乡社坛村上屋组耸立着
一座为青石结构的“节孝坊”。据宿
松县高岭乡文化站站长熊文刚介绍，
该“节孝牌坊”是宿松尚存的唯一一
座古牌坊建筑，是清朝乾隆皇帝旌表
当地熊氏家族祖孙两代媳妇王真娘、

张英娘忍苦守节、孝俸公婆的。该牌
坊始建于清乾隆八年，迄今 270 余
年，“文革”中局部遭到破坏；2012年，
被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7年10
月，该乡为弘扬传统文化，促进文明
家风、和谐家风，通过多方筹资，对古
建筑进行修缮，使其恢复原貌。

“我的媳妇就是张英娘再世，比
女儿还亲！”高岭乡妇女熊毛妹，公公
早年去世，婆婆年迈多病，丈夫在外
务工。她在家一边照顾两个年幼的
孩子上学，一边伺候婆婆；去年婆婆

患病，在县城医院住院，她把孩子托
付给乡亲照料，自己日夜守候在婆婆
床前，端屎端尿，直至婆婆痊愈出院。

有孝道才会有好家风，孝老敬老
在宿松县蔚然成风。从2013年起，宿
松县每年都要组织开展“最美家庭”

“宿松好人”等评选活动，以倡导和谐
家风。今年以来，该县共有860户家
庭参加“最美家庭”评选，其中260户
被评为县级“最美家庭”、8户被评为
省级“最美家庭”；有29人被评为“宿
松好人”，18人被评为“安庆好人”。

修缮“古建”
弘扬家风文化

我市合力攻坚“互联网+残疾人服
务”。服务数据全面汇聚，汇聚公安、卫生
健康、教育、就业等部门残疾人业务数据，
对接民生工程项目管理信息系统、中国残
疾人服务平台等4个残联业务系统，建立
残疾人工作数据共享平台，建成第二代残
疾人证电子证照12万份。服务清单全网可
查，公开残疾人求职服务、残疾人辅助器具
适配等24个服务事项，简化一半以上的办
事材料，实行事项目录动态调整。服务事
项全程网办，实施“最多跑一次”改革，县级
残联先期开展7个惠残服务事项实体政务
大厅和网上服务平台服务流程融合，实现
预约、咨询等环节线上线下衔接。将第二代
残疾人证查询服务向手机移动端延伸，实现
残疾人查询“掌上办”“指尖办”。 残 联

我市合力攻坚
“互联网+残疾人服务”

岳西县依托“互联网+”打造法援服务新
模式。“互联网+平台”，在安徽法网开设法援
店铺，上架法援产品，群众只需注册账号进
入网站，就能根据需求选择相应服务。建
立法律服务微信群，推行12348安徽法网、
皖事通应用，动动手指就可享受法律援助
服务。“互联网+服务”，安排专人负责网上
服务，随时解答店铺、平台咨询，宣传法律援
助政策，力争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
路”。截至目前，通过微信群、平台、电话
解答法律咨询4700余人次，通过网络申请
法律援助42人。“互联网+监管”，出台《岳
西县法律服务微信群管理办法》，规定由乡
镇司法所工作人员担任管理员，明确管理
员职责。对群内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履
行职责情况进行监督，每月通报微信群使
用情况，实现网上服务规范化。 岳 办

岳西
打造法援服务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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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江区四项举措推进教育公平。一
是以资源配置优化公平，调整完善学校
布局建设规划，整合罗塘长风片教育资
源，推进十四中新校区建设和华中路二
小扩建工程，新建滨江实验学校及贝乐
碧桂园幼儿园并开展招生，加快2所小区
配套园移交进度，缓解东部新城入学入
园压力。二是以改革创新推动公平，修
改完善《迎江区基础教育教学质量综合
考核奖励办法》，开展初中“量化管理
式”评估，推进“三环五步”课堂教学
改革，连续 11 年进行综合学科质量抽
测。三是以阳光入学保障公平，全面摸
清适龄儿童入学底数，严控招生计划和
人数，做到“人籍一致，籍随人走”。制
定解决大班额问题工作实施方案。四是
以弱势关爱彰显公平，及时发放96名学
前教育建档立卡幼儿、困难幼儿资助
金，为27名残疾儿童补建学籍。 迎 办

