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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亲们的快乐就是我最大的快乐”
———记—记““全国文化共享之星全国文化共享之星””喻小祥喻小祥

本报驻安徽记者 乔国良

““乐在周五乐在周五””是山西省安泽县去年启动的一项全新的群众文化活动是山西省安泽县去年启动的一项全新的群众文化活动，，该活动以该活动以““百姓演百姓演，，百姓看百姓看””为宗旨为宗旨，，开辟了一条开辟了一条
老百姓参与文化活动的新路老百姓参与文化活动的新路，，迅速在全县掀起迅速在全县掀起““我要演我要演、、我会演我会演、、我快乐我快乐””的浓厚氛围的浓厚氛围，，成为安泽人的成为安泽人的““快乐大快乐大本营本营””————

“乐在周五”圆了百姓的文化梦
本报驻山西记者 郭志清 王焕伟 通讯员 李满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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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五白天走进农村、企业、学校、家

庭，晚上在县城文体广场，安泽县“乐在周

五”的简易舞台上，城乡居民自编自演歌

曲、舞蹈、小品、戏曲等各类节目，尽情展示

才艺，台下挤满了来自十里八乡的观众，不

时发出热烈的掌声。

对于这一定时在周五、“百姓演，百姓

看”的文化品牌栏目，山西省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胡苏平给予高度评价：“‘乐在周五’

在搞好群众文化方面是一个好典型，要很

好地总结，要在全省推广这个经验。”

上“乐在周五”，老百姓恣儿了

“乐在周五”是百姓的舞台，群众的“星

光大道”。

张师傅是安泽县的一位普通居民，他

告诉记者，只要你有一技之长，热爱表演，

就可以到舞台上去。他说上周五他就上台

唱了两首歌，由于是第一次参加表演，没有

发挥出真正水平，但是他也很满足：“关键

是有了这个舞台，贵在参与嘛！”

看着自己认识的乡亲在舞台上表演，群

众的热情高涨起来，报名参加演出的络绎不

绝。街道、社区的居民来了，为城市建设挥

洒汗水的工人们来了，农村的大爷、大娘也

来了，他们都要在舞台上施展一技之长。

“乐在周五”是专门为老百姓开辟的表

演阵地，让更多的群众参与进来，大声地唱，

开心地笑，这就是活动的初衷。安泽县文体

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郝爱民告诉记者，百姓

参与的热情非常高涨，“乐在周五”的创办正

是顺应了百姓的文化需求。

报名参加演出的有 81 岁的老奶奶，也

有几岁的孩子。他们或唱红歌，或翩翩起

舞，还有乐器演奏、小品、曲艺、武术表演

等，真可谓绚丽多彩。这些普通群众的表

演或许不那么尽善尽美，但都展现了新时

代群众积极向上的风貌和对幸福生活的

追求。

“‘乐在周五’门槛不高，是咱老百姓的

舞台，谁都可以上。”张师傅高兴地说，“上

台时紧张一会儿，下来后觉得很恣儿，心里

不知有多舒服！”

看“乐在周五”，老百姓乐了

“乐在周五”的舞台并不华丽，一条“乐

在周五”的横幅，一块 20多平方米的红色地

毯，就算搭好了台子。郝爱民笑着说：“是有

点简单，不过能让大家快乐舒心就好。”

