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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台湾歌手童安格演
唱的歌曲《把根留住》感染了不少人。
移风易俗、传承文明、留住乡愁，是乡村
振兴的主要内容。

社会发展是一个继承与延续的过
程。虽然生活条件好了，但人们的精神
支点不能丢，一个村庄的变迁亦是如
此。留住乡村记忆，会让居民在社会发
展中无论走得多远，都能找到自己的根
脉。

正如年近八旬的慕天佑所言：国有

正史，地方有志，族有族史，家有归依，
人有归宿。退休后，慕天佑首先想到的
是生养自己的小村庄。从城市回到农
村办文化大院，很多人说他傻，但他认
为值。他和居民一起编写有关村庄、慕
姓先祖和乡村文明的图书，是对乡村文
化的一种传承与发扬。

置身文化大院，我们能够感受到厚
重的文化。在乡村振兴中，大慕庄留住
了乡愁，找到了乡村发展的精神源泉和
动力。

传承乡村文化，汲取“精神营养”

■ 记者手记

留根脉弘扬村风，助学生福泽四邻
□ 许昌报业全媒体记者郝晋黄增瑞

7 月 25 日，在建安区灵井镇大慕庄
社区西部的一个小院里，传出了琅琅的
读书声。与其他普通民居不同，该院大
门上悬挂着写有“述德堂”字样的牌匾。

该院的主人是慕天佑，今年 79 岁，
1958 年入伍，先后担任排长、政治指导
员、政治部组织科干事、司令部直属政
治处副主任等职务。转业后，慕天佑在
湖北省黄石市工作至退休。退休后，他
回 到 家 乡 大 慕 庄 社 区 ，开 办 了 文 化 大
院。

“先祖慕甲荣在乾隆五十九年（公
元 1794 年）中举，曾任禹州训导。‘述德
堂’是他所办私塾的名字。他著有《述
德堂诗稿》《述德堂小草》等。”慕天佑
说，在市区西湖公园“西湖莲舫”景点，

“许昌十二贤士”人物浮雕西边第一个
就是慕甲荣。

“大慕庄具有浓厚的文化底蕴。据
资料记载，慕甲荣开办‘述德堂’后，大
慕庄先后出现 19 位文化人，有秀才、举
人、太学生等。”慕天佑说，传承乡村文
化、弘扬文明村风，是他办文化大院的
初衷。

慕天佑说，他最早回到大慕庄办文
化大院是在 1997 年 3 月，后因妻子患病
需 要 照 顾 ，于 2003 年 3 月 停 办 了 文 化
大院。2010 年 7 月，妻子离世后，他重新
选址再办文化大院，先后投入 45万元。

7 月 25 日，在文化大院里，63 名一
至六年级的小学生在一起学习，71 岁的
退休教师慕更有正在一个圆桌旁给几
名孩子辅导功课。

“暑期，不少学生由于父母在外打
工，跟着爷爷、奶奶生活，结群乱跑存在
安全隐患。我想，不如把他们组织起来
一起学习。”慕天佑说，2017 年 7 月，他和
退休教师慕更有、慕建业等人商议，决
定在文化大院里开办补习班，时间是每
天 8时至 11时 30分，为期 1个月，今年是
第三期。

“除了大慕庄的学生外，这里还有
12 名小慕庄、老关赵、杨庄、竹园的学
生。”慕天佑说，8 月上旬，他准备办一场
运动会，项目有跳绳、拔河、五子棋等。

“父母养我一大恩，我报父母一小
德。”“成才理应早立志，读书还须少年
时。”记者注意到，文化大院的墙上悬挂
着很多以孝善教育为内容的楹联。慕天
佑说，他办的文化大院被命名为“建安区
特色文化基地”“建安区图书馆分馆”“农
家书屋”等，藏书 4500 多册。平时，除了
学生外，有不少居民前来借阅图书。根
据借阅记录，居民慕秋红、宋应彬等人以

及 6名学生被评为“阅读达人”。
记者了解到，慕天佑等 25 名居民成

立了建安区灵井镇大慕庄文化协会，经
常聚在一起商议如何传承乡村文化等
事宜。如今，他们自筹资金先后印刷了

《述德堂文化》《慕容慕氏族史》《先儒慕
甲荣传记故事·佚著》等，以家风家教、
传统文化、道德操守为内容，对大慕庄
的 历 史 及 人 物 进 行 总 结 ，留 住 乡 村 记
忆。

大慕庄社区党支部书记慕玉发说，
慕天佑投资办文化大院，促进了乡村文
明建设，传承了乡村文化，使群众的文
明素质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提升。

“戍边从军尽义务，解甲归田扬文
化。我会继承先祖慕甲荣的精神，弘扬
社会正能量。”慕天佑说，灵井镇政府、
建安区关心下一代委员会、大慕庄社区
对文化大院给予了很大支持。如今，他
最大的心愿是对文化大院进行扩建，以
满足更多居民的需求。

慕天佑（右二）和慕更有在辅导孩子功课。 许昌报业全媒体记者黄增瑞 摄

建安区灵井镇大慕庄社区
位置：许禹路与禹亳铁路交会处南一公里
概况：现有 6 个居民小组 325 户 1360 人，其中党员 42

名、建档立卡贫困户4户。居民收入主要靠务工，也有居民
在新疆和山西等地做不锈钢批发生意。

党支部书记：慕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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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慕庄社区党支部书记慕玉发：
我们社区虽然没有集体和民营企业，但居民发家致富的劲头不

小。依托文化大院，我们注重文化建设，在传承文明家风、倡导乡村
文明、提高居民素养方面效果明显。居住环境变美，居民文化素质
提高，乡村振兴就有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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