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王渊博）6 月
22 日， 南阳作家乡村振兴创作
采风活动走进唐河县滨河街道
王庄村。

王庄村位于唐河县城西 7
公里处，全村以岗坡地为主，辖
9 个自然村，2500 多人。 2016 年
脱贫攻坚战以来， 该村因地制
宜大力发展红薯种植技术，形
成特色产业优势，全村 79 户贫
困户全部加入红薯生产合作
社， 加快了村民脱贫致富的步
伐。 该村涌现出了全国脱贫标
兵王万才、“红薯哥” 李书强等
脱贫带头人，同时，该村大力整
治村庄环境， 村容村貌得到提
升和改观。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 王庄

村建起了村史馆、家风家训馆、
道德讲堂、剪纸文化馆、王庄书
院等文化阵地， 经常开展丰富
多彩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以此化育人心、引领风气。 王庄
村被评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
村”、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

“太震撼了，没想到红薯有
这么多品种。 ”当日上午，采风
团一行参观了书强红薯种植合
作社， 该合作社是集红薯种苗
繁育、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现代
化农业科技产业园， 还游览了
花园般美丽的王庄村。 脱贫模
范王万才为大家介绍了自家脱
贫经过和村庄环境面貌整治、
经济发展和村民思想境界发生
的巨大变化。

“徽式民居错落有致，道路
小巷平坦整洁，花坛内鲜花盛
开，五彩缤纷，展现出现代乡
村的美丽景象！ ”采风团作家
们一路走一路看， 一路惊喜，
一路赞叹，王庄村的现代化薯
种培育基地以及从昔日黄土
岗到美丽乡村的华丽嬗变令
大家感慨不已。

下午，采风团一行在唐州大
剧院会议室，召开了南阳作家乡
村振兴创作活动走进唐河座谈
会。 参加采风活动的作家们纷纷
感慨，“真想做王庄的村民”，王庄
村不只是环境漂亮，而且鲜活有
精气神，有灵魂有风情，别致又有
趣，置身其中，让人眼睛舒服起
来，心灵愉悦起来。“不管是红薯
合作社，还是现代化的农业科技
产业园，王庄人真是把红薯产业
做到了极致，王庄人的智慧和拼
搏精神令人钦佩， 也激励着大
家。”“王万才从躺平到立起来、跑
起来，再到引领全村人致富，他的
故事令人感动，也为下一步的创
作提供了素材，找到了灵感。走进
新农村，写作也要以新的思维，新
的笔法来记录乡村故事。 ”

此次采风活动， 丰富了作
家的创作素材， 将激励作家们
深入社会生活，扎根基层，发现
美、欣赏美、传播美，用手中的
笔讴歌新时代， 用优秀的作品
讲好南阳故事， 讲好乡村振兴
故事。 ⑦3

南阳作家乡村振兴创作采风活动走进唐河

凝聚文艺力量 赋能乡村振兴
南阳作家志愿服务进校园

播撒文学种子
本报讯(记者 王渊博）6 月 20 日，由南阳

市文联、南阳市作家协会、南阳市示范区教育
中心主办，南阳文学院、南阳市第二十一、二
十完全学校高中部承办的“阅读润心 书香致
远” 南阳作家进校园文学志愿服务暨全民阅
读活动举行。

南阳作家进校园文学志愿服务活动以文
学为纽带，撒播文学种子，让学生有更好的机
会在文学作品中感受美、欣赏美，提升学生的
综合素养。

南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卧龙区作协主
席鲁钊以《热爱文学，让经典相伴成长》为题
对师生进行授课。他以深入浅出的语言，带领
同学们领略文学经典的美丽， 向同学们展示
了作家的责任和担当， 并鼓励同学们平时要
坚持阅读，多读经典，努力学习，书写属于自
己的精彩人生。学生们纷纷表示，通过这次活
动，对文学和读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也引导了他们对语文学习的重视， 激发了他
们对平时作文、文学创作的浓厚兴趣。

当天，现场还举办了图书捐赠仪式。 ⑦3

方城县图书馆

送图书进校园
本报讯（记者 马苏）近日，方城县图书馆

流动图书车来到该县杨集乡小河里村五高附
属中学，开展图书进校园阅读活动。

据悉，为满足学生阅读需求，丰富学生课
间生活， 方城县图书馆流动图书车配备了种
类繁多、题材广泛的各类书籍 1000 余册。 在
阅览桌椅前，孩子们兴致勃勃的挤着看书，如
饥似渴的眼光生怕错过一本好书。“快来看，
这本书我早就想看，一直没有找到，今天终于
找到了！ ”一位女同学拿着《感动生命》高兴地
说，她拿起书本认真地看了起来。学校的老师
也挤在学生身边，大家或讨论，或独自沉浸书
籍中，师生在书海里尽情畅游，享受着文化大
餐，共同感受阅读的快乐。

此次活动，旨在推进全民阅读活动，拓展
服务领域，激励基层学生爱读书、读好书，培
养良好阅读习惯，营造乐学共育氛围，促进书
香校园建设。 ⑦3

卧龙区举办群众文化周活动

百村百戏 乡村文艺百花齐放
本报讯（记者 马苏）日前，

由卧龙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
办，卧龙区文化馆承办的为期 3
天的“庆七一”“豫出彩 一起
来” 百村百戏群众文化周活动
拉下帷幕。 此次活动不仅丰富
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更传
承和发展了地方文化， 进一步
增强了群众的文化自信心和归
属感。

本次文化周活动精彩纷

呈，会集了舞蹈、戏曲、合唱、模
特舞、独唱等多种艺术形式。 来
自卧龙区各乡镇、 街道和文化
馆的艺术团体纷纷登台献艺，
展示了卧龙区群众文化的繁荣
与多彩。 舞蹈专场中，优美的舞
姿和动人的音乐让现场观众陶
醉其中； 戏曲专场则让传统戏
曲文化焕发出新的活力， 让观
众领略到了戏曲艺术的独特魅
力； 综合专场更是将各种艺术

形式融为一体， 展现了卧龙区
群众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

此次活动不仅为群众提供
了丰富多样的文化体验， 也促
进了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通过
展示卧龙区群众文化的独特魅
力和深厚底蕴， 增强了群众对
本地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同时， 活动还吸引了众多游客
前来观看， 进一步提升了卧龙
区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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