回想起一年前的第一场正式演出，郝

爱民说心里还是很忐忑的，很怕这样一种

形式群众会不喜欢，没有人来看。可没想

到的是，当天下午，准备的凳子很早就坐满

了人，光是站在附近的群众就有近 300 人，

小广场被围得水泄不通，看到长时间的努

力有了成果，大家都长出了一口气。

随 着 活 动 的 开 展 ，为 让 广 大 农 民 也

能享受文化带来的快乐，安泽县文体广

电新闻出版局决定把“乐在周五”栏目引

向深入，把演出带到农村。该局从全县

104 个村抽调了 104 名有组织能力、有威

信、有凝聚力，同时又有文体爱好的兼职

文 体 辅 导 员 ，在 局 里 组 织 文 化 工 作 培

训。这些兼职文体辅导员就像文化的种

子一样播撒到各村，农村文体团队如雨

后春笋般涌现。

办“乐在周五”，老百姓服了

“乐在周五”创 办 之 前 ，由 于 人 力 、

物 力 、财 力 的 限 制 ，安 泽 县 文 体 广 电 新

闻 出 版 局 的 干 部 职 工 付 出 了 极 大 的 努

力 。 在 活 动 创 办 之 初 ，由 于 演 员 不 多 、

节 目 匮 乏 ，郝 爱 民 要 求 全 局 干 部 职

工 每 人 拿 出 一 个 节 目 ，他 自 己 还 带 头

出 场 。

最 简 易 的 设 备 、最 经 济 的 方 法 、最

有 效 的 手 段 ，“ 乐 在 周 五 ”却 给 老 百 姓

提 供 了 一 个 展 现 风 采 的 平 台 ，也 给 大

家 提 供 了 一 个 欣 赏 基 层 文 艺 的 机 会 ，

更 为 基 层 文 化 的 繁 荣 ，发 掘 培 养 了 实

实 在 在 的 力 量 。

郝爱民告诉记者，“乐在周五”是一件

好事，这件好事不是一阵风，而能把好事

一直做下去，没有县委、县政府的重视和

支持，没有百姓的积极参与，没有各级各

界的爱护是不行的。

“ 乐 在 周 五 ”创 办 以 来 ，至 今 没 有 缺

过一周。通过定期的演出，白天走进了

农村、企业、机关单位、校园、家庭，晚上

在县城文体广场，每周五两场。截至记

者发稿时，安泽县“乐在周五”活动已成

功举办了 104 期。

安徽省太湖县徐桥镇桥东村喻小祥家

的小院里，几乎每天都人来人往，单是 2012

年来到这个小院的就有 1 万多人次。人们

来到这里读书、上网、看影片，好不热闹。

喻小祥家是个文化共享工程村级基层点，

整整 5 年了，这个小院热闹劲儿不减，像磁

石一样紧紧吸引着周围农民，成为他们乐

于光顾的地方。

用热情争来的机会

喻小祥的这个基层服务点，是他用满

腔热情争来的。打小开始，喻小祥就特别

热爱文化事业，曾做过 乡 放 映 员 。 2007

年夏季的一天，他到村委会办事，正碰上

县有关领导下乡检查文化共享工程推进

情况。由于多种原因，桥东村并没有很

好地将文化共享工程工作开展起来，共

享工程设备和农家书屋的图书都堆在一

间屋子里，还没有拆封。负责这项工作

的县图书馆馆长曾玉琴因此发了火，要

把设备拉回去。这时，喻小祥心中怦然一

动，他走上前去问：“这些好东西，不知道

能不能放到我家去，我一定用它们好好为

百姓服务！”