迎江
推进教育公平

▶▶

千百年来，地方戏曲以各自的
艺术表现形态，或多或少地镌刻在
我国历史长河的各个时期，并曾经
和正在不断上演着永不落幕的艺术
曲目。有着300多年发展历史的宿
松文南词便是其中之一。

“文南词是流行于皖鄂赣三省毗
邻地带的稀有戏曲剧种,原系湖北广
济、黄梅一带渔鼓小调,清末由逃荒艺
人传入宿松,口口相传,成为一种有唱
腔、有说白的单人演唱的曲艺形式。”
谈起文南词，宿松县佐坝乡音乐教师
刘晓文如数家珍。他对文南词情有
独钟，20多年前就从事文南词研究，
创作了《算命》《骂瓜》《卖茅草》等不
同题材的文南词剧本。

刘晓文介绍，宿松文南词起源于
佐坝，至今仍保存着完整的传承谱
系。佐坝乡龙门村虞炳炎是文南词
第三代传承人。今年2月，虞炳炎老
人病故。儿子虞观友“子承父业”，与
妻子刘德梅一起挑起了松峦文南词
剧团的重担。松峦文南词剧团始建
于1931年，文南词第二代传承人虞正
兴创办，当时还是个戏班，直到1949
年才正式定名为松峦文南词剧团。

在虞观友家中，笔者见到了他
父亲生前收集、保存的16本文南词
剧本，其中包括《乌金记》《罗帕记》
《玉堂春》等经典剧目，这些手工线
装剧本纸张老旧，大多为毛笔书写，
也有近代手工刻本、油印印刷。

今年73岁的虞前岳是“佐坝体系”
第四代传承人。他说，过去文南词艺人
都是在农村地区搭台演出，新中国成
立后，县里成立文南词小组，多次组织
民间老艺人、戏曲工作者挖掘整理文南
词传统剧本，系统地对唱腔、板式进行
分类完善，并组织开展各种演出活动，
才使文南词从乡村走出来，登上大雅之
堂。2008年，文南词被列入第二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8年，文南
词被拍成纪录片搬上央视戏曲频道。

谈到文南词今后的发展，刘晓文
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说，说白最能
体现一个戏剧的地方属性，文南词的
说白应该是地道的“宿松话”，而时
下，一些演员为了迎合市场、迎合观

众的“口味”，将说白说成了标准的普
通话，或其他口音，这显然违背了文
南词作为地方戏曲的本来属性。他
希望当地文化部门针对文南词声腔、
说白等方面的艺术处理建立一个规
范的标准，让原汁原味的文南词真正
成为宿松县的一种文化标志。

据了解，2018年，宿松县共开展
文化民生工程“送戏进万村”演出活
动191场，开展戏曲“三进”（进社区、
进乡村、进学校）演出活动128场；该
县非遗保护中心开展国家级非遗“文
南词进校园”演出活动20余场次。
该县陈汉乡中小、实验中学松韵戏曲
社团分别获评“安庆市戏曲进校园特
色学校”“优秀学生戏曲社团”称号。

展示“乡音”
发展戏曲文化

为加强文明县城创建
力 度 ， 宿 松 县 购 置 垃 圾
桶，放在街头，方便人们
分类倒垃圾使用，垃圾桶
上注有“可回收垃圾”和

“不可回收垃圾”等字样，
提醒人们将垃圾分类，提
高人们环境保护意识，有
效推动文明县城创建工作。

通讯员 吴金旺 摄

今年以来，岳西县
坚持把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作为乡村振
兴的重要任务，扎实推
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图为店前镇清
理村内塘沟,使村庄面
貌干净、整洁、有序。
通讯员 王云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