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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热心村民担任志愿者，穿上红马
甲，聚集到一起择菜、洗菜，煎炒烹炸，
精心准备“孝心宴”。村里的老人欢聚
一堂，看表演，品尝饺子、长寿面，乐呵
呵地过“孝善文化节”。这样的场景，
在我市不少乡村接二连三地出现。

百善孝为先，孝老、尊老、敬老、爱
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市多个
乡村通过开展“孝善文化节”等活动，
将弘扬孝善文化和乡村振兴、精准扶
贫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邻里互助、
团结友爱、明礼诚信”的文明乡风和

“孝亲敬老、崇德向善”的良好社会风
尚。

□ 记者毛迎

义女社区“孝善文化节”的主要内
容不只是包饺子、吃饺子或者吃长寿
面，还会举行升国旗仪式，并组织志愿
者表演节目。

在文艺演出期间，部分老人还会迎
来幸福时刻——儿子、儿媳拥到身边，
给他们洗头、洗脚、送祝福。

“通过开展各种孝老、敬老活动，孝
敬老人已经不是一个人、一家人的事
情，而是整个社区共同关注的事情。”刘
春雨说。

他表示，孝善文化是义女社区的金
字招牌。该社区通过开展各类孝善活
动，对评选出的“好婆婆”“好媳妇”披红
戴花大力表彰，传承了孝道文化，倡树
了时代新风，凝聚了建设环境优美、居
民富裕、举止文明的和谐幸福社区的强
大力量。

近年来，义女社区以党建为引领，
以乡风文明建设为重点，以传统文化传
承为突破口，倡导尊老、敬老、爱老，弘
扬孝行善举，增强了群众的凝聚力，为
乡 村 振 兴 提 供 了 坚 强 的 精 神 文 化 支
撑。“孝为先，义为根；花为媒，富为本。”

义 女 社 区 一 步 步 走 上 了 文 明 富 裕 之
路。许昌市“文明村镇”、鄢陵县“党建
示范社区”……义女社区获得了众多荣
誉称号。这是乡风文明润物细无声的
结果，也是农村精神文化生活丰富多彩
的有力证明。

长葛市大周镇借助端午节、七一建
党节、重阳节等节日开展“孝道大餐”活
动，通过表彰“优秀党员”“孝道之星”等
先进典型引领孝老爱亲、奋发有为的风
潮。大周镇在 35 个行政村推广“孝道
大餐”活动，邀请 60 岁以上老人到村委
会吃饺子、看大戏。老人忆苦思甜，交
流现在的幸福生活，享受物质、精神双
重大餐。一场场“孝道大餐”活动，营造
出浓郁的孝老爱亲氛围。老人就像生
活在没有围墙的敬老院，处处感受到尊
老、敬老的孝善之风。

“孝善文化节”“孝道大餐”等活动
将群众牢牢凝聚在一起，以群众喜闻乐
见的形式传承孝善新风；深化孝善文化
内涵，引领群众奋发向上、崇德向善，把
百善孝为先的优良传统根植于群众内
心。

【编者按】乡村振兴，既要“塑形”，又要“铸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文明乡风、良好
家风、淳朴民风，改善农民精神风貌，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

近年来，我市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积极挖掘农村文化内涵，利用传统文化逐一破解
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养老、教育、生活等问题，交出一张完美的乡风文明答卷。

本报开设《乡风文明看许昌》栏目，聚焦许昌培育、弘扬乡风文明的典型事例和良好经验，本
篇为首篇。

孝心饺子、长寿面
“孝道大餐”弘扬孝善新风

6 月 21 日，父亲节，一大早，鄢陵县
大马镇义女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前的广
场上就聚集了一群穿着红马甲的志愿
者。他们都是该社区居民，前来为当天
举办的义女社区第七届“孝善文化节”
作准备。

一排长条桌摆成“长龙”，桌子上放
着一块块案板，洗干净的长豆角、大葱
等蔬菜一盆盆地端了上来，几名志愿者
站在案板前麻利地切菜。广场中央位
置搭起了舞台和凉棚，凉棚下摆放了一
张张圆桌。“今天中午，社区老人要聚在
一起吃长寿面。由于天气比较热，我们
特意搭了凉棚，让老人在阴凉处吃着香
喷喷的面条看演出……”一名志愿者一
边将凳子放在圆桌旁，一边笑呵呵地
说。

当天中午，该社区 200 多位老人欢

聚一堂，吃着美味的长寿面，看着精彩
的文艺演出，欢笑声、祝福声久久回荡。

自 2018 年至今，义女社区已经成
功举办七届“孝善文化节”。饺子宴是

“孝善文化节”的“重头戏”，遇上父亲
节、母亲节之类的特殊日子，饺子就换
成寓意吉祥的长寿面。

“老人欢聚一堂吃饺子、长寿面，居
民一起大联欢。‘孝善文化节’是义女社
区的大日子，就像过大年，热闹得不得
了！”义女社区党委书记刘春雨说。

举办“孝善文化节”所需的费用都
是热心人赞助的。为了弘扬孝善文化，
义女社区成立了孝善文化理事会。该
社区有 300 多名志愿者。打扫卫生、布
置舞台、包饺子、蒸面条……这些琐碎
的事志愿者主动参与，营造了邻里互
助、团结友爱的良好氛围。

举办“孝善文化节”，请居民共享
“孝道大餐”，义女社区并非个例。

6 月 9 日，鄢陵县陈化店镇张刘庄
社区举办了首届“孝善文化节”。在戏
曲《辕门外三声炮响》欢快的节奏中，该
社区老人同赴饺子宴，共话邻里情。

本次活动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
原则，推选出“优秀共产党员”3 名、“好
婆婆”3 名、“好媳妇”3 名、“文明家庭”3
户、“最美庭院”4户。

随着时代的发展，农村的环境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精神面貌也
大为改观。

“如今，说东家长、西家短的现象不
见了，母慈子孝、发家致富、环境优美成

了人们茶余饭后的热点话题。”当天评
选出的“最美庭院”获得者代表于瑞玲
说。

位于中原腹地的许昌，孝善文化源
远流长。建安区椹涧乡是一个以孝善
文化闻名的地方，早在西汉末年，二十
四孝之一蔡顺“拾葚奉母”的故事就发
生在这里。

近年来，椹涧乡坚持举办“孝善文
化节”，通过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以及

“孝子”“孝顺媳妇”表彰活动弘扬孝善
文化，把敬老、爱老、养老、助老精神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营造了尊亲敬老的
良好社会氛围。

在长葛市大周镇大尚庄村、东朱庄

传承孝道文化，倡树时代新风

“孝道大餐”遍地开花，共享盛宴其乐融融

父亲节，200多位老人欢聚一堂吃长寿面
村、柳庄营村等村庄，邀请老人一起吃
饺子、看大戏已经成为村民津津乐道的
话 题 。 2018 年 ，大 周 镇 启 动“ 孝 道 大
餐”活动，并在 35 个行政村推广，要求

各村每年至少举办 4 次，有条件的村每
月举办一次。“孝道大餐”活动由村“两
委”牵头、志愿者参与，邀请 60 岁以上
老人聚集到一起看大戏、吃饺子。

父亲节当天，鄢陵县大马镇义女社区的老人欢聚一堂看演出。贾云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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