县、村领导当场商量，认为这些设备要

尽快发挥作用，而喻小祥热爱文化事业，做

事认真，家中条件也具备，就同意了他的要

求。于是，喻小祥欢天喜地地拉回了文化

共享工程的设备，成了桥东村文化共享工

程基层点负责人。

基层点需要较大的活动场所，这也是

村里服务点迟迟没开办的重要原因。喻

小祥说服了家人，用家中一半的房子来做

文化共享工程放映室、农家书屋阅览室以

及后来建起的电子阅览室。他还自筹资

金，开起了桌球室、照相馆、KTV 等，使他

家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大院、百姓们的精

神家园。

把文化和知识撒向每个角落

对于国家投入的这些设施设备，喻小

祥坚决不收一分钱服务费。但他也需要挣

钱养家，他不得不动员全家，保证每天有人

留在家为乡亲服务。而他也不得不花更多

的精力和时间，使文化服务与挣钱养家两

不误。他没有辜负各方面的信任，把文化

共享工程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喻小祥积极配合村两委工作，经常利

用文化共享工程设备对党员和村民进行党

的政策、法律法规、计算机技术的培训。为

更好地发挥文化共享工程的作用，喻小祥

不辞辛苦，经常带电脑、投影仪、摄像机等

设备上门服务。每逢有年岁大的老人做寿

或者青年人结婚等活动，他常常不请自到，

免费送上大家喜闻乐见的节目。

喻小祥觉得，文化共享工程不仅是改

善农村文娱生活的需要，也是用科学技术

引导农民脱贫致富的需要。每年春耕生产

前夕，喻小祥都要组织一次“文化共享助春

耕”的服务活动，他在县支中心的帮助下，

收集整理适合桥东村养殖、种植业发展的

视频资料，为该村 60 余名养鸡户、养猪专

业户、经果林种植户播放相关科技片。桥

东村党总支书记欧阳群英介绍，桥东村现

在重点发展农业科技示范园、肉鸡养殖等

多项产业，而文化共享工程提供的视频讲

座非常符合农村科技种植、养殖的需求，对

农民增收大有帮助。

这样的工作喻小祥还做了很多，通过

文化共享工程，他把科技新知识撒向了桥

东村的每个角落。

把家建成乡亲们的文化乐园

自从 2011 年桥东村村级公共电子阅

览室建成以来，喻小祥的工作就更忙了，该

村及周边村民中许多科技示范专业户，遇

到啥难事都到喻小祥家的电子阅览室上网

查资料。每到节假日，喻小祥家就更热闹

了。许多留守儿童也在这里借书、上网、看

影片，孩子们不再感到孤单，而且学到了知

识。每到节假日，喻小祥就组织村里的留

守儿童到自己家的文化活动中心，利用文

化共享工程设备为他们播放动画片以及国

家中心下发的各类儿童影片；让他们利用

公共电子阅览室的电脑上网与在外地的父

母视频通话；让喜欢读书的孩子在图书室

里度过享受知识的假期。村里的留守儿童

感受到了文化大院的吸引力，文化大院真

正成了桥东村留守儿童的乐园。

太湖是黄梅戏的发源地，桥东村的老

人们同样也非常喜爱黄梅戏。喻小祥在文

化共享工程的网站上下载了许多经典黄梅

戏，每年端午节和重阳节都组织黄梅戏专

场，为桥东村的老人们播放，他们都说自己

能唱上几句自娱自乐，得益于喻小祥每年

播放的黄梅戏专场，看的多听的多自然就

会唱了。

文化共享工程自落户喻小祥家以来，

每月坚持开放不少于 20 天，日均服务百姓

不少于 30 人。文化共享工程在这个村显

示了巨大的影响力，与往日相比，乡亲们变

得文明了，素质提高了，村里的各种矛盾减

少了，打架斗殴没有了，一些人赌博的恶习

也戒掉了。

喻 小 祥 的 工 作 ，受 到 了 乡 亲 们 的 好

评，也得到有关部门的肯定。2010 年，他

被评为全国文化共享工程优秀信息员；

2012 年，被评为“全国文化共享之星”。荣

誉给予他的，是更大的动力和压力。他下

定决心，要把这项让百姓快乐的事情更好

地做下去，他说：“乡亲们的快乐就是我最

大的快乐。”

