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禹州市花石镇白南村
位置：禹州市花石镇政府西北7公里
概况：有 15 个村民小组 1210 户 5502 人，其中党员 78

人，是许昌地区最大的行政村。村民主要收入来源是传统
种植业、养殖业、小型板材加工、“三粉”加工和外出务工
等。

党支部书记：张宏超 驻村第一书记：于爱波

○
乡
村
名
片

（（4949））

白南村党支部书记张宏超：
身为白南人，我为白南村的历史文化而自豪。作为该村党支部

书记，我要抓住乡村振兴这一契机，扶贫先扶智，深入挖掘乡土文化，
引导培育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使白南村村民谦卑谦逊、奋发图强、勤
劳朴实、崇德向善的精神得以传承，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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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需要留住文化的“根”

■ 记者手记

白南村：文化掩映村更美
□ 许昌报业全媒体记者雷剑德松召峰/文 崔雨梦/图

7 月 10 日 10 时，禹州市花石镇白沙
中心小学，欢快的音乐声响起，学生跟
随“老师”的舞步扭动身体，笑声洒满校
园。

该小学西南角是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建于元至正九年（公元 1349 年）的义
勇武安王大殿。古朴厚重的建筑与孩
子们朝气蓬勃的笑脸相映成趣，默默诉
说着昔与今的传承。

“现在不是放暑假了吗？咋还有这
么多学生在学校？”记者向白沙中心小
学校长冯朝选问道。

“这多亏白南村驻村第一书记于爱
波。”冯朝选笑着看向于爱波。在一旁
看孩子们跳舞的于爱波连连摆手，说：

“这不是啥大事，主要是这些孩子假期
没事干，拿着手机一玩就是一整天，让
人担忧。如今，许昌学院大学生来了，
孩子们学习热情高了，玩得也开心了。”

带着学生跳舞的是许昌学院大学
生赴白南村支教服务队队员，其将简单
的舞蹈动作编成了孩子们喜欢的大课
间运动。“我们这支团队共有 15 名队员，
全部是公开选拔的优秀学生，各个‘身
怀绝技’。”此次活动的带队老师徐晓楠
笑着说，“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让孩
子们‘零距离’感受大学生的风采，开阔
他们的视野，在他们心中种下求学、向
上的种子。”

支教者的青春风采、多样才艺，加
上白沙中心小学老师的辅导，吸引了包
括白南村、白北村在内的周边六七个村
庄的 300 多名学生来到该小学，其中绝
大部分是留守儿童。他们在大学生的
带领下，体验不一样的暑期生活。

“扶贫先扶智，教育是阻断贫困代
际传递的最好方式。较高的文化素养，
能够让孩子一生受用。”在随后的聊天
儿中，于爱波道出了其促成许昌学院大
学生与白南村孩子“师生情谊”的主要
考量。

据 了 解 ，白 南 村 地 处 禹 州 市 西 北
部，共有 1210 户 5502 人，是许昌地区最
大的行政村。2017 年 11 月，于爱波报到
时，该村有贫困户 528 户 1925 人。2018

年 12 月，该村贫困户仅剩 7 户 15 人。扶
贫路上，于爱波参与并见证了该村的发
展：8 处 180 米长的文化景观墙、70 棵新
栽的广玉兰、230 盏太阳能 LED 路灯、27
个 监 控 摄 像 头 、2.8 公 里 长 的 水 泥 公
路 ……“排水沟修了，路灯亮了，村里干
净 、漂 亮 了 。 咱 的 驻 村 第 一 书 记 没 得
说！”白南村 83 岁的村民许景林提起于
爱波竖起了大拇指。

与村容村貌一起发生变化的，还有
村风民风。目前，该村规划修建的 5 个
文化广场中规模最大的已经基本完工，
成了村民晚上的聚集地。“以前，大家晚
上都凑到麻将桌前；现在，大家都去文
化广场锻炼身体。”提起这两年的变化，
该村党支部书记张宏超说。

于爱波在驻村工作中发现，白南村
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就组织人员进
行深度挖掘，开展了有关该村历史、传
说的整理工作。“现在已经完成 6 万多
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7 月 10 日，于爱
波拿着厚厚的一沓 A4 纸，向记者展示已
经完成的部分初稿。

许昌学院大学生以青年人的眼光，
从更高层面发掘该村历史文化资源的
教育价值，并将其融入课堂，帮孩子们
打开了发现家乡美的窗户。“原来白南、
白 沙 有 这 么 多 好 地 方 、这 么 厚 重 的 文
化，我为家乡骄傲！”在作文中，不少学
生写出了类似的话语。

当日，徐晓楠的大学同学、目前在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攻
读博士学位的侯浩然来到白南村。作
为当年支教队伍的一员，时隔多年再次
来到支教现场，侯浩然感慨颇多：“乡村
振兴需要人才振兴、文化振兴，需要每
一个人的努力和奉献。”

如今，白南村已确定在今年开展首
届好媳妇、好公婆评选，倡导新风尚有
了新形式；文化广场建设按部就班，广
场舞队伍已成规模。许昌学院大学生
即将完成任务，准备回校，“师生”的联
系却愈发紧密。该村在文化的掩映下，
变得越来越美……

这“根”，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孩子成
长的根基，给了他们走出乡村勇闯更大
天地的动力；这“根”，是“乡愁”，是带动
他们建设家乡的引力。哺育与反哺之
间，是文化串起的丝丝缕缕、无法断绝的
联系。

在对白南村的采访过程中，记者感
受到于爱波在挖掘白南村文化上的良苦
用心，看到一群朝气蓬勃的大学生用激
情和风采激发孩子的求知欲，还看到村
民对优质文化的向往、留守儿童对教育
资源的渴求……

当然，我们需要正视的是，在教育资
源、文化生活方面，城乡依然存在差距，
且在短时间内难以消除。我们能做的是
因地制宜，从村民最关心的问题、最迫切
的需求切入，培育良好的家风乡俗，传承
和发扬传统文化美德。

我们期待有一天文化、教育与乡村
振兴形成良性循环，文化、教育滋润、培
养更多人参与家乡建设，带动乡村进一
步振兴。

这是脱贫攻坚路上，我们应始终思
考的问题。

许昌学院大学生给白沙中心小学学生上课。

许昌学院大学生和白沙中心小学学生合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