随着微电影《雷锋侠》在网络上热映，黑

龙江大学也出现了一名肩披红色斗篷、头戴

雷锋帽的“雷锋侠”。他利用业余时间帮助

有需要的同学取快递、送药、打水……他的

名字叫薛飞，是黑龙江大学艺术学院的一名

普通学生。

薛飞说，自从 2011 年他开始这身打扮做

“雷锋侠”到现在，帮助了不少同学，但也招

来了很多人的质疑，他们认为薛飞是在借着

这身行头作秀。

“刚开始我认为清者自清，后来我也经过

一段时间思考，觉得其实这身行头仅仅是一

个外表而已，真正应该做的是脱掉这身衣服

之后还能继续践行雷锋精神。”薛飞说，现在

他大部分时间不会穿这身“雷锋侠”的装束

了，而是一身便装行走在校园里，看到哪位同

学水壶太沉拎不动他会过去帮一把，看到哪

位同学行李太重他会过去帮忙提到寝室楼

下，知道哪位同学实在有事无法分身，他会帮

忙取快递、送药。天降大雪，他会在第一时间

集结他的志愿者团队去扫雪……“现在学雷

锋做好事感觉比以前心里更踏实了，不会因

为脱掉这身衣服而放弃践行雷锋精神，而是

应该继续发扬。”薛飞说。

现如今，“雷锋侠”已由薛飞一人变成了

十几个人。他们自发组成了一个“雷锋侠”助

人联盟，以自己的方式继续践行着雷锋精神。

现实版现实版现实版“““雷雷雷锋侠锋侠锋侠”：”：”：

看淡奇异装束看淡奇异装束

践行雷锋践行雷锋精神精神

据新华社消息 经多次研究

和实地考察，海内外专家日前确

认在古城西安发现的一唐代双语

墓志，是我国迄今为止首次发现

的 唐 代 汉 文 鲁 尼 文 双 语 石 刻 墓

志，不仅填补了古突厥文字在东

亚地区的文献资料空白，还对研

究千年前的民族关系和文化交流

等具有重要意义。

“回鹘王子葛啜墓志”发现于

西安市唐长安城明德门附近的一

处唐代墓地里，呈正方形，边长约

40 厘米，由墓盖和墓志两部分组

成。它不仅保存完整，文字清晰，

还在汉字左边罕见地出现了以鲁

尼文字母刻写的古突厥文。

经专家识读，墓志主要介绍

了墓主人的家世，祖父、父亲和兄

长的名字，以及安葬的时间，并强

调安葬事务都由唐朝皇帝安排。

碑体上的鲁尼文内容与汉文内容

有重叠，也互为补充。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罗新

说，这个墓志的汉文部分也很有

价值，因为它是我们唐朝墓志里

很少见到的回鹘可汗家族贵族子

弟的墓志，这是很难得见到的。

鲁尼文是古代突厥、回鹘等

突厥语民族从 8 世纪开始使用的

一种古文字。鲁尼文刻铭在内陆

亚洲、中亚等地有广泛发现，自从

100 多年前由欧洲语言学家解读

出来以后，极大地丰富了突厥学

和北方民族史研究。在中国，过

去只有新疆、内蒙古和甘肃西部

发 现 过 有 限 的 鲁 尼 文 刻 铭 或 写

本，在唐朝的中心地区发现鲁尼

文是第一次。

据了解，墓志是唐德宗贞元

十一年（795 年）六月，唐朝政府为

五月间去世的回鹘王子葛啜安葬

时所刻写的。葛啜 19 岁时（794

年）从草原来到长安，被朝廷授予

中高级禁卫武官的职衔，一年后

因病去世。他的哥哥阿波啜主持

了丧葬事务，当时在长安的大量

回鹘部民也都参加了葬礼。丧葬

的一应开销都由唐朝政府承担。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胡戟说，

官费发丧在唐代是很高的待遇，

是皇帝亲自命令的。该墓志的发

现，对研究回鹘与唐朝的关系、回

鹘王国在漠北时期的历史有着重

要意义。 （惠 毅 冯 国）

本报讯 （驻山东记者苏锐）记者近日从山东省烟台市有

关 部 门 获 悉 ，烟 台 海 关 日 前 查 获 一 起 仿 制 文 物 夹 藏 出 口 案

件，查获各类仿制文物 2000 余件。

当 日 ，烟 台 海 关 经 过 风 险 分 析 ，决 定 对 一 批 申 报 为 瓷

砖 、PU 人 造 革 的 出 口 商 品 进 行 布 控 查 验 ，结 果 在 集 装 箱

内 查 获 标 有“ 宣 德 年 制 ”“ 乾 隆 年 制 ”的 瓷 器 、字 画 、石 雕 等

各 类 疑 似 文 物 共 计 2000 余 件 。 经 烟 台 市 博 物 馆 专 家 鉴

定 ，上 述 疑 似 文 物 均 为 现 代 仿 品 。 仿 制 文 物 虽 不 属 于 禁

止 或 限 制 出 境 物 品 ，但 因 其 未 向 海 关 申 报 ，现 已 移 交 当 地

缉 私 部 门 进 一 步 处 理 。

新 华 社 拉 萨 4 月 13 日 电

（记者许万虎 黄兴）从“节衣缩

食”到“仓廪殷实”，39岁的卓玛央

宗常常感叹家庭旅馆为自家生活

带来的改变。

卓玛央宗家住西藏林芝公众

村，村里有 20 多处古木园林和民

俗文化景观。得益于家门口丰富

的生态旅游资源，6年前她贷款数

十万元，办起了独具工布藏族风

情的旅馆——卓央家庭旅馆。目

前贷款已全部还清，旅馆也开始

盈利。

林 芝 藏 语 意 为“ 太 阳 的 宝

座”，被誉为“西藏江南”。是四季

旅游胜地，春天色季拉山杜鹃竞

相怒放，夏天巴松错碧水如镜，秋

天鲁朗林海五彩斑斓，冬天米堆

冰川冰清玉洁。

提 起 致 富 的 秘 诀 ，卓 玛 央

宗说：“我的旅馆充满民族风和

文 化 味 儿 ，入 住 的 游 客 都 能 满

意而归。”

正如她所说，记者日前在卓

央家庭旅馆看到，红白相间的藏

式二层小楼悠然矗立，传统藏式

门窗、屋檐和廊柱散发着浓郁的

藏族特色。客厅里，大小唐卡和

佛龛神秘而庄重；客房中，木质横

梁 上 绘 满 了“藏 八宝”等吉祥图

案；走廊的墙壁上则悬挂着工布服

装、挂包和响箭等藏式工艺品，整

个旅馆俨然是一个小型博物馆。

之所以将旅馆布置成这样，

卓玛央宗有自己的想法：“游客住

在这样的环境里，经过一番‘走马

观花’之后，便能大致了解工布藏

族的生活变迁和民风民俗。”

卓玛央宗常说：“游客都是远

方来的亲人。”每次接待客人时，

她都会亲自下厨，为他们做最正

宗的工布藏餐。她告诉记者，今

年打算把藏香猪和酸奶的制作方

法传授给有兴趣的游客，以传播

藏族的饮食文化。

35 岁的次旦卓嘎是卓玛央宗

的邻居，她告诉记者，卓玛央宗爱

唱歌，被村民们称为“金嗓子”。每

次为游客敬酒时，卓玛央宗都会叫

上邻居们，一起献上藏族祝酒歌。

“要想与游客拉近距离，真诚

互动很重要。游客虽然听不懂歌

词的意思，但会热情地为我们打

拍子，感觉很亲切。”卓玛央宗说。

如今次旦卓嘎也效仿卓玛央

宗吃起了旅游饭。前几天，她让

自己上大学的女儿专门印制了一

套介绍工布民俗的材料，准备和

卓玛央宗一起担任村里的讲解

员。“如果游客想去看工布响箭比

赛，我们会首先为他们‘补课’，讲

解响箭的制作原理和历史演变。”

次旦卓嘎说。

据了解，卓玛央宗和次旦卓

嘎每年单靠经营家庭旅馆，收入

就达数万元。前来上门取经的村

民越来越多，她们总会乐此不疲

地“传道授业”。卓玛央宗说，希

望全村人都能吃上旅游饭，走上

文化致富路。

数据显示，去年林芝共接待

国内外游客 227万人次，实现旅游

收入 18 亿元，旅游经济总量仅次

于拉萨。林芝地区旅游局局长王

军说，目前林芝地区参与旅游服

务的农牧民达 2400 多人，家庭旅

馆已超过 200 家，能同时容纳近

9000人住宿、餐饮。

烟台海关查获 2000余件仿制文物

我国首次发现唐代汉文鲁尼文双语石刻墓志
填补了古突厥文字在东亚地区的文献资料填补了古突厥文字在东亚地区的文献资料空白空白

“回鹘王子葛啜墓志”不仅保存完整，文字清晰，还在汉字左边罕

见地出现了以鲁尼文字母刻写的古突厥文。图为“回鹘王子葛啜墓

志”的拓片。 新华社发（蔡 雪 摄）

4月14日，薛飞身着许久没穿的“雷锋侠”服装在黑龙江大学艺术楼下清扫积雪。 新华社记者 